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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恩格斯《反杜林论》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部分丰富的思想,对于探讨价值观问题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指导和现实意

义。通过对《反杜林论》中关于平等思想的论述,尝试探究思想政治教育关于平等思想的内涵,试图更好的理解思想政治教育

中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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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杜林论》是恩格斯批判杜林观点并系统阐述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的一部重要著作,在《哲学》编中恩格斯主要

批判了杜林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指出了平等观念和道德

观念一样,不是永恒的真理,因为都是作为历史的产物而存

在。他认为,“平等应当不仅仅是表面的平等,也不仅仅存在

国家领域中,还应当是实际的,存在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

中”[1](P112)。恩格斯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平等观,深刻批判了

杜林言论,坚定的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为马克思主义者

认识和解决平等问题提供了研究思路和科学方法。 

本文根据哲学部分---《道德和法。平等》一节的内容,

重点探讨恩格斯的平等观。平等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之一,无论是从微观到宏观,从社会到国家,对平等的探讨

都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激励意义[2]。笔者尝试将恩格斯的

“平等”观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试图更好的理解平等的

内涵以求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进行深入的探索。 

1 著作介绍 

在研究之前,我们可以先了解下《反杜林论》的创作背

景。欧根·杜林,柏林大学讲师,生于德国官僚家庭,是一名

小资产阶级思想家。1867年,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

通过写文章的方式进行“批判”,随后在1875年突然以社会

主义“改革”家自居,发表一系列著作,歪曲马克思的相关理

论,散布庸俗经济学观点。而《反杜林论》就是恩格斯对杜

林错误理论的强有力的科学、全面、系统的反击和批判,他

的论证过程条理清晰,论据扎实,他的《反杜林论》就想一把

匕首,直插小资产阶级阵营的心脏。恩格斯并没有仅仅止步

于批判[3],在和杜林的理论进行针锋相对,激烈批判的同时,

第一次深刻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

世界观和方法论,揭示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

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这部著作,让我们看到了恩格斯对于

伪科学的态度,让后世的每一位马克思列宁主义信仰者坚持

明辨是非、追求真理。 

2 《反杜林论》中的“平等” 

《反杜林论》中哲学部分“道德和法。平等”一节中,

恩格斯批判了杜林关于“两个人或两个人的意志就其本身而

是彼此完全平等的”[1](P102)认为“这不仅仅不是公理,而且甚

至是过度的夸张”,恩格斯首先从性别上分析,两个人或其本

身可能是不平等的。其次从社会行业方面分析,认为也是不

平等的。他认为,“摆脱了一切现实,”民族、经济、政治、

和宗教的关系,一切性别和个人特性,除了人这个光秃秃的

概念以外,再无其他[1](P103)。恩格斯通过举例来批判杜林的关

于非正义、暴力、奴役内容,他认为,当某人将自己的意志强

加给另一人,无论资自愿的形式是受到维护亦或遭到践踏,

奴役仍然是奴役,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关于杜林提到“可

以允许的隶属关系”即在第三领域中找寻。恩格斯认为,第

三领域就是一个受压制的意志,即一个欠缺的意志的具体规

定性。“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认定,平等是有例外的。对于自

我规定欠缺的意志来说,平等是无效的[1](P105)。” 

其次,恩格斯认为,并没有两个在道德上完全平等的人。

不平等,应当在于一个是具有人性的人,“另一个带有一些兽

性”,因为人来源于动物,“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区别在

于兽性摆脱的多些或少些。从这个方面来看,人们之间的道

德上的不平等,使得“平等再次化为乌有”[1](P106)。恩格斯认

为杜林先生的平等观念浅薄而拙劣。他认为,平等,无论以怎

样的形式出现,本身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需一定的历史条

件[1](P113),”而这种历史条件又以长期的以往的历史为前提”

所以,“不能说它是永恒的真理”。而此,“已经成为牢固的成

见”,那么并不是其具有“公理式的真理性”,而是由于“18

世纪的思想得到普遍传播和仍然合乎时宜”[1](P113)。 

恩格斯通过探讨道德、精神上的不平等,批判了杜林浅

薄的平等观念,他认为,只有在两个意志什么愿望也没有的

时候才存在两个意志的完全平等。平等的观念是自古以来就

有的,但是每个时代每个阶段对平等的要求和内容完全不

同。从人的共性及生而为人言,可引申出这样的理解：一切

人,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社会的一切成员,应当具有平等

的政治、社会地位。 

恩格斯关于平等的探讨,对于我们今天的教育平等尤其

是思想政治教育平等而言具有重要的指导、启示意义。 

3 平等之我见 

所谓思想政治教育,是指：“一定的阶级、政党、社会群

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念、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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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

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所谓教育平等,是指平等

的受教育的权利、平等的入学机会、平等对待和平等的成就

机会等。不分民族、性别、宗教等等。 

教育平等观念随时代更新,反映了当下的时代背景和烙

印,正如恩格斯在《道德和法。永恒真理》中这样谈道德,

他说,“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

况的产物。道德是阶级的道德[1](P91)。”结合思想政治教育,

按此逻辑,现在的思政教育是此时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思

政教育是现在社会阶级的产物。 

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常常面对这样或那样的尴尬境地,

我们在真切的感受实际的思政教育的同时,也在经受某种超

越阶级的精神拷问,坚信的同时却也不由自主的怀疑。作为

受教育者,对在思政教育过程中的“获取”如此不经思考就

条件反射似的深信不疑,不管是真,是假,是善,是恶,是对,

是错。我们常常对异类嗤之以鼻,出现一个异类,我们都会觉

得他是一个背叛者。我们应做到明辨是非,同时也需要理性

和智慧。在每一次激烈的矛盾碰撞中, 保持独立的思考,并

谨慎的相信,谨慎的怀疑。 

恩格斯说,“对于自我规定欠缺的意志来说,平等是无效

的[1](P97)。”结合思政教育,我们知道,思政教育的完成,是由

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即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推动实现的。我

们提倡的教育平等,主要体现在平等受教育权,平等的入学

机会,平等对待,以及有平等的成就机会等。对此,笔者提出

以下几点思考。 

4 思考 

4.1关于“平等” 

我们的“教育平等”只是针对受教育者做了要求,而对

于教育者而言,只是提到应平等对待受教育者。我们承认受

教育者在学习过程中是主体地位,存在着很多不成熟的意志,

也存在着“欠缺的意志”,既然“对于自我欠缺的意志来说,

平等是无效的”那么,教育者当中,是否也存在这样“自我欠

缺的意志”呢？恩格斯提到的”自我欠缺的意志”,提到的

主体是“人”。而人,我们知道,结合思政教育,不仅仅包含了

受教育者,还应该,并且必须包含教育者中的教师。如此,笔

者发出疑问,对于教师群体,如何判别意志是否欠缺。 

4.2“欠缺的意志” 

倘若受教育者和教育者之间彼此都是“自我欠缺的意

志”,在这样的教育情形下,又该如何做到我们提到的教育平

等？我们对教师,对学生,对思政教育的内容,以及教学过程,

模式,等等,都极大的体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这就不可避免

存在“自我欠缺的意志”,故,笔者对我们今天提到的教育公

平,提出谨慎的怀疑, 也判断,我们的教育平等,从提出背景

上来看,是存在不平等的。受教育者和教育者之间的关系,

也许是不平等的。 

4.3时间的长河 

从人性的意志来看,我们的教育平等,是一个方向性的

目标,并不是终极目标。什么时候能够实现这个目标呢？我

想,当人性达到终极完善的意志的时候方可讨论,而在那个

时候,是否还有成就自我或者成就自我之外的教育平等一说

呢？ 

恩格斯认为,平等的观念,并不能算作永恒的真理,因为

它是历史的产物。我们今天讲到的教育平等,所以在某种程

度上,并不是永恒的真理。由此,笔者提出,对思政教育课堂

中的知识,对社会的经验和各种规定政策,用智慧保持恰当

的精神独立,而不应该全盘接受,对其中其恒久的原则和单

纯的要素应保持理性对待。 

我们的教育平等,从受教育权到入学,到成就,等几方面

做了具体要求。笔者认为,我们的教育平等,或许还需要在内

容上对平等做出更深刻,在层次上做出更多元化的理解,我

们的教育平等,更多的是基于现实稳定,理想的教育环境下

(包括教师本身)做出的一种相对静态的对平等的要求。 

希望我们在未来,用历史的眼光,放在时间的长河中,挣

脱束缚和现实的枷锁,谈平等,谈思想政治教育,谈自由,谈

意志,谈更多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东西。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反

杜林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90-113. 

[2]刘兴灿,李效洲.浅析《反杜林论》的平等观及其当代

价值[J].中共南昌市委党校学报,2017,15(03):11-13. 

[3]刘一潇,李星辰.恩格斯《反杜林论》中的平等观及其

当代价值[J].学理论,2018,(06):38-39. 

作者简介： 

李月(1989--),女,汉族,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人,硕士,研

究方向：高等教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