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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宗教批判思想的现代视域

邹 诗 鹏
（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摘   要：通过政治批判实现宗教批判，是马克思宗教批判思想的核心。其著名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的判断，其基础是哲学无神论与激进政治立场，但其中包含了值得肯定的的宗教社会学视角。马克思的宗

教批判思想，当从宗教的近现代转型及其现代性世界的世俗化取向上进行把握。马克思开辟了一条区别于

现代人本主义以及实证主义宗教观变革的新的宗教批判道路，并同后两条道路形成了强有力的批判性对话，

诸如迪尔凯姆的宗教观乃是费尔巴哈宗教观的再现。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在宗教研究方面切入了现代性世

界及其文化的一些主要方面，但总的说来是让马克思宗教批判思想过多地从属于人本主义路向，甚至舍弃

掉激进的政治立场。这一状况同现代性世界的虚无主义处境对马克思批判资源的应有要求，仍然存在着相

当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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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宗教批判有几个基本方面 ：第一，

马克思揭示了宗教的社会历史以及思想基础，因

而他无意于对宗教进行“内在”的研究。马克思虽

然揭示了宗教的二重性并承认宗教现象的客观存

在，但对宗教的价值判断基本上是否定的。第二，

马克思要求从宗教批判转变到政治批判，并在实

际的政治批判活动中贯彻其他一切批判活动。而

在使批判活动实践化与具体化的过程中，马克思

显然贯彻了宗教批判思想。第三，早年的马克思

是在德国范围内展开其宗教批判的，但由此展开

的人类解放思想却具有普遍的人类价值，恰恰在

由政治解放通向人类解放的意义上，马克思的宗

教批判思想构成了其哲学革命的前提。

以上几个方面，显示出马克思已在现代性的

方向上展开其宗教批判思想。这一思想在继承欧

洲近代人文主义以及启蒙精神的意义上，进一步

拓展为一种彻底的无神论及唯物主义，并成为现

代思想的开端与中轴。马克思连同青年黑格尔

派、费尔巴哈以及克尔凯郭尔、叔本华、尼采等，

开启了现代无神论思想，并在海德格尔等现代思

想中得到某种程度的巩固。问题的复杂性在于，

作为具有稳定而悠久历史的文化传统，宗教本身

正在发生一场艰难而深刻的适合于现代性生活的

历史转型。这一现代转型在欧洲已逾数百年，以

马克思为代表的现代激进宗教批判思想，既见证

同时也促进了西方宗教的近现代转化。由于宗教

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与历史性，马克思的宗教批判

思想，也进一步融入了宗教在现当代的持续转型

及变化，并需要获得一种更富有时代活力的把握

与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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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理解

今天，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关于马克思宗教

观上感到最头疼的就是马克思关于“宗教是人民

的鸦片”这一判断了。这看起来是对宗教的完全

负面性的评价，是对宗教存在意义的否定。一般

地讲这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如

下两点 ：首先，我们需要面对马克思在作这一断

言时的思想背景。这一背景，从大的方面看，依

源于文艺复兴运动特别是启蒙运动，诸如从伏尔

泰、狄德罗、霍尔巴赫、梅叶，再到康德、赫尔德、

海涅，对于宗教的评判，都表达过大体类似的看

法。直接的背景则是青年黑格尔派，“鸦片”的说

法恰恰是青年黑格尔派所谓“不是宗教创造人，

而是人创造宗教”思想的更为形象的表述。其次，

如何判断马克思使用“鸦片”一词时的语境。坊间

流传一个看法，即19世纪的“鸦片”主要说来就

是镇静与麻醉剂中的一种，而在当时鸦片的使用

是合法的，鸦片作为毒品的意义是现代社会的产

物。不过，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在欧洲知识分

子尤其是正在兴起的左翼思潮中，鸦片的含义确

实是负面的，对于马克思有关鸦片的理解，应当

从属于这一意义，这看来毋庸置疑。再次，须注

意马克思这一表述的语境二重性。马克思实际上

是区分了宗教的二重性，即一方面，它是一种在

异化的生存处境下有效的精神解脱或缓解方式 ；

另一方面，这种方式又是以牺牲人的本质生活、

并否定人的现实生活价值为前提的。

不过，关于“鸦片”说，迈克尔·洛威曾做出

一种极端的解读 ：

马克思的观点与其说来源于 18世纪的

启蒙哲学，勿宁说来源于左翼新黑格尔主义

（即青年黑格尔派，引者注）；前者只是把宗

教当作教士的阴谋加以谴责，后者则认为宗

教是人类本质的异化。事实上，当马克思撰

写上面那段话时，他仍然是费尔巴哈的门徒，

一个新黑格主义者。他对宗教的分析因而是

非马克思主义的，不涉及任何阶级属性。但

是他的分析却是辩证的，因为他抓住了宗教

现象的矛盾性质；宗教有时候是对现行社会

的合理化，有时候是对它的抗议。只是到了

后来，特别是在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1846

年）的时候，马克思才开始把宗教看作社会

和历史现实加以严格研究。这种研究涉及对

作为多种意识形态中的一种的宗教的分析，

涉及对一个民族的精神产品以及思想、想象

和意识产生的分析，而所有这一切都必然以

物质生产和相应的社会关系为条件。然而，

从那时起，马克思很少把宗教当作这样一种

现象加以注意，即很少把宗教当作一种特有

的文化或意识形态的内涵整个加以注意。［1］ 

洛威看到了马克思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的说法与青年黑格尔派的一致性，这一点并不奇

怪。事实上，按照麦克莱伦的考察，马克思所谓

鸦片的说法，本身就来源于鲍威尔，并且是当时

青年黑格尔派许多人的看法。［2］80-81麦克莱伦的

结论是 ：“鲍威尔对马克思的影响是在思想的出

发点上和思想的结构方面的影响”［2］83，这一判断

基本上是公允的。当然要承认青年黑格尔特别是

布鲁诺·鲍威尔对马克思的影响，包括对宗教价

值判断上的基本认同，何况布鲁诺·鲍威尔本人

就是神学家。因为确信所谓鸦片的说法一定是马

克思的，而不知这一说法更有青年黑格尔派的来

源，这实际上是我们视野上的问题。但如果因为

这一说法来源于青年黑格尔派，就一下子否定了

这一说法的马克思主义性质，显然更有问题。毕

竟这一说法已经历史性地建构进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在这一意义上，洛威的说法有些过头。“人民

的鸦片”这一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看法，只

能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彻底的无神论及其对于宗教

现象的价值批判立场为判断依据。自1843年马克

思与恩格斯完成无神论世界观的变革之后，他们

对宗教所持的批判与否定态度就是一贯的和肯定

的。1847年，马克思在《“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

义》一文中明确指出 ：“基督教的社会原则颂扬

怯懦、自卑、自甘屈辱、顺从驯服，总之，颂扬愚

民的各种特点。”［3］218恩格斯在1882年的《布鲁

诺·鲍威尔和原始基督教》一文中指出 ：“在各

阶级中必然有一些人，他们既然对物质上的得救

感到绝望，就去追求灵魂得救来代替，即追寻思

想上的安慰，以免陷入彻底绝望的境地。”［4］221而

在《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1894年）一文中，恩

格斯又说 ：“基督教和工人的社会主义都宣传将

来会从奴役和贫困中得救 ；基督教是在死后的彼

岸生活中，在天国里寻求这种得救，而社会主义

则是在现世里，在社会改造中寻求。”［4］272问题并

不在于所谓“鸦片”说与青年黑格尔派思想在话

语上的一致性，而在于把握马克思的这一断言的

马克思宗教批判思想的现代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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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与理论后果，即相关判断是否从属于其新唯

物主义的世界观及社会主义思想。

应当说，马克思的宗教批判思想本身就是在

对宗教的把握过程中达到的，不能因为马克思最

后成为彻底的无神论者，就否定他在这一过程中

在宗教问题上的内在批判。何况，批判本身就是

宗教性得以形成的内在环节，结果不能否定过

程。在这一意义上，认为马克思没有真正内在地

深入到宗教问题的通常指责，也是成问题的。相

比于所谓内在的批判而言，马克思更为关注的，

是宗教问题背后的人的现实生存状况及其经济

政治关系，并且揭示这种状况及其蕴含的经济政

治结构对相应的宗教问题的决定与支配地位。相

比之下，洛威从文化或意识形态角度对马克思的

宗教批判思想的解读，还没有领会马克思宗教批

判的本质。因为正是这一思路，使得洛威在将马

克思的宗教批判思想与阶级理论关联在一起时，

让宗教问题从属于阶级问题，且使得对宗教的解

释与评价从属于一种在他看来是固定的、也是在

后来的历史实践中被扩大化了的阶级分析模式。

很多现代思想家指责马克思与恩格斯只是从一

种弱的和片面的意义上关注宗教的起源，并在没

有对宗教的社会功能及其文化意义做出足够估

计的前提下，便使自己的宗教批判理论服从于一

种阶级斗争需要。洛威的观点所反映的正是这样

一种看法。然而，这种指责，连同这一指责本身

所形成的对马克思宗教思想的根深蒂固的偏见，

恰恰封住了马克思的实践批判思想。问题的实质

在于，如果把宗教问题与阶级问题完全拧在一

起，甚至使前者完全同一于后者，恰恰导致马克

思宗教批判的僵化、教条化和简单化，并使得马

克思宗教批判思想在回应现代宗教问题时，处于

失语的状态。然而，历史实践的事实却是，马克

思的宗教批判思想正在生成一种积极回应当代

宗教问题的思想资源与实践形式。马克思的宗教

批判思想必然存在一种向现代世界及其后宗教

时代开放的问题。

二、宗教现代转型中的马克思宗教批判
思想

马克思的宗教批判思想，应从宗教特别是基

督教的近现代转型、从近代人文主义传统特别是

现代人文主义的兴起中得到基本理解。

在宗教改革过程及其世俗化过程中，理性逐

渐从其受制于的神性束缚中挺立出来，借助于科

学技术及工业的力量，反抗神性，激发人性，人

也力图通过理性的力量挺立其主体性。理性与人

性的结合，成为启蒙的强大力量。德国古典哲学

显然要进一步激发启蒙精神，用理性化实现对神

的祛魅化。德国古典哲学中，康德、费希特、前期

谢林、黑格尔以及青年黑格尔派，均在不同程度

上见证并促进了这一进程，并使从欧洲文明自身

生发出来的理性发展到极限。但是，理性化过程

同时也是对人性的疏离过程，理性化在很大程度

上解除了对神的附魅。理性却因为自身形成一种

强大而封闭的理论体系，反过来遮蔽和封堵了人

的主体性，形成恩格斯所谓“无人身的理性”，在

理论的方面不断巩固一种贬低人的感性经验的思

辨形而上学，在对象化的方面则不断展开为“见

物不见人”的物化世界及其逻辑，在具体的历史

效应方面则是把活生生的实践活动抽象为概念的

自身演绎与建构。

理性本来要使人从神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但

离弃了神的人反过来又被理性本身所宰制。发展

到极限的理性本身成为人自我解放的限制，由此

导致欧洲传统的理性主义哲学的解体。这是黑格

尔哲学的历史命运，也是青年黑格尔派解体的原

因，却激起了现代人文主义、非理性主义以及马

克思主义的兴起。现代人文主义、非理性主义以

及马克思主义，不再诉诸理性（理论）化，而是通

过诉诸感性、实践、个体、直觉以及革命，以凸显

人的主体性。其中，哲学人类学成为现代哲学的

主题。

哲学主题的变革同时意味着宗教在现代社会

的深刻变化。首先，宗教的世俗化进一步加强，

教义与教俗开始分离，宗教的对象性形式得到新

的理解和表述，宗教的体验形式也由此敞开，超

验性不再被视为宗教的唯一规定性，而是要求在

哲学及文化层面进行重新反思和规定。其次，宗

教生活中引入更多的感性与直觉，宗教生活也从

各种被不断强化的现代体验中得到支持和阐释，

并在人们日益强化的对于技术及现代性的反省

与反思中获得肯定与认同。对物化世界以及资本

主义的批判，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感到信奉宗教的

力量，宗教复兴的趋势日益明显。再次，宗教积

极参与社会生活的建构。近代以来，公民社会本

身就是宗教得以展开的平台和社会组织框架，而

现时代个体的原子化倾向的加深，同时使人们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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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地感到，需要寻求或重新确立个体与公民社会

之间的精神联系。在这一意义上，人们对于宗教

更是寄予了很大希望。最后，宗教生活必须考虑

到一个日益丰富和多样性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因

此，如何克服宗教的狭隘性与地域性，克服宗教

中的独断论与一元论，成为宗教在现代转型过程

中的重要使命。

那些现代哲学开端人物的宗教批判思想，都

应当在上述背景中得到理解。马克思的宗教批判

思想也是如此。我们可以把有关现代哲学开端处

有关宗教批判思想区分为三条路数 ：第一条路

数，属于一种典型的非理性主义与现代人文主义

的宗教批判路数。其中，我们发现克尔凯郭尔、

叔本华、尼采以及前期海德格尔，还有新康德主

义。在这些哲学中，个体、感性、直观得到了前所

未有的阐发，正如个体与超越者的关系始终是基

督教的主题一样。这一路数也意味着基督教文化

的自身突破，显示一种基于个体生存的内省式的

宗教批判路数。整体说来，当代西方哲学仍然延

续着这一路数，但因遭遇到后现代主义或者毋宁

说是虚无主义的强大冲击，因而难以有所突破。

第二条路数属于一种社会学性质的宗教批判，以

涂尔干、马克斯·韦伯以及西美尔等为代表。这

一路数立足于并且肯定社会结构的进化与变迁，

由此考察宗教文化的现代转型及其功能变化。其

中，涂尔干高度肯定共同体以及公民社会，甚至

于视社会为宗教性的实体，以为人们共同崇拜的

神不过就是社会本身。马克斯·韦伯则发现，宗

教改革运动为资本主义提供了一种新的伦理精

神，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德国古典哲学完成的功利

主义理性化的延伸。马克斯·韦伯也认为，现代

性世界完成了对神的祛魅，宗教生活的合理化本

身也导致了人与神之间的神秘关系为价值合理

性所替代，在这个意义上，他同样又是现代性世

界的批判者。西美尔进一步强化了一种综合化地

看待社会文化系统的思维方式，并把宗教的当代

转型看成是一种肯定的现代性结果，在此基础上

开展了一种化宗教为形而上学的尝试与努力。第

二条路数显示，理性化不再限于黑格尔式的精神

哲学框架，而是转向到社会化领域，在这一过程

中，传统的宗教观念得到了重新理解和表述。①上

述两种路数存在着一种基本的区分与冲突 ：前一

种路数强调的是非理性主义的，个体感性和内省

性 ；后一种路数则是一种主题移挪了的理性化、

社会整体性与反思性。

第三条路数就是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这一

路数看起来介于前两种路数之间，实际上有其自

身独特的问题阈与理论抱负。马克思与克尔凯郭

尔及叔本华同属于现代哲学的开端者，但其宗教

批判思想不仅与青年黑格尔派分道扬镳，而且也

与克尔凯郭尔及叔本华大异其趣。如果说马克思

的宗教批判必然要求诉诸政治批判，并且在政治

经济学批判的意义上展开宗教批判，那么，克尔

凯郭尔与叔本华则仍然是在一种消极、颓废乃至

于保守的意义上展开宗教批判。在马克思宗教批

判的意义上，克尔凯郭尔及叔本华不过是青年黑

格尔派的某种变种，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青年黑

格尔派所重视的“实体”、“自我意识”以及“感性”，

虽然从形式上借用了近代哲学以及黑格尔哲学，

但其内涵则是在现代人文主义中展开的。在这个

意义上，马克思对诸如鲍威尔、卢格以及施蒂纳

的批判，同样适合于克尔凯郭尔与叔本华，适合

于非理性主义与现代人文主义，而在其当代方向

上，也适合于后现代主义。

在很大程度上，马克思的宗教批判与第二条

路数相通。事实上，当社会学学科把马克思、涂

尔干与马克斯·韦伯并称为经典社会学的三大

开创者时，已经指出了这一点。但是一个基本的

区分仍然需要得到确证，即马克思对于社会的理

解是建立在必须变革落后的社会现实生活之上

的。对当时仍然落后保守、并且处于“批判水准”

之下的德国状况而言，马克思强调要将宗教批判

贯彻于政治批判，并且强调社会革命。马克思无

疑强调社会革命的历史推进意义，因而当面对公

民社会相对发达的法国社会时，他也认为革命理

所当然并且条件更为成熟。但是，在马克思的思

想中的确包含了社会建构的理论，正如不能忽视

其“社会主义”思想一样。事实上，1844年及以后，

马克思在诸如《巴黎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

纲》以及《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明确提出并阐释

了有关社会化思想，这些思想与社会学性质的宗

教批判思想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历史关联。

结合马克思的社会思想，我们不妨来看看涂

①比如，按照刘易斯·A.科塞对涂尔干的评价 ：“在任何经

济社会里，只要划分亵渎和神圣的范围，即世俗功利活动领域和

超自然领域之间的界限，宗教现象就会出现。”（刘易斯·A.科

塞：《社会学思想名家》，石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第155-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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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干的“社会”观。涂尔干赋予了社会以宗教的本

质，“如果说宗教产生了社会所有最本质的东西，

那是因为社会的观念正是宗教的灵魂”［5］552。人

们共同崇拜的神，就是社会力量本身。因此，涂

尔干特别强调社会的现实性与理想性的本质同

一，把宗教生活还原为社会生活，进而把社会生

活看成是精神生活的本质的实现形式。

社会并不像人们通常设想的那样是不合

逻辑的、无意义的、支离破碎的、怪诞的存

在；相反，因为群体意识是对意识的意识，

所以群体意识是精神生活的最高形式。社会

不受个人或局部偶然性的影响，它从永久的、

本质的方面去看待事物，并将其转化为可交

流的思想。同时，社会所处的地位使它看得

更深远，它每时每刻都围绕着已知的现实，

这就是它能够给思维提供适于并能思考事物

的总体的模式的原因。这些模式并不是人为

创造出来的，而是从社会本身发现的；社会

所做的只是逐渐意识到了它们。［6］156-157

涂尔干的想法在多大意义上可以与马克思沟

通呢？看上去，二者都强调人、自然与社会的统

一性——而且，基于实践基础上的人、自然与社

会的完成了的统一，恰恰是马克思社会主义的本

质规定性。然而，其背后的思想立场却截然不同。

当涂尔干把宗教的本质确认为社会生活时，不仅

要承认这种社会生活的物质基础，而且还要把这

种物质基础及其依赖的自然性纳入社会，并且使

之成为社会生活的一种标识。“社会生活不仅是

依赖于它的物质基础，而且还带有这种物质基础

的标记，就像个体的精神生活依赖于他的神经系

统和整个肌体一样。”［5］558涂尔干强调的是社会对

整个自然系统的包容性与整体性。“宇宙存在于

社会之中 ；于是，宇宙就变成了社会内在生活的

一部分，社会是一个总体，在此之外任何事物都

不存在。总体概念就是社会概念的抽象形式 ：社

会是包容一切的整体，是包容所有其他类别的最

高类别。”［5］578涂尔干对其宗教化的社会观十分

自信，认为是发现了人类精神与信仰的“唯一生

命之源”［5］560。但是，对于马克思来说，对社会作

为人与自然的历史及现实的统一体的把握，不仅

不能还原到宗教，或者通过重新理解宗教来把握，

而且是要彻底抛弃宗教化的理解模式，从社会的

历史性生成方面理解。因此，虽然马克思与涂尔

干都对于那种撇开社会、将个体与超越者直接沟

通起来的信仰方式持批评态度——这也是对一神

教以及被现代性所激惹的激进个人主义的信仰方

式持批评态度，但批判的地基却完全不同，涂尔

干认为这是“误解了宗教生活的基础条件”［5］569，

而马克思则认为是感性个体尚未展开面向社会关

系的实践批判。二者之间乃是本质的区别。涂尔

干明确告诫人们，不要把他所谓宗教化的社会观

“看成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简单重复”［5］558，问题其

实在于，涂尔干宗教化的社会观及其宇宙化的自

然整体论，恰恰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所要超越

的直观唯物主义。

我们注意到，涂尔干的宗教化的社会观，正

是与费尔巴哈的社会观处于同一个水准。把社会

看成是上帝化身的想法，就源自于费尔巴哈。费

尔巴哈，这位通过感性将个体与类抽象地等同起

来的离群索居者，就是这样看待社会的。与涂尔

干一样，二人都是在宗教（religion）的语义即“集

聚”的意义上理解社会的。但是，费尔巴哈仍然

只是把社会看成是人与自然的单纯的感性统一形

式，而涂尔干也只是在确定的社会事实中看到社

会的宗教性，因而把这一属性放大为实体本身。

换句话说，费尔巴哈与涂尔干都没有把社会看成

是实践批判的结果，并进而把宗教看成是社会历

史的结果。

恩格斯曾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

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针对费尔巴哈利用宗教

语源学把“纯粹人的关系”宗教化的唯心主义本

质提出了如下批判 ：

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就在于：他不是抛

开对某种在他看来也已成为过去的特殊宗教

的回忆，直截了当地按照本来面貌看待人们

彼此间以相互倾慕为基础的关系，即性爱、

友谊、同情、舍己精神，而是断言这些关系

只有在用宗教名义使之神圣化以后才会获得

自己的完整的意义。在他看来，主要的并不

是存在着这种纯粹的关系，而是要把这些关

系看作新的、真正的宗教。这些关系只是盖

上了宗教的印记以后才被认为是完满的。宗

教一词是从 religare一词来的，本来是联系的

意思。因此，两个人之间的任何联系都是宗

教。这种词源学上的把戏是唯心主义哲学的

最后一着。［7］234

恩格斯还讽刺费尔巴哈关于以无神论为基础

（“本质上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为基础”）的新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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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真正的宗教”）构想“等于是把现代化学当作

真正的炼金术”［7］234。恩格斯认为，对于13世纪

至17世纪出现的、具有资产阶级解放意义的宗教

运动，“不能像费尔巴哈所想的那样，用人的心灵

和人的宗教需要来解释，而要用以往的整个中世

纪的历史来解释”［7］235。在此，值得注意的是，恩

格斯虽没有彻底否定如博爱之类纯粹宗教感情的

文化意义，但他通过对近代以来不断加剧的阶级

斗争的剖析揭示了纯粹宗教感的不可能性。

同他人交往时表现纯粹人类感情的可能

性，今天已经被我们不得不生活于其中的、

以阶级对立和阶级统治为基础的社会破坏得

差不多了。我们没有理由把这种感情尊崇为

宗教，从而更多地破坏这种可能性。同样，

对历史上的重大的阶级斗争的理解，特别是

在德国，已经被流行的历史编纂学弄得够模

糊了，用不着我们去把这些斗争的历史变为

教会中的单纯附属品，使这种理解成为完全

不可能。［7］235-236

恩格斯坚信，马克思主义的宗教批判思想与

费尔巴哈早已不能同日而语了，其中阶级分析方

法的重视无疑占有重要地位。在此，从形式上看，

恩格斯给马克思主义宗教批判思想确立了一种基

本的阶级分析坐标，这的确给依阶级分析归类宗

教的做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撑。但问题的复杂

性在于，并非一定要把一切宗教关系都还原为政

治关系尤其是阶级关系，而是在本应还原为政治

关系尤其是阶级关系的地方，不再重新被看成是

宗教关系。因此，政治自觉至关重要。恩格斯借

施达克之口批评费尔巴哈“不懂政治”，并且“关

于社会的学说，即社会学，对他来说，是一个未

知的领域”［7］237。对马克思而言，政治自觉与社会

学的学术自觉其实是相通的。在这个意义上，涂

尔干以降的现代宗教社会学家们，虽然达到了社

会学的学术自觉，但依马克思的判断，依然没有

达到政治自觉，因为他们对于宗教的形成及其社

会作用的理解，依然还是停留于宗教心理学水

准，停留于历史唯心主义水平。西美尔就声称 ：

“宗教是从灵魂的要求和冲动中产生出来的，这

些要求和冲动与经验‘事实’以及知性范畴毫不

相干。”［8］64这依然是从宗教感情、而不是从宗教

的社会历史背景看待宗教。

虽然正如批评者指出的那样，马克思的宗教

思想被完全且简单化地从属于其阶级分析框架。

不过，这种内含于马克思思想中的从属方式的确

历史性地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马克思的宗

教批判思想是建基于政治批判基础之上的。革命

的、阶级分析的逻辑支配了宗教批判，换句话说，

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宗教，必然要求从属于社会

的经济与政治结构。从历史进化角度看，马克思

之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及其资本

主义社会结构在一定意义上突破了马克思所预料

的危机状况，进入到一种调整及建构状态。在这

个意义上，涂尔干及马克斯·韦伯等现代社会学

理论家见证了这一社会重建以及西方宗教文化的

转型过程。但历史表明，这一过程同样充满动荡

与危机。事实表明，现代社会的建设，其本质的

问题仍然是如何协调社会系统内部各种复杂的利

益与制度关系，而各种宗教冲突的背后，仍然是

现实的经济政治冲突。因此，社会矛盾的解决本

质上还是政治关系的调整与变革。在这一意义上

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宗教批判思想仍然显示其在

场性意义。

三、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关宗教批判思
想的批判性审视

就当代的文化状况及其思想运动而言，与各

种现代人文主义以及相关思潮一起，马克思主义

的宗教批判思想同样参与且强烈地影响了宗教文

化的现当代转型，并与现当代各种宗教批判思想

形成了全方位的对话。这种对话本身就在马克思

主义运动中展开，而现当代不同背景的宗教批判

思想也由此影响到马克思主义运动。

我们特别关注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宗教批

判思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语境，是汇合于

现代人本主义运动，揭示当代人的生存状况，具

体地阐释和拓展马克思有关人的解放理论。其中

显然包含着值得重视的宗教以及宗教批判维度。

而且，这一维度，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视野内，

既与青年黑格尔派的问题相衔接，也与现代人的

信仰以及宗教状况相契合。

我们不妨结合卢卡奇、葛兰西与布洛赫的思

想分析这一问题。

卢卡奇的黑格尔主义立场，在某种意义上，

正是从马克思主义经青年黑格尔派向黑格尔本人

的复归，其有关宗教批判的思想，也正是在这样

一种思想背景内展开的。他肯定青年黑格尔派、

特别是费尔巴哈有关宗教批判的意义，并且，正

马克思宗教批判思想的现代视域



·46·

  2012.2

是在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理论的意义上，卢

卡奇认为黑格尔本人对于宗教的批判“几乎达到

了费尔巴哈的批判的水平”［9］41。而且，同青年黑

格尔派一样，从无神论与神学混杂的黑格尔哲学

中，卢卡奇要求作无神论的解读。在这一方面，

卢卡奇完全同意布鲁诺·鲍威尔所谓“黑格尔对

外是基督徒，对内是无神论”的说法，且不惜用斯

宾诺莎的泛神论及其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用

莱辛、赫尔德以及歌德及其狂飙突进运动，来论

证黑格尔哲学的“泛神论环节”。卢卡奇有其牢固

的黑格尔主义立场，但他不同意黑格尔的宗教哲

学，认为“黑格尔的宗教哲学是德国启蒙运动的

最后的哲学的表现”，而“启蒙运动的后果是唯物

主义、不可知论，和纯粹的功利主义”［9］41。前面

曾经分析过，正是黑格尔完成了近代功利主义的

理性化，而在卢卡奇看来，恰恰是这样一种完成

了的功利主义堵住了宗教在现代世界的转换，这

一想法与涂尔干及马克斯·韦伯等社会学性质

的宗教批判思想显然不同。但卢卡奇并没有看到

黑格尔以及青年黑格尔派所谓自我意识的缺陷，

即不可能达到对象性及其实践批判。因而，在宗

教观上，卢卡奇显然肯定克尔凯郭尔从生存主义

以及非理性主义层面复兴宗教的想法。从卢卡奇

那里，我们可以看到克尔凯郭尔的生存主义与青

年黑格尔派的隐秘的关联，即都希望通过感性直

观建立起自我与绝对者之间的联系。但是，这一

点恰恰是马克思实践哲学所要破除的。卢卡奇仍

然停留于黑格尔与青年黑格尔派，这种停留有其

意义，这就是直面宗教问题的内在性。卢卡奇通

过物化考察并推进阶级意识的整体自觉的努力，

显然淡化了阶级的经济归属性，使得宗教等文化

问题凸显出来。卢卡奇通过物化从而阐明了黑格

尔所谓自我意识的外化，在马克思主义视野内，

这其实是绕开了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前提。看起

来卢卡奇是把政治经济学批判看成了黑格尔哲学

的前提，实际上，值得深思的是，政治经济学批

判并非不言而喻地构成宗教批判的当然前提。在

此，卢卡奇通过物化理论呈现的拜物教的普遍化，

既显示了宗教传统的式微，也进一步呈现出马克

思有关人的解放思想在现代资本主义中的复杂性

及其深度，也为现时代的宗教问题的深化与论阈

转换提供了可能。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葛兰西对宗教问题

十分关注。遵循马基雅维利的思想，葛兰西把宗

教视为与国家及政党等量齐观的元素。“宗教（或

‘积极的’世界观）、国家和政党三者密不可分，在

历史政治发展的实际进程中，必须逐一过渡。”［10］222

葛兰西当然看到了宗教的强大精神凝聚作用，他

把宗教看成是“历史上最大的乌托邦”和“最大

的‘形而上学’”，并且认为宗教通过神话学的方

式最成功地实现了对生活的调和，“在一定的历

史时期内，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宗教曾经是而

且还继续是一种‘必然性’，一种表达人民群众

意志的必然形式，一种使世界和现实生活合理化

的特定形式，它为现实在实践活动上提供普遍框

架”［10］248-249。在此，葛兰西特别强调他所说的宗

教是“相互的基督教，而不是已经变成人民群众

的纯粹麻醉剂的、耶稣化了的基督教”［10］249。但

是，相比之下，葛兰西更为重视的是宗教的政治

与社会意义，即宗教的实践化何以可能的问题。

葛兰西指出，事实上存在着宗教的多样性，诸如

农民的天主教、小资产阶级和城镇工人的天主

教、妇女的天主教以及知识分子的天主教等，其

中，葛兰西“知识分子”的宗教与“普通人”的宗

教的区分尤其重要，而宗教的意义就在于实现不

同宗教的整合。“各种宗教、特别是天主教教会的

力量，过去和现在都主要源于这样一种事实，他

们非常强烈地感觉到，全部信教的群众都要求统

一学说并竭力防止智力较高的阶层同较低的阶层

分割开来。”［10］239而且，与其话语权同出一辙，他

更为看重的是“知识分子”的宗教的培养。“宗教、

特别是一个特定的教会，永远都在培养它的信仰，

以有组织的方式孜孜不倦地重复它的护教学，任

何时候都使用同样的论据，维持一支教职高低有

别的、给予这种信仰以思想的尊严（至少是外表

上的）知识分子队伍，在这种意义上，它保持着它

的忠诚的信仰的一致性。”［10］251葛兰西认为，以

往意大利哲学唯心主义（他称之为“内在论哲学”）

的症结，就在于无法实现“知识分子”的宗教与

“普通人”的宗教之间的沟通和一致。他虽然也将

他自己禀持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实践哲学看成是

“内在论哲学”之一种，但他反对将“普通人”的

意识仅仅看成是常识，看成是缺乏哲学那种特有

的“智识秩序”的一般意识形态，就是说，普通人

的意识是可以得到提高的，因而本质上不应该看

成是宗教，而是哲学。“实践哲学的立场和天主教

的立场截然相反。实践哲学不但没有把‘普通人’

滞留在常识的原始哲学的水平上的倾向，相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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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是把他们引导向更高的生活概念。如果说它肯

定知识分子和普通人之间接触的必要性的话，那

么，这不是简单地为了限制科学活动并在群众的

低水平上保持统一，而恰恰是为了建造一个能够

在政治上使广大群众而不只是知识分子小集团获

得进步成为可能的智识—道德集团。”［10］243不难

看出，这一想法，与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作为历

史主体及其政治解放的思想是完全相通的。

无论是卢卡奇对马克思、青年黑格尔派以及

黑格尔本人的宗教批判思想的诠释，还是葛兰西

对宗教的意识形态性质的分析批判，其实也包括

涂尔干、西美尔等社会学性质的宗教批判思想，

都是在边界的（因而多少也有些外在的）意义上

把握宗教的社会意义。但恩斯特·布洛赫却不一

样。他要努力走一条“内在的批判”之路，即变革

宗教本身，从宗教根源的感性自我及其超越性角

度，将基督救赎之路转化为人的自我解放之路。

布洛赫反对仅仅把宗教看成是阶级利益的外衣。

在他看来，所谓宗教外衣的思想虽然与恩格斯有

关，但其实是被考茨基有意夸大了的。而在通过

将宗教化为阶级问题的附属品与把宗教进一步巩

固为人的内在的解放意识这两条道路上，布洛赫

走的显然是第二条道路。布洛赫不仅意识到宗教

的二重性，而且由此区分出两种不同类型的宗教

运动。一种是被马克思判定为人民的鸦片、为权

力者服务的官方教会的宗教 ；另一种则是经常在

下层民众以及受压迫民族中出现的带有无神论倾

向、并发挥某种异端作用的宗教。布洛赫力图发

掘第二种宗教中的精神力量。在此，葛兰西所看

到的宗教在一般意义上的精神解放力量，由布洛

赫交还给无神论。他甚至肯定，只有无神论者才

可能成为真正的基督徒。而各种类型的具有异教

性质的宗教反叛运动，也都被赋予一种解放的内

涵，德国农民战争，则在阐释基督教精神与革命

意识的同盟方面，更是具有一种典范意义。布洛

赫将基督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解放学说沟通

起来，把社会主义者朝向自由王国的追求看成是

宗教徒在末世说的驱使下的自我救赎。

布洛赫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属于另类，原因

就在于他在有关宗教批判的思想上的离经叛道。

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又在于，马克思当时在理论

上完成的宗教批判思想与现时代各种复杂的宗教

现象之间其实是存在着相当的反差。而布洛赫的

努力，连同后来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他的影响的弗

洛姆、本雅明、戈德曼、麦金泰尔等将神学与马

克思主义结合在一起的尝试，实际上从很大程度

上见证了马克思宗教批判思想的当代境况。在阶

级斗争框架下，马克思主义传统与基督教传统曾

被设定为本质的对立。但后来的很多研究表明，

一方面，在不同立场的宗教徒后面，并不存在一

种截然区分的阶级立场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

传统与基督教传统之间，在一种普遍主义的语境

下，并不是不可以沟通的。如果说，布洛赫等思想

家还只是在理论上进行尝试，那么，晚近的解放

神学，则是在实践上进行了这种沟通。当然，基于

马克思宗教批判思想的基本特质，我们当然也可

以并且应当对解放神学的理论纯粹性提出质疑。

从当代思想与文化状况看，卢卡奇、葛兰西、

布洛赫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宗教问题的理

解与研究越来越复杂。其原因，的确与宗教所属

的文化问题在现代社会的凸显有关。作为回应和

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物，西方马克思主义关注

的文化，已不再是马克思所处早期资本主义时代

作为次要领域的文化——在那里，把文化看成是

意识形态并且从属于社会的经济政治关系，理所

当然。但是，在现代资本主义时代，文化获得相

对独立的存在广度，并且是与社会的经济、政治

等领域构成某种并列关系的相对独立的社会领域

或社会子系统。不仅如此，随着物化的加剧以及

精神文化问题的高度凸显，文化在整个社会系统

中越来越占据总体性地位。在这一过程中，宗教

问题也发生了某种转变。作为次要领域的要素，

宗教受社会的经济与政治关系所决定，而经济与

政治关系的解放曾逻辑地决定了宗教的消亡。但

一方面，经济与政治关系的解放对于整个世界历

史时代而言越来越成为困难与问题 ；另一方面，

作为宗教消亡的表现，即宗教的世俗化，看来将

一直是现代性的伴随现象，并且越来越多地表现

为宗教复兴。正如现时代的文化问题较马克思所

处时代复杂得多，现时代的宗教问题也较马克思

所处时代复杂得多。在这一意义上，经济与政治

关系对文化的决定关系，已经不再是在一个与人

的文化无关的外部自然系统内进行考虑，而是必

须在总体的社会文化系统中展开。因此，宗教批

判作为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特别是作为实践批

判活动的前提，并不是一种前件式的和形式化的

前提，而是置入式的和内在的前提。值得注意的

是，从鲍威尔要求对宗教进行内在的批判与变革，

马克思宗教批判思想的现代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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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施特劳斯在其《耶稣传》出版后仍然是发自内

心的对德国宗教改革事业的呼吁，到马克思的激

进的宗教批判思想，再到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不断

加强的对宗教文化现象的复杂性的认识与把握，

在很大程度上见证了宗教在近现代文化中的转型

过程。对宗教问题的关注，显然也是当下各种路

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所关注的焦点问题。

可以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虽然在宗教

研究方面切入了现代性世界及其文化的一些主要

方面，但总的说来是让马克思宗教批判思想过多

地从属于人本主义路向，甚至舍弃掉激进的政治

立场。宗教研究也不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流。

这一状况同现代性世界的虚无主义处境对马克思

批判资源的应有要求，显然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

应该看到，在现时代，奠基于阶级分析方法

之上的马克思主义宗教批判思想，依然是一种富

于活力的思想。一方面，即使是这种强化了的阶

级斗争化的宗教批判思想，仍然存在着各种现实

的、并且是日益急迫的社会生活背景。在这一意

义上，诸如技术、大众文化、消费社会并没有改变

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宗教批判思想。因为那些隐性

的问题恰恰是被上面提到的这些显性的现代或后

现代问题遮蔽掉甚至抹掉了，但这并不意味着问

题本身并不存在。事实上，这些问题，随着全球资

本主义的来临，已经显化为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

另一方面，随着现代人的全面发展呈现出来的宗

教问题，恰恰有益于开放马克思的丰富的宗教批

判思想，并对问题本身做出符合时代要求的解答。

宗教复兴与宗教的世俗化倾向同样并存，盖

因精神信仰的当下困境，其实质在于一个多世纪

以前在西方语境中迫近的虚无主义的全球扩展。

反过来讲，虚无主义的挥之不去，本身就见证了

现时代精神信仰的迷失与焦虑。从这一意义而

言，马克思通过世界历史时代而敞开的无神论的

普遍化问题，恰恰成为当今物化时代的问题。问

题当然在于，无神论与物质主义纠结粘连在一起，

并已成为后者的哲学理据（正如理性主义成为功

利主义的理据）。实际上，无神论与物质主义的纠

结粘连，已深入到现代性生活的各个层面 ：在自

然观层面，随着神的祛魅以及自然的祛魅，正在

扩张为缺乏内省意识的人类中心主义 ；在政治

生活层面，随着利己主义与狭隘的族性意识的扩

张，无神论经常沦为专制主义以及各种邪恶政治

的不自觉的理论支撑 ；而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更

为失望地看到，一种受无神论世界观与价值观的

支配，并完全舍弃传统的无教养的个体主义与享

乐主义，正在衍生为周遭世界的种种轻薄粗鄙的

“文化”现象，且依然是异化的表现形式。用政治

批判代替对宗教的内在批判，显然值得马克思主

义传统反思，但问题的严酷现实同样在于，某种

试图舍弃政治批判乃至于文化评论的宗教活动，

依然是当代精神文化的重大症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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