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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俞吾金的《被遮蔽的马克思》不是停留在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原创性理论见解的简单介绍
上，而是试图借助于这些理论见解反观马克思本人的文本，从而使马克思的本真思想从正统阐释者们
的长期遮蔽中挣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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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俞吾金浙江萧山人，哲学博士，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美国哈佛大学访问教授，全国哲学界首位长江特
聘教授。
现任国务院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华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副理事长、复
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研究中心(“985”国家级创新基地)主任、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
主义研究中心(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主任等职。
主要从事哲学基础理论、国外马克思主义和外国哲学的研究，主持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当代国外马
克思主义的现状、发展态势和基本理论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西方哲学通史(10卷本)”等
多项，已出版《实践与自由》、《从康德到马克思》、《重新理解马克思》、《问题域的转换》、《
意识形态论》等学术著作20部，11项科研、教学成果荣获省部级以上(含省部级)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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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在这里，恩格斯明确地提出了“中间环节”说。
他还表示： 在这种情况下，我感到越来越有必要把我们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我们怎样从这一哲学出
发又怎样同它脱离，作一个简要而又系统的阐述。
同样，我也感到我们还要还一笔信誉债，就是要完全承认，在我们的狂飚时期，费尔巴哈给我们的影
响比黑格尔以后任何其他哲学家都大。
 在这段论述中，恩格斯暗示我们，他和马克思过去是从黑格尔哲学出发的，后来又同它脱离了，而这
一脱离的关键是由于他们受到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影响，而既然他们长期以来都没有提到过自己曾
受惠于费尔巴哈，因而“还要还一笔信誉债”。
事实上，恩格斯在这段话中表达的意思，也可以从《出路》正文中的下面一句话——“同黑格尔哲学
的分离在这里也是由于返回到唯物主义观点而发生的”——得到印证。
显然，这里说的“返回到唯物主义观点”也就是返回到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
 如果说，恩格斯在这段论述中所说的“返回到唯物主义观点”还没有直接点出费尔巴哈的名字，那么
，《出路》正文中的下面这段话就是最明确不过的了。
在叙述黑格尔学派的解体时，恩格斯写道： 这时，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出版了，它直截了当
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这就一下子消除了这个矛盾。
自然界是不依赖任何哲学而存在的；它是我们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产物）赖以生长的基础；在自
然界和人以外不存在任何东西。
我们的宗教幻想所创造出来 的那些最高存在物只是我们自己的本质的虚幻反映。
魔法被破除了； “体系”被炸开并被抛在一旁了，矛盾既然仅仅是存在于想象之中，也就解决了。
——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
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
马克思曾经怎样热烈地欢迎这种新观点，而这种新观点又是如何强烈地影响了他（尽管还有种种批判
性的保留意见），这可以从《神圣家族》中看出来。
 从恩格斯的这段重要的论述中至少可以引申出以下两点结论：第一，既然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
》“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而“费尔巴哈给我们的影响比黑格尔以后的任何其他哲
学家都大”，可见，马克思必定是在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影响下脱离黑格尔哲学的。
第二，既然“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这就表明，在马克思思想演化史上必定存在着一个费
尔巴哈阶段。
那么，这个阶段究竟是否存在呢？
在我们看来，这个阶段并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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