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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马克思新世界观建构中的浪漫主义超越

单连春,周摇 瑶

(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摇 211100)

摘摇 要:浪漫主义思想具有关怀人性、追求理想、批判现实的精神气质,但浪漫主义具有时代的局限

性,因而超越浪漫主义,也是青年马克思新世界观构建的一个路径。 青年马克思超越浪漫主义,建
构新世界观之路经历了在“诗歌幻境冶中与浪漫主义结下不解之缘;在“异化现实冶的痛苦中开启对

浪漫主义的批判;在“实践反讽冶的基础上超越了浪漫主义这 3 个阶段。 3 个阶段的深化促使马克

思走向历史深处,批判继承了浪漫主义思想的合理因素,并从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生产活动出发,将
实践引入新世界观建构中,实现了对浪漫主义的方法论、人性观与历史观的全面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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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浪漫主义冶最初是在文艺作品中运用的一种

文艺创作方法,本义在于主体内部的精神世界所追

寻的生命本真,其语言激情奔放、手法极具夸张,蕴
含着丰富的想象力,用以抒发人们渴望自由、回归自

然的强烈情感,表达了一种追求理想世界的美好愿

望。 由于立场、观点不同,浪漫主义者在如何解决现

实矛盾这一问题上因而形成了相反的两派。 一是

“积极的浪漫主义冶,他们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剥削阶

级,以激烈昂扬的语调批判现实、宣扬美好生活,主
张面向未来,具有激励人们改造现实的动力作用。
马克思年轻时所拥有的浪漫主义情怀便是一种积极

的浪漫主义,这一点在他的诗歌中可以体现。 二是

“消极的浪漫主义冶,他们不仅对未来不抱希望,而

且也没有勇气面对现实中的种种罪恶,甚至试图逃

离现实,把“过去冶视为避难之所,主张回到那种与

世无争的原始自然状态。 浪漫主义思潮对人性、自
由、精神与理想的崇高追求吸引了无数追随者,青年

马克思也深受影响,他继承了浪漫主义的积极因素,
并在此基础上用无产阶级的“实践反讽冶实现了对

浪漫主义“精神反讽冶的扬弃与超越。 马克思的“实
践反讽冶作为一种方法论,坚持实践作为历史的生

成运动,不仅具有指向现实世界的客观实在性,还具

有指向无限未来的超验性规定,实践由此成为统一

理想与现实、精神与物质的中介。 青年马克思正是

在经历了对浪漫主义的沉迷、异化现实的痛苦与迷

茫后,运用无产阶级的“实践反讽冶,实现了对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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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思想超越。

一、在“诗歌幻境冶中与
浪漫主义结下不解之缘

摇 摇 浪漫主义思想具有自身的精神品质。 首先,它
体现了对人性的关怀。 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以其惊

人的外表直接暴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潜藏的内在

矛盾。 理性与科学促进了经济的进步,却也同时使

人的道德、情感退化。 大机器生产方式压抑着人性

的欲望,给人们铐上了精神的枷锁,没有自由,没有

激情,有的只是冰冷。 浪漫主义对这一现实极为不

满,他们赞扬人性,重视人的情感需求,尤其是爱情。
其次,它追求无限、永恒和绝对。 人的矛盾性体现在

对此岸世界的无力和对彼岸世界的向往。 现实往往

是有限的、暂时的和相对的,尤其是在资产阶级的剥

削和压迫下,人们无法在现实中看到美好和希望。
浪漫主义者们在有限的现实中追求无限,试图将人

们从黑暗腐朽的社会中解救出来,他们在卢梭的引

领下高呼着“回归自然冶的口号,以诗歌和绘画等形

式,用充满激情的夸张手法描绘了理想中的美好未

来,实现了对现实的超越,从而在精神中把握了永恒

和绝对。 再次,它具有批判现实的特质。 生产方式

的革新以及阶级结构的变化无不改变着人的价值

观,资本作为一种控制力量引导着人们追求物欲、抛
弃精神和情感。 浪漫主义极其反感物欲横流、精神

匮乏的现实世界,他们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倡导原始

自然的生活方式,以诗歌的形式批判现实,实现了对

现实精神层面的批判。
浪漫主义思潮影响了众多思想家与哲学家,青

年马克思自然也不例外。 但在青年马克思与浪漫主

义关系的问题上不同学者持有不同意见,如罗素就

否认浪漫主义在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形成过程中的

重要作用,认为“马克思跟浪漫主义丝毫无缘冶 “科
学的唯物主义冶才是他所追寻的目的[1]。 而意大利

文艺批评家克罗齐却认为马克思实际上就是一个浪

漫主义者,他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中存在浪漫主义

因素。 除此之外,维塞尔肯定了“马克思的科学社

会主义观点本质上是变形的诗歌冶 [2],并认为马克

思青年时期所创作的、充斥着“浪漫主义色彩冶的诗

歌是理解其思想演进的关键所在。 麦克莱伦也描绘

了一个酷爱诗歌的马克思形象,学生时代的马克思

非常热爱文学和艺术,他大量阅读了席勒、卢梭、海
涅等浪漫主义者的作品,有一段时间甚至把自己与

外界隔离开来,专门研究艺术、创作诗歌。 这些观点

并不是空穴来风,事实上,在马克思思想进程中的各

个阶段都能或多或少地找到浪漫主义的影子,浪漫

主义火种早在马克思学生时代便已深埋,“尤其喜

爱浪漫派诗歌冶的冯·威斯特华伦男爵、“能够背诵

伏尔泰和卢梭冶的马克思父亲以及“爱好浪漫主义

文学冶的中学校长维滕巴赫,都“灌输给了马克思对

浪漫主义学派的热情冶 [3]。
马克思的浪漫主义思想情怀首先体现在他的诗

歌创作中,与燕妮的爱情是马克思创作诗歌的最大

动力。 在保留下来的马克思的六册诗集中,《爱之

书》第一、二册以及《歌之书》都是献给他的未婚妻

燕妮的,内容以抒情和叙事为主。 古今中外,但凡是

抒发爱情的有关诗作,都带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
更何况是处于热恋时期的马克思,在浪漫主义文学

熏陶下,马克思将他对爱情的渴望与想象寄托在诗

歌之中,聊以慰藉自己与燕妮异地相隔的思恋之苦。
《遐想》一诗便充分展现了马克思对浪漫主义爱情

的美好向往:“那里———相爱的人儿共同呼吸着心

灵之火,感到无比美满幸福,人间的恩怨痛苦都在他

们心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绚丽多彩的和谐的新世

界冶 [4]663。 然而,这种爱情理想很难存在于现实之

中,马克思也明确地知道这一点,但他却没有放弃对

爱情的渴望,即使困难重重,他也一如既往地保持热

情、勇往直前。 马克思的诗歌除了歌颂爱情、倾诉衷

肠,还怀有不满现实及憧憬未来的真实情感。 他在

《钟楼上打钟人之歌》一诗中对人们的生存现状进

行了这样的描绘:“一座座房屋正在震颤,人们的心

中无比惊惶,他们凝神向外张望,不禁流下热泪两

行冶 [4]556。 封建统治下人民群众的悲惨生活引起了

马克思的同情,他猛烈批判了这一黑暗的社会现实,
除此之外,他还运用夸张大胆的语言,在华丽的辞藻

中表达了自己对理想未来的憧憬,如“所有的墙垣

和殿堂,都会在时光飞逝中倾倒,它们一旦化为废

墟,一个新世界便会崛起冶 [4]562。
总而言之,青年马克思在诗歌创作中注入了追

求爱情、批判现实、憧憬未来等多重精神诉求,包括

诗中所使用的“反讽冶的表达技巧以及“追求理想和

自由冶的情感基调,无不闪耀着浪漫主义思想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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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马克思与浪漫主义思想结下了不解之缘。

二、在“异化现实冶的批判中揭示了
浪漫主义渴望的虚假性

摇 摇 浪漫主义建造了一座漂浮于云端之上的理想之

城,用以安放人们对自由的渴望,但却又无法触及。
当时德国社会工具主义横行,人们在工业统治下变

成了生产机器,人性在经济现实中不断扭曲,与其真

实本质背道而驰、渐行渐远。 这时,浪漫主义在“回
归自然冶的口号下所坚持的从精神层面反抗现实、
追求自由与解放的理想,在异化现实的境遇下便显

得十分苍白无力。 青年马克思终于意识到,一味地

将批判矛头指向理性而追求人的精神自由,只会导

致理想与现实脱轨,变成无法捉摸的空中楼阁,且无

法使“市民社会冶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变革,浪漫主义

渴望的局限性就此暴露。
浪漫主义的渴望遇到挫折之后,马克思便开启

了对异化现实的批判,而社会中的种种非人现象就

是构成马克思“早期异化理论冶的现实基础。 马克

思放弃了他在大学初期所持有的 “理想主义冶立场,
转向了对黑格尔理性主义哲学的研究。 1841 年 3
月底,马克思在德国古典哲学辩证法的基础之上,完
成了极具思辨色彩的博士论文。 马克思在自己的博

士论文中首次使用了“异化冶这一概念,并着重分析

了自然的异化及宗教思想的产生根源,在人与神的

关系问题上,马克思继承了古希腊“人高于神冶的思

想传统,他认为人的自我意识具有至高无上的神性,
并以鲍威尔的“宗教是人的自我意识异化冶的观点

为依据,为伊壁鸠鲁的无神论思想进行辩护。 直到

《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才逐渐发现,理性主义原则

根本无法对现实中所出现的各种物质利益问题作出

解释,它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和冲突,于是,在
对现实物质利益斗争经验的思考及费尔巴哈哲学的

影响下,马克思的思想逐渐从辩证唯心主义转向了

唯物主义,并由此展开了对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哲

学的猛烈批判。
1843 年,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通过对历史的研

究,把目光从宗教转向了国家。 他敏锐地发现,在资

本主义社会中,由于政治革命的完成和商品经济的

发展,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已经从“同一冶走
向了“分离冶,二者在资本的统治下处于一种相互异

化的险峻状态,马克思认为这种异化必须消除,政治

国家只有从彼岸世界复归到市民社会中去,人类社

会才能获得解放。 处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想支配

时期的马克思,试图用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复归来描

绘历史,他把费尔巴哈的“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类是

现实个体的本质)冶这一观点当作构建共产主义的

最高原则,富有浓厚的人本主义色彩。 面对理想与

现实的二律背反,马克思带着痛苦与绝望的心情在

“所是与应是冶的对立中苦苦挣扎,这种状态促使马

克思继续探索异化现实产生的根源。 1844 年,马克

思把目光转向了经济领域,着手剖析市民社会本身,
他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异化劳动进行

了详细地分析,“劳动的这种实现表现为工人的失

去现实性,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
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冶 [5]51。 伴随着科学技术和生

产力高速发展的是社会道德的沦丧和工人的贫穷,
马克思认为这种异化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对

象化的生产的发展,这是由私有制本身的发展所导

致的必然结果,劳动的雇佣性质才是工人贫困的

根源。
异化现实与抽象的理性主义理想格格不入,使

马克思感到痛苦与迷茫,也促使他担负起寻找异化

根源、统一理想与现实的历史重任。 从《博士论文》
到历史唯物主义确立前,马克思一直将精力集中于

批判思辨哲学,缺乏对历史的唯物主义说明,因而这

一时期各个阶段的异化理论都不同程度地含有思辨

色彩与浪漫主义痕迹。 随着批判领域从宗教、历史

到经济的不断深化,马克思与建立自己新世界观的

距离越来越近。 马克思运用“私有制冶 “异化劳动冶
等概念,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真正面目,同时用无

产阶级队伍的革命实践为人类建构了一个“共产主

义冶王国,通过异化现实对理想社会的理性建构,实
现了对浪漫主义思想的超越。

三、对浪漫主义的方法论超越:
从“精神反讽冶到“实践反讽冶

摇 摇 浪漫主义思潮是人类在现代性发展过程中的第

一次自我批判,定量思维方式、机械宇宙结果的发

现、科学知识发展所带来的人类文化技术性转向、工
业化发展以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增长等都是浪漫

主义的批判对象,而它用以批判现实的方法所具有

的最大特色便是“反讽辩证法冶。 人类具有指向有

限个体和无限流体这两种基本冲动,这两种冲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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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作用便产生了辩证法,人们对无限的深层需要

无法在有限的经验客体中得到满足,便产生会“消
灭有限客体冶的神圣无意识。 由此可见,浪漫主义

的反讽是一种具有创造性本质的消灭力量。 德国浪

漫派反讽理论奠基人施勒格尔认为“哲学是反讽真

正的故乡,人们可以把反讽定义为逻辑的美。冶 [6] 在

他看来,反讽不单纯是一种修辞学意义上的表达方

式,更是一种能够否定现实的创造性力量,人在自己

的精神内部,把客观性重新创造为主体性,从而实现

主客体的统一,达到精神上的绝对自由。
浪漫主义渴望在异化现实中遭受了挫折,它所

创造的“思想诸神冶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 马克思

的诗意天堂就此坠落并化为灰烬,而他的任务就是

抛弃唯心主义,在唯物主义中寻找新的诸神,“无产

阶级冶便是这一问题的答案。 “由于无产阶级在自

己内部把反讽和魔幻的创造力和真正的肉体精神联

合起来, 因此对马克思来说, 无产阶级就是解

放冶 [7]58。 无产阶级的反讽具有认识世界、改造世

界、实现共产主义的神圣力量,马克思不再从任何精

神领域的原则出发,而是通过研究现实的社会、现实

的人以及现实的生产,把经济学范畴提升为解释社

会矛盾的最高原则,从“哲学共产主义冶发展为“科
学共产主义冶。 总而言之,不论是浪漫主义,还是黑

格尔理性主义、亦或是费尔巴哈人本主义,都将自身

对现实的批判禁锢于精神或理论领域,这种哲学批

判方式注定无法将理想与现实和解,只有诉诸于现

实的物质力量,用实践践行理论,才能彻底摧毁异化

产生的根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

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冶 [5]9。 与概念

的逻辑演进不同,物质力量不是抽象空洞的,它需要

现实的物质载体,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就是能够

实现哲学反讽的物质载体,通过不断的革命实践活

动来谱写人类生存和解放的诗歌。 马克思把无产阶

级描绘为解放世界的英雄诗人,哲学力量只有凭借

无产阶级这一现实的物质载体才能实际地改造现

实,在经历了浪漫主义挫折之后,马克思用无产阶级

的实践反讽实现了对异化现实的反抗与超越。
马克思的“实践反讽冶具有超越性。 浪漫主义

对现实的批判并不彻底,但是这种不彻底性是由时

代决定的,即便如此,浪漫主义对现代文明的反思和

批判也起到了给世人敲响警钟的重要作用。 青年马

克思深受浪漫主义的影响,但是不同于传统浪漫主

义的“精神救世法冶,马克思认为“只有物质力量才

能最终战胜物质力量冶。 人类至善的追求仅靠浪漫

主义的纯粹审美方式是无法实现的,只有通过彻底

的革命实践才能成功,马克思从经济事实中发现无

产阶级便是这一革命实践活动的积极主体力量,只
有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才能实际地改变现存世界,
无产阶级的双脚立于大地,肩负着人类未来的命运。
马克思实践反讽的关键就在于“找到能够承担这种

重任的历史主体冶,无产阶级便是答案,它具有能够

推翻资产阶级、更替社会制度、实现共产主义的神圣

性反讽力量。 在追求人类社会至善的道路上,浪漫

主义者们以诗歌为载体,实现了精神领域的绝对自

由,而马克思的超越性在于,他是从实践出发,即通

过无产阶级的革命活动来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 马

克思的新世界观正是基于对浪漫主义“精神反讽冶
的现实超越而构建的。

青年马克思在浪漫主义思想熏陶下,形成了具

有浓厚浪漫主义色彩的诗性思维,这是马克思探求

人类解放的原始动力,同时马克思也在批判与继承

的基础上,运用无产阶级的实践反讽法,完成了世界

观的“两个转变冶,并实现了对浪漫主义人性观与历

史观的全面超越。

四、对浪漫主义的人性观超越:
从“抽象的人冶到“现实的人冶

摇 摇 浪漫主义者崇尚人性中非理性因素,他们认为

只有诉诸感性才能复归人的整体性、彰显人的价值

和意义,这无疑是将人性抽象化了。 经验科学的发

展使人性的光辉黯然失色,高高在上的理性剥夺了

人的激情和意志,由理性建构起来的社会关系无不

充斥着虚伪与冷漠,华丽的面具抑制并遮蔽了人的

本真,此时,具有浪漫主义情怀的人们却显得与这个

虚伪的社会格格不入,“在我们的风尚中流行着一

种邪恶而虚伪的一致性,好像人人都是从同一个模

子中铸造出来的:处处都要讲究礼貌,举止要循规蹈

矩,做事要合乎习惯,而不能按自己的天性行事,谁
也不敢表现真实的自己冶 [8]12。 在卢梭看来,文明只

是一种假象,“野蛮人冶 似乎变成了所谓的 “文明

人冶,殊不知,这种转变正是人类灵魂深处更高层次

的堕落。 与启蒙运动大肆宣扬理性和科学、排斥人

的个性整体性不同,浪漫主义强调维护人的心灵自

由和个性完整,试图将社会从虚无主义的危机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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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出来;对工业生产中人的片面发展持否定态度,尤
其反感理性对人性光芒的遮蔽,这种整体性思想来

源于他们对“一和全冶的渴望。 “浪漫派的渴望———
即在尘世中感受天国之乐的固执欲望,或者在‘万
物爷中感受普遍的一的固执欲望———这就是这里所

翻译的马克思诗歌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冶 [7]13。 浪漫

主义从人的心灵出发,强调人的情感解放与个性完

整,试图挣脱理性至上的束缚,这种理想主义的价值

追求,对马克思后来人的本质理论的形成具有潜移

默化的引导作用。
浪漫主义整体性思想对青年马克思人的本质理

论的构建具有重要作用。 19 世纪二、三十年代,青
年马克思在浪漫主义倡导个性解放、追求个体自由

的社会氛围中开始构建自己的世界观。 在青年马克

思所作的大量诗歌中,浪漫主义追求理想的特质显

而易见,除爱情等主题以外,马克思对现实社会中理

性主义盛行的批判,以及对未来社会中人的全面自

由发展的美好愿景等都体现了强烈的理想主义色

彩。 青年马克思继承了浪漫主义在尘世中寻找天国

的渴望,他试图以诗歌的形式在爱情和宇宙里构建

超越现实的理想天国,通过沉迷于浩瀚的宇宙来获

得“整体(一)冶的感觉,这是马克思大学时期的精神

避难之法。
但是,马克思没有一直沉溺下去,而是从理想的

国度中及时抽身,并且借鉴吸收了浪漫主义整体性

思想的合理内核,在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中逐渐构建

了自己的新世界观,在他关于人的本质的三层论断

中,就包含着对浪漫主义整体性思想的批判继承。
首先,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以下简称《手
稿》)中,马克思从“人的类本质冶出发,把人的本质

界定为“劳动或实践冶,而劳动作为人的内在本质,
是一种自愿自觉的活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只有在

自由自觉的劳动(实践)中才能实现,相反,单一的

劳动分工只会导致人的个性的片面发展。 可以说,
马克思在《手稿》中对人的本质的界定,是基于人的

整体性与内在和谐性发展为目的的。 其次,马克思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第六条指出:“费尔

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 但是,人的本

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

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冶 [5]135。 这时候的马克思,在人

的本质问题上的思考有了重大突破,他开始从社会

关系和历史发展的角度出发去解释人的本质,并用

处于各种社会交往关系中的现实的人代替了费尔巴

哈的抽象、无差别的类个体。 马克思的这一论断表

明,只有处于现实的、丰富的社会关系中的人,其本

质才能得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由实践所创造的社

会关系作为人的本质的体现,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

程,即随着实践活动的不断发展,人的本质及个性特

点也变得全面而丰富。 再次,马克思在《德意志意

识形态》中指出“人的本质体现在人的需要中冶,这
种需要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不仅仅是满足人的基本

生存的需要,而且是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 以

上关于人的本质的 3 个论断,都包含着以追求“人
的全面发展冶为目的人的整体性思想,事实上,这三

者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因为人的需要是实践

发展的动力,而劳动实践生成并规定着社会关系,社
会关系又与人的需要相互制约,将三者统一起来就

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冶的现实基础。 由此可见,浪
漫主义所追求的人的心灵自由与个性完整正是马克

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冶理论的最初表达,而马克思

在实践层面上实现了对浪漫主义的超越。
青年马克思基于实践完成了对浪漫主义抽象人

性观的超越。 首先,浪漫主义关怀人性,强调人的价

值、本质和个性完整,但由于过度沉湎于对道德、情
感等精神层面的追求,没有找到批判的真正焦点,从
而使人的本质陷入抽象和空洞。 不可否认的是,浪
漫主义具有关怀人性的旨趣,他们努力思考着复归

人的自然本性的方式,这种思潮促使了不少追随者

积极反思人类的生存现状。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

便是人类追求精神家园的显现,共产主义作为一种

合乎人性和自然的现实运动,它不是空中楼阁,而是

个体追求自由和解放的现实图景,在追求共产主义

理想的过程中,人的发展逐渐从片面性转向全面性,
异化出去了的人的本质最终被还给人自身。 其次,
与浪漫主义把人的本质禁锢于情感、道德等抽象的

精神领域不同,马克思认为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物,
劳动是其保存生命的活动方式,人的本质力量也在

从事一定的物质生产活动时得到确证。 然而,在现

实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为满足自己生命生存的

需要而成了生产商品的机器,劳动发生了异化,它从

人的生存和活动方式彻底沦为谋生手段,变成统治

和奴役人的外在力量。 马克思从人的现实本质出发

所构建的共产主义理想,扬弃了由分工所导致的劳

动片面性,这里的劳动已不再是统治人的异己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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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人的生命本质,个人不再被强迫着从事某种劳

动,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自己想要从事的

工作,使自己的才能得到充分培养与发挥,在这里,
劳动作为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交往属性获得了统

一,人作为人的完整性得以实现。 再次,浪漫主义高

度赞扬人性,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本质,他
们试图用道德、情感的沦丧对其进行攻击,把抽象的

人的本质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标准。 浪漫主义否定

资本主义发展的积极作用,用软弱无力的人性去抨

击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端,并在想象中描绘出一

个美好的社会制度,然而,理想一旦脱离了现实,便
只能成为空想,并不能实际地改变社会现状。 马克

思从现实出发,把“物质资料生产活动(实践)冶当作

人类历史产生的前提条件,并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生产关系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社会发展具有必然

性,要用辩证的态度对待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对其

进行合理的批判与扬弃。 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运

动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自我扬弃过程,旧事物在这

一运动过程中必然会被新事物所取代。 马克思科学

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克服了浪漫主义人性观的局限

性,揭示了社会发展的真正规律,从而实现了对浪漫

主义的最终超越。

五、对浪漫主义的历史观超越:
从“自然历史观冶到“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冶

摇 摇 浪漫主义的自然历史观追寻理想的自然状态,
这里的“自然冶是最原始、没有历史发展和展开的静

态自然,而这种状态下的人也是未受文明污染的

“自然人冶,因而复归人的自然本性,建立一个自由

平等的社会秩序便是他们的最高理想。 浪漫主义自

然历史观的开拓者卢梭尖锐地指出:“随着我们的

科学和艺术的日趋完美,我们的心灵便日趋腐

败冶 [8]14。 他对启蒙主义所鼓吹的理性至上持反对

态度,认为心灵深处的情感才是人性的本质所在,而
情感只有在未经文明“浸染冶的自然状态下才是最

纯真、最美好的。 卢梭为了研究人而研究历史,而要

研究历史,又必须从了解人心入手,在《论人类不平

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卢梭采取了想象、推测、假设

等各种方法,试图通过逻辑上的假设来还原人类最

原始的自然状态,并从这一假设出发,以社会契约为

政治基础,建立一个具有平等自由属性的共和制社

会,从而实现人类对自由的最高追求。 卢梭将人的

问题置于历史之中,认为建立社会契约是复归人性

自然状态的最佳手段,把恢复人类原始的自然本性

当作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表达了对人性复归的渴

望以及对建立平等、自由的社会秩序的向往。 然而

在最具革命性的环节即“如何建立好的社会契约冶
这一问题上,卢梭最终还是陷入了精神的漩涡,将希

望寄托于建立一个能够按照人民“公意冶行事的政

府。 卢梭将人的理想寄托于自然状态之中的浪漫构

思影响深远。 浪漫主义的基调便是在卢梭的引领下

“回归自然冶,他们开拓了现代性批判先河,看到了

“文明冶发展带来的种种弊端,试图挽救资本主义随

着社会经济发展而迅速堕落的人性,把“回到过去冶
作为最高理想,这种浪漫主义的救世情结在青年马

克思的内心深处埋下了火种。
走向历史深处的马克思坚持“历史冶不是抽象

思辨的历史,而是与现实紧密相联的历史,只有揭示

出历史发展的真正规律,才能实现对现实的有效改

造。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我们仅

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冶 [5]146。 由于缺

乏对社会发展的科学认识,浪漫主义者们总是从主

观出发去建构未来,这就导致他们的历史观充满了

理想化与精神化色彩。 青年马克思在浪漫主义的启

蒙下走上了批判现实的道路,但他逐渐认识到,社会

矛盾的根源及解决方案不在于浪漫主义所谓的“情
感冶“道德冶及“人的自由本性冶等精神范畴,人的本

性的复归也绝不是彻底回到否定一切文明的自然贫

穷状态。 不同于浪漫主义静态、封闭的历史观,马克

思的历史观由于实践的介入而具有了动态生成性。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提出不断变化和扩

大着的人的需要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基本力量,“已
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

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

要,而 这 种 新 的 需 要 的 产 生 是 第 一 个 历 史 活

动冶 [5]159。 在马克思看来,历史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的辩证运动下向前发展,“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
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

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

件在旧社会的胞胎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

的冶 [9]。 精神领域的批判无法改变社会发展的现

状,唯有实践,即等到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并无法

为当前社会所容纳的时候,人们通过革命实践的方

式将旧的生产关系推翻,才能彻底实现对现实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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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而“共产主义冶就是历史在人类实践的基础之上

不断展开的最终归宿。 共产主义不是“对整个文化

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贫穷的、需求不高的

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

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非自然的简单状态

的倒退冶 [10]。 因此,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不在于人

的非理性的本能,而是一种物质生产活动即实践。
马克思将实践引入对现实的批判,并指出只有通过

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才能改变现实世界,彻底消灭

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以一种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取

而代之。 至此,青年马克思完成了对浪漫主义历史

观的超越,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冶。
总的来说,马克思对浪漫主义的超越经历了从

“沉迷———痛苦、绝望———憎恨、反抗冶的转变历程。
德国浪漫派渴望超越尘世,企图在尘世中找到天国,
他们有一种在转瞬即逝的万物中感受普遍的执念。
“渴望是潜在的无限完满和实际的无限虚无之间不

一致的产物冶 [7]39,马克思诗歌中也蕴含着超越尘

世、找寻天国的渴望,维塞尔根据马克思对这种渴望

的主观反映不同,把马克思的诗歌分为“整体之诗冶
“异化之诗冶及“反抗之诗冶 [7]13。 维塞尔认为这一分

组可以合理地诠释“马克思浪漫主义的巨人承诺,
所遭遇的浪漫主义挫折,以及最后对浪漫主义的反

抗。冶 [7]14面对现实与非现实之间的二律背反,马克

思产生了由渴望到沮丧再到憎恨的主观反映,并且

反抗获得了最终胜利。 马克思曾经沉迷于浪漫主义

中的宇宙之“整体性冶,却在实然与应然相对立的现

实中滋生了异化意识,理想与现实脱节注定会陷入

空洞与抽象。 青年马克思在浪漫主义的无形渗透

下,短暂追随过理想主义的启蒙精神,在意识到浪漫

主义局限性之后,马克思便追随黑格尔理性主义步

伐,开启了对现代性的批判,发现形而上的理性主义

根本无力反抗异化了的现实,并在费尔巴哈的影响

下转向唯物主义,直到建立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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