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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如何解读基督宗教是西方重要思想家不能规避的问题。事实

上，很多大哲的理论起点就是从对基督教的言说开始的。作为西

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 1885-1977）也

不例外。细考之下，这不仅源于哲学语言来自神学的中介这一事

实，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建

基 于 对 宗 教 的 批 判 。 其 实 ， 布 洛 赫 并 非 是 传 统 意 义 上 的 无 神 论

者。他悖论式的名言：“只有无神论者才能成为好的基督徒；只

有基督徒才能成为好的无神论者①”，不得不让我们重新反思布洛

赫独特而深邃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宗教维度，以及他对基督宗

教革命性的继承，使他基于希望本体和乌托邦的人本主义宗教观

可以得到彰显。布洛赫对马克思主义和宗教的理解非常独特。他

将 马 克 思 主 义 作 为 其 宗 教 观 的 起 点 和 终 点 ， 通 过 梳 理 基 督 教 遗

产，揭示基督宗教与教会的不同；并在此基础上，颠覆性地解读

了《圣经》中摩西的出埃及事件与耶稣同伊甸园中那条古蛇的联

系。布洛赫通过对《圣经》中批判与反抗精神的描述，形成了一种

彰显乌托邦维度，兼具希望本质，最终指向人性天国的马克思主

义宗教观。  

布洛赫写作风格独特，语言隐晦难懂，他艰深的表现主义呈

现方式，让很多读者对他的作品望而却步。但事实上，他习惯于

在章节或著作的末尾总括他的观点，使我们在阅读时不致偏离其

主旨。布洛赫的鸿篇巨著《希望原理》（The Principle of Hope），

就是在论说宗教和马克思主义与希望的关系中结尾的。这体现出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西方基督教神学美学研究》（项目批准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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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布洛赫《基督教中的无神论》一书的扉页题言。参见：Ernst Bloch, Atheism in 
Christianity: the Religion of the Exodus and the Kingdom,  trans. J. T. Swann (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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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洛赫对宗教问题的极大的关注。有意思的是，布洛赫不但使他

关键作品的核心之处闪烁着宗教的光辉，而且还专门著书阐述自

己的宗教哲学观点：在他的成名作《乌托邦的精神》（The Spirit of 

Utopia, 1918）成书后的第四年，布洛赫就创作了《革命神学家闵

采尔》（Thomas Müntzer as Theologian of Revolution, 1921）；《希

望的原理》（1938-1947）三卷全部问世后，布洛赫又着手写了《基

督教中的无神论》（Atheism in Christianity, 1968）。可见，布洛赫

有着挥之不去的宗教情结。他对基督宗教的解读，构成了他独具

特色的形而上学思想体系的基点和重要组成部分，理解布洛赫是

不能跨越宗教这一重要权衡维度的。  

二 

马克思主义对布洛赫的宗教观而言，既是起点，又是终点。

布洛赫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一被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宗

教观入手，指出这种说法是断章取义的。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导言》中，马克思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一论断自有其具体语

境：  

 

宗教里的苦难既是对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

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

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① 

 

                                                        
① 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

民出版社， 2007 年，第 452－467 页。[Karl Marx, Makesi Engesi quan ji, trans. 
Central Complic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Beijing: People’s Press, 2007), 452-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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