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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开拓自己事业的初始阶段尝试着将自
己的思想与当时德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各种思想、观点、思潮进行一次清理的成果。
在进行这样的清理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实际上已经在早先与论敌的交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研究思
路，因此在《形态》中，他们是阐述自己的观点在前，批判他人的观点在后，《形态》的布局结构就
说明了这一点。
由于他们自己的研究思路还正处于形成阶段，并且清理的对手所涉及的内容过于庞大和复杂，《形态
》手稿并没有最终完成。
尤其对于第一卷第一篇来说是这样，因为在这一篇，阐述自己的观点与批判他人（费尔巴哈）的观点
是混合在一起的，而在第一卷第二篇、第三篇基本上就是以批判他人的观点为主了。
如果第一篇要在内容和结构上与第二篇、第三篇保持平衡，那么对自己观点的阐述就应该从第一篇抽
出来，单独构成一个篇章。
马克思和恩格斯似乎感觉到了这一问题，所以在修改过程中反复起草过第一篇的开端部分，但是由于
各种原因，这样的开端都没有最终完成，所以就留下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未完成稿。
《形态》手稿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联手合作共同与论敌进行论战并阐述自己观点的最为重要的著作，
它涉及的主要领域是历史哲学、社会哲学、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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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的研究宗旨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新版为基础，重新阅读和理解《形态》，其中涉
及以德文为主的版本及其相关版本，书中提到日本广松涉版，因为广松版不是普通的著作版，而是一
种类似的考证版，而且翻译成了中文。
本书本身没有专门关注《形态》的各类版本史研究，版本史研究涉及面更加广泛，除了中国、日本，
当然还要涉及苏联、欧洲等国的版本情况，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难以为本书所容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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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二章《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本内容与解读各种著作版本都收录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两卷
六个篇章，从其研究思路与结构来看，第一卷是对费尔巴哈、布鲁诺和施蒂纳的批判，第二卷是对各
种形形色色社会主义思潮的批判。
但是第一卷第一章实际上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新历史观理论的主要发源地，而对费尔巴哈理论的批判
并没有展开。
所以从理论研究的意义上来说，第一篇的内容最有理论研究价值，多次修改的过程体现了一种新理论
诞生过程的艰难与曲折，这样的过程在著作版中难以展现。
当著作版以完成的、成熟的理论形态去展现一个事实上正在形成和发展的理论思路时，就很容易将一
些有待发展的思路作为定型的结论提供给读者，这在某种意义上终结了有待于继续开发的研究领域。
而忠实于手稿的历史考证版展现给人们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探索和研究问题的全过程，这显然不仅有
利于人们对其研究思路的准确理解，更有利于在时代境遇下继续深化对问题本身的认识。
本章伴随着对文本内容的解读，笔者提出自己所理解到的一些问题，为了不中断阅读的连续性，对其
中一些问题的专门讨论，则留待于在第三章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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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探求马克思:原文文本的解读与分析》是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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