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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的自然与意识辩证统一思想及当代启示
马瑞丽

（郑州轻工业学院 思政部，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摘　要］自然与意识的关系问题是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恩格斯在吸取前人关于自然与意识关
系问题合理内容的基础上，基于实践的观点阐释了自然与意识的辩证统一关系。恩格斯认为，意识

作为人脑的机能，既是自然的产物又是人的实践的产物，自然与意识通过人的实践达成辩证统一。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恩格斯关于自然与意识的辩证统一观点是在形而上学的物质本体论基础上的

机械反映论。他们之所以如此苛评是因为其未能坚持自然与意识关系问题上的物质前提，具有唯

心主义倾向。其实，恩格斯的自然与意识的辩证统一思想，彰显了本体论与认识论的统一，实现了

对以往自然观的超越。该思想启示我们，要立足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实现自然与意识的统一，在认

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不断深化对自然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在不违背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实现

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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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识从起源上来说是自然界长期演化的结果，是
社会历史的产物；从本质上来说，是人脑的机能和属

性。自从有了人，人的存在和活动本身就包含着自身

的意识同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自然

观的核心问题，而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是自然与意识

的关系。人在处理自身同自然的关系问题时，总是从

自身的主体地位出发去认识自然。回溯西方自然观，

自然与意识的关系问题以萌芽的形式在远古时代就

出现了，此后历史上的众多哲学家从不同的视角对自

然与意识的关系问题做出了自己的回答。

本文拟通过对经典文本的解读，梳理恩格斯自

然与意识辩证统一思想形成过程，探析恩格斯揭示

自然与意识辩证统一关系的现实意义，以期更好地

指导我们的实践活动。

　　一、恩格斯自然与意识辩证统一思

想的确立

　　黑格尔将自然与意识的关系问题提升至思维与

存在的关系层面加以讨论，指出“思维和存在的对

立是哲学的起点”［１］（Ｐ２９２）。在黑格尔看来，对自然与

意识的关系问题的研究在哲学史中占据重要地位，

尤其是近代以来的哲学，“全部兴趣仅仅在于和解

这一对立”［２］（Ｐ６）。费尔巴哈在批判宗教时也阐述了

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认为“这个问题其实就是

关于精神对感性、一般或抽象对实在、类对个体的关

系如何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属于人类认识和哲

学上最重要又最困难的问题之一”［３］（Ｐ６２１）。恩格斯

在吸取前人尤其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有关自然与意

识关系问题合理思想基础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思维

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基

本问题。自然与意识的关系问题包括以下两个方

面：一是自然与意识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二是自然

与意识有无同一性问题，即意识能不能认识自然、正

确地反映自然。在自然与意识的关系问题上，唯心

主义片面夸大意识的作用，把意识看成是先于自然

的东西；旧唯物主义虽承认意识的产生是同自然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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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乎规律的长期演化发展方向相联系的，但认为意

识是对客观世界的直观反映，看不到意识的能动作

用；不可知论则怀疑、否定意识能反映物质世界。恩

格斯基于实践的观点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阐释

了自然与意识的辩证统一关系：一是承认自然的优

先地位，指出意识是自然的产物；二是认为人的意识

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人能够认识自然、正确地反

映自然。恩格斯对自然与意识辩证统一关系的揭示

彰显了恩格斯自然观对旧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心主

义自然观的超越。

　　二、恩格斯的自然与意识辩证统一

思想的内容

　　恩格斯认为，意识是人脑的机能，是自然的产
物。在考察古生物学的基础上，恩格斯指出，意识是

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

的，不是自然界从来就有的。意识是人脑的机能，而

人脑是由简单的无结构的但有感受刺激能力的最低

级有机体的原生质进化而来的。恩格斯指出，不论

意识看起来多么超感觉，它并不是某种现成的、从自

然界之外发生和突然降临的与自然界相分离的存

在，而是物质普遍具有的反映特性由低级到高级、由

简单到复杂的长期演化的结果。由动物的心理发展

到人的意识与从猿到人、从猿脑到人脑这个社会化

的过程是一起完成的，也是与自然界的合规律性发

展方向相一致的。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的经验论时用

原则与实际的关系来说明自然与意识的关系问题，

强调思维永远是物质的产物，即“思维永远不能从

自身中，而只能从外部世界中汲取和引出这些形式。

这样一来，全部关系都颠倒了：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

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

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

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

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４］（Ｐ３８）。作为自然界

的产物———人及其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并

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自然界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提

供最原始的、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是人物质生产和

精神生产活动的前提。恩格斯从意识产生的物质前

提出发，指出自然界是意识的真实基础，肯定自然界

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提出了从自然到意识

的认识路线，即“自然界、社会是不依赖于任何意识

而存在的，人的意识是物质世界运动的辩证规律的

反映”［５］（Ｐ１８３）。

恩格斯认为，意识是人的实践的产物，一旦形

成，就具有了相对独立性，能正确地反映自然、认识

自然。自然界的进化形成了能产生意识的人脑，为

意识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必然

会产生意识。意识是人脑在反映外部存在的过程中

产生的，是在人的实践中形成的。实践是人的意识

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力，正是在实践中，人发展了自

己的主观意识，如情感、智力等。恩格斯结合数学和

其他学科的发展指出，意识是从现实世界中得来的，

是人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而产生的。由人的

实践需要产生的意识能否正确地反映自然、认识自

然呢？对此，恩格斯指出，人对自然界的意识，不管

是错误的或是歪曲的反映，都是对现实的反映，都是

在实践中产生、发展的，人要达成对自然界的正确反

映和认识是极端困难的，必须经由人的长期的实践

才能获得。恩格斯以意识产生的实践动力为由阐述

了意识的能动作用，揭示了意识对人的实践、对自然

界的反作用，指出自然界与意识之间是以实践为中

介的辩证统一关系。

恩格斯指出，意识是人的实践的产物，具有社会

历史性，其与自然界的辩证统一关系与人在实践中

形成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

人的意识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随着社会

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具有不同的形式和内

容，即便在某一情况下人的意识出现了重复，这些重

复也只是例外而不是通例，也绝不是在完全同样的

状况下发生的。恩格斯认为，当人“还是半动物，是

野蛮的，在自然力面前还无能无力，还不认识他们自

己的力量”［４］（Ｐ１８６）时，人在这一阶段的社会生活带有

动物的性质，完全像动物一样慑服于自然界，形成纯

粹的畜群意识，只不过，人的意识代替了人的本能，

或者说人的本能是被意识到了的本能。随着人的实

践活动的不断发展，人的意识也获得了进一步的发

展和提高。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实现真正的分工

后，人对自然的意识逐步走向科学化，形成了自然科

学、自然哲学等学科，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

性。恩格斯强调，意识和自然的关系以实践为中介、

与特定阶段的人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紧密相关，

随着人的实践活动的发展和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

人们愈加认识到并逐步实现着自身与自然的统一、

自然与意识的辩证统一。

　　三、恩格斯的自然与意识辩证统一

思想遭遇的苛评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恩格斯关于自然与意识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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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统一的观点是在形而上学的物质本体论基础上的

机械反映论，否认了主体的能动作用。如格奥尔

格·卢卡奇以分析李凯尔特的观点为据，指出恩格

斯的反映论同机械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一样，都是基

于意识与自然的僵硬对立，是不可能成立的。在卢

卡奇看来，一切反映论都未将实践视为思维与存在

相统一的基础，缺乏一种历史思维，只用直观的方式

去看待自然与意识的关系，“恩格斯想用直接实践

来反驳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的任务却远

未解决”［７］（Ｐ１３）。阿尔弗雷德·施密特认为，恩格斯

的自然观只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了解，只关心自

然现象的变化，把人对自然界的认识看成是被动的

反映，没有附加任何外来的成分，“关于把认识素朴

地表述为摹写就不值一提了，这种认识使意识与对

象互相间完全对立，无视实践对于对象的构成作用。

对象的世界不仅是必须摹写的自在，大体上也是社

会的产物”［８］（Ｐ２１１）。在阿尔弗雷德·施密特看来，恩

格斯不是从实践角度出发分析自然与意识的关系，

而是从经验哲学的角度将人对自然的认识看成是对

自然的机械反映，是一种纯粹客观主义的立场。戴

维·麦克莱伦认为，“对恩格斯说来，人对外部世界

的认识是‘现实事物和过程的或多或少抽象的反

映’，概念‘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

映’”［９］，但这一认识论“将认识看成是对不依赖人的

意识而独立存在的自然过程的反映，把离开实践作用

的纯粹自然作为认识的对象”［１０］（Ｐ４７５），违背了理论与

实践相统一的原则。诺曼·莱文认为，恩格斯把意识

当成是自然的复制品，只是自然的摹写，以过分简单

化的方式对待自然与意识的关系，把意识和自然当成

两种没有相互混合、渗透、融合、截然分开的实体，“创

造了一个两极化的认识论世界”［１１］。批评恩格斯的

这些学者大多忽视自在自然对人化自然的优先性，

将恩格斯的观点视为一种离开实践的、直观的反映

论，他们都未能坚持自然与意识关系问题上的物质

前提，“以‘实践’消解‘自然’的原本性”［１２］（Ｐ２７５），具

有唯心主义倾向。

　　四、恩格斯的自然与意识辩证统一

思想的本质与当代启示

　　恩格斯以实践的观点揭示了自然与意识的辩证
统一关系，有力地说明了意识的产生同自然界的长

期演化发展方向的联系，阐明了意识的能动作用。

恩格斯认为，“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

题，是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１３］，它包括两个方面：

其一，思维对存在的地位问题，即思维和存在何者为

第一性的问题，“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

原的，……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

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１３］，这在哲学史

上属于本体论问题；其二，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

即思维能不能认识乃至正确反映客观存在的问题，

“绝大多数哲学家对这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

答”［１３］，这在哲学史上属于认识论问题。恩格斯在

自然与意识的辩证统一关系上，既承认自然的第一

性、意识的第二性，又认为意识能够正确地反映自

然、认识自然，彰显了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统一。

恩格斯指出，在自然与意识的关系问题上，不管

是从逻辑上还是从人的认识的实际发生过程上来

说，只有先回答了自然和意识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

然后才能回答意识能否反映自然、认识自然的问题。

尽管某些哲学家并不直接回答甚至极力否定自然和

意识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但他们在解答意识能否

反映自然、认识自然的问题时已经包含了对自然和

意识何者为第一性问题的回答。在自然与意识的关

系问题上，对意识能否反映自然、认识自然问题的回

答总是以对自然和意识何者为第一性问题的回答为

前提的。恩格斯认为，唯心主义者把思维和意识看

作是世界存在的本原，从思维导出存在、从意识导出

自然，得出了自然与意识相统一的认识论回答；在唯

物主义者看来，不但自然是意识产生的物质前提，意

识是对自然的反映，而且我们对自然的意识内容完

全可以由实践来证明，这就从自然的本原性导出了

唯物主义自然和意识的同一性。恩格斯基于实践

的、辩证的观点将自然与意识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

与意识能否反映自然、认识自然的问题有机联系起

来，正确揭示了自然与意识的辩证统一关系。

恩格斯在揭示自然与意识的辩证统一关系时始

终贯穿了自然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思想，确定了意

识的主体是人，意识的对象和内容是自然，从而奠定

了从现实的人的实践出发去理解自然的认识路径，

清除了唯心主义的影响，彻底批判了不可知论和经

验主义。人对自然界的意识不是对自然的直接静

观，不是一种纯粹的思维活动，而是与人的实践紧密

相连的、作为实践过程的一个环节而存在的对象化

活动形式，“因此，和外部自然始终是人的意识的

‘原型’或‘文本’相对应，对象性活动始终是人类意

识生成与发展的活动，是人的意识的源泉和动力。

不仅如此，人的意识活动同时就是对象性活动，因为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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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任何行动都是与他的大脑、与他的意志和动机

联系在一起的；意识如果不参与人的对象性活动，就

只能是空洞的意识；对象性活动如果没有意识的参

与，就只能是动物的活动。正是人的意识和人的对

象性活动的相互作用，才造就了人和动物生命活动

的直接区别”［１４］（Ｐ２１－２２）。自然和意识在作为实践过

程的内化与内容时彼此一致且互相影响，有力地驳

斥了在自然与意识关系问题上的一切怪论。恩格斯

对自然与意识统一关系的揭示，既坚持了唯物主义

的基本前提，又充分肯定了意识的独立性、能动性，

指出自然和意识是在实践基础上达成的统一，并随

着实践的发展而趋向更高的统一。

恩格斯从人的实践出发理解自然与意识的统

一，启示我们要立足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实现自

然与意识的统一，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要

不断深化对自然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主动校正我

们的认识，调整发展方略，在不违背自然规律的前提

下努力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恩格斯以宗教

为例说明自然与意识的统一：宗教不过是采取超人

间力量形式的人间的力量，它并不必然出现于任何

历史阶段和任何社会之中。在人类早期尤其是远古

时代，由于实践水平、思维水平低下，人对周围自然

界的种种神秘力量既不能支配也无法抗拒，在畏惧

与惊异中窥测自然、自我沉思，用人格化的方法同化

自然力，从而达成对外界和自身的最初看法，即“通

过种种自然崇拜和神灵崇拜表现出来，使周围世界

赋予了人的猜测和设想”［１５］。人对自然的意识是在

实践活动中长期积淀而形成的，表现为某一民族的

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哲学等，是社会意识的主要

内容。“一部人类发展史，其基础性的内容正是人

类对自然和生态环境的认识与实践的发展

史。”［１６］（Ｐ５９）人对自然的实践越发达，人对自然的意

识就越全面、深入，人就会失去对自然的崇拜，自然

就会从被崇拜、被神化的对象降低为有用物，反映超

自然力量的宗教就会随之消失。与这一变化同步，

人开始把自然当成可被统治的、无穷尽的资源提供

者，肆意地开采、耗费自然资源，破坏自然界，给自己

的生存带来严重的危机。恩格斯的自然与意识辩证

统一思想，告诉我们人一方面在实践中认识、改造自

然，另一方面也在认识、改造自然中发展自身。当前

人类面临的人与自然关系的一切问题，反映了人对

自然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较之以往有了更大的进

步，但也恰恰说明人对自然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还

未达到真正全面的程度，未能实现人与自然关系之

间真正的统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

程中，生态问题成为制约发展的关键问题。怎么发

展、如何发展、怎样把握中国当前发展的新常态，是

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恩格斯的自然与意

识辩证统一思想，启示我们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

过程中要不断深化对自然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主

动校正我们的认识，调整发展方略，在不违背自然规

律的前提下努力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参　考　文　献］

［１］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３卷）［Ｃ］．北京：商务
印书馆，１９８３．

［２］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４卷）［Ｃ］．北京：商务
印书馆，１９８３．

［３］　［德］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Ｃ］．
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

［４］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９卷）［Ｃ］．北
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５］　徐琳．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Ｍ］．北京：北京出版
社，１９８５．

［６］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Ｃ］．北
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７］　［匈］格奥尔格·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Ｍ］．杜章
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４．

［８］　［德］施密特 Ａ．马克思的自然概念［Ｍ］．吴仲窻，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８．

［９］　［英］戴维·麦克莱伦．关于恩格斯［Ｊ］．科学社会主义
参考资料，１９８１（４）：１０．

［１０］张新．读懂恩格斯［Ｍ］．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
［１１］［美］诺曼·莱文．可悲的骗局［Ｊ］．科学社会主义参考

资料，１９８１（３）：３４．
［１２］何萍．２０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东方与西方［Ｍ］．北

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
［１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１卷）［Ｃ］．北

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５：３１６．
［１４］孙道进．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研究［Ｍ］．北京：人民出

版社，２００８．
［１５］牛苏林．从“鸦片论”、“幻想论”到“掌握论”［Ｊ］．世界

宗教文化，２０１２（６）：２３．
［１６］刘本炬．论实践生态主义［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２００７．

·５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