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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马克思“第三类文本”中
政治哲学思想的独特性
———基于类型学的比较性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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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报刊文章为主的“第三类文本”作为马克思著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了解马克思思

想必不可少的一环。从类型学的角度挖掘和审视马克思的报刊文章，既能凸显这类文本独特的理

论价值，又能揭示马克思不同文本之间的内在理论关联，以在研究视域的整体性与考察方式的动态

性中总体把握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思想。马克思于青年时期创作的报刊文本受国内外学者关注较

多、争议较大，其内蕴的政治哲学思想与其他类文本相比，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即思想内容的时效

性、传播对象的广泛性以及话语形式的论辩性，彰显了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确立的时代特性，确证

了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形成的现实动因，丰富了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传播的社会效应，因而具有十

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探讨青年马克思的“第三类文本”及其蕴含的政治哲学思想，不仅有利

于进一步回应学界对“第三类文本”的争议，而且能够从理论与现实互动的角度揭示马克思政治哲

学思想的形成过程以及内在逻辑，为学界拓展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的理论宝库提供新的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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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哲学是马克思思想研究中重要的理论

主题之一，马克思对政治价值、政治制度与政治

理想的关注贯穿其所有文本之中。学界对马克

思政治哲学思想的研究往往侧重于部分经典著

作，较少将青年马克思创作的报刊文本作为研

究对象，系统考察其内蕴的丰富的政治哲学思

想。从类型学的角度出发，以理论与现实的黏

合度为标准，马克思的文本可以被划分为四类：

“第一类文本”为基本完成的、成型的“成熟性

文本”，“第二类文本”是服务于理论研究的各

种摘录、笔记和手稿，“第三类文本”是指直接

以现实为导向、与现实连接最紧密的报刊文本，

而“第四类文本”则是马克思与他人的往来书

信［１］。马克思四类文本的作用各不相同，“第

一类文本”主要反映的是马克思思想的形成与

阐明过程，“第二类文本”是思想生成的“有计

划的准备”过程，而“第三类文本”则是对现实

问题的直接回应，它们与“第四类文本”一起构

成了马克思思想形成的文本依据。以书信为主

的“第四类文本”由于在理论阐释的系统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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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传播的影响力层面相对有限，因而本文重

点将青年马克思的“第三类文本”与其他文本

类型进行了并置性研究。文本类型的差异造就

了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关注对象、关注方式以

及最终理论呈现的不同，在比较视野中考察青

年马克思“第三类文本”中的政治哲学思想，挖

掘其内在独特性，有利于更加全面地把握马克

思的政治哲学思想，为完整呈现马克思的思想

发展脉络提供新视角。

　　一、“第三类文本”与“第一类文

本”相比：思想内容的时效性

　　马克思的“第一类文本”主要涵括大部头
或完整的、成本的著作，这类文本的完成需要花

费漫长的时间以及大量的知识积累，如马克思

曾为写作《资本论》耗费二十余年，直至去世仍

未完成。与“第三类文本”相比，马克思在“第

一类文本”中对政治哲学思想的阐述更为系

统，在缜密的思想论证中较为全面地呈现了其

政治哲学思想的基本内核。但是，时间和精力

耗费巨大决定了“第一类文本”中的政治哲学

思想总是相对滞后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常常表

现为理论上的“后知后觉”，且有时因无法顺利

出版使其社会效应被削弱而无法对当时处于政

治事件中心的人们给予理论指导。与“第一类

文本”不同的是，“第三类文本”由于其载

体———报刊的特殊性，其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

间内对正在发生的社会政治事件作出理论回

应，决定了其政治哲学思想内容的时效性，因而

常常表现为社会政治事件的“理论在场”。

青年马克思“第三类文本”中政治哲学思想

内容的时效性与报刊追求时效的本质特征密不

可分。马克思认为，“如同生活本身一样，报刊

总是常变常新，永远也不会老成持重”［２］３５２，它

是人民思想和感情的表达者。马克思在１８５９年
２月写信催促恩格斯尽快写一本“小册子”，即
《波河与莱茵河》，认为这类小册子同“报纸文

章是一样的。不能耽误时间。根据同样的理

由，为了能够立即取得效果，我认为你不要超过

四五个印张（如果这样的篇幅是必要的话）”［３］。

根据马克思的研判，报刊最大的特点在于“常

变常新”，并对社会动态做出及时、准确的理论

反应，时间成本与其价值构成反比，花费的时间

越长其新闻价值则会越低。１８７０年普法战争
爆发时，恩格斯为英国的《派尔－麦尔新闻》写
作了５９篇有关战争的短评，他在写给马克思的
信中谈道：“现在，丧失时机对这类文章来说是

致命的。”［４］列宁也曾表达过类似的看法，“报

纸要是落后，就会毁灭”，报纸“应该走在大家

前头”“还应当展开论战”“单调和迟误都是与

报刊工作不相容的”［５］。从马克思、恩格斯、列

宁等对报刊文章的认知来看，时效性构成马克

思“第三类文本”中政治哲学思想内容创作的

主要动因。

正是对时效性的追逐，青年马克思在“第

三类文本”中关注的都是当时引起轰动的社会

政治事件，并从哲学上对这些社会政治事件进

行了理论上的阐明。在法律层面，马克思批判

新书报检查令、林木盗窃法，还涉及如汉诺威国

王颁布的“１８３３年宪法”“离婚法草案”等在内
的诸多法律问题；在政治制度层面，他抨击封建

等级制、区乡制度改革问题等，深刻揭露了特权

阶层对人民权益的践踏；在社会思潮层面，马克

思驳斥克利盖的“真正的社会主义”、魏特林带

有粗鄙平均主义性质的空想共产主义，以及德

国小资产阶级不彻底的民主主义等，有效廓清

了人民大众的思想迷雾；在社会问题层面，马克

思通过披露摩泽尔河沿岸农民的贫困状况表达

了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强烈不满，并肯定了西里

西亚纺织工人起义的积极意义，在一定程度上

唤起了人民群众阶级意识的觉醒。青年马克思

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广泛关注，促使其将哲学作

为思想武器去解剖现实，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

的立场上为贫苦大众发声，不断刺破统治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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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谎言，避免其落入统治阶层以及小资产阶级

设置的思想陷阱里。

在对所处时代热点问题的即时回应中，青

年马克思的报刊文本呈现出主题庞杂、内容分

散的特质，致使以政治哲学为关键词寻找一条

贯穿始终的主线存在困难。英国学者大卫·利

奥波德认为，“政治、现代性和人性之间的关

系”构成青年马克思早期文本的思想主线，而

马克思发表的新闻文章的焦点由于缺乏对现代

国家的关注，对我们正确理解当代国家的性质

并无裨益，因而是“狭隘的和有局限的”［６］。在

利奥波德看来，无论是对新闻出版自由、林木盗

窃法，还是对离婚法草案等问题的讨论，马克思

均未跳出普鲁士政府对莱茵省地区统治的窠

臼，从根本上而言，他所探讨的仍然是政治落后

的封建国家，这种国家统治形式与当代国家迥

乎不同，故这一时期的报刊文章对探讨当代国

家的发展借鉴意义不足。

利奥波德对马克思早期文本思想主线的界

定有一定合理性，但将是否有利于理解当代国

家的性质作为判断早期报刊文本价值的依据似

乎略显强人所难。首先，“第三类文本”与“第

一类文本”在写作动机上的最大区别在于，理

论著作总是按照一定的主题、遵循一定的主线

来谋篇布局的，因而往往呈现出主题明确、内容

聚焦的特征。但是报刊这种特殊的文本类型决

定了它无法像大部头著作一样围绕特定的主线

展开翔实的论证，其与受众的接受程度以及兴

趣点并不相容，而题材的选择、主线的清晰程度

不应成为判断文本价值的首要标准，其所传达

的思想深度和产生的理论与社会效应更能充分

彰显其内蕴的政治哲学思想的丰富价值。其

次，任何文本创作本身都是当时时代的反映，带

有浓厚的时代烙印，马克思生长于政治制度落

后的德国，他不可能跳脱出当时的时代环境创

作出符合现代国家性质的文本，并提供解决现

代国家“病症”的诊疗方案。相较于同时期的

其他类文本，青年马克思的新闻文本由于报刊

这一载体的特殊性，“时效性”是其最为显著的

特征，它必须更加迅速地反映当时、当地最为重

大且必要的事情，而普鲁士政府的封建统治正

是那一时期最显著的时代特征。如果仅以青年

马克思“第三类文本”中政治哲学思想关注对

象的时代局限性来判定其所达到的价值高度，

实则陷入舍本逐末的认识泥淖，忽视了这一时

期政治哲学思想本身及其分析方法所具备的时

代穿透性。因此，从对当代国家性质的理解出

发指称马克思早期的“第三类文本”存在缺陷

或局限显然说服力不够。

青年马克思在“第三类文本”中表达了其

对政治价值、政治制度以及政治理想的孜孜追

寻，这些珍贵的思想瑰宝虽然诞生于１９世纪，
但对今天人们认识自由、国家以及共产主义的

本质依然具有启发意义。政治价值是青年马克

思政治哲学思想的基础，从将自由视为理性

“赐予的自然礼物”［２］１６３到“自由是人的本

质”［２］１６４，从探寻政治自由到经济自由再到人的

全面自由，都表明随着不断地卷入现实社会政

治斗争中，马克思对政治价值的认知也相应地

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不再将合乎理性的法律视

为自由的“圣经”与平等的捍卫者，认识到现实

的法律实则已经沦为自由的破坏者与特权的

“保护神”，一针见血地揭穿了各种“虚假自由”

的神秘面纱，找寻到了实现真正自由的现实路

径。政治制度批判构成青年马克思政治哲学思

想的核心，他在“第三类文本”中展开了以“国

家批判”为中心的政治制度批判，这一批判主

要围绕三大问题展开，即宗教问题、政治问题与

社会问题。马克思认为，哲学比宗教更具有关

心国家事务的权利，而国家只有挣脱宗教的束

缚才能实现自身［２］２２３。通过揭露宗教的现实根

基，使国家摆脱了宗教的控制，马克思将批判的

矛头从虚幻的宗教形式转向了国家制度本身；

通过翻转黑格尔理性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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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挖掘政治解放的限度确立了真正的人的解

放；通过揭示私有财产对国家伦理的僭越，指出

社会问题存在的根源在于国家，而只有国家被

彻底废除才能真正消灭社会问题。政治理想作

为青年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的理论旨趣，集中

展现了他搭建理想社会雏形的不懈努力。在

“第三类文本”中，青年马克思对社会主义进行

了选择性批判，对革命民主主义经历了从信奉

到背离的过程；在回答“往何处去”的时代之问

的过程中，构建了理想社会的未来蓝图，阐明了

无产阶级将在哲学武器的引导下完成全人类解

放的历史使命；面对人们对共产主义的攻击与

质疑，澄清了各种误解与歪曲，指出共产主义并

非“爱的呓语”［７］８，共产主义者不需要与“政府

联合”［７］２０７，且权利平等在共产主义社会真实存

在而非“幻想”。我们对青年马克思“第三类文

本”中政治哲学思想价值的评判，理应挖掘其

穿越时代的思想洞察力与方法论价值，盲目地

拘泥于部分结论，反而容易陷入本末倒置的思

想境地之中。

　　二、“第三类文本”与“第二类文

本”相比：传播对象的广泛性

　　马克思的“第二类文本”是其计划“自己弄
清问题”所作的摘录、笔记以及部分未完成的

手稿，这类文本是马克思为了展开深入研究而

做的准备工作，其写作初衷并非为了传播以产

生社会影响。而青年马克思的“第三类文本”

以报刊为媒介，充分利用其独立性、互补性、通

俗性与获取便利性的特征，使这一时期马克思

的政治哲学思想在人民之中得到了广泛传播，

并在传播过程中形成了思想交互效益，进一步

推动了马克思思想的转变与日趋成熟。

一方面，马克思立足于报刊的四重特性，推

动其政治哲学思想迅速扩散，有效弥补了“第

二类文本”在社会传播效应方面的不足。首

先，马克思利用报刊的独立性特征，在严格的书

报检查制度之下，旗帜鲜明地抨击了普鲁士封

建专制制度，向大众传达了不同于官方的声音。

青年马克思并不听从官方意见的支配，始终致

力于用哲学剖析人民关注的政治问题，如新闻

出版自由、捡拾枯枝的权利、犹太人的解放以及

私有制的消灭等问题。契合人民心声的政治哲

学思想在人民之中得到了迅速传播，而人民的

理论需求也成为青年马克思“第三类文本”政

治哲学思想的理论主题。在《莱茵报》全文刊

登了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关于报刊的内阁指
令之后，马克思指出，独立性是报刊存在的前

提，而“如果没有这种独立性，即使欺骗、撒谎

和有害意图的倾向不可能在报纸上出现，高尚

的、忠诚的、庄重而坦率的思想也更不可能在报

纸上出现并站住脚了”［２］３１９。在１８４３年同科隆
市民大会上１００名市民联合签署的《科隆市民
关于继续出版〈莱茵报〉的请愿书》中，马克思

与其他市民一致认为，《莱茵报》虽然只是当时

琳琅满目的报刊中的一员，但查封《莱茵报》也

会使全国的所有报刊丧失独立性，“而这种独

立性不仅是一切道义关系的基础，而且为了对

真正的国家事务进行有原则的讨论，它是完全

必要的，缺少了它，无论是真正的天才，还是性

格坚强的人都无法从事政治著述”［２］９５０。具有

独立性的人民报刊能够体现真正的道德精神，

并散发出“玫瑰的芬芳”，始终遵循自身内在规

律的支配从而有效挣脱任何外在规定的使命制

约。其次，马克思利用不同报刊之间的内容互

补性，阐发了丰富的政治哲学思想。不同类型

的报刊关注的议题迥然有别：有的关注政治学，

有的关注政治实践；有的关注新思想，有的关注

新事实。例如，在马克思看来，被普鲁士政府查

禁的《莱比锡总汇报》主要关注的是政治事实，

而《莱茵报》则侧重于传达政治思想。事实与

思想之间并非互相排斥、非此即彼的关系，它们

互不相同却又互相补充，能够从不同方面丰富

人们的政治生活，唤起人们对政治问题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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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马克思利用报刊互补性的特征，在不同的

报刊上发表了适应不同受众需求的文章，从而

扩大了其政治哲学思想的受众范围。再次，为

了适应人民的阅读需求与理解能力，青年马克

思在其政治哲学思想的阐释中更加注重表达的

通俗性，避免由于内容过于深奥晦涩致使普通

民众存在阅读障碍。马克思通过报刊将其政治

哲学思想渗透至人民之中，揭露了普鲁士封建

专制制度的腐朽没落，揭穿了私有制奴役人民

的现实伪装，促使人民在反思现实政治问题的

过程中迅速觉醒，从而为其共产主义政治理想

的实现奠定了群众基础。最后，报刊具有获取

与携带的便利性，裨益于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

短时间内的大范围传播。与“第二类文本”相

比，报刊由于成本低、易于携带，适应了人民碎

片化阅读、及时获取消息的需求。以《莱茵报》

和《前进报》为例，马克思在《莱茵报》发表了至

少３４篇文章，抨击了普鲁士的封建专制制度，
唤醒了民众的反抗意识。《莱茵报》鲜明的政

治立场以及捍卫民主的决心，使其迅速获得民

众的广泛支持，订阅量从１８４２年８月的８８５份
激增至１８４３年的３０００份。《前进报》每周出版
两次，到１８４４年底，订阅用户已经超过８００位，
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力，恩格斯甚至称其

为“共产主义报纸”［８］。青年马克思报刊文章

的传播数量以及恩格斯的评价表明，其政治哲

学思想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成为人

民了解其政治哲学思想的重要窗口。

另一方面，青年马克思“第三类文本”中政

治哲学思想的广泛传播，推动其政治哲学思想

在与大众的理论交互与思想回响中日臻丰富与

完善。笔记、摘录以及手稿一类的文本反映了

马克思个人思想纠葛中的有意识的主体自觉，

它在理论的碰撞与反思中逐渐萌生新的思想，

但其同现实的持续互动以及与时代人民的直接

思想交锋尚不充分。青年马克思在《莱茵报》

当编辑、为《前进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以

及《北极星报》等撰稿的过程中，其遭遇的现实

问题以及政治哲学思想得到的即时反馈，潜移

默化中形塑了他对政治价值、政治制度以及政

治理想的认知，也逐渐改变了其理论研究的方

向。面对《莱茵报》时期要对“物质利益问题”

发表意见的难事，马克思意识到思辨理性解释

现实问题的逻辑匮乏，转而深入到政治经济学

研究中去，不断夯实其政治哲学思想“大厦”的

经济学基础；而在与卢格关于无产阶级运动的

价值效用的争论中，青年马克思愈发认识到社

会革命的重要性，也一步一步搭建起以现实的

共产主义运动为目标实现全人类解放的政治理

想。由此可见，同文献阅读与自主研究相比，无

法调和的现实矛盾致使理论解释陷入困境以及

与错误思潮的观点交锋构成青年马克思政治哲

学思想演进的外驱力，也是青年马克思运用其

政治哲学思想解决现实难题的有益尝试。

青年马克思的“第三类文本”与其传播对

象之间是双向互动的关系：马克思通过报刊将

其政治哲学思想传递给人民，而人民关心的核

心问题则成为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关注的核心

议题，它反过来作用于青年马克思政治哲学思

想主题的确定以及内容的形成。这种双向互动

的关系决定了青年马克思“第三类文本”中政

治哲学思想的丰富性与动态性，这是专门论述

某一个或某几个问题的笔记、摘录抑或手稿并

不具备的独特性。

青年马克思“第三类文本”中政治哲学思

想的广泛传播对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以及政治

制度的走向发挥了重要作用。马克思始终坚持

报刊的人民性，在针砭时弊中启发民智，营造了

良好的社会舆论空间，为人民洞察封建专制制

度的腐朽没落，进而唤醒民众的意识觉醒奠定

了坚实的社会基础。而大众对自由、平等的新

政治制度的渴望，催生了反抗现有制度的主体

自觉，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封建专制制度的崩落

与解体，加快了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他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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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为理论阵地，揭露社会的不公正以唤醒人们

的革命意识，为无产阶级的现实斗争提供方向

指引。这种对现实社会政治变迁产生的直接影

响力充分诠释了马克思追求“改变世界”政治

哲学建构的理论初衷，发挥了笔记、摘录、手稿

等“第二类文本”无法实现的社会导向功能。

在深入探究马克思政治哲学生成脉络与历史影

响的过程中，既要充分肯定“第二类文本”在马

克思政治哲学运演中扮演的思想准备角色，也

不能忽视青年马克思“第三类文本”中政治哲

学思想由于广泛传播而发挥的推进思想演变、

促进社会变革的双重效用。在犹太人的血统和

德国公民的身份之间，在时代的呼唤和旧制度

的羁绊之间，在虚幻的理性天国与现实的物质

利益之间，马克思的思想几经涤荡，极大地开拓

了马克思的视野，淬炼了马克思的逻辑，使马克

思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拥抱现实的重要意义。马

克思与现实的持续互动，使他不断萌生新思想，

又将这些思想以报刊为媒介向社会传播。也正

是在这个阶段，马克思逐渐意识到德国古典理

性国家观的虚妄，意识到政治解放不过是解放

道路上的驿站，进而在脑海中燃烧起人类解放

的熊熊之火———这也成为其为之奋斗终生的

目标。

　　三、“第三类文本”在马克思政治哲

学整体思想中的地位

　　青年马克思“第三类文本”中的政治哲学
思想在思想内容、传播对象以及话语形式上有

其与众不同之处，但报刊文章本身在时效性与

系统性、广泛性与深刻性、论辩性与明晰性之间

很难达到完全的平衡，致使其政治哲学思想仍

有局限。在审视青年马克思“第三类文本”中

政治哲学思想的价值之时，我们不应过分夸大

其所蕴含的政治哲学思想的理论与历史地位。

在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整体思想中，这类文本中

政治哲学思想的重要性在于彰显了马克思政治

哲学思想确立的时代特性，印证了马克思政治

哲学思想形成的现实动因，并丰富了马克思政

治哲学思想传播的社会效应。

其一，彰显了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确立的

时代特性。首先，“第三类文本”中政治哲学主

题的确立与时代境遇密不可分。“人类解放”

作为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的主题虽然在《德法

年鉴》时期才被正式提出，但马克思对“人类解

放”的内在渴求是贯彻始终的，因为人的被压

迫状态始终存在，因而他对自由的渴望、对解放

的渴求都为其政治哲学思想主题的确立埋下了

伏笔。其次，“第三类文本”中政治哲学分析方

法的转换与时代境遇密不可分。在“第三类文

本”中，青年马克思解构现实政治问题所选择

的分析方法发生了从主要依靠哲学分析向以经

济学分析为主的致思逻辑转换。《莱茵报》时

期，马克思以“理性”为分析工具来搭建其政治

哲学雏形，这与当时作为普鲁士“国家哲学”的

黑格尔哲学密不可分。到了《德意志 －布鲁塞
尔报》时期，“理性”已完全让位于新的分析范

式———政治经济学，青年马克思正是借助这一

分析框架揭开了笼罩在私有制之上的“神秘面

纱”，明确了消灭私有制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马克思曾经想顺应“时代要求”出版一个综合

性的、持续性的期刊，并将政治经济学问题置于

首要位置。虽然这一出版计划因为各种原因最

终并未实现，但从马克思的研究构想中我们可

以看出他此刻对政治经济学的探索一方面是自

身研究兴趣的映射，另一方面却是当时时代问

题的投影。再次，“第三类文本”中政治理想实

现途径的优化与时代境遇密不可分。青年马克

思追求人类解放的政治理想一直存在，但他对

于如何实现这一政治理想的看法在不同时期却

存在差异。《莱茵报》时期，他渴望改革现实国

家以适应理性的发展要求，其对社会的变革仍

具有不彻底性。当马克思从德国前往法国之

后，他便从追求国家的改良转换为彻底消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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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主张以无产阶级为主力推翻一切奴役人、剥

削人的政治制度，从而实现人类的解放。青年

马克思对于其政治理想实现途径的认知变化与

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时代

的变化促使其逐渐明确了共产主义理想实现的

现实路径。

其二，证实了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形成的

现实动因。青年马克思的“第三类文本”集中

体现了马克思理论创作与现实政治问题的双向

互动，为探究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的形成过程

与发生逻辑提供了重要的文本依据。而在该类

文本中，《莱茵报》是青年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

萌生的起点，也是整个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从

理论走向现实的开端。马克思在参与《莱茵

报》的过程中，第一次遭遇到了现实的社会与

政治问题，这些问题对其头脑中固有的知识体

系造成了猛烈冲击，使他逐渐意识到思辨哲学

解释现实的无力，萌生了寻找其他知识以解决

现实问题的主体自觉。《莱茵报》被查封之后，

马克思带着对“物质利益问题”的困惑退回“书

斋”，并摘录了大量文献，形成了“克罗茨纳赫

笔记”。这种“困惑”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

是理性国家与现实国家之间的矛盾问题；二是

理想的国家形式何以实现的问题；三是必须研

究政治经济学的问题［９］。这三个问题本身并非

毫无关联的独立存在，相反，它们之间紧密相

连，反映了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形成的现实动

因、发展路径以及最终指向问题，正是这三个问

题构筑了青年马克思“第三类文本”乃至整个

政治哲学思想的初步轮廓。通过潜入现实政治

生活的深处，马克思豁然发现自己脑海中建构

的理性国家与现实的普鲁士政权统治显得格格

不入，现实的普鲁士政权处处背离理性国家的

建构原则。在对这一现实问题进行思考并不断

深入现实生活的过程中，他发现了潜藏于政治

假象背后的经济问题，于是认识到研究政治经

济学以解决自身“困惑”的重要性，而解开“困

惑”以寻找到理性国家与现实国家之间裂隙答

案的最终旨趣正是在于促进理想国家形式的实

现。这种理想的国家形式在青年马克思的思想

中是一个认识不断深化的流变性存在，它在马

克思不断消灭自身“困惑”的过程中逐渐显现

出其具体轮廓并变得愈发清晰起来。马克思对

财产关系与政治问题的内在关联、特权与阶级

的产生以及国家与法的问题的探讨实质上都是

“物质利益问题”在他头脑中产生的理论回响，

他此刻所做的摘录表明国家与法的问题是其思

考的中心议题，因为现实的法律不再是公平与

正义的捍卫者，而成了特权阶层的“保护神”，

探寻这一异化现象的根源便成了他此刻进行广

泛阅读与思考渴望找到的答案。对青年马克思

政治哲学思想形成产生影响的报刊并不局限于

《莱茵报》，其后他所接触并参与的每一份报

纸，如《德法年鉴》《前进报》《北极星报》以及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等，都使其对现实问题
的认识愈发深刻，促使其政治哲学思想不断地

走向深入，最终实现了质的飞跃。正如东德学

者Ｉ·陶贝特所说，“开始政治新闻活动，直接
参加政治论战，就是马克思自觉企求的、给以论

证和加以实践的哲学和政治的结合”［１０］。在马

克思围绕报刊开展活动并逐渐确立其政治哲学

思想的过程中，他开创了很多个“第一次”：第

一次将“拜物教”概念引入哲学，虽然这一概念

并非马克思最早提出，但他却用其进行哲学分

析，决定性地改变了该词的使用方式［１１］；第一

次提出“国家的消亡”“废除私有财产”“无产阶

级”等观点［１２］。正是在不断接触现实政治问

题、参与现实斗争的过程中，尤其是受《莱茵

报》时期遭遇的“物质利益问题”的推动，青年

马克思扬弃了思辨哲学的影响，确立了以实践

为核心的致思之路，建构起了其政治哲学

“大厦”的基石。

其三，丰富了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传播的

社会效应。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社会效应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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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依托于马克思的所有文本，不同类型的文本

产生的社会效应不尽相同，这与其接受主体的

差异密切相关。在马克思的四类文本中，相对

而言，“第一、二类文本”的受众主要为具有相

关专业知识背景的人；“第三类文本”面向的主

要是普通民众；而“第四类文本”一般拥有明确

的受众，其面向的是某一个或某几个确定的个

体。青年马克思“第三类文本”受众的广泛性

与独特性决定了其政治哲学思想传播的社会效

应是整个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传播社会效应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政治哲学思想社会效应

产生的起点。虽然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的传播

主要与“第一类文本”“第二类文本”密不可分，

但在马克思的青年时期，很多蕴含政治哲学思

想的重要文本在当时并未公之于世，如《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神圣

家族》等，因而这一时期其政治哲学思想传播

的社会效应几乎完全依赖于“第三类文本”的

社会传播。马克思选择报刊作为其政治哲学思

想传播的载体，与报刊充当社会舆论引导者与

监督者的角色密切相关。正是基于对报刊功能

的深刻认知，青年马克思十分重视用报刊去抨

击社会的非正义以及澄清人们的思想误区，使

报刊成为社会斗争的重要舆论阵地与思想媒

介。例如，为了表示对向政府告密行为的愤懑，

他在１８４３年写给尤利乌斯·福禄培尔的信中
曾说：“如果你们的瑞士人做出这么卑鄙的事

情，那么我就不仅要在《改革报》、《国民报》、

《和平民主日报》、《世纪报》、《信使报》、《新闻

报》、《喧声报》、《商业报》和《独立评论》上，而

且还要在《泰晤士报》上，如果你们同意的话，

我还可以用法文写成小册子来抨击他们。”［１３］

报刊是制造社会舆论的工具，是人民的“英勇

喉舌”，是政府当局的监督者，其思想的传播具

有广泛的社会效应，在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的

传播中具有重要的补充作用。

“第三类文本”由于篇幅短小和更偏重论

战、宣讲式的体裁和文风，经常性地被研究者们

所忽视或遗忘。但这样的忽视对于研究马克思

的政治哲学思想而言可能是一种缺憾：从占有

材料的完整性上来看，缺乏对马克思“第三类

文本”的剖析无法系统地把握马克思政治哲学

思想，无法展现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政治哲学

的思想成长脉络；从政治哲学自身的属性来看，

作为一门以“爱智慧”为名的学科，政治哲学不

应该缺失实践之维。在马克思看来，政治哲学

应当关注和联系现实世界，将思辨的智慧与现

实世界相联系，接受实践的检验并在实践中不

断发展完善。对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的研究，

如果缺乏了对其“第三类文本”的占有和把握，

就难以触及其政治哲学思想中最为核心的实践

性意蕴。马克思的思想创见并非静坐于书斋产

生的学问，而是关注现实并发脉于实践的思想

结晶。他一生虽不致力于创设一种异质于传统

政治哲学的新理论形态，却将毕生的精力投入

到了现实的政治实践之中，实现了对西方政治

思想传统的颠覆。

　　四、结语

　　青年马克思“第三类文本”中的政治哲学

思想与其他类文本相比，具有思想内容的时效

性、传播对象的广泛性与话语形式的论辩性等

独特的价值特征，在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形成

中占有重要地位。“第三类文本”为我们展现

了一个虽不成熟但充满天才思想的青年马克思

形象，呈现了马克思关于实现人类解放，进入共

产主义的初步理论创想。对“第三类文本”的

探究，将为完整描绘马克思的人格肖像，溯源马

克思政治哲学的初始状态提供思想资源，抑或

拓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路径，启发更

多的研究者继续深入挖掘“第三类文本”蕴藏

的思想资源，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研究整体

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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