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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还没有从基督教中解放出来
,何以谈犹太人的解放

?如果犹太人要求国家放弃基督教的偏

见
,那么就必须首先放弃犹太教自身的偏见

,否则有什么理由对他方提出单向的要求呢
?鲍威

尔还指出
,即便是基督教也同样需要摆脱自身的宗教

,因为宗教有悖于人类的进步
,无论是基

督徒还是犹太人要想获得解放或者解放他人都必须首先摆脱宗教桎梏。 鲍威尔还进一步分析了基督徒和犹太人获得解放的能力问题
,在他看来

,作为基督徒
,只要放弃基督教信仰

,而信奉

从基督教的本质中演变产生的“ 科学批判”,那他们就能获得解放; 但犹太人要做到这一点十分困难
,因为犹太教同这种科学的批判没有直接的联系

,因此
,他们不仅要彻底放弃犹太教

,而且

还要割断与犹太教发展的任何历史性联系
,这实质上就是否定了犹太人获得解放的可能性。

针对鲍威尔的观点
,马克思指出

,鲍威尔只把自己局限在纯粹的神学圈子里
,追究犹太人

或基督徒谁的福分大
,这只不过是钻牛角尖。 犹太问题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在

德国
,“ 犹太问题是神学问题”; 在立宪的法国

,“ 犹太问题是个宪政问题
,是个政治解放不彻底

的问题”;“ 只有在北美合众国( 至少是其中一部分) ,犹太问题才失去了神学的意义
,成了真正

的世俗问题”①。 马克思认为
,犹太问题是一个“ 现代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合理解释依赖于现

代社会的各种现象与关系。 犹太人获得政治解放的最大障碍在于“ 世俗桎梏”,即现存的政治压迫和社会压迫
,而绝不在宗教本身。 马克思写道:“ 就在政治解放已经完成了的国家

,宗教不

仅存在
,而且表现了生命力和力量

,这就说明
,宗教的存在和国家的完备并不矛盾”。“ 在我们

看来
,宗教已经不是世俗狭隘性的原因

,而只是它的表现。 因此
,我们用自由公民的世俗桎梏

来说明他们的宗教桎梏。 我们并不认为: 公民要消灭他们的世俗桎梏
,必须首先克服他们的宗

教狭隘性。 我们认为: 他们只有消灭了世俗桎梏
,才能克服宗教狭隘性。 我们不把世俗问题化

为神学问题。 我们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 相当长的时期以来
,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

历史
,而我们现在是用历史来说明迷信。”

②马克思还指出
,我们要观察现实的世俗犹太人、 平

素的犹太人
,而不是像鲍威尔那样

,只观察安息日的犹太人。“ 只要剥掉掩盖着犹太精神实质

的宗教外壳
,掏出犹太精神的经验的、世俗的、实际的内核

,就能够规划一个消溶这种内核的真

正的社会形式。 而鲍威尔先生却以‘ 宗教问题’就是‘ 宗教问题’为满足
⋯⋯鲍威尔先生只了解

犹太精神的宗教本质
,但不了解这一宗教本质的世俗的现实的基础。 他把宗教意识当作某种

独立的实质来反对。 所以
,鲍威尔先生不是用现实的犹太人去解释犹太教的秘密

,而是用犹太

教去解释现实的犹太人。”③ 从上述论述中
,我们可以看出

,马克思已经开始用唯物主义的观

点探讨宗教存在的社会根源
, 把人的精神压迫(即 “ 精神桎梏” )

归结为物质压迫(即 “ 世 俗 桎

梏” )的存在
,因此

,人的社会平等的实现绝不像鲍威尔所说的要首先废弃宗教
,而是要消除产

生宗教的世俗桎梏本身
,即现实社会中的不平等关系。 马克思的这一结论为宗教研究奠定了

最基本的唯物主义原则
,是马克思与鲍威尔宗教唯心主义的本质区别

,也标志着马克思本人与

青年黑格尔派的彻底决裂。 马克思的这一新的宗教观在《〈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得到进
一步的深化与成熟。马克思从人权思想出发批判鲍威尔的观点。 他列举了

1971年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

59

从《 论犹太人问题》看马克思的犹太观
① 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 ,第1 3 9—

1 4 0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 ,第4 2 5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 ,第4 2 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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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社

会

主

义

者

关

于

解

放
犹

太
人

问

题

的

主

张
。
马

克

思
、
恩

格

斯
、
拉

萨
尔

及

摩

西
·
海

斯
都

是

这

样

的

思

想

家

—

—

—
他

们

的

世

界

观

深

深

扎

根

于

德

国

现
代

哲

学

之
中

,而且 他

们

解

决
犹

太
问

题

的

方
法

在

某

种
程

度

上

吸

取
了

激

进
的

黑

格

尔

主

义

传
统
。
年

轻

的

黑

格

尔

主

义

者

在

19

世

纪
40

年

代

早

期

所

发

起

的

论

战
不

仅
促

进
了
现
代
德
国
社
会
主
义
的
起
源

,而
且
使
19

世
纪
中
叶

的
德

国

对

犹

太
问

题

的

本

质

有
了
新
的
认
识
。
”

②
把
异
化
作
为
哲
学
范
畴
而
解
释
宗
教
的
本
质
及
宗
教

产

生

的

根

源

是

德

国

哲

学

的

一

个

成

就
。
费

尔

巴

哈
就
指
出

:“上帝的人格性 ,本
身
不
外
乎
就
是
人
之

被
异

化

了

的
、
被

对

象

化

了

的

人
格
性
。
”

③
马
克
思
继
承
了
德
国
哲
学
的
这
一
传
统

,从
异
化
的
角
度
来

探
讨
犹

太
问

题
。
他

认

为

犹

太
教

正

是

“
人

类

自

我
异
化
的
一
种
表
现
形
式
”
,犹

太
教
把
犹
太
人
变
成
了

经

济

利

益

的

奴
隶

,只 知

道

追

逐

实

惠

及

利

润

,“犹 太
人

实

际

需

要

和

自

私
自

利

的

神

就

是

钱
”

、
“
钱
是

以

色
列
人

的

嫉

妒

之
神

;在

他

面

前

,一 切
神

都

要

退

位
。
钱
蔑

视
人

所

崇

拜

的

一

切
神

并

把

一

切
神

都

变

成

商
品
。
钱
是

一

切
事

物

的

普

遍

价

值

,是

一
种
独
立
的
东
西
。
因
此
它
剥
夺
了
整
个
世
界

—

—

—
人
类
世
界

和
自

然

界

—

—

—
本

身

的

价

值
。
钱
是

从
异

化

出

来

的

人
的
劳
动
和
存
在
的
本
质

;这
个
外
在
本
质
却
统
治

了
人

,人 却

向
它

膜

拜
。
”

④马
克

思

把

人

的

本

质

异

化
与
经
济
现
象
的
分
析
结
合
起
来

,分
析
市
民
社
会,

构
筑

其

异

化

劳

动

理

论

,这 是

对

德

国

哲

学

传
统
中
注

重

理

性

思

辨

的

异

化

理

论

的

发

展
与
突

破

,使之更

具

有
现
实

性

与
时

代

性
。

马
克
思
对
犹
太
教
特
征
的
揭
露
是
对
资
本
主
义
本
质
的
批
判

在《论

犹

太人

问

题》中

,马 克

思

多

次

谈

到犹

太教

的

本

质

特

征

就

是

现实

的

物

质

需

要

,对 经

济

利

益

的

追

求

是

犹

太
教

的

真

正

秘

密

之
所

在

;犹

太
人

所

奉

行
的

生

活

准

则
就

是

赤

裸

裸

的

拜

金

主

义

,赚 钱

是

他

们

一

切
活

动

的

准

则
与
目

的
。
马

克

思

写

道

:“
犹

太
的

世

俗
基

础
是

什

么

?实

际

需

要

,自 私
自

利
。

犹
太
人

的

世

俗
偶

像

是

什

么

?做

生

意
。
他

们

的
世
俗
上
帝
是
什
么

?金钱⋯ ⋯
在
他
们
的
眼
里

,整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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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通过政治解放所达到的人只是市民社会的人 ,是个体和类的分裂 ,因为人在市民社会的

身份与在政治领域中的身份往往是脱裂的 ,要消除这种脱裂 ,使人从市民社会的成员变成真正

的人 ,就必须反对人的自我异化 ,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类自己。只有当现实的个人不

仅在政治生活中是类存在物 ,而且在个人生活中 ,即在自己的劳动和相互关系中也成为类存在

物 ,才能使现实的人由市民社会的成员变成真正的人①。换句话来说 ,在各种社会力量的全新

组织下 ,人只有成为自身生活来源的主人 ,才体现了人的解放 ,而这一切的实现必然以消灭私

的解放 ,�.E Td�(关) Tj�10.5 0.� Td�(活) Tj�10.5 0.0 Td�(来) Tj�10.5 0前 Td�(的) Tj�10.8 0.�.0 Td�(现) Tj�10.7 0.0 Td�(了) Tj�10.8 0.0 Td�(人) Tj�10.8 0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