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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及其价值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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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世界环境问题的加剧，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如何达到一种平衡的和谐状态成为学

术界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正确的自然观指导社会发展对处理生态保护和社会

发展的之间的矛盾至关重要。在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的一书中，施密特基于马克思的部分著作以及

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的观点，对马克思的自然观进行深刻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尽管在文

本撰写的后期对恩格斯产生误判，但书中提出的“实践的重要性”等观点，为我们理解马克思的自然观以及

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提供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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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midt's "Marx's concept of nature" and its valu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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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intensification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problems, how to achieve a balanced and 
harmonious state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humans and humans, and humans and societ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in academic research. It is crucial to have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and to use a correct view of nature to guide social development in dealing with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Schmidt's book "Marx's Concept of Nature", Schmidt conducted a profound 
study of Marx's view of nature based on some of Marx's works and the views of Hegel, Feuerbach, and others, and 
based on this, put forward his own views. Although there was a misjudgment of Engels in the later stages of the text, 
the viewpoints presented in the book, such as the importance of practice, provide us with new perspectives for 
understanding Marx's view of nature and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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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的自然概念》的形成基础 
1.1 《马克思的自然概念》的现实背景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之一，施

密特在哲学研究过程中深受该学派的影响。在法兰

克福大学求学的五年时间里，施密特广泛涉猎众多

学科，在对哲学和社会学进行深入研究时，受到了

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的系统指导。《该著作是施密

特在法兰克福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撰写的博士论文，

毕业后施密特继续对自然哲学进行深入研究，并发

表了很多相关研究成果，该著作则在 1962 年被出版。

七十年代起，在法兰克福大学讲授哲学史，并于 1972
年接任社会研究所所长。由于法兰克福学派自 1968
年西欧学生造反风暴时所产生的分裂逐步尖锐化，

当时被视为右派的代表哈贝马斯在激烈的争论中，

率领他的学生韦默尔和奥菲等愤然离开了社会研究

所，施密特作为继承人，被公认为是法兰克福学派

的主要代表人。在施密特之前，大部分学者基本不

关注马克思哲学中关于自然的概述。而施密特则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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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之前学者们的研究观点，指出自然概念在马克思

思想体系中存在着无可替代的关键地位[1]。 
1.2 《马克思的自然概念》的理论基础 
（1）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 
施密特对马克思自然概念的认识受以卢卡奇为

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的影响。卢卡奇

作为西方马克思的主要开创者，其研究方向和哲学

思想受到一些德国哲学家的影响。1923 年卢卡奇发

表《历史和阶级意识》，从书中可以看出卢卡奇对当

时该领域传递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认知持否定态度，

在他的认知里，马克思主义不应该仅仅被当做是具

有社会属性的理论和哲学。在否定对马克思主义片

面认识的基础上，卢卡奇提出马克思主义同时具有

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并且指出无机的自然界是经

过人的实践劳动的自然界，无机自然受到有机社会

活动的制约和影响，自然归属于社会范畴，同时自

然和社会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受卢卡奇的影响，卡

尔·柯尔施认为不能脱离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去研

究自然，人通过实践劳动将无机自然变为自己有机

身体的一部分，对自然的研究应该应该放置于实践

劳动中和现实社会中。柯尔施表示，“在自然演进发

展成社会的历程中，由于受到当时的社会特点作用，

呈现出不同的历史形态”[2]。作为马克思自然概念研

究领域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安东尼奥·葛兰西不仅

赞成卢卡奇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具有社会和自然双重

属性，同时提出“自然科学属于人类关系领域的重

要范畴，实践具有重要的地位”。卢卡奇等人关于自

然概念的研究为后续施密特研究马克思自然概念提

供正确的、全新的视角。 
（2）法兰克福学派的人化自然观 
法兰克福学派对人和自然关系的理解是建立在

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础上。资本主义制度下，大工业

和社会分工的出现使得劳动异化、人本质异化、人

和自然关系的异化等，在这种现实背景下法兰克福

学派以批判的视角审视资本主义制度、审视人和自

然的关系，并提出“人化自然”的相关论述。在早期

的时候，马克思批判旧唯物主义哲学家们不懂“革

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转而从新唯物主

义的角度定义实践，指出在人类世界中，无论是现

实世界还是感性世界，实践使二者既区别又统一。

同样，在物质世界中，人通过实践将自在世界和人

类世界相统一，人类为了适应自在世界，不断通过

自己的劳动，生产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在自在世界

的基础上一步步开辟出人类世界。在此基础上，法

兰克福学派将马克思的实践观作为研究人和自然关

系以及人类社会历史的起点。尽管学派内的代表人

物有一些不同于别的学者的看法和观点，但总体来

说都趋向于对“实践性质”的肯定。 
2 《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中的基本哲学观点 
2.1 自然概念具有社会历史性，不能脱离实践

认识自然 
与费尔巴哈的“纯粹自然”相区别，施密特认为

马克思的自然概念虽然也包括人类以前的自然，但

与费尔巴哈的自然概念完全不一样。在《关于费尔

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经过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

判，尤其是对费尔巴哈的一系列观点进行反驳，阐

述了“新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在完成自己思想上

的革命性变革的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一个新的世界

观——“以实践观为核心的新唯物主义。”马克思就

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

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

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

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3]马克思认为

实践既是“新唯物主义”的核心观点，也是其哲学的

基本特征，“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施密特

认为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建立其对实践的理解之上的，

马克思认为我们所处的现实世界和自然界、我们所

面对的客观物质对象并不是与生俱来就是这样的，

是处在变动着的历史进程当中，处在世世代代的现

实的人的实践活动过程中。我们应当立足于人的“感

性活动”实践和历史的角度去认识和把握客观对象，

而不是仅仅将客观对象视为一个静态的、片面的事

物，当我们从实践活动出发来理解对象世界，主体

和客体的关系就不仅仅是被动反映的单向互动过程，

而是改造和被改造的动态双向互动过程。换言之，

自然虽然具有“优先地位”，但随着现实的人的劳动

实践，自然界也被赋予“社会的历史的性质”。 
2.2 马克思自然概念的非本体论性质 
施密特认为自然概念被社会实践活动所中介，

并不是和旧唯物主义所阐述的在本体层面的演化。

马克思冲破之前研究的局限性，以人类社会的发展

作为新的研究视角，从社会发展层面进行本体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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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在此之前，并没有哪一位哲学家以辩证唯物主

义的角度去解析人和自然的关系，他们或深陷于精

神世界，忽略自然界本身的物质属性，将自然精神

化，不能真正认识自然；或过分强调自然的物质性，

看不到人的能动性对自然的作用，忽略劳动实践对

自然界本身所产生的影响。但无论是哪一种观点，

都趋近于形而上学，二者片面的认知始终探究不到

自然的真正本质。而马克思以资本主义制度为现实

背景，将人和自然关系放置于工业社会经济发展的

角度去探讨，脱离单纯的以“人的意识为本体”或者

“纯粹物质”为角度的分析。马克思将自然置于现

实社会中理解，以现实的人的劳动实践作为研究自

然的出发点，将人的劳动实践单独提取，去分析和

研究人的实践行为对自然产生的影响。 
2.3 人与自然的关系 
施密特指出，“可将马克思有关人自身的自然

以及人对于外部自然界的关系理论叫做乌托邦[4]。”

施密特认为，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是社会理想中

的关键性问题。马克思完成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

学的发展，同黑格尔一样，反对空谈抽象的社会理

想，但马克思关于“自由王国”、“自由的人的全面

发展”、“人的全面解放”更像是是一种乌托邦。这

种乌托邦简言概之就是实现人自然相统一，达到人

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平衡，最终实现人的解

放和自然的解放。马克思认为要想进入自由王国就

不能废弃劳动，我们要通过劳动创造物质生产，在

创造物质生产的过程中，人和自然的关系会日益紧

密，但只要是进行生产，那么自然就必然不会在人

的统治之下得到解放，这一点上，施密特反而误解

了马克思的自然观。人与自然关系的最终解决办法

就是实现自然的解放，即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施密特指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马克思早在

《巴黎手稿》中就己经具体解答过：共产主义社会

“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

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实

现了的人道主义”[5]。马克思认为造成个体劳动时间

不公平的最主要原因就是社会分工的出现，那么只

有将人从不平等的社会分工之下解放出来才能真正

过渡到“自由人”。在此基础上，施密特提出在未来

生产力高度发达，必要劳动时间大幅降低之后，社

会分工才会逐渐被消灭，人的解放才能逐渐实现。 

3 《马克思的自然概念》的价值意蕴 
施密特在《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中虽然出现过

对本体论的错误辩解、对恩格斯辩证法的误判以及

对马克思乌托邦的错误概述，但其中不乏有一些科

学的自然观值得我们借鉴。首先是施密特肯定了外

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尽管施密特承认自然被社会

实践所中介，但他仍然以唯物主义为认识论的前提，

承认原始自然和外部自然的优先性，指出不仅人的

实践活动会影响自然，同时自然界的客观实在性会

反过来影响自然。 
其次，施密特揭示了实践的重要作用。马克思

认为实践是主体和客体联系的桥梁，人的实践活动

同时改变实践主体和实践客体，人在实践过程中不

仅改变外部环境那，同时改造人自身。在人的实践

过程之中，一方面，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不断作

用于外部自然界，使外部自然界发生改变并逐渐和

主体需要趋于一致性，实现“对象的人化”；另一方

面，某些客观对象在人的作用中逐渐失去自己的客

体性质，转化为主体的一部分，例如手机、电脑等物

质工具成为实践主体——人的器官的延长，实现“人

的对象化”。也就是说，通过人的实践活动，人与环

境相统一。环境作为人实践活动的外部条件，不仅

被人改变着，同样影响和制约着人的实践活动。施

密特在揭示马克思自然观的同时，也肯定了实践的

重要作用，并指出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实践是

唯一一个能使二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的中介。 
再者，施密特指出人类历史以自然史的存在为

前提。自然界的存在和其所提供的自然物质是人类

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任何割裂二者关系的认识都是

片面的。其强调，历史理应涵盖自然史和人类史两

方面重要成分，一旦历史当中涉及到人，则两部分

便彼此关联，同时存在着牵制关系[6]。在《马克思的

自然概念》一书中，施密特阐明自然和社会相互中

介的概念，我们只有以更正确的观念矫正以往对人

与自然关系的误区，在实践活动中更加尊重自然本

质和规律，才能真正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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