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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精神生产理论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全面生产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精神生产是人类社会中

最自觉的生产类型，为人类的实践提供能动的指导，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苏商精神在继承明清以及近代苏商文化的基础之上，不断发展至今，对国家社会以及个人的发展都有着

重要价值。在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的指导下去探寻苏商精神的价值意蕴，对于当今社会的发展有着十分

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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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eory of spiritual produc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he theory of 
all-round social production. Spiritual production is the most conscious type of production in hu-
man society. It provides active guidance for human practice and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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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On the basis of inheriting the culture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
ties and the modern Soviet merchants, the spirit of the Soviet merchants has been developing con-
tinuously till now, which is of great valu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society and individu-
als.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rx’s theory of spiritual production,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oday’s society to explore the value implication of the spirit of Soviet merch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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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精神生产是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的核心概念，精神生产通过生产精神产品，不断满足人们的精神需

求，具有国家意义、社会意义、个体意义三个层次的统一性。从这一角度出发探寻苏商精神所具有的价

值，可以将其分为三个层次，苏商精神的个体价值、苏商精神的社会价值以及苏商精神的文化价值。而

在马克思主义精神生产理论的视阈下分析苏商精神，有助于从不同层面进一步认识苏商精神的价值。 

2. 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的基本概念及其观点 

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作为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揭示了精神生产的基本规律，包括精神生产的基础

及其发生的规律以及在其基础之上理解文化和精神现象的基本规律。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

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

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不在某一民族

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1]从马克思生产理论的角度

来说，精神生产同样也是生产，它是社会全面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精神生产是

人自身独有的精神活动，同样也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重要形式。 

2.1. 精神生产是政治、法律、道德等精神产品的生产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把精神生产看作是“政治、法律、宗教、形而上学”[2]等诸种社

会意识形式的生产。政治、法律、道德、宗教等生产是精神生产，属于意识形态的内容。意识形态是一

种特殊的精神产品，意识形态的生产是理解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的重要因素，主要是指“思想、观念、

意识的生产”。 
精神生产既包括意识形态的生产，也包括非意识形态的生产。其他精神生产形式，主要是包括科技、

艺术、文学等精神生产的形式，即属于非意识形态的生产。非意识形态的生产对于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

有着重要作用，同样也能够推动社会的进步。在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中，意识形态和非意识形态共同构

成维护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同样也是凝聚社会共识、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 

2.2. 精神生产是社会全面生产的组成部分 

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指出“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而人则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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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3]，提出了“全面生产”的概念。虽然马克思通过人与动物对比提出了全面生产

的概念，但是并没有对其内涵做出界定。在后来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之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全

面生产”不仅包括物质生活资料方面的生产，而且也包括精神生活资料方面的生产。最初，精神生产的

存在并不是完全独立于物质生产，精神生产虽然存在，但却是一种自发的意识。随着生产力逐步发展，

分工出现，精神生产才逐步摆脱对于物质生产的依赖，成为一种独立存在的生产方式，也成为社会全面

生产的一部分。 
“由于人是凭借精神和意识来进行‘生命活动’(即生产)的，才形成‘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文化

成果。因此，精神生产首先是作为文化活动而存在的。”[4]马克思认为，精神生产有着重要的精神文化

价值，即对异化劳动的一种克服。在当今世界，其文化价值发生了变化，各种文化相互交织，文化的冲

突与碰撞时有发生。精神生产理论在推动人们不断的进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也不断的推动文化创新，

促进文化共享以及文化强国的建设。 

2.3. 精神生产是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5]这说明人

是精神生产的主体，包括个体、群体和类。精神生产是人“自由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也是人类生命

活动的最高表现形式。从人与动物相区别的角度理解精神生产理论，动物的生命活动是一种本身固有，

是为了自身以及自身后代生存而进行；人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不只是为了自己的生存

以及繁衍后代，更是为了自身得到发展。 
马克思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概念，即“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

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6]。人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必须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质，此时也

就是真正意义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开启。因此，从完整的人角度来说，必须要有精神生产，对于完整、

全面、自由的人的发展来说，也必须要有精神生产。精神生产理论对于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主体保障，

人的发展不仅是强调在物质层面的进步，还是物质方面与精神方面的共同进步，要不断的强化人是全面

发展的主体，使人更加积极主动的从事全面生产，为实现人自由全面的发展做出贡献。 

3. 苏商精神的形成过程与基本内容 

精神生产是人类所特有的生产类型，它体现出人类所特有的理性力量。将精神生产作为全面生产的

一种类型来看时，我们可以看出精神生产有着强大现实力量及价值，精神生产理论本身及其所创造出的

产品，对于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苏商文化精神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其发展伴随

着社会的经济状况而不断变化。明清时期，江苏南部地区的贸易以及较为发达，贸易的发达对于苏商精

神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鸦片战争之后，封建社会体系瓦解，民族矛盾加深。这在一定程度上推

动苏商精神也发生重大的转变，实业救国思潮盛行，并成为苏商精神的主流思想，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

了当时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也实现了苏商群体自身新的飞跃。改革开放以后，苏商精神不仅继承与发展

了“实业报国”的思想，而且在党的方针之下，高举爱国主义旗帜，艰苦奋斗、敢为人先，同时也赋予

苏商精神以新的时代内涵。“厚德、崇文、实业、创新”[7]作为苏商精神的表述，平实简洁，内涵丰富。

在新时代，苏商企业家不断艰苦奋斗，矢志不渝的发展经济，使得苏商精神成为江苏地区不断进步、不

断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 

3.1. 崇文重教，心怀天下的爱国情怀 

精神生产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核心，同时也是判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因此，精神生产理论的发展对于新时代文化建设以及继续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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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而教不可缓也，徒积资财何益乎”，苏商群体十分重视提升自身文化修养。而且“崇文重教”

思想是由“儒商精神”发展而来，体现了商人群体重视自身文化修养的提升。苏商群体还是我国文化素

养最高的商业群体之一，他们不仅重视自身文化修养的提升，而且十分重视整体商业文化的建设，用自

己的发展来捐资办学，回馈社会。“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固定下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

情”[8]，其中“苏商文化精神最突出的品质特征就是爱国尚德、稳健务实”[9]。从近代苏商企业家张謇

放弃功名，发展实业，以救国家。到新时代红豆集团董事局主席周江海承担社会责任，在新冠疫情爆发

之后，主动更改自己企业的生产线，生产防护服、口罩等防疫物质，实现自己报效祖国的大义。 

3.2. 厚德载物，造福社会的责任意识 

精神生产作为一种实践方式，所涉及的范围领域较为广泛，对于物质生产的反作用也较为复杂。生

产理论的发展对于社会的发展的价值同样也体现在苏商精神的内涵之中。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明清时期苏商群体就有着诚信简朴的美德，但是这并不影响其为了

国家以及社会责任不惜用尽自己的钱财。张謇晚年，政局混乱，他选择回到南通，对南通进行地方治理。

他通过实业获得资金，发展经济，在经济得到一定程度发展之后，他选择发展社会公益事业，造福一方。

再比如，荣氏兄弟创办藏书数目巨大的图书馆，重视教育的发展。通过各种途径解决地方的就业问题，

他们认为解决就业问题相比于只是创办慈善机构来说更能造福于人民。在面对财富之时，苏商群体不仅

只是善于创造财富，更重要的是勇于承担属于自己的社会责任，让自己的财富发挥应有的价值。苏商企

业家用自己的发展造福于社会，他们是新时代苏商精神的骄傲，同样他们使苏商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之上，

在这个时代绽放出属于苏商的光芒。 

3.3. 自强不息，不畏困难的个人品德 

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与恩格斯毕生所追求的价值目标。而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仅仅

依靠社会进步以及物质的发展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有精神层面的进步。苏商精神中自强不息以及不畏

困难的品格对于促进人自由而全面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吃苦耐劳、坚韧执着的精神是每一个商业成功者所必须的品质，而

且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品质是苏商企业家能够不断取得成功，获得辉煌成绩的关键因素。无论做什

么，失败都是常事，对于经商创业来说，更是如此。所谓“业贾者什家而七，赢者什家而三”，苏商企

业家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其不畏困难以及自强不息的精神。他们不惧困难，自强不息，凭借自己

坚强的意志，努力奋斗直至成功。比如苏商代表人物董才平，他出身只是一个临时工，做过搬运工，拉

过车，各种脏活累活都不嫌弃。靠着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以及他自身的智慧与才能，一步步向上攀登，

接手常州最大的企业——武进钢铁集团(中天钢铁的前身)，并把中天钢铁做成“百年基业、绿色钢城”。

他说：“年轻人不能浮躁，既要沉得下心，也要吃得了苦，遇到困难要越挫越勇。”这正是苏商精神中

自强不息、不畏困难精神的体现。也正是这种吃苦耐劳不畏困难的精神，使得苏商群体不断超越自我，

创造出经百年不衰的优异成绩。 

4. 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视域下苏商精神的价值意蕴 

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并不是完全的脱离实践以及物质生产的绝对精神，而是必须贯穿于人类社会实

践的过程之中，转化为物质生产，用于指导社会实践，推动社会历史不断向前进步，这才能够展示出精

神生产理论的真正价值。精神生产理论的产生与发展是为了指导实践，同样的，苏商精神的价值也体现

在生产实践之中。在新时代国家建设层面，苏商精神的不断发展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精神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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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设和谐社会层面，苏商精神为建设和谐社会建设明确价值准则。在个人发展层面，苏商精神的发展

为个人发展明确价值取向。 

4.1. 助推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告诉我们，价值理念及其追求通常蕴含在文化之中。我们在精神层面所创造的

精神产品不仅是精神生产力，同时也是文化生产力。作为文化生产力的具体形式之一，苏商精神所蕴含

的丰富内涵对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苏商文化中崇文重教以及诚信重义等思想

正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过程中所需要的内容。苏商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堂，可以更好的

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更好的培养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人才。企业家精神本身就是文化，企

业家的创新创业事例以及所营造出的一种氛围，对于文化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苏商企业家将“实

业报国”奉为自己进行创业的宗旨，用自己的发展助推国家经济的发展，这种爱国主义情怀对于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发展至关重要。新时代对于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要求就是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满

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的要求。苏商精神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

的进步发展，依据文化发展的要求，不断的完善自身，使其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要求。马克

思精神生产理论对于社会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其对于文化建设的重要启示则是我们要不断的发

扬我们的苏商精神，使得苏商精神的内涵融入到文化建设之中，这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

设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4.2. 促进社会共识的培育与凝聚 

马克思认为，精神生产对于社会建设有着巨大的反作用。从社会建设层面来说，精神生产的反作用

是凝聚社会合力投身社会建设，以此来建设和谐社会。从古至今，和谐社会建设是人们一直以来的社会

理想。当今社会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虽然我们社会形势整体稳定，但是在稳定的背后，社会矛

盾问题日益复杂，社会共识凝聚的难度增大。要使这些问题得到解决，我们应更加注重凝聚社会共识。

面对当今社会中所存在的金钱至上以及拜物教等思想，应继续弘扬苏商精神内涵中“厚德载物”的精神，

学习苏商老企业家精神，勤俭节约，积极投身公益事业，还原金钱原有的光彩。苏商精神的内涵之中造

福社会的责任意识正是对应了我们当今所要求的和谐社会建设，在当前和今后很长一段时期，我们的社

会治理都将面临严峻的风险与挑战，我们应更加注重凝聚社会共识问题，每一个社会成员都主动承担社

会责任。从辩证法的角度来说，凝结社会共识以及和谐社会建设是影响苏商民营企业的建设的重要因素，

而苏商民营企业的发展同样反作用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中，社会成员应主动学习

苏商群体，致富不忘乡亲，不忘回报社会。正是这种奉献社会的精神，使得苏商一代代传承，铸就了很

多誉满人间的知名企业。 

4.3. 涵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养成 

精神生产作为一种观念性生产的形式，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生产实践活动，对于人自由而全面的发

展同样有着重要作用。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同样也是马克思主义精神

生产理论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改革放开以来，我国的经济飞速发展，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但受欧美一些

国家的影响，享乐主义及自由主义思想盛行，这就影响到当今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将及时享乐奉为宗旨，

忘记了吃苦耐劳自强不息才是取得成功所必备的品质。苏商企业家百折不挠及不畏困难的良好品质对于

克服这些错误思潮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将苏商精神中“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及不畏困难”的精神进行

传承与发扬，使社会成员在内心深处与苏商精神产生共鸣，更好的接受苏商精神，从而实现自身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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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基础是公民道德文化素质的提升，离不开全民思想道德素质水平的不断提升，需要

我们积极而切实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明确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取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

说：“要认清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其最终目的就是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10]学习和传承苏商精神，弘扬其价值精髓，探寻其时代意蕴，同时赋予苏商精神以新的时代内涵，这对

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社会成员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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