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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以往的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进行了清算，全面系统地阐

释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科学阐释了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并在此基础上论证了历史发展的主体。充

分肯定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提出了共产主义革命思想，形成了人民主体思想的科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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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German Ideology, Marx and Engels liquidated the previous idealism and the old materialism, 
and comprehensively and systematically explained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Science explains the basic law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on this basis demonstrates the sub-
ject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Fully affirmed the historical role of the proletariat, put forward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thought has formed a scientific system of the people’s subject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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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人民主体思想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人民主体思想是唯物史观的

重要内容，是马克思、恩格斯在理论探索和革命实践中总结的真理，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应该坚持的根本

思想遵循，其所揭示的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

的现实指导价值。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出发，深入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人民主体思想，为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而且可以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为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 

2.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人民主体思想的提出 

如其他思想一样，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和各种理论基础上产生的。《德意志意识形

态》中人民主体思想的提出也有一定的社会背景和理论基础。 
(一)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人民主体思想提出的社会背景 
如果想深入了解《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人民主体的思想，就必须与这一时期的社会发展状况相联系。

人民主体思想提出时，资本主义正处于快速发展，各种社会矛盾被激化的时期。 
1. 资本主义矛盾激化。在此书编写的时期，资本主义正处于上升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国

家占据了很大地位，并使各个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极大提高。但事物也具有两面性：快速发展的生产力使

劳动产品集中于少数资本家手中，劳动人民则变成这种发达生产力的受害者。这就是社会化大生产和资

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矛盾运动的结果。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

固有的内在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就是这种矛盾的体现。在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内在矛盾的激化下许多社会问题开始涌现，在生产活动中，主要表现为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对

立。在这种资本主义制度中，劳动者没有什么社会地位。一方面，资本主义不断的发展，使得生产的规

模不断扩大，大量工人阶级被迫参与到生产中，这些工人不仅是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更是工业生产中

的主力军。与此同时，这些工人和其他劳动者们也不得不承受着大工业发展的消极影响。在这种环境下，

他们每日进行着单调重复的工作，因为这是唯一的谋生方式。资本家不仅享受着工人创造的社会财富，

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他们把工人的生活和身体都置之以外，通过增加工人的劳动时间，不断获取他们

的劳动。马克思认为，“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美，

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1]在这种生产方式下，劳动者们丧失了自我的主体性，也就是说，受制于资产

阶级统治下的劳动者们毫无主体地位。马克思与恩格斯正基于这一时代背景，所以决定坚定地站在劳动

人民的立场上，从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中证明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2. 无产阶级运动的开展。由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变本加厉的剥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也

变得更加尖锐，一旦当矛盾到达无法调和的地步，就会产生革命。无产阶级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逐渐走

向自觉，他们的斗争精神使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到了无产阶级身上的力量。19 世纪 30 到 40 年代工人运动

的开展，说明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1831 年 11 月和 1834 年 4 月，在里昂爆发

了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工人起义。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却推动了法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不久后，英国就

爆发了宪章运动。英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运动中的顽强拼搏和坚定信念，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3.121136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卜彬草 
 

 

DOI: 10.12677/acpp.2023.1211360 2189 哲学进展 
 

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在德国，尖锐的社会矛盾使无产阶级生活在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下，

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也不断下降。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起，工人罢工和起义就不断爆发，1844 年 6 月爆

发的西里西亚织工起义。是德国无产阶级觉醒的标志，并且它与法国里昂工人起义和英国宪章运动一起

构成了欧洲三大工人运动，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在反抗资产阶级的运动中强烈地表达了多方面诉求，认

识到必须要改变目前被剥削和压迫的状况开展，展现了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广大人民群众身上所蕴含的

巨大变革力量，反映出了他们在反抗资产阶级的运动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些运动

中看到了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巨大作用，充分肯定了他们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工人运动为

马克思和恩格斯人民主体思想的提出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二)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人民主体思想提出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吸收借鉴前人思想的基础上，结合社会现实发展的要求，形成了人民主体的思想体系。

而文艺复兴中的人文精神和空想社会主义包含的设想，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人民主体思想提出的理论基础。 
14 世纪，意大利的一些新兴资产阶级开始走上政治舞台。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在

意识形态和文化艺术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文艺复兴运动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兴起的。这一场规模盛大的

思想解放运动实质上是弘扬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反神权、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面对黑暗愚昧的中世纪，

文艺复兴的大师们用艺术来表达对近代文明的向往，试图开拓人类幸福的新生活。他们追求着人文主义

的理念，研究人的价值，重视人的世俗生活。他们反对封建神学，认为社会的改良和发展以及人自身价

值的实现完全是人类自己的事，力图把人从宗教神权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他们坚持以人为中心，认为真

正的伊甸园是在人间的，而它的建立只能靠人类自己的劳动。这一时期涌现出的思想家和艺术家们发挥

自己的创造力，从不同方面表达了对中世纪蒙昧主义的厌恶以及对人类现实生活的追求。文艺复兴运动

所宣扬的人文主义精神使正处在传统的封建神学束缚下的人们慢慢解放出来，人们开始从宗教外衣之下

探索人自身的价值。文艺复兴运动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强调，突出了人在世界上的主体地位，促使人们

开始追求自由、平等的幸福生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思想也是基于西方的哲学传统和宗教背景孕育

而生的，他们继承了西方追求人的解放这一价值主题的传统。[2] 
从 16 世纪发展到 19 世纪，空想社会主义一共经历了 300 多年。19 世纪初空想社会主义对未来社会

的构想是马克思、恩格斯人民主体思想提出的重要理论基础。19 世纪初的空想社会主义也叫批判的空想

社会主义，它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弊病，提出了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构想。19 世纪初期，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迅猛发展的同时其本身所存在的弊端也开始暴露出来。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社会矛盾和

阶级对立日益尖锐化，许多社会问题纷纷出现，促使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反思。在当时的社会背景

下，涌现出了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们继承了前辈的思想成果，批判了

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站在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立场上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给社会带来的灾难，

拟定了推进社会改革的方案。圣西门提出了“实业制度”，主张人人从事劳动，社会的发展要满足最低

级人民的需求。傅立叶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主张“和谐制度”，要求建立一个人人幸福的和谐社会。

欧文进行了共产主义试验，提出了财产公有、权利平等和共同劳动的改革主张。空想社会主义者们站在

全人类解放的角度思考社会的改革和进步，他们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罪恶，设计出了未来理想社

会的蓝图，试图建立一个公平合理、人人幸福的理想社会。虽然他们的思想主张具有虚幻和空想的性质，

没有正确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也没有看到历史变革的真正主体，但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

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构想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人民主体思想的提出提供了重要思想来源。 

3. 人民主体思想的理论内涵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阐述了其唯物史观基础上的人民主体思想，不同于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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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关于人民主体问题的见解，他们使人民主体思想有了科学的理论依据。马克思与恩格

斯批判了唯心主义者对社会历史主体的错误认识，以唯物史观的视角阐述了人民主体的科学内涵，最后

提出了实现人民的主体地位的路径。 
(一) 人民是历史发展的主体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证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说明了人民群众是社会

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精神文明的创造者，同时也是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这里的个人是在实践中从事

活动、进行生产的个人，有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力，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不断塑造自己

社会关系的个人。[3]首先，人民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因此，

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人民。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因此，

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这也是人类社会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

这些生活资料正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广大人民群众是物质资料生产活动的主体，是生产力的体现者和促

进者。人民群众生产着社会发展所必需的物质资料，为社会各领域的运行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推动

着社会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其次，人民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精神生产活动的主体，他们

的精神创造活动为社会的发展进步提供了精神动力。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认为“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

想等等的生产者”[2]，强调了人民群众是精神财富创造的主体。另外，人民群众除了直接创造精神产品

外，其生产实践活动还是精神创造活动的源泉，人类社会的精神生产活动来自于人民群众的物质生产活

动。最后，人民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是社会革命的主体，对社会变革起决定作用。马克思、

恩格斯认为，革命是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无产阶级作为主体力量，在社会变革中发挥着主力军的作

用，没有革命群众的存在，革命就不会成功。正如《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实行全面的社会变革

必须具备一定的物质因素，而这里的物质因素一个是指一定的生产力基础，另一个就是指革命群众，社

会形态的更替需要革命群众，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发展变革的决定力量。 
(二) 人民是生产实践的主体 
社会历史是由人民群众通过实践活动创造的，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过程就是人们在实践中发挥其主

体性、通过实践不断改造世界、改造自身的过程。因此，创造历史的活动也是人民群众的实践过程。人

民群众既是历史的主体，也是实践的主体。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要承担者。马克思和恩格斯科学阐明了

实践是人能动地改造世界的社会性物质活动，也就是说，人是实践的物质承担者，实践的主体是人。物

质资料的生产过程亦是人自身发展的过程，人拥有怎样的实践能力和实践方式，就有怎样的生存特性和

生命形态。[4]实践是人改造世界的物质活动，反映了人与世界的本质关系。在实践活动中，人的存在是

实践活动展开的前提和基础，可以说，没有人就谈不上实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也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5]社会历史发展的前提就是现实

的人的存在。人民群众是现实的人的整体，他们是实践活动的物质承担者，他们的活动决定着实践的本

质和发展方向。在人类社会历史领域，人民群众通过实践活动，承担着改造客观世界的任务，发挥着实

践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力量，在与实践的客体和中介的相互作用中不断地解决着现实社会所面临的各

种困难和矛盾，创造着社会物质和精神资料。 
(三) 人民的主体性活动受客观环境的制约 
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主体，但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而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和物质基础

上的活动，需要一定的生产条件的限制和提供保障。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和创

造性是不同的，人民群众主体性的发挥也是不同的。在阶级压迫和剥削制度下，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

动性和积极性也是不能不受限制的。首先，人民群众的主体性活动受一定社会客观生产条件的制约。马

克思和恩格斯的人民主体思想不是抽象地谈论人民为主体，而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指明人民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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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地位和性质。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的考察，论证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指出

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是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进行的因此，人民的主体性活动必须遵循客观的历史规律，

坚决不能脱离现实的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能动的、创造性活动。其次，现实的社会环

境和生产方式的发展水平影响人民主体性的发挥和实现。随着生产方式的发展进步，人民的主体性更加

凸显，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作用才能得以确立和彰显。资本主义社会相比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显著

提高，人们对外界世界的改造能力提高，人的主体性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生产关系相比也更加具有进

步意义，宣扬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利于调动人们的创造性和主动性。所以，马克思、恩

格斯提出要扬弃资本主义，他们肯定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带来的历史进步意义，同时也指出，资本主义

社会的本质仍然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社会制度，只是少数人获得了主体地位，对于大多数劳动人民来

说，只是从一个枷锁下“解放”到另一个枷锁下，所谓的民主、自由也只是名义上的民主，真正获得主

体性地位的是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都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统治

的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看似从过去的阶级压迫下解放出来，实则却是更直接的阶级对立，即资产阶级和

无产阶级的对立。马克思和恩格斯揭露了资本主义不合理的社会关系对人民压迫和剥削的现实，说明了

资本主义社会的暂时性和历史局限性，从而指向了更高级的生产方式，即共产主义。也就说明了人民主

体的实践活动以及实现程度与客观历史条件之间的辩证关系。 

4. 人民主体思想的实现途径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条件下人民群众生存状况的揭露，论证了广大劳动人民的非主体地

位，并指出，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和主体地位才能得到真正发挥和实现，从而提出

了通过革命的手段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实现人民的主体地位最根本的路径

就是通过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方式，推翻旧社会制度对人民主体地位的束缚，建立一个

人人都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联合体。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通过一定的途径具备以下条件：一是物质前提，

即生产力基础和阶级力量；二是制度保障，即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建立共产主义社会。 
(一) 根本路径 
通过共产主义革命建立一个真正的共同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人民主体地

位的论证和说明最根本的目的和落脚点就是真正实现人民的主体地位，使人民成为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人。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要改变劳动人民被剥削和压迫的现状，必须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进行共产主

义革命，从而建立一个真正的共同体。要想使人们摆脱受剥削、受压迫的束缚，最根本的方式就是全世

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进行革命，摆脱旧社会的统治，建立一个新社会。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建立的新社

会是一个人人都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真正的共同体，尤其是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劳动人民的主体地位必须

得到保障。而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提出真正的共同体，是因为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各种虚假共同

体，这些共同体把人民排除在外，他们处于被压迫和剥削的状态，不是共同体的主人。在虚假共同体中，

阶级的地位决定了各个人的地位。人民群众的阶级状况决定了他们要为这个虚假共同体承担义务，而没

有享有权利。在资本主义国家虚假共同体中，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作为被统治阶级是没有主体地位的。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无产阶级政治革命是人类的最后一种暴力形式的革命。当

然，这种以暴力的方式进行的革命是有自身的前提和条件的。其中最根本的方面是，无产阶级与整个社

会的上层建筑的矛盾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6]在真正的共同体中，人们通过联合结成一个每个人都

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中没有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生产资料归全体人民所有，人们在

平等合作的基础上共同生产劳作。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中，人才被当作目的，而不是手段，人类社会从

“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人民群众真正占有自己的主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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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具体途径 
1. 大力发展生产力。生产力既是以往社会历史活动的产物，也是新的历史阶段的物质前提，社会的

进步离不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在发达生产力的基础上，人们的生

产和分配关系才能真正平等，才能保障人民的经济主体地位。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消除人的异化、实

现人民主体地位，必须具备两个实际前提，一是把人类的大多数变成完全“没有财产的人”，二是这些

人又和现存的有钱有教养的世界相对立，“而这两个条件都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

[1]，这就说明了生产力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作用。马克思、恩格斯还进一步强调，如果生产力不发展，一

切陈腐的东西就会“死灰复燃”。生产力是一个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前提和决定力量，如果没有

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人民主体的真正实现恐怕是不可能的。要想真正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必须大力发

展生产力，这一方面为实现人民的主体地位提供物质条件和现实基础，另一方面也说明共产主义不是平

均主义、禁欲主义，而是要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生产力是重要物质基础。在发达的生产力水平下，

社会的物质生活资料得到极大的丰富，劳动不再是人们谋生的手段，其本身就是生活的组成部分。社会

分工在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下走向瓦解，人与人之间的发展差异消失，每个人都有机会在社会中充分地发

展自身，其自主性和创造性得以发挥，人们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得到彰显。 
2. 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广大人民群众是社会革命的依靠力量，只有一定

革命群众的存在才能使革命思想转为现实，即“一定时代的革命思想的存在是以革命阶级的存在为前提

的。”[1]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革命群众是社会变革的重要物质因素，如果没有一定的群众基础，那么

全面的社会变革是不会成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指出了，人民群众这一强大的物质力量在社会变革

中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没有广大革命群众的存在，一切理想和设想都只是空想。历史上空想社会主义者

对未来新社会的构想很美好，但是却没有发挥人民群众的伟大历史作用，一切美好的愿景只能是经不起

实践检验的幻想。因此，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从事生产实践活动的人民群众，突出强调了人民群众

的重要历史使命和伟大历史作用。人民群众的力量是革命成功的必要条件，也是保障人民主体地位实现

的前提。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指出，实现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必须要具备两个实际前提，即“把人类的

大多数变成完全‘没有财产的’人，同时这些人又同现存的有钱有教养的世界相对立”[1]。可见，要想

实现人民的主体地位，必须要有阶级基础，人民群众是其实现自身主体地位的重要物质基础和阶级主体

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这些论述清晰明确地指出了，要想推翻资产阶级的统

治，真正实现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必须要有革命群众的存在，而这里的群众基础就是以无产阶级为代

表的广大劳动人民。 
3. 消灭分工和私有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描述工人阶级悲惨的生存状况时意识到，在资本主义所有

制下，工人阶级处于社会的底层，他们的劳动和分工状况是由资本决定的。资本家为了获利而采取的分

工是强制性的，这种分工是不考虑劳动者的各种身体状况和现实需要的。在维持劳动者基本生存条件的

情况下，资产阶级出于对资本的追求，采取的不合理的分工使广大劳动人民失去了实现自我价值的意识

和条件。因此，要想恢复人民的主体地位，必须消灭这种不合理的分工。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要消灭

这种旧式分工对工人阶级的奴役，建立一种新式分工，这种分工是人们自愿基础上的自由自觉的分工，

人们之间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关系，而是一种平等合作关系。马克思、恩格斯还强调，消灭分工不是靠人

们观念上消灭的办法，而是靠人们实际的运动去消灭。也就是说，消灭分工不只是口号而是要付诸实践。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们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才能自愿进行分工，不再受限于特

定的工作领域和场所，生产和交往成了自由自觉的活动。为了消灭分工，必须要扬弃私有制，实现无产

阶级的占有制。私有制是导致广大无产阶级丧失主体性的重要原因，正是私有制下不合理的分工和分配，

广大劳动人民失去了自主性和主体性，始终处于受压迫和剥削的地位。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到，生产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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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所有制决定人们之间利益分配的状况，因此，要想实现人民的主体性地位必需要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

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在无产阶级的占有制下，才能保障人们对生产资料的支

配权。这样生产资料由少数人占有转变为全民所有，广大无产阶级劳动者就掌握了自己的生产资料，其

经济地位和角色发生了根本转变，主体地位得到彰显。 
4. 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在资本主义统治下，无产阶级不仅在经济上受私有制的残酷剥削，在

政治上还受到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压迫，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本质上是资产阶级镇压广大无产阶级劳动者

的工具，它本身就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而设置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

的阶级，即使它的统治要求消灭整个旧的社会形式和一切统治，就像无产阶级那样，都必须首先夺取政

权。”[1]因此，建立共产主义社会首先就要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夺取

国家政权。人民群众作为社会革命的主体，通过革命的方式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把资本主义国家

这个压迫人民的力量摧毁，从而将政权收归人民所有，实现人民的政治主体地位。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无产者“同社会的各个人迄今借以表现为一个整体的那种形式即同国家处于直接的对立中，他们应当推

翻国家，使自己的个性得以实现。”因此，广大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要实现自身解放，真正地享有主体

地位，必须要推翻现存的资产阶级的统治，进行共产主义革命，实行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政治制度。 
5. 实行共产主义意识。思想斗争是斗争的灵魂和动力，共产主义革命必须要消除传统旧观念对人民

的束缚，以科学的理论和思想武装人们的头脑。马克思、恩格斯在阐述其唯物史观基础上说明了实现人

民主体地位的思想条件。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要想改变无产阶级的生存困境，必须要进行实际的反抗

运动，而且还需要人们思想的转变，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从这个阶级中产生出必须实

行彻底革命的意识，即共产主义的意识。”[1]共产主义意识是进行共产主义革命、实现人民主体地位的

必要思想准备。使广大人民群众树立起共产主义意识，从而可以进一步激发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意识，

为革命的开展提供精神动力。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要实现人民的主体地位，必须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

主体意识，发动革命推翻现存世界对人民的压迫，从而实现人的解放。广大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在共产主

义意识的武装下，进行彻底的革命运动，推翻旧社会的统治，建立真正的共同体，实现自身主体地位。 

5. 人民主体思想的当代价值 

(一) 为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提供理论基础 
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逐渐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

展观，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些理论成果不仅立足本国国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以促进人民幸福为价值取向，而且直面建设和改革道路上的难题。[7]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

态》中论证的人民主体思想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供了理论根基。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

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提出了人民主体思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论

证了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活动的重要历史作用，阐明了人民为主体的基本观点，肯定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

的主体地位。并且结合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揭露了人民主体地位的丧失，提出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

资产阶级的统治，从而建立人民为主体、人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要

真正实现人民的主体地位就要同资本主义所有制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从而建立自由人联合体，实现每个

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人民主体地位的论证以及对实现人民

主体地位的价值追求，深刻说明了人民的重要历史地位，为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提供了理论来源。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推动改革发展成

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习近平总书记深刻理解唯物史观的思想内核，继承马克思、恩格斯人民主

体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注重发挥人民的首创精神，同时还重视人民的价值主体地位，把人民对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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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维护人民的利益，真正做到“为民”。在尊重和保障人民主体地位上强调

“人民至上”的理念，并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不断推进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关注、最现实的问题，提升人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坚持和维护人民的主体地位，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民立场，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人民主体思想的基

本观点。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继承马克思和恩格斯人民主体思想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

赋予其新的理论内涵，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和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是对马克思和恩

格斯提出的人民主体思想的时代表达，在结合中国现实国情的基础上，明确了广大人民群众在国家和社

会中的主体地位。以人民为中心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遵循，我们必须要牢牢把握这一价值

指向，打牢人民主体的思想根基，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发挥人民的主体性和创造性。 
(二) 为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提供行动指南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述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的基本原理是无产阶级政党正确处

理党群关系的重要思想资源。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提出了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成

为我们党百年来不断战胜困难、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必须毫不动摇

地坚持和继承下去。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较为详尽地论证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

历史作用，强调人民群众及其实践活动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坚持人民立场，追求人民主体的真正实

现。这为新时期贯彻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提供了行动指引和路径参考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

日起就坚定地站在广大人民的立场上，将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思想作为各项工作的指导原则。坚持人民

主体地位，密切联系群众，不断完善和推进党群关系建设。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

实践中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思想，坚持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性地位，关心人民群众的利益，

提出了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实践，坚持并发展了人民主体思想，把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摆在第一位，始终强调人民

群众的主体地位。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重视党群关

系建设，强调社会主义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

国共产党人提出“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马克思

主义人民主体思想的指导，在全党进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推动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落到实处，极

大地促进了党群关系的和谐稳定发展。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人民主体思想在我国的

发展，是指引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行动指南。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要以人民主体为原则，

继承、发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人民主体思想。要重视群众的主体地位，践行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

提高党的领导力和执行力，增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三) 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价值指引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人民主体思想的阐述为实现中国梦提供了重要价值指引。

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身上具有伟大的创造力。因此，实现中国梦离不

开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必须要坚持人民主体思想，依靠人民群众的创造力量，从而为实现中国梦提

供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指导思想，服务对象是最广大人民群众，它的理论

体系是科学性和革命性的有机统一。马克思主义凝聚着共产党人的经验总结，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指

南，是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理论指引和根本遵循。[8]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民主体思想为实现中国梦提供

了精神动力和价值引领作用，我们必须要坚持人民主体思想，做到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坚持

人民主体是我们党和国家治理的重要经验和基本要求。实现中国梦也必须坚持这一思想的指导，认识到

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重视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和主体性的发挥，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动力源

泉。中国梦的实现需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实现造福人民的中国梦，要坚持人民主体的立场和原则，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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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地依靠人民，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力，从而汇聚起实现中国梦的磅礴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人民

主体思想是实现中国梦的理论指导和价值指引，同时也为实现中国梦提供了的重要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

面对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

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就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坚持在

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9]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人民群众的重要作用，坚持人民主体地

位，凝聚起实现中国梦的团结力量，从而夺取实现中国梦的伟大胜利。人民群众是实现中国梦的主体力

量，实现中国梦必须要坚持人民主体思想，牢记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这样，中国梦的实

现才能迸发出更多的活力和动力。 

6. 结语 

《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完成标志着马克思人民主体性思想的形成。马克思不仅将人民主体性思

想运用到理论，也将这一“批判的武器”运用到了革命实践领域。中国共产党人在结合中国具体国情的

情况下，坚持马克思人民主体性思想，带领中国人民在艰苦卓绝的伟大斗争中不断书写民族复兴的伟大

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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