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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实的人”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核心，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所谓的美好生活就是现实的人在

实践劳动中实现自我、发展自我和完成自我的动态过程。马克思主义人学视域下的美好生活以“现实的

人”实际需要为逻辑起点、社会实践活动为中介桥梁、最终归宿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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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alistic man” is the core of Marxist Humanistic Theory. In the view of Marx and Engels, the 
so-called good life is the dynamic process of realistic man realizing, developing and completing 
himself in practical labor. A better lif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humanism takes the actual 
needs of “real people” a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social practice as the intermediary bridge, and 
the final destination is to realize people’s free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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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历史上无论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民族，都从未停止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憧憬、理论研究及实践改

造。党的十九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应当“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1]至此，

美好生活这个千百年来一直吸引目光、引人深思的问题，不仅成为了国内外的重大理论问题，而且也成

为了中国当前最为重要的现实课题。从马克思主义“现实的人”视域下深入挖掘和剖析美好生活，对于

满足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 逻辑起点：“现实的人”的实际需要 

“现实的人”是指“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

[2]具体而言，“现实的人”是处于自然界中的人、社会中的人和不断发展的人，是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

的出发点。“现实的人”的实际需要更是构成了追求向美好生活的原始、发展和核心动力。 

2.1. “现实的人”是自然的人，有自然需要 

“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3]人首先最基本的需要就是自然需要。满足人类基本生存需求的对

象，如空气、土壤、阳光、水等都来自自然界，均需从自然界获取。为此，马克思指出，社会无论发展

到什么程度，科学技术无论发展到什么地步，外部客观世界始终是人必须依赖的重要物质条件。可以说，

人的生命存在离不开自然，人必须依赖自然而生存，人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最初就源于人的自然

需要。早期人类通过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按照自身的意图和目的，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在作用于

外部自然界、让客体主体化的对象化活动过程中，人的本质力量得以确证和展现，人类基本物资生活的

需要才得以满足，正是自然界的存在才使得人的本质力量的这种表现和确证有了源泉和原料。人类通过

对自然界的利用改造，获得了丰富自然资源的补给，进而提升了生活质量、加深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

憧憬。但这种利用和改造不是无拘无束、任意妄为的，是会受到自然规律的限制和束缚，人的实践活动

必须遵循自然发展规律。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前提下，处于自然界的人类因基本物资生活需要而选择

利用改造自然界去创造更加富裕的生活条件，构成追求向往美好生活的原始动力。 

2.2. “现实的人”是社会的人，有社会需要 

“人的本质在现实性上，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现实的人”除了是自然存在物之外，更

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和社会关系下进行实践活动的人，是一种社会存在物，需要通过社会关系满足进

一步满足自我需要。恩格斯曾说，在某种意义上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正是因为劳动的实现，人的手、脚、

大脑等等才得以发展起来，人本身是其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人的社会需要也正因劳动的扩大化和专业

化而逐步形成，这种社会需要来源于一系列的社会交往活动，如买卖、学习、人际交往等等。人类在社

会交往中得以相互学习和发展自身，在分工合作中得以取长补短和丰富提升自己。此外，人除了受制于

自然条件，也会受到一定的社会条件的限制。人生于社会、发展于社会，客观的现实社会条件无疑会对

人造成一种约束，使人并不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人们必须要实事求是地认识和利用具体的客观条件，

发展自身及完善生活。在实事求是的前提下，处于社会交际关系中的人类需要进一步满足自我成就的需

要，这种需要不仅限于基本物质需要，而是需要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社会地位、社会排名得以体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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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人类为了满足自我发展的社会需要，开始从事一系列社会实践活动，构成了追求向往美好生活的

发展动力。 

2.3. “现实的人”是发展的人，有发展需要 

“人的器官并不指向某一单一活动。”[4]人类的自然属性是比较薄弱的，直接适应环境的能力较差，

因此人为了生存下去不得不谋求发展。人本质上就是一种创造性的存在，因而必然要求发展，发展是人

的一种内在的、特殊的要求，是人生的动力和目标。首先，现实的人要求发展内容的丰富性。作为具有

超越性的人，现实的人除了对生活的物质层面有所需求，人还对精神文化层面也有所需求。而且这种需

求更为重要，因为正是出于对文化精神生活的需求，人类才得以体现出“人性”，人才成之为“人”而

与动物区别开来。现实的人永远希望促进自身生活的丰富性，有强烈的发展需要。此外，现实的人还追

求发展程度的全面性。人的发展程度的全面性，不是指全体人类的所有方面都能获得充分而丰富的发展，

也不是指一切人在发展程度和发展范围上都是均衡一致的。这种全面平均的同步发展在现实生活也是不

可能发生的。而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全面发展是指“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

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5]人类追求以及实现发展过程，本质上就是人的需要得以不断丰富以及对象

化力量得以不断增强的过程，这表明人的生活世界既是一个无限广阔、无限丰富发展的生活世界，另一

方面也表明与这样的世界所对应的是一种富有的、完整的、全面的人的发展。在持续不断的发展过程中，

人类开始追求更高的发展品质和生活质量，构成了追求向往美好生活的核心动力。 

3. 中介桥梁：“现实的人”的社会实践活动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2]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起源于人们日常劳动实践中，

它表达了人们对当下社会改变以及对未来社会的期待。另一方面，美好生活又需要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去

推动完成，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才能将美好生活变为现实。“现实的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是美好生活的

认识基础、发展动力与实现途径。 

3.1. 实践是美好生活的认识基础 

人类对美好生活认识从何而来？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应当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中寻找答案。马

克思在《手稿》中指出人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的类本质。正是由于这个劳动本质，使人与动物区别开来，

使人得以在一定程度上脱离自然界，不再是纯粹的自然物。在具体的劳动实践过程中，人们无时无刻不

在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目的创造出适合的对象。而人通过自己的劳动实践所创造的对象，体现了对象尺度

和内在尺度的统一，因为它凝练体现了人的意志和想法，是主体客体化的表现。打猎捕鱼，吟诗作对……

人类所有的创造性活动都是为了生活，为了更美好的生活。人类对美好生活的认识就源于人们在具体实

践劳动中对美的进一步追求。[6]而所谓的美就是人通过实践创造出来主观与客观相一致的事物，美的产

生离不开特定的历史环境，它能够代表和反映一个时代某一特定群体对未来的追求与向往。因此，随着

人的实践活动的不断提高，人的生活状态也会随之发生积极的改变。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定义和要求也会

因时而变、因事而异，具有社会历史性。人类对美好生活的认识是建立在物质生产活动的基础上，有什

么样的生产实践就有什么样的美好生活认识，脱离生产实践活动就没有人类的美好生活。可以说，整个

人类的历史就是物质生产活动的历史。因此“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尤其是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对美好

生活认识形成和发展的基础。 

3.2. 实践是美好生活的发展动力 

千百年来，美好生活的实践首先是物质生产的实践，物质生产是全部社会发展的首要前提，物质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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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依然是人民群众自身发展的社会财富力量。但有所不同的是，随着生活条件的当今民众的生活价值“已

由过于强调物质福利和人身安全，转为强调生活质量。”[7]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群众的主体需求是生

存需求，如今，人民群众的需求主要是发展需求；前者是物质活动，后者是自主活动；以往物质活动是

目的，自主活动是手段。在美好生活中，物质活动和自主活动从分离重新走向统一，人民群众创造的需

求不是为生存性的需求，而是发展性的需求，人的生产活动也不再是生存性生产，而是发展性生产。同

时，人民群众的需求存在由单一向全面，由普遍化向个性化的过渡，这样一些内在的改变都或大或小地

影响着人的主体地位、主体间性，进而影响美好生活的实践向度。美好生活不是一个静态的存在，是一

个发展变化的动态概念。随着物质生产实践的发展，美好生活的内涵和外延也在不断变化。过去人们关

注的是吃得饱不饱、穿得暖不暖，侧重物质领域的满足。现在人们开始重视民主、法治、公平、正义、

环境以及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的需要，尤其是个人权利与自由的需要。总而言之，人们对美好生活

的追求和向往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不断更新和丰富发展，“现实的人”的社会实践构成了美好生活不断生

成和发展的直接动力。 

3.3. 实践是美好生活的实现途径 

美好生活终究是一个“改变世界”的命题，其必须诉诸于实践。人类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向往起源于

实践，也需要通过“现实的人”社会实践活动去实现。一方面，实践活动具有能动创造性。实践其实就

是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人能够通过实践活动，尤其是物质生产活动，作用于外部客观对象，按照

自身的意图、目的和需要现实地改变着客观世界，使人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水平得到整体上的改进，比如

提高生产力水平、改造社会关系、改善物质条生活条件，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创造出更优越的条件，实

现对生活的超越与提升，使自身的生活趋向自己所憧憬和向往的美好生活。另一方面，实践具有超越性，

作为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实践活动不仅是人类改造现实生活、并使其能得到整体上的改善从而趋向更

为美好的活动，而且还是人实现自我提升和完善的活动，它是一个不断前进向上发展的动态过程。正是

在实践活动的接续动态过程中，人一方面展现了其自身的生活状态，另一方面还不断超越现实生活，追

寻生活的更高价值和更多的意义，由此美好生活也在不断被生成、丰富和发展，人的生活变得越来越趋

近理想，越来越美好。在“现实的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作用下，美好生活才有可能实现以及丰富发展。 

4. 根本归宿：“现实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美好生活是建立物质产品极大丰富、交往普遍化、人民思想觉悟提高的基础上

的，每个人都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即“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8]为了实现最终的美好生活目标，我们需要消除异化劳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4.1. 消除异化劳动 

所谓异化劳动，从本质上讲就是使劳动这一人类自由自觉的目的性活动变成了个体维持生存的手段，

变成了个体谋生的手段。从哲学意义上讲，异化即客体反过来控制主体。资本主义及其社会分工的快速

发展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但这些财富不是用来建设一个公正、和谐以及平等的社会。生产资料私有

制导致资本家和劳动者无不处于社会关系物化的普遍化之中，人与人之间的真诚交往被对物的依赖性所

取代。马克思将一切异化的根源归结为人与人之间构成的社会关系，把一切异化的消除归结为社会关系

的变革。在马克思看来，异化劳动是资本逻辑控制下人自身物质生产的结果。马克思指出，要想消灭异

化劳动，就得消灭私有制，资本家不再占有大量的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不再强制工人去进行超越自然

承载力的开发利用，人们在劳动中感到的不是单调和痛苦，而是丰富和愉悦。而共产主义是解决这一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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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唯一路径，也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只有消除异化劳动，人才能真正摆脱物的奴役，确立人

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从异化的需求转向真正人对美好生活需要。 

4.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扎根于马克思恩格斯共同体思想之中，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

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真正的共同体是

自由人联合体，它与私有制和阶级社会相对立，人们所创造的丰富、全面的社会关系成为人们全面而自

由发展的条件。在这种共同体中，个人将不再是处于不同“阶级的个人”“地域性的个人”，而是自由

时间充分涌现的“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是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真正具有个性的“自由

人”。[8]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一部探索实践“真正共同体”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从实践上找到了一条超越资本主义社会主导的“虚假共同体”而通向“真正的

共同体”的新路，为全球治理和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指导下，中

国在新冠肺炎疫情面前真正做到了“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

超越文明优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思想，是对中华文明深厚渊源的创造性传承，是新时代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深刻阐发了人类社会生活的价值诉求，代表了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 

4.3. 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既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终极价值目标，也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现实目标。“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

史。”[9]当代中国的美好生活不是我们最终的生活追求目标，我们所要追求的是共产主义社会，是实现

了人自由全面发展的自由王国。在这个自由王国里，人可以根据自己的主观意愿、人格需要、相对自由

地从事多种活动、发展多种能力，人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各个维度也可以相互贯通、相互协调地发

展。具体而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包含人的需要、人的劳动能力、人的社会关系以及人的个性自由全面

发展。新时代的美好生活以“现实的人”和为逻辑起点，以人的劳动实践为动力支撑，从人的需要出发

而最终落脚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要达到这个阶段，我们应该在目前阶段坚持做到立足实际、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及新发展理念的科学指导，致力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促进人与

自然、社会、自身协调发展，最终落脚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5. 结语 

美好生活不是空想，也不是终点，在一定意义上，它代表着一种开放、多样、全面、包容、崭新生

活的开启，是一种既合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又蕴含中国自身发展特质的生活样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不是抽象的，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

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10]随着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实现、人的自由全

面发展的推进，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必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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