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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与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

于进水* ①

【摘 要】信仰是人们对某种依附于特定实体、能够解决自身终极关怀认识的极度

信奉、仰赖和不懈追求的一种精神现象，是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

值观的根本体现，是对人们的情感和意志的集中反映，是人们的日常生

活准则和行动指南，是人们的一种精神状态。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可信的。
这种信仰的科学性，并非首先来自马克思主义作为学术的科学性，其关

键在于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科学性。信仰毕

竟是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根本体现，人们的世界观、人生

观和价值观也是终极关怀的维系所在。马克思主义是值得信赖的，只有

马克思主义信仰能够从根本上切实解决每个人的终极关怀。在与非科学

信仰的比较中，也只有马克思主义信仰能够给人提供实实在在的科学的

终极关怀。
【关键词】认识; 实体; 终极关怀; 可信; 值得信

人人皆有信仰。自古至今，人类也产生了许许多多的信仰。但什么是信仰? 各

种研究可谓莫衷一是。信仰是人类的类本质，是人类的精神家园，是人类的精神支

柱和行动指南，搞不清楚信仰的含义，害莫大焉。正如孔子在《论语·子路篇》所

言“必也正名乎!”因此，很有必要弄清楚信仰的含义。这对于我们认知、认同并

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是我们认知、认同并坚定马克思主义

信仰的切入口。

一 信仰的含义

要想弄明白信仰的含义，首先要明白信仰的对象是什么，不然就会谬以千里。

① 于进水，中共威海市委党校，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哲学、文学和国学。



( 一) 信仰的对象

信仰的对象，有人认为是某种思想，有人认为是某种宗教，有人认为是某种主

义，有人认为是某种东西，还有人认为是某个人、某种准则，等等。研究发现，所

有的信仰其实都是对某种认识的极度信奉、仰赖和不懈追求。也就是说，信仰的对

象是某种认识。这种认识，或表现为朴素的、直观的、零散的、不系统的认知; 或

表现为系统化、理论化的学说、主义等。例如，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对马克思主义理

论的极度信奉、仰赖和不懈追求。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包括三部分，即马克思主义

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中国传统信仰是对“天道”的极度

信奉、仰赖和不懈追求。“天道”是指自然界以及自然界中的万事万物运动变化发

展的规律。儒家信仰是对儒家学说的极度信奉、仰赖和不懈追求。儒家学说是由孔

子在总结、概括和继承夏、商、周三代尊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立的一个以 “仁”
为核心的完整的思想体系。各种宗教信仰，都是对宗教教义的极度信奉、仰赖和不

懈追求。佛教信仰是对佛教教义的极度信奉、仰赖和不懈追求。佛教以无常和缘起

思想反对婆罗门的梵天创世说，以众生平等思想反对婆罗门的种姓制度，以 “四

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等为基本教理，主张依经、律、论三藏，修持戒、定、
慧三学。基督教信仰是对基督教教义的极度信奉、仰赖和不懈追求。基督教教义有

原罪说、救赎说、三位一体说、十诫说、因信称义说、末日及末日审判说、天国及

永生说等。再如，人们认为天、地、日、月等自然物具有超自然的力量，能够为人

弭灾、给人带来财富和幸福，基于这种认识，就形成了各种自然信仰。另外，图腾

信仰、灵物信仰、生殖信仰、上帝信仰、神仙鬼怪信仰、灵魂信仰、祖先信仰、圣

人信仰以及拜物教等，无不是基于某种认识而建立起来的。
由于认识的不同，从认识的阶段来说，信仰可分为感性信仰和理性信仰。从认

识的内容来说，信仰可分为政治信仰、经济信仰、文化信仰、社会信仰、生态信

仰、道德信仰、法律信仰、职业信仰等。从认识的性质来说，信仰可分为科学信仰

和非科学信仰。从对待神的态度上，信仰可分为无神信仰和有神信仰。有神信仰又

分为一神信仰和泛神信仰。从认识的成果来看，信仰可分为朴素信仰和理论信仰。

( 二) 成为信仰对象的认识必须具备的条件

信仰是对某种认识的极度信奉、仰赖和不懈追求。但不是所有的认识都能够成

为信仰的对象。要想成为信仰的对象，还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1. 成为信仰对象的认识必须依附于特定实体

什么是实体? 实体就是客观存在并可以相互区别的事物，既可以是物质现象，

也可以是精神现象。为什么信仰的对象必须依附于特定的实体? 笔者认为有以下

原因。
首先，作为信仰的对象———认识，属于主观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如果没有

75



客观的实体来承载，不利于信仰者把握。比如，我们说光明、温暖，会让人觉得虚

幻，但我们说太阳就容易理解和掌握; 我们说祖先的功德，会让人觉得遥远，但我

们看见炎黄雄伟的雕塑，就容易明白; 我们说慈悲为怀，会让人觉得飘忽，但我们

看见菩萨的塑像，就容易想象; 我们说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会让人觉得遥不可及，

但我们看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画像，就可以马上想到。
其次，各种信仰文化都需要依靠信仰实体来设计和支撑。如和信仰有关的祭

祀、礼拜、纪念、服饰、日常行为等，无不体现信仰实体的存在。就拿祭祀来说，

必须根据祭祀的对象，从时间、人员、祭品、服装、地点、场所、方式、主持、祈

祷、歌曲、舞蹈、程序、规模等方面，来设计一套完美的礼仪。每年的祭孔大典就

是这样。礼拜也是如此，汉传佛教的礼拜有三种，即拜佛、拜经和拜舍利，各有讲

究。基督教的礼拜有序乐、入堂式、宣召、唱诗、祷告、宣信、启应经文、本堂诗

班献唱、读《圣经》、证道、奉献、培训班献唱、祷告、堂务报告、唱诗、主祷文、
祝福、阿门颂、退堂式等 19 个程序。马克思主义信仰，反对顶礼膜拜。但关于马

克思主义信仰的文化，也处处体现着信仰实体的存在，如张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画

像、召开纪念大会和各种研讨会、学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到马克思和恩

格斯的故乡参观凭吊等。
最后，信仰实体的物化，有助于信仰者实现由具象到意象的升华和修行。“立

象以尽意”，信仰者看到信仰实体物化的各种形式，会马上想到信仰对象; 想到信

仰对象，也会马上联想到信仰实体物化的各种形式，这样有助于信仰的巩固。比

如，佛教徒看到寺庙、佛像等，就会想到佛教教义; 想到佛教教义，就会联想到寺

庙、佛像等。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画像，就会想到马克思和

恩格斯的各种经典著作; 学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就会想到马克思和恩格

斯为共产主义奋斗一生的光辉业绩，等等。
所以，能够成为信仰对象的认识，都依附于特定实体。而认识是主体对客体能

动的反映。所以，信仰对象所依附的实体，不是主体，就是客体。主体，就是人本

身，但不是一般的人，而是提出某种认识、这种认识又能够成为信仰对象的人，或

者他本身并没有提出某种认识、但他的所作所为蕴含某种认识、某种精神。客体又

包括物质客体和精神客体。
需要说明的是，信仰和崇拜一体两面，侧重于认识的内容，就是信仰; 侧重于

认识所依附的实体，就是崇拜。
( 1) 主体信仰

主体信仰，是指信仰的对象依附在某种客观存在的主体实体上。例如，祖先信

仰所依附的实体是人类或者民族或者家族等的祖先，如华夏民族的祖先炎帝和黄

帝; 圣人信仰所依附的实体是圣人，如儒家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孔、
孟等为代表的圣人群体; 英雄信仰所依附的实体是某个或某些英雄群体; 伟人信仰

所依附的实体是某个或某些伟人群体; 偶像信仰所依附的实体是某个或某些偶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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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马克思主义信仰所依附的实体是以马克思、恩格斯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理论

家、革命家和政治家们，等等。
( 2) 客体信仰

客体信仰，是指信仰的对象依附在某种客观存在的客体实体上。包括物质客体

信仰和精神客体信仰。
①物质客体信仰

物质客体信仰，是指信仰的对象依附在某种客观存在的物质客体实体上。例

如，自然信仰所依附的实体是自然界中的天、地、日、月等自然物; 图腾信仰所依

附的实体是某种被当作亲属、祖先或保护神的动物、植物或无生物; 灵物信仰所依

附的实体是龙、蛇、凤凰、麒麟等动物，以及桃木、竹、石榴等植物和红双喜

( “囍”) 、对联、爆竹、金锁、银锁、数字等无生物; 生殖信仰所依附的实体是生

殖器、乳房、臀部等人体部位; 原始拜物教所依附的实体是一些自然物或人工物，

商品拜物教所依附的实体是商品，货币拜物教所依附的实体是货币，资本拜物教所

依附的实体是资本，等等。
②精神客体信仰

精神客体信仰，是指信仰的对象依附在某种客观存在的精神客体实体上。例

如，上帝信仰所依附的实体是全在、全知、全能的上帝; 神仙鬼怪信仰所依附的实

体是具有通天彻地本领的神仙鬼怪; 灵魂信仰所依附的实体是人死后，离开人的躯

体却能够主宰现世人生存状态的灵体，等等。
需要说明的是，物质客体信仰可以转化为精神客体信仰，例如中国传统信仰是

对天道的信仰，天道如果依附于自然界的 “天”，就是依附于客体中的物质实体;

如果依附于“天”的人格神“昊天上帝 ( 就是民间所说的‘老天爷’) ”，就是依附

于客体中的精神实体。其他各种物质客体信仰都是如此。如地之地母、月之月亮奶

奶、水之水神、火之火神、石之石神、山之山神、树之树精，等等。
2. 成为信仰对象的认识必须能够解决终极关怀

虽然，基于三观的不同，对于什么是活得更好，活得更幸福，活得更有意义，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认识。但生而为人，都希望自己活得更好，活得更幸福，活得更

有意义。在这一点上，每个人的认识是相同的。想活得更好，活得更幸福，活得更

有意义，这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类而独有的终极性思考。之所以说是终极性思考，

是因为这是人人都要思考和解决，也必须思考和解决的人生根本性问题，为此而发

起的实践活动就是人类对自身的终极关怀。
活得更好，活得更幸福，活得更有意义，需要一些标准。最核心的标准莫过于

“生而不死”，只要“不死”，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所以，人都不想死。如果不

得“不死”，退而求其次，能否活着的时候活得好一些，活得幸福一些，活得更有

意义一些，或者死得有价值。死能瞑目、死得其所、死而不朽、死而复生或者死后

能去一个地方，都可以说是死得有价值。能否死得有价值，其实取决于生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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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得如何，就会死得如何。这些人生的根本性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人生就会惶恐

不安，又谈何活得好，活得幸福，活得有意义? 围绕这些终极性思考而进行的终极

关怀，恰恰是信仰得以产生和确立以及信仰价值的根本所在。也就是说，没有终极

关怀，就不会有信仰的存在。
终极关怀能化解生存与死亡、有限与无限的紧张对立，能克服人对于生死的困

惑与焦虑，能提供生的意义和死的价值，能让人最大限度地认为自己这一生活得

值。所以，终极关怀是信仰的核心要素，是人们信仰的根本原因，是为信仰者提供

的至善。信仰的实质，就是对生死、苦难和现实的超越，就是对人类自身的终极

关怀。
完善的终极关怀有四大要素，分别是终极起点、终极实体、终极目标和终极途

径。终极起点是每一种信仰得以确立的逻辑起点和前提，也是信仰者选择某种信仰

的起因。终极实体是信仰者所追求的最圆满、最美好、最高也是最后的对象和归

宿。终极目标是信仰者进入终极实体必须达到的最高境界。终极途径是信仰者实现

终极目标的根本方法和基本路径。例如，中国传统信仰的终极起点是: 人是自然之

子，人道必须遵循天道。只有这样人才能活得更好，活得更幸福，活得更有意义。
到什么地方能够达成所愿? 这就是中国传统信仰的终极实体: ( 回归) 天道。达到

什么境界，才能够回归天道? 这就是中国传统信仰的终极目标: 天人合一。这是从

伏羲八卦就开始萌芽的思想，最早由庄子明确阐述。《庄子·山木》中说: “人与

天，一也。”《庄子·齐物论》中也说: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汉儒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中明确提出: “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并发展

成一套系统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由此构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成

为中国传统信仰的最高境界和终极价值目标。如何做到 “天人合一”，回归天道?

这就是中国传统信仰的终极途径: 圣人崇拜。要 “学为圣人” “成圣”。百姓膜拜

“天地君亲师”“敬老天爷”，正是这一信仰的体现。为什么必须这样做? 因为人道

遵循天道，首先需要明白什么是天道，这就得 “以人观天”，然后 “以天立人”。
但“以人观天”的“人”不是一般的人，只有“圣人”才能做到“观天”，才能告

诉其他的人什么是“天道”。可以看出，顺天应人是中国传统信仰的核心思想，人

文关怀是中国传统信仰的本质规定。再如，基督教信仰的终极起点是: 人类生而有

原罪，并且需要对原罪进行救赎。只有这样人才能活得更好，活得更幸福，活得更

有意义。到什么地方能够达成所愿? 这就是基督教信仰的终极实体: ( 回归) 天国。
做到什么，才能够回归天国? 这就是基督教信仰的终极目标: 取得上帝的谅解，和

上帝言归于好。如何取得上帝的谅解，和上帝言归于好，回归天国? 这就是基督教

信仰的终极途径: 上帝救赎。上帝是如何进行救赎的? 上帝为救世人差其子耶稣降

生为人，并且舍身于十字架上，流血牺牲代人类献祭上帝，以作赎价。死后三天复

活升天，做世人中保，在末日审判时对众人赏善罚恶，使义人升入天国得到救赎，

恶人下硫黄火湖，继续受苦。为什么必须这样做? 因为人类生而有原罪，是不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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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能够也没有资格自己救赎，所以只能靠上帝的慈悲。可以看出，救赎观一经

形成就成为基督教神学体系中的核心思想，它是以耶稣的死和死后复生为中心的。
人类对信仰的极度信奉、仰赖和不懈追求，也正是基于信仰能够解决人类自身

的终极关怀这一点。极度信奉和仰赖，是信仰的内化于心; 不懈追求是信仰的外化

于行。这二者也是坚定信仰的基本途径。
综上所述，所谓信仰，就是人们对某种依附于特定实体能够解决自身终极关怀

的认识的极度信奉、仰赖和不懈追求的一种精神现象，是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

价值观的根本体现，是人们的情感和意志的集中反映，是人们的日常生活准则和行

动指南，是人们的一种精神状态。

二 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基本依据

人们为什么选择这个信仰，而不选择那个信仰，根本在于对某种能够成为信仰

对象的认识是否坚信。无坚信，一切无从谈起。
坚信，有两个层次。一是 “可信”，用以解决信仰者 “心中的真理问题”，也

就是说，不管科学与否，只要信仰者信了，在他心中就是真理。但信仰者认为是真

理的某种认识，他不一定把它作为信仰。这就需要第二个层次——— “值得信”，用

以解决信仰者的终极关怀。只有能够解决信仰者的终极关怀，这种认识才能够成为

信仰者的信仰。要想让人们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也必须解决这两个问题——— “可

信”相关的科学性问题和“值得信”相关的价值性问题。

( 一) 可信———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科学性

主体的“信”是信仰最基本的要素，是信仰的前提，是信仰确立的基础。大家

都认为自己的信仰是科学信仰，其实，由于 “信”的不同，情况往往相反。“信”
有两种，一种是确信，另一种是可信。确信，也称为不证之信，不用证明即相信，

也就是主观方面有充足的理由，而在客观方面无所谓能不能得到充足的证明。确信

是人们的意志功能，是信仰中的非理性因素，是非科学信仰确立的基础。可信，也

叫可证之信，是指一种理论能够被主体运用一定的知识予以一定程度的分析和逻辑

论证，最后得以理解和接受。可信是信仰中的理性因素，是科学信仰确立的基础。
所以，要想自己的信仰是科学信仰，必须选择“可信”的认识，也就是要选择科学

的认识，而不是想当然地把“确信”当作“可信”。
马克思主义信仰是科学的信仰，这种信仰的科学性最关键之处还不在于马克思

主义作为学术的科学性 (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各组成部分的思想来源看，马克思

主义是对人类文明成果批判性继承的结果; 从马克思主义是由一系列的基本理论、
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构成的完备而严密的科学理论体来看，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

部分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有着逻辑架构的完整性和严密性) 。其关键点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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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科学性。因为信仰毕竟是人们的世

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根本体现，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也是终极关怀

的维系所在。
1. 科学的世界观

这个世界是什么? 它从哪里来? 又会到哪里去? 人和这个世界是什么关系? 社

会是怎么回事? 人是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将直接影响人的终极

关怀。作为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以总结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最新成就为依据

的，关于整个世界的科学图景，从根本上揭示了自然界、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

规律。
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即世界统一的基础是物质;

物质世界的统一性是多样性的统一，而不是单一的无差别的统一，世界的物质统一

性以具体物质形态的差异性、多样性为前提，而物质形态的差异性、多样性又以它

们的客观实在性为基础。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巨大的反作用; 世界是普

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矛盾是联系的主要内容和事物发展的源泉与动力，对立统一

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是宇宙万物运动和发展的最普遍规律; 实践

决定认识，认识对实践具有巨大的反作用;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

会存在具有巨大的反作用。这些科学的原理，为我们正确认识与世界的关系，以及

科学解决自己的终极关怀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2. 科学的人生观

人为什么活着? 为什么人活着? 应该有什么样的理想和追求? 怎样做人? 做一

个什么样的人? 人生的道路应该怎样走? 怎样的人生才算有意义? 这一系列的问

题，既是人生观的主要内容，更是终极关怀躲不开的思考。
作为人生观，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人类历史上最科学最革命的人生观———共产主

义人生观。它是建立在人类进步和历史发展规律基础上的，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指导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

的。正如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在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说的那样: “人最宝

贵的就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来说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 回首往

事，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 临终之际，他能够

说: ‘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

而斗争。’”① 可见，共产主义人生观是如此的崇高和伟大。
3. 科学的价值观

在终极关怀里，价值观举足轻重。我们判断是非、善恶、利害、美丑的价值标

准是什么? 我们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又是什么? 这些都将直接决定终极关怀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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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和走向。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人的价值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由于人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所以人与社会的关系有两个方面，因此人也存在双重价

值问题———人的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二者相互联系、密不可分。个人对社会做出

了贡献，推动了社会发展，就为个人索取打下了基础; 个人从社会那里得到生存和

发展所需要的东西，又会激发起更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这就为我们正确处理贡献和索取的关系、目的和手段的关系提供了科学指南。

价值取向是价值观的重要范畴，它指的是一定主体基于自己的价值观在面对或

处理各种矛盾、冲突、关系时所持的基本价值立场、价值态度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基

本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具有实践品格，它的突出作用是决定、支配主体的价值选

择。价值取向的核心问题就是 “站在什么立场，为什么人服务”。价值取向的合理

化是进步人类的信念。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告诉我们，看价值取向是否合理、是否科

学，关键是看这个价值取向是否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否与人民大众的

根本利益相一致。正如马克思 1835 年 8 月 12 日在其中学毕业论文 《青年在选择职

业时的考虑》中所写的那样: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

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 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

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

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

热泪。”①

( 二) 值得信———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价值性

解决信仰问题，还得从信仰本身入手。也就是说，人们是否选择 “你”作为

“我”的信仰，关键是看“你”能否解决“我”的终极关怀。纵然“你”是科学的

理论，如果不能解决“我”的终极关怀，“我”也不会选择 “你”。但问题是所有

的信仰都能够解决人的终极关怀，那就要看哪一种信仰能够从根本上切实地解决

“我”的终极关怀。正如马克思在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言: “理论只要

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 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

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② 我们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信仰，正是

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信仰能够从根本上切实解决每个人的终极关怀。在与非科学信

仰的比较中 ( 下文分析比较中，非科学信仰我以佛教信仰为例) ，也只有马克思主

义信仰能够给人提供实实在在的科学的终极关怀。
1. 终极起点: 现象和本质

非科学信仰的终极起点是从人的各种现象出发，而马克思主义信仰却是抓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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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本质，从人的本质切入。
佛教信仰认为，人生来有三大苦: 苦苦、坏哭、行苦。其中苦苦又包括八种

苦: 生、老、病、死、爱别离、求不得、怨憎会和五蕴炽盛。佛教信仰的终极起点

是: 人生来是苦的，并且希望解脱苦。只有解脱苦人才能活得更好，活得更幸福，

活得更有意义，才能解决终极关怀。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 “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

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① 这是人

的类本质。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又指出: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

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② 这是人的现实本质

或者说社会本质。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终极起点是: 人是 “现实的人”，并且希望从

“现实”中解放出来，最终在更高的形态上回归人的类本质。只有这样人才能活得

更好，活得更幸福，活得更有意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终极关怀。
我们知道，人的各种感受和行为，都是人的现实本质的外化现象。信仰的产

生、确立和价值，都是基于解决人的终极关怀。从现象出发还是从本质出发，所得

出的结论和对人生的意义会截然不同。人生有苦，有各种不如意，但这种种现象化

的表述，只能让信仰者消极地希望 “解脱”。人的现实本质，是人的类本质劳动异

化的结果，既然是异化，就必然会经过否定之否定过程，最终在更高的阶段上回归

人的类本质。掌握了这一规律，就知道了方向，就会通过革命的实践，把人 “解

放”出来。解脱与解放，一字之差，意义迥别。
2. 终极实体: 确信和可信

所有非科学信仰的终极实体，都是以确信为基础，而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终极实

体却是以可信为基础。
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终极实体是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把唯物论和辩证法应

用于社会历史领域，找到了社会生活中的真实联系，发现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人类社会是由生产力、生产关系 ( 经济基础) 、上层建筑三个领域组成的有机整体。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状况，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的发展要求，是

人类社会发展的两条客观规律。
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了，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

义社会，然后进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不依任何人

的意志为转移。在当代，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并经过社会主义的过渡，最终进

入共产主义社会，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

果，是社会化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当代资本主义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没有改

变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当然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要经历整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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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历史时代，必然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曲折的过程。并且，当代社会主义出现

的重大失误和挫折也没有改变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总趋势。
非科学信仰的终极实体不能被证实，以至于他们不得不说: 一种理论，如果被

证实了，它就是知识，而与信仰无关; 如果它被证明是错的，它就成了谬误，也与

信仰无关; 只有当这个理论、命题尚未被检验或被检验后既没证其真亦没证其伪的

情况下，对这个悬而未决的理论形态的相信才是信仰。这就把信仰与科学割裂开

来，在科学认知和信仰之间形成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显然是荒谬的。
需要强调的是，信仰作为主体对终极实体的孜孜以求，是 “相信”与 “可

爱”、“理解”与“崇拜”的统一。在非科学信仰中，强调的是从可爱到相信、从

崇拜到理解，即相信从属于可爱，理解从属于崇拜，人们绝不可先求理解，然后再

信仰，而是先“爱信仰的实体”，再读教义求理解。因此，非科学信仰确立的基础

只能是确信，强调的是盲从。在科学信仰中，强调的是从相信到可爱、从理解到崇

拜，也就是说，要先去论证和理解，然后再去爱和崇拜。因此，科学信仰确立的基

础是可信。科学信仰也是以可信与理解为基础，可爱是可信的升华，崇拜是理解的

飞跃，因而在本质上是自觉的。
两者终极实体的不同，也是唯心主义世界观和唯物主义世界观在非科学信仰和

科学信仰上的体现。
3. 终极目标: 虚幻和理性

非科学信仰的终极目标一般 ( 非全部) 是死后才能够实现的虚幻的目标，这与

马克思主义信仰终极目标的理性有着明显的分别。
佛教信仰的终极目标是成为声闻、缘觉、菩萨和佛，也就是四圣。假设 “声

闻、缘觉、菩萨和佛”真的存在，真的可以实现，也是 “圆寂”后的事，这种渺

茫到虚幻地步的死后幸福，说白了就是一种可怜而又可悲的精神鸦片式的慰藉。
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终极目标是把人从 “现实”中解放出来，回归人的类本质，

在更高的形态上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 《共产党宣

言》中指出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

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①

这一论断绝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理论依据和现实基础的。我们知道，否定之

否定规律是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最初的 “自由的自觉的活动”的人，经过 “依

赖形态” ( 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人的依赖形态和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物的依赖形

态) 的否定，再经过马克思在 《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的以产品经济

为基础的“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

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② 形态的再次否定，人最终会在更高的形态上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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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人的类本质。产品经济对应的是共产主义社会。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

社会将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两者终极目标的不同，也是唯心史观 ( 英雄史观) 和唯物史观 ( 群众史观)

在非科学信仰和科学信仰上的体现。
4. 终极途径: 消极和积极

非科学信仰与科学信仰由于终极起点、终极实体和终极目标的迥异，导致实现

终极目标，进入终极实体的终极途径有着消极和积极之别，灭欲和存欲、足欲

之分。
佛教信仰的终极途径是，按照佛法提供的消除苦难和烦恼的法门 ( 有三大法

门: 声闻乘以四谛为乘、缘觉乘以十二因缘为乘、菩萨乘以六度为乘) ，修解脱道

( 出世间法) ，断心性三大烦恼 ( 见思烦恼、尘沙烦恼和无明烦恼) ，方能成为四

圣，脱离六道 ( 天、人、阿修罗、畜生、饿鬼、地狱) 轮回，跳出三界 ( 欲界、
色界和无色界)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一套逻辑，又可称为修 “戒定慧”三无漏

学。为什么必须这样做? 佛教认为人类生来就是苦的，苦的原因在于先天就有烦恼

( 六根本烦恼: 贪、嗔、痴、慢、疑和五不正见) 。烦恼即迷惑，人类因迷惑而造诸

业 ( 有善业和恶业两种) ，受因缘果报规律的支配，在六道里轮回受苦。可以看出，

缘起说是佛教信仰的核心思想。
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终极途径: 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

分化，注重人的现实利益，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其中，最根本的就是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什么必须这样做? 马克思主义认为导致人类由 “类本质”异

化为“现实本质”的三大因素“社会分工、货币和市场制度、私有制”，只有生产

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会消亡或消灭，共产主义社会也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

财富极大丰富的时候才能够实现。在马克思的墓碑上刻着出自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

纲》中的两行字: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

界。”① 这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实践性。
我们不能否认佛教信仰在某些方面的合理性，如它们主张的一些修行方法和路

径，对提升和完善人们的道德品质，对社会风气的净化以及社会秩序的稳定，能够

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 “明心见性”的最终结果，把人们正常的欲望也消灭殆

尽，这种“灭人欲”的做法，让人们的追求最终“行尸走肉”到 “无欲”的地步，

是对人性的歪曲，甚至是摧残和毁灭。
马克思主义信仰则正好相反。马克思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 “他们

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②。这里，马克思不仅赋予需要以前提性，而且赋予它以普

遍性、永恒性和能动性。马克思还特别强调指出，“需要的发展是人的本质力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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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证明和人的本质的新的充实。”① 人类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的需要即人的本性

的不断改变和发展的历史。离开了人的需要，人的一切实践活动和一切社会关系都

将不复存在。
正是由于这种本质的区别，非科学信仰总是把人们现实的需要用神圣的光环掩

盖起来，并用迷信的玄虚、宗教的妖术将之变成超验的宿命，诉诸人们的非理性狂

热和苦修苦练的自我折磨，主张人们去做盲目的顶礼膜拜，乞求或等待来自上天、
上帝或神的赐福，让人们彻底丧失精神上的自立，沦为永不得翻身的奴隶。

与此相反，马克思主义信仰诉诸人们以健全的理性和常态的生活。它无情地揭

开各种神秘的外衣，使现实的利益显示出来，给人们树立了一个基本信念: 从来就

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这种对主

体性的肯定，使得共产主义不仅是科学的终极关怀，而且是用实际手段来追求实际

目的的最实际的运动。
以上的分析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终极关怀，是现实的理性的科学的，

是真正值得信的。

Belief and Strengthening Belief in Marxism
YU Jinshui

Abstract: The belief， in which attached to specific entity and enabled people to
solve the final concern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mselves，is a spiritual phenomenon，mak-
ing people have extreme faith in and pursuit to consistently，and also the final reflection of
their world view，outlook on life and values，the concentrated indication of their emotion
and w ill，the rule and guidance of their daily life，and the state of their mind. Marxism be-
lief is credible. And the scientific nature of this belief first has come from its being an aca-
demic science and the key of it is that the world view，outlook on life，and values by Ma-
rx are all scientific The belief，however， is the ultimate reflection of people’ s world
view，outlook on life， and values，which is have been maintained the final con-
cern. Marxism is credible. It is only Marxism belief to solve everyone’s final concern pri-
marily. In comparison w ith non － scientific beliefs，only Marxism belief provides people
w ith the final concern realistically and scientifically.

Keywords: Cognition，Entity，Final Concern，Credible，Worth of 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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