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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性“自我意识”逻辑的初步建构
　———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思想导读

程广丽

摘　要：青年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是马克思思想成长历程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文本，它是

马克思后来取得一系列思想成果的前提。怀着对人的自由与解放的关怀，青年马克思通

过对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比较性研究，强调了伊壁鸠鲁自然

哲学的重要性和深刻性，凸显了主体自我意识的自由建构在古希腊哲学史上的重要性，并
以此来进一步凸显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之于当时德国哲学的重要性。德谟克利

特的自然哲学由于局限于“实证科学”（经验知识）而致使“自我意识”的丢失与“自由”的逃

离，因而难以达到真正的完善；伊壁鸠鲁却跳出了实证科学的藩篱而进入到“自我意识”的

主观唯心主义立场上，最终获得了心灵的自由。与伊壁鸠鲁的自由观不同，马克思强调的

是有外在约束与制约作用的“定在中的自由”。博士论文是青年马克思希望通过对自我的

主体意识的强调来实现对当时的不自由的专制制度进行变革的愿望。这一文本是马克思

早期思想发展阶段的重要构成部分，是青年马克思主观唯心主义立场的真实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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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人们对于青年马克思的《德谟克利特的自然

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以下简称：博士论文）的思想解读大多停留于政治哲

学的层面上，认为青年马克思此时的思想是青年黑格尔派政治主张的典型代表。这样一

来，博士论文常常就被当作青年黑格尔派的一个政治斗争的“范本”来对待，并将之视为马

克思思想成长历程中一个很不成熟的政论性文章来认识；许多人还认为青年马克思在博

士论文中所谈及的“自由”、“自我意识”等主题词在他思想成熟时期已经被抛弃。然而，以
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视角对博士论文进行深层解读，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在博士

论文中，青年马克思对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自然哲学思想进行比较，其主要目的是为了

说服和论证黑格尔思想中占据主导的主体的“自我意识”、主体的“自由精神”以及由此带

来的对“必然性”规律的打破所导致的“偶然性”后果。也就是说，对于“原子的偏斜运动”
的特别强调，实际上就是对主体的关于“自我意识”的“偶然性”即对主体自我意识哲学维

度的凸显与张扬，实际上是涌动在青年马克思内心的那种强烈的关注现实、渴望自由的价

值取向的深层体现。基于此，对青年马克思博士论文进行科学定位应当坚持三个基本要

点：第一，博士论文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著作，而不是西方哲学史意义上的著作。我们

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此时的马克思为什么在理论上要倾向于伊壁鸠鲁？第二，通过对马克

思博士论文的研究，可以看出马克思此时的思想还停留在自我意识的视角上，还没有达到

人的异化的认识水平。从根本上看，马克思真正认识人是在接触到费尔巴哈之后，才获得

了关于人的理论的概念。第三，通过对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对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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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分析解读，我们不能由此认为此时马克思的思想与伊壁鸠鲁的思想就是一致的。青年马克思之所

以选择伊壁鸠鲁，是为了通过对伊壁鸠鲁思想的解读而关注现实。

一、“自我意识”哲学维度的凸显：以主观形式解读希腊哲学的重要性

中学时代的马克思由于深受德国当时教育与思想启蒙的影响，所持有的进步世界观是人道主义、理
性主义、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到了大学之后，由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的对立，使得他对原来极其

信奉的康德与费希特哲学逐渐产生了怀疑，而转向了自己原来所厌恶的黑格尔哲学，并逐步成长为一名

青年黑格尔分子，尽情地汲取着黑格尔哲学的养料。在黑格尔看来，任何哲学思想史都不是随意的和凌

乱的，而是有着内在联系的、有规律的、以客观理念为中心的内容。在当时德国的思想界，希腊哲学的典

型代表伊壁鸠鲁哲学、斯多葛哲学以及怀疑主义哲学比较盛行，然而这些思想被一些哲学史著作当作

“感性享受的哲学家”，是一种登不上大雅之堂的退化了的低级文化。黑格尔指出了这些思想是对柏拉

图与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推进而非倒退，因为它张扬了个人的自由与自我意识，即“通过思维获得自我意

识的自由”①，因而是希腊哲学思想发展的独立阶段而不是哲学的倒退。深受黑格尔对伊壁鸠鲁哲学的

认识，青年马克思悟到了黑格尔所强调的“原子偏斜”的含义，他指出说：“‘原子偏离直线’是原子的规

律，是原子的脉动，是原子的特殊的质，正因为如此，德谟克利特的学说才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才不像

伊壁鸠鲁哲学那样只是某一个时期的哲学。”②在这样的理论前提下，马克思把原子偏斜上升到普遍规

律的必然性的高度来认识，并赋予了偏斜之于原子的特定含义：“偏斜不是在空间一定的地点、一定的时

间发生的，它不是感性的质，它是原子的灵魂。”③正是在这一思想背景支援下，１８４０年的７、８月至１８４１
年３月，青年马克思完成了他博士论文的写作。博士论文除了献辞、序言和附录外，由三个主体性部分

内容构成。第一部分有五章内容，主题是“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一般差别”；
第二部分也有五章内容，主题是“原子的偏斜运动”；第三部分是“附注”和“注释”，主题是第一、第二部分

注释的说明。博士论文的第一、二部分是全文的重点，其中的大量笔墨都是用来对比德谟克利特与伊壁

鸠鲁哲学思想的。１８４１年４月，马克思把它寄给了耶拿大学哲学系，并藉此取得耶拿大学的哲学博士

学位。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通过对古希腊两个重要哲学家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自然哲学思想的比

较性的阐释与解读，指出了其自然哲学思想之间的差异的根本问题在于对希腊哲学史的理解和定位问

题。在这里，《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酝酿成型的自我意识哲学得到了完整的实现④。
青年马克思认为，在学术界，对于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之间的关系一直未能有一个科学合理的理

解，许多人错误地认为，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哲学之间的差异并不大，伊壁鸠鲁哲学其实就是德谟克

利特的物理学与昔勒尼派伦理学的混合物，因此简单地将德谟克利特的物理学与伊壁鸠鲁的物理学置

于“同一化”的理论层面进行解读。即便是黑格尔，也不能正确地认识到伊壁鸠鲁哲学思想对于希腊哲

学史的重要影响和意义。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对于亚里士多德哲学之前的重要哲学家

思想的解读，惯用的做法就是，往往只是从哲学内容的角度去解读亚里士多德哲学之前的思想家之于希

腊哲学史内容的重要性，而放弃了从主观形式的视角进入，因而自然就不能正确地认识到亚里士多德哲

学以后的一些重要哲学流派例如伊壁鸠鲁学派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殊不知，放弃了主观形式的解读视

角，就等于放弃了正确理解伊壁鸠鲁学派的通道。
青年马克思指出，希腊哲学有着极为深厚的内容，其中主观形式也即绝对自由的“自我意识”构成了

希腊哲学最重要的东西，因此，他果断地选择了主观形式的阐释视角，对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的自然

哲学的差异进行了本质性的解析，明确地确立了自我意识哲学之于希腊哲学史的重要性。作为一个典

型的青年黑格尔派分子和一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青年马克思的用意在于，凸显伊壁鸠鲁哲学的自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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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３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９年，第１４６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０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１２０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０卷，第１２２页。
张一兵：《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原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８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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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维度的重要性，实际上是为了凸显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之于当时德国哲学的重要性的。青年黑

格尔派所极力主张的自由的自我意识，是“老年黑格尔派”那里所不具有的优秀品质，这一优秀品质正是

黑格尔哲学的精神内核和主体内容。也就是说，青年马克思此时是想借助于对伊壁鸠鲁哲学的解读，来
凸显青年黑格尔派在当时德国哲学界的重要地位。因为，纵观整个德国哲学史，“只是现在，伊壁鸠鲁

派、斯多葛派和怀疑派体系为人理解的时代才算到来了”①，因此，他不是直截了当地阐明自我意识哲学

的重要性，而是通过对希腊哲学史上两位哲学家思想的比较，间接含蓄地凸显黑格尔哲学的地位，并藉

此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哲学观点：“伊壁鸠鲁哲学的原则……是自我意识的绝对性和自由，尽管这个

自我意识只是在个别性的形式上来理解的。”②

青年马克思之所以对伊壁鸠鲁的“自由”思想如此推崇是有现实背景的。作为激进自由派的一分

子，青年马克思所着重批判的是思想的不自由的现实本身。德国农民思想之所以不能从根本上获取自

由，根本原因就在于其思想的不自由，因此德国经济发展受到严重束缚，而思想的“观念化”运动在此时

的马克思看来是最彻底地走向自由的、克服实在的前提。因此，“体系为实现自己的欲望所鼓舞，就同他

物发生紧张的关系。它的内在的自我满足和完整性被打破了。本来是内在之光的东西，变成转向外部

的吞噬一切的火焰”③。

二、“感性直观”之于经验实证的优越：主体自我心灵自由的获得

在写作博士论文之前的１８３９年，青年马克思曾经在《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中明确指出：“古代

世界起源于自然，起源于实体的东西。贬低和亵渎自然，实质上意味着、纯粹的同实体的生活决裂；新世

界起源于精神，它可以轻易地从自身摆脱另一种东西，即自然。而反过来也是一样：在古代人那里是亵

渎自然的东西，在近代的人看来是从盲目信仰束缚之下的一种解脱。”④显然，在青年马克思看来，“古代

世界”与“新世界”的分歧是极为明显的：前者占据主导的是“自然”，后者占据主导的是“精神”。无论是

德谟克利特还是伊壁鸠鲁，其实都看到了“实证科学”（经验知识）的局限，但不同的是，前者未能从“实证

科学”的局限中跳出来，因而不得不承受着自身理论困境所带来的种种困扰，对事物表象直观理解的结

果使自己最终走入了经验知识的死胡同，绝望地将自己的眼睛弄瞎；后者由于跳出了“实证科学”的思维

圈子，最终回到了主观唯心主义“自我意识”哲学的立场上，巧妙地避开了“把自己对事物的想象放进了

对事物的理解中”⑤的错误做法，坚持让事物成为事物自身，让事物的真相真实地显现出来，因而可以在

自己的生命结束之时轻松地洗个热水澡，喝点醇酒，并叮嘱朋友们忠于哲学⑥。在此，青年马克思仔细

区分了伊壁鸠鲁的自由意识与德谟克利特的自由意识的不同，并以此反映出自己的价值取向。伊壁鸠

鲁哲学属于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是一种关于人的意识的哲学，伊壁鸠鲁判断的标准是他自己确立的那个

主观的标准，而此时的马克思需要一个伊壁鸠鲁这样的以自我意识为根本立足点和参照系的观念来表

达自己的观点，也即外在的客观知识与内在的客观真理之间的关系。德谟克利特总是客观描述和认识

那些外在的东西，而那些外在的东西与自我没有多大关系。
通过对古希腊两位哲学家自然哲学思想的比较，青年马克思认为，自我意识的缺乏和心灵的自由的

缺失，是德谟克利特哲学囿于经验科学的致命性后果。显然，和伊壁鸠鲁比较起来，德谟克利特由于没

有自我的主观判断和自我意识，即便亲自走遍了半个世界，然而最终仍然无法达到真正的完善。在他看

来，要想获得心灵的自由，达到真正的完善，正确的途径是像伊壁鸠鲁那样果断地回归自我，坚持以“自

我”的感官来看待和判断世界以及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忠实地献身于哲学，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的

现实之选和明智之举。青年马克思认为，伊壁鸠鲁坚持以主体的认识标准而不是客体的存在本身来认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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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０卷，第２８６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６２～６３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７５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０卷，第５２页。
唐正东：《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原著选读》，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７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６７～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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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原子”、认识事物、认识世界是有说服力的，这正是此时的马克思所极为欣赏的。选择倾向于伊壁鸠

鲁哲学对“感性直观”的强调而摈弃德谟克利特的“实证科学”的困顿，青年马克思此时呈现给我们的无

疑是对主体的自我意识的凸显，是他主观唯心主义立场的真实表现。我们发现，马克思在此追求的是自

由的思想，而不是自由的人。显然，马克思此时理论的指点直接走向了纯粹的思想，他认为身体是有惰

性的，而人的思想可以实现彻底的自由，因此，唯心主义思想由此自然产生了。青年马克思在价值取向

上是站在伊壁鸠鲁立场上的，以褒扬伊壁鸠鲁哲学的自我意识的涌动来表达他对自由心灵的向往以及

对当时德国不自由的专制制度的变革愿望。

三、“原子”个别性特征的显现：偶然性对必然性的打破

“原子”虚空中有三种运动方式：直线式下落、偏离直线以及虚空相互排斥，而在伊壁鸠鲁看来，偏离

直线的运动才是原子的真正状态。青年马克思认为德谟克利特的根本问题在于，他局限于经验实证的

思维圈子，无法绕过表象直观而以“感性直观”的方式进入到事物的内部，因而只是一味地关注着事物的

“因果关系”，并将其视为对事物的现实性存在状态的关注和思考，对此马克思指出：“在德谟克利特看

来，必然性是命 运，是 法，是 天 意，是 世 界 的 创 造 者。物 质 的 抗 击、运 动 和 撞 击 就 是 这 种 必 然 性 的 实

体。”①这样一来，事物的“因果关系”就成为一种具有天然意味的“必然性”存在，对事物的现实性的理解

就等同于对事物的“必然性”的理解。“正因为此，德谟克利特才会说，我发现一个新的因果联系比获得

波斯国的王位还要高兴。”②与此相对应的是，伊壁鸠鲁将自我的观念和意识置于比事物自身的状态更

重要的地位，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人的自我意识的存在，因而都具有“自为”的意味：“在必然性中

生活，是不幸的事，但是在必然性中生活，并不是一种必然性。通向自由的道路到处都敞开着，这种道路

很多，它们是便捷易行的。因此，我们感谢上帝，因为在生活中谁也不会被束缚住。控制住必然性本身

倒是许可的。”③因此，“原子”的存在本身就是人的“自为”意识的可能性的产物：“这可能性在自然界的

表现是原子，它在精神上的表现则是偶然和任意。”④“原子的偏斜运动”展现给我们的正是“原子”自身

所具有的独立性和个别性，这其实就是“偶然性”或任意性精神的具体表现。马克思此时之所以会被伊

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运动”理论所强烈吸引，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德谟克利特虽然也强调了“原子”的运

动特性，但是却没有强调“原子”运动的“偏斜”特性，因为在青年马克思看来，“偏斜运动”与直线下落运

动的涵义是不同的。“偏斜运动”理论是伊壁鸠鲁学说的一个基本概念，也是伊壁鸠鲁哲学所独有的并

贯穿于伊壁鸠鲁哲学的始终。伊壁鸠鲁是想通过偏斜运动来说明垂直下落运动是没有独立性的。也就

是说，偏斜运动理论是伊壁鸠鲁拿来当作主体性、独立性来看待的。据此，马克思得出结论：时间是对空

间的否定，真正的时间是自由运动（点）对整个循规蹈矩的线的否定，这也正是马克思所肯定和赞赏的一

种自由运动。现代一些西方思想家们如列斐伏尔、哈维所热议的空间是对空间概念的拓展，它不是指亚

里士多德意义上的空间，而主要是指“空间化”，是空间的一个现代“转向”。现代西方思想家们认为，空

间的转向是对传统的本质决定论的一个突破，是多元线索突破一元决定论的结果。这里的“时间”是指

主体的时间，也即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时间，也是指物质运动的时间。因此，在这里，主体就是独立性的

同义语。马克思就是希望通过这样一种纯粹的个别性（也即对物质性存在的克服）来取代所谓的规律

性。这个“个别性”当然不是指纯粹个别性的物质，而是用概念来取代物质（“原子”）。马克思之所以如

此看重“原子”的“偏斜运动”，就是因为“原子”代表着一种物质、空间的存在。“原子”的特性表现在思想

上，它不是作为人的个性而存在，而是落在个别新的思想和概念上。
与反对经验实证的认识方式一样，青年马克思在此仍然是通过对伊壁鸠鲁的“偶然性”精神的肯定

而反对德谟克利特的“必然性”理论来表达他对个体自我意识的自由精神的高度赞赏。青年马克思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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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第２６页。
唐正东：《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原著选读》，第１１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第２６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０卷，第４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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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按照德谟克利特的必然性理论逻辑，每个人都处于“因果联系”的裹挟当中，无论是思想还是行动，都
从根本上丧失了自由，进而沦为既定的命运的奴役。这对于伊壁鸠鲁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不能接受的，因
此将“生活在必然性中”的事实指认为一件“不幸的事情”。因为伊壁鸠鲁反对德谟克利特立足于事物客

观必然性事实的视角，坚持将客观事物置于主体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观念当中，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想象

力。因此，德谟克利特关心的是客体的“客观事实”，而伊壁鸠鲁关心的是主体的“自由想象”，二者一个

立足于客体维度，另一个立足于主体维度，得出的结论不同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主体建构逻辑的不足：历史唯物主义的缺席及其理论后果

作为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反映，博士论文成为他关于主体性“自我意识”逻辑初步建构的标志，这也已

经初步展现出了马克思在哲学上的学术造诣。正是从博士论文所凸显的自由的“自我意识”开始，马克

思在此后的思想历程中开始关注人，逐渐成长为《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的人本主义者，再从关

注人的异化问题转向《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关注社会的物质生产问题，继而到《哲学的贫困》中对资本

主义社会物质生产规律的研究，逐步成长到研究社会物质生产中诸因素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才成

长到《资本论》时期对观念拜物教规律的研究。显然，仅仅完成了主体性自我意识的逻辑建构是远远不

够的，也就是说，要想获得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认识，马克思必然要不断地提升自己的理论研究水平

和思想造诣，才能最终在完整的意义上形成一种科学的理论。因此可以说，借助于博士论文，青年马克

思自己的关于主体的自我意识思想得以实现，将主体的人的意识与观念得以凸显。但是，需要指出的

是，马克思此时自我意识的自由只是“定在中的自由”，而不是其他青年黑格尔派眼中的拘囿于费希特眼

中的自由。马克思对此明确指出：“如果把那只在抽象的普遍性的形式下表现其自身的自我意识提升为

绝对原理，那么就会为迷信的和不自由的神秘主义大开方便之门。”①显然，在青年马克思眼里，自由是

有着客观外在制约性和限制性的自由，自由是感性的和经验的个别的自由，自由是积极的自由而非消极

的自由。马克思指出伊壁鸠鲁自由观的缺陷在于：“抽象的个别形式脱离定在的自由，而不是定在中的

自由。它不能在定在之光中发亮。”②“这说明他不满足于抽象个人的观点，已开始把视线转移到感性具

体的个人身上。”③马克思从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运动中提出并赞赏“定在中的自由”，这是博士论文一

个极其重要的思想生长点。无疑，正是对抽象的自我意识的抛弃，使得青年马克思逐步走向了费尔巴哈

的人本学唯物主义。马克思后来之所以坚持一种深入“现实生活过程”的哲学路向，这个时候对于“定

在”的看重是一个重要的思想先导。因此可以说，尽管青年马克思借助于伊壁鸠鲁的原子理论来表达自

己关于人的自由的自我意识的推崇，但从根本上看，他自己关于自由的思想并没有与伊壁鸠鲁的思想保

持一致，他是试图摆脱黑格尔的“醉醺醺的思辨”的纯粹思想的。
基于此，在博士论文里，青年马克思是立足于自我个体意识的个体角度而非社会历史发展的高低来

谈论自由的。在青年马克思看来，直线运动中个体是没有自由的，这无疑是基于纯粹的个人主义、个性

角度来谈论的。直接从伊壁鸠鲁的原子论入手，注定他此时是无法真正理解原子的本质的。殊不知，在
西方语境中，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的原意是“不可分割”的意思，它一定是蕴含社会的观念和意识在内的。个人的

自由状况一定会受到社会各因素的影响。此时的马克思还无法科学地认识到历史主体与行为主体之间

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即是说，对于ｓｕｂｊｅｃｔ与ｂ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ｅｄ　ｔｏ的关系，马克思此时还未能给出科学的、准
备的答案。在布鲁诺·鲍威尔看来，行为主体或行动主体是优先于历史主体的，因为人的自我意识是第

一位的，没有自由的个体意识，社会的发展进步就失去了载体。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一份子，青年马克

思对鲍威尔的思想极为推崇。在他看来，人的自由的实质就在于不断地突破必然性的束缚，进而获取自

由的自我意识，并在现实中击破各种枷锁与羁绊，最终获取真正的自由与解放。博士论文启示我们，如

果撇开社会历史自身的发展规律，忽视一定的、具体的、现实的社会背景去抽象地谈论自由，仅仅立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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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０卷，第２４２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０卷，第２２８页。
孙伯!：《探索者道路的探索》，安徽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８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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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主体自由想象的“自我意识”维度来思考，自然就会得出关于自然和社会发展的“偶然性”的结论。
因为作为思维的主体对象也即人的差异是客观的，从差异的视角出发，因而不可能得出千篇一律的“必

然性”结果。但是，是不是有了自由的“自我意识”，人的自由王国就会直接来到我们身边？显然不是。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要想获得对自由道路的正确认识，必须借助于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具体生产方

式进行科学分析以及在对现实社会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去寻求答案。显然，此时的马克

思还没有到达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尽管在博士论文里，马克思也谈论了“物质生产”与“实践”的概念，
但是他并没有立足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谈论，而是从抽象出发来看待的。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１８４４
年写作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的马克思是对博士论文时期作为主观唯心主义的马克思的超越。但这里的

超越主要是指马克思自身思想成长历程中的方法论的超越，我们切不可掉入阿尔都塞“认识论断裂”理

论的泥潭当中。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断裂”来源于巴什拉的“科学的认识论断裂”理论，阿尔都塞所指认

的马克思思想的断裂主要是指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中的“概念群”的认识论断裂，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

那种认为马克思是对之前自我认识对象的抛弃。所谓“认识论断裂”，主要是指马克思认识范畴意义的

认识论断裂，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对先前自我认识对象的抛弃。纵观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历程，他并非一

直在抛弃自己之前的认识对象，而是用一种更加科学更加深入的方式去认识事物本身。或者说，马克思

后来并非是不研究观念和意识了，而是在一个更加崭新的理论层面上来研究观念。换句话说，马克思后

来并没有抛弃观念本身，而是在一个更加深入透彻的层面上来观照观念，并发现社会生活中除了观念外

还有其他的东西客观存在着。后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还对“观念形态”与“观念形式”进行了

区分；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是将观念、观念拜物教等概念放入到社会经济生活的现实当中来剖析和认

识的，并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来谈论观念拜物教的消除路径问题。显然，此时的他对观念的认识决

不是写作博士论文时期的水平，他不是站在主观唯心主义而是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来展开

对观念拜物教的深层批判的。马克思指出，在社会经济生活内在矛盾尚未激化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在矛

盾处于缓和期的时候，工人会暂时丧失革命斗志，成为“挣工资的人”；然而，一旦经济危机爆发，工人必

定会站起来，既反对拜物教的经济形式，又反对拜物教的观念形式。因此，当代思想家们所论说的“革

命”的基本语境都是处于经济发展平和甚至繁荣时期，而绝非经济危机的爆发期。若客体维度上没有可

供利用的改变世界的思想资源时，那么革命一定是处于蛰伏时期的，或者说，革命的爆发还不具备必然

性、客观性与现实性，爆发革命的时机还尚未到来。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必然会被推翻是因为它不能摆

脱自身所固有的矛盾性特征的缘故。后来的马克思之所以能够超越青年黑格尔派，主要在于鲍威尔的

行动策略有问题，而不是行动本身有问题。
因此，立足于这一角度来认识青年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就会发现，马克思后来的思想发展并没有抛弃

博士论文中的研究对象，而是以一种新的方法即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深入推进他博士论

文时期的认识。如果我们仅仅立足于自我主体意识的角度来认识“必然性”，那么这个时候的必然性一

定是压制人的自由的；如果站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客体的角度来认识必然性，那么必然性就表现为关于历

史社会发展的主体与客体之矛盾运动的真实反映。因为任何主体的意识都不是凭空产生的，仅仅拘囿

于从主体自由的视角来解读自由的思路一定是有问题的，因而是站不住脚的。后来的马克思反对经验

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将资本视为一个过程性的关系，是社会关系创造财富的过程，也即社会内在矛盾

不断发展的过程，是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过程。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所有的生产关系都是以物、人的关

系表现出来，物、人都承载着社会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矛盾不断发展即为现实的发展。因此可以说，
博士论文虽然建构起了主体性的“自我意识”，但是距离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还是有较远的

一段距离的。

五、结　语

通过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作为马克思思想成长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表征的博士论文的重要性

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在这里，青年马克思集中表达了他关于主体自由和自我意识的思想，完成了“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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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自我意识逻辑的初步建构，为以后逐步获得自由的实质理论奠定了一个初步的基础。青年马克思之

所以在这一文本中明确提出：“伊壁鸠鲁的不朽功绩和伟大，在于它并不把状态看得比观念更重要，也不

努力维护他们”，其用意就在于表明此时的他对凸显人的主体地位的自我意识哲学是高度认同和赞赏

的，正因为此，此时的他还无法看到问题的实质之所在，也即他看不到唯心主义的根本问题在于其忽视

了观念的对象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内在关系问题，而将观念当作一个孤立的事物来看待。伴随着马克

思自身思想的不断成长，后来他慢慢地意识到，一旦我们把物或者人放回到历史过程当中去，就会发现

其背后所隐藏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存在，任何政治都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经济因素、政

治因素、文化因素等错综复杂联系在一起的结果。显然，对于马克思来说，这一重要认识在博士论文时

期是无法获得的。因此可以说，博士论文期间马克思的哲学是一种主体形而上学的伦理批判学说。

　　Ｔｈｅ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Ｓｅｌｆ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Ｌｏｇｉｃ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Ｍａｒｘ’ｓ　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Ｃｈｅｎｇ　Ｇｕａｎｇｌｉ（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Ｙｏｕｎｇ　Ｍａｒｘ’ｓ　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ａｎ　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ｅｘ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Ｍａｒｘ’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ｔｈｅ　ｐｒｅｍｉｓｅ　ｏｆ　Ｍａｒｘ　ｌａｔｅｒ　ｍａｄｅ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Ｗｉｔｈ　ａ　ｐａ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ａｎｄ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ａｒ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ｙｏｕｎｇ　Ｍａｒｘ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ｉｔｕｓ　ａｎｄ　Ｅｐｉｃｕｒｕｓ　ｎａｔｕｒ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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