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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由”的意义是哲学家们穷尽毕生精力探索的基本问题之一，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对自由进行了细致、

清晰的论述，即自由是历史产物，披着随心所欲外衣的自由并不是真正的自由，自由根植于每一个个体

社会生活中，在那个联合体里，个体间高度自律。让·保罗·萨特是法国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

他在其哲学思想中始终将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思想”作为主线，特别强调人的存在和人的自由，是

人类探寻自由历程中的一座里程碑。本文通过分析马克思自由观的发展过程和科学内涵，萨特自由观的

形成与核心内容，对比了马克思主义自由观，探寻萨特与马克思的自由观不同之处，对于青年正确地认

识自由，把握自由与选择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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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eaning of “freedom” is one of the basic questions that philosophers have spent their whole 
lives exploring. Marx made a detailed and clear discussion of freedom in his writings, that is, free-
dom is a historical product, and freedom in the guise of doing whatever you want is not true free-
dom, freedom is rooted in the social life of each individual, in that union, there is a high degree of 
self-discipline among individuals. Jean-Paul Sartre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rench philoso-
phers in the 20th century. In his philosophical thought, he always took the human-centered “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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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ist thought” as the main line, with special emphasis on human existence and human freedom. A 
milestone in mankind’s search for freedom. By analyzing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scientific 
connotation of Marx’s concept of freedom, the formation and core content of Sartre’s concept of 
freedom,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Marxist concept of freedom, explor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artre’s and Marx’s concept of freedom, and correctly understands freedom for young people. 
Grasp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reedom and choice has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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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主义自由观 

1.1. 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形成与发展 

马克思早期的自由观一定程度上是在继承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自由思想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和扬弃。

马克思认为，世界的历史就是人类不断实现自身自由和解放的历史。实现自由需要一个很长时间的历

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同阶段的发展赋予了自由各不相同的含义与解释。在《论德谟克利特的自

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一文中马克思指出：“自由本质上是具体的，它永远是自己决

定自己，因此同时又是必然的，内在的必然性就是自由。”[1]此时的马克思主义自由观虽然没有从人

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多方位诠释其科学含义，但都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人的自由意志是自我意识

的觉醒。 
马克思从大学毕业在《莱茵报》工作期间是马克思自由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任职《莱茵报》期间

的马克思站在广大工人阶级的立场上，通过实地的研究考察和批判社会问题，发现了理论和现实社会之

间的巨大鸿沟，并意识到这个断层产生的根本原因是阶级中存在不自由的现象。马克思认为，个人通过

劳动获得的自由，此时已变成了剥削阶级赐予的“虚假自由”，而被控制的人在更隐形层面上失去了主

体意志。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中，马克思首次阐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消灭一切剥削阶级

的奴役，这也表明马克思主义自由观是唯物主义的自由观。 
马克思认为社会中的人和动物唯一的区别就是人具有社会意识，而且人必须凭借自己的实践活动来

改变外界环境，以此满足人的需要。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异化活动把自主

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2]这标志着马克思自

由思想进入成熟时期。人的存在，在马克思看来就是“物的依赖”的存在，不是自由、自觉、自为、自

主的存在。要想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必须主动认识必然，利用必然对社会加以改造，同时在改造社

会的基础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1.2. 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科学内涵 

在马克思的众多著作中，虽然没有对于自由进行特定的规范性论述，但是马克思的自由观体现在他

的很多文章中。马克思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曾经非常深入的讨论过自由。另外，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

判》中提出：“人的自由是与动物相区别的，而不是原始人的自由，是属于人类社会自身的自由。”[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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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恩格斯对于自由的概念也进行了明确的论述，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提出：“自由

是实现纯粹的人道，实现普遍利益，自由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4]可以看出，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研究阶段，对于自由已经有了清晰的论述。 

马克思生活在欧洲工人运动的历史时期，他看到了欧洲工人生活的悲惨现状后，对人存在的意义进

行了深入思考。马克思明确指出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在于人的类本质。人的类本质是马克思对人本质的

探讨，人人都能平等的实现自己的类本质是马克思追求的理想境界。因此，实践作为人的类本质的表现

形式之一，人实现自由就意味着人能够主动地进行实践。马克思通过“异化”理论，阐明了人的类本质，

指出实践活动才是人的类本质。马克思还论述了人主动进行社会实践的两点要求，第一是实践的人必须

是社会中的人；第二是自由人的实践必须是主动的。 
在马克思看来，人要积极主动地从事实践活动，首先要进行社会活动以获得对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

其次要学会利用时间条件和空间条件，把握客观规律，达到对规律的必然性认识。人们要进行实践活动，

实现自由，就要在尊重时间、地点和条件的前提下实施。马克思揭示了社会中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平等现

象产生的根源，进一步提出了人真正实现自由发展的前提是人人平等，也就是人类要实现自由就要获得

人人平等的发展机会。首先，马克思指出社会分工必然导致私有制的产生。私有制的出现使得生产力、

社会状况和意识彼此之间的矛盾激化。其次，马克思揭露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的不平等，马克思对古

典政治经济学中已有的概念进行重新解释，从根本上指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存在的不平等。马

克思认为自由并不是绝对的，只有在确保人人平等的前提下每个人才能实现最大程度的自由才是真正的

自由。在马克思看来，人人平等包含人人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人人享有平等的发展机会两方面。 

2. 萨特自由观 

2.1. 萨特自由观的形成与发展 

二十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注重人的存在的一个时期，在这期间形成了包括存在主义在内众多的理论

流派，让·保罗·萨特(1905~1980)是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之一，萨特围绕着人类的存在和自由之谜展

开其哲学思考，作为存在主义代表人物，他的观点吸取了凯郭尔、海德格尔和胡塞尔等人的学说，开创

性的建立自己的存在主义哲学体系。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不仅仅体现在他的哲学理论当中，他还将这些

思想体现在其文学作品及生活中，萨特的一生遵循着自己的学说，勇于追求公平与自由，对于自由的剖

析尤为深刻。 
在 1943 年萨特问世的巨作《存在与虚无》中，他全面地论述了“存在”这一概念，指出了“人即是

自我的存在，具有超越的特性”，他认为人永远处于变化之中，尤其是在时间的流逝之中。除此之外，

萨特还将这一理论与人的自由连接起来，在书中提出了核心的论点“绝对自由说”。萨特的存在主义哲

学理论体系始终贯穿着人本主义思想，将人的存在与人的自由作为中心论点展开各种论题。关于萨特的

自由观，简单来说他认为人是自由的，人的存在就是人的自由，人的存在先于人的本质；人的自由通过

人的行动和选择体现出来，自由、选择与行动三者的关系密不可分；由于意识是否定的、自由的，所以

个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去选择和行动，这也造就了人们生活中普遍的矛盾，由此得出了“他人即地狱”的

论断。 
萨特在早年学习哲学时，就开始自主地接受笛卡尔哲学思想的熏陶，他被笛卡尔伟大的哲学思维所

折服，所以，萨特的存在追忆理论是以笛卡尔的“我思”为理论起点的，萨特指出，人们可以通过“我

思”去寻找一个绝对真实的自我意识。当然，对于笛卡尔的“我思”，萨特是持辩证观点看待的，他认

为笛卡尔把意识当作实体的看法是十分片面的，萨特认为意识出于它能够自我显现的功能，才能够存在。

萨特从黑格尔所说的意识内部的活动开始了对人存在的探索，意识去主动认识外在的、客观的、现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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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通过这样的一种认识造就自身真实的存在。 
海德格尔认为世界上所有的存在物的存在是以人的存在为基础的，如果没有人的存在，其他存在物

的存在也就是不可能的，因为只有通过人的存在其他存在物的存在才能显现出来。萨特从海德格尔关于

人的存在与本质的理论得到深刻的灵感，加上萨特对人的存在及本质的理论研究基础，他提出了他的著

名哲学命题：存在先于本质，这无疑是对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从总体上看，海德格尔

的“存在论”思想给予了萨特很多的参考。 

2.2. 萨特自由观的核心内涵 

2.2.1. 自在的存在与自为的存在 
“意识的意向性活动”这个概念来自于胡塞尔，凡意识总是为对某种事物的意识，我们对于外部世

界所有的认识，亦即马克思所谓的意识的对象性活动。外部所有的客体都与主体建立了联系，能够成为

我们意识的物体才能建立联系。意识何以构成对象都取决于意识的意向性活动。我们的意识为什么会把

事物作为对象呢？基于意识本身主体和客体之间存在的一种普遍的相互的联系。这样的一种联系把意向

活动的对象连接起来，这样的连接意味着什么？萨特指出，意识的意向性所显示的是意识的超越性，我

们对外界的所有认识、改造、把握，显示的首先是我们意识的超越性。意识去认识外在的、客观的、现

象的事物，通过这样一种意识去造就自身真实的存在。包括海德格尔和胡塞尔在内的哲学家，都非常强

调纯粹意识和先验自我，原因就在于此，我们主体自身有超越的愿望。从这样一种意向性活动，我们去

认识非自身的事物，通过这样一种认识，去造就意识本身真实的存在，其实是一种外化。 

2.2.2.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就在于在自为的主导作用下，人不断地超越自己，海德格尔

的《存在与时间》中讲到：“我们自为的存在是一种不断处于设计、筹划和选择中的存在。”那么人以

外的一切在者，都是现成的、既定的东西，是已经被规定了的东西；但人的存在恰恰相反，人的存在是

不断超越自我，所以人的存在，即此在的本质是他的能在和将在。所以海德格尔说：“此在总是它所能

成为的东西，总是按照它的可能性存在。”海德格尔谈到人此在的状态时，谈到了焦虑，一个人面临着

各种各样的焦虑，当焦虑值最大时，逃脱不了对死亡的焦虑。我们终有一天是要死去的，但是如何在死

前好好地的活着，即海德格尔所谓的“向死而生”。存在的秘密在于时间内，在于我们怎么样看待我们

所存在的时间性流动中，这也就引出了萨特所说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在这一点上，海德格尔与萨特的观点很相似，他的观点是，通过承认我们在“虚无”之间的不确定

性，我们能够聪明地、哲学地活着。他的自由观认为：人活着没有天生的目的，但平时人们被社会加给

人们的东西所包裹，从而生活在社会赋予的人生意义中，但实际上这并不是本真的生活，如果我们可以

认识到死亡地活着，我们就会了解到自己的存在，从而接近本真的去生活。以存在主义的自由观来看，

即使一个选择没有结果，但只要遵循着本心去选择和生活，那么生命本身的存在，就已经赋予了这些选

择以意义。 

2.2.3. 存在先于本质 
萨特把个体的自由理解为一种对生存困境的不断抗争，对现存的超越，对责任的承担。亦即存在先

于本质。人既不是指向过去，因为往事不可追，也不是指向未来，因为往事不可见。人是指向现在的，

在萨特看来，现在是一个虚无，虚无意味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因为过去不能改变，将来还未来到，现

在将过去和将来连接起来，现在唯一能把握的就是实现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一个人到底要成为什么样的

人取决于它的谋划、选择和设计，人的本质、人的能在和人的将在都出于人的自由选择。萨特所说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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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概念与其他哲学家自由的概念是不同的，他指的是人的意向性活动，也即是说从我们人的主体性和主

观性出发，我们对于现存的存在可以进行各种各样的随意选择，在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当中，他是不

考虑任何外在的客观条件的限制，更多的强调人抛开外部社会的各种各样的客观条件的限制，仅仅从自

我的纯粹意识出发，我们能进行的自由选择，对可能性进行一一排列，然后在根据外部条件的限制，去

选择最合适的可能性。在这里，首先要实现人的自由选择，萨特非常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他认为，自

由不是人的存在的某种最佳状态，不是先有人的存在，再有人的自由，而是人的存在本身赋予了自由，

因为只要有人，只要有人的意识，就会有自由。萨特指出人注定是自由的，人注定是要自主选择的，谁

也逃脱不了，自由是人注定的命运。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指出了存在先于本质，亦即自由先于本质，

因为正是人的自由先于人的本质，所以造就了人的本质成为可能，如果人没有自由也就无法创造自己的

本质，人的本质悬置于人的本质，自由是人的宿命，选择自己的存在与将在，也就是说人从一开始就只

是是作为纯粹的主观性和各种各样有质的规定性特征，比如人的才能、特长、职业能力等等，所有这些

因素都是作为自由的人按照人的意愿选择的，萨特指出人的一切特性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上帝造就

的，人是自己造就自己的[5]。这与马克思所说的历史不外是人自己创造自己的过程是相通的。葛兰西在

《狱中札记》中指出：“整个历史不外是人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6]人的存在先于本质使人与物区别

开来，物总是消极被动的，在在的存在指的是外部的物，没有自由活动，不能够自己造就自己，物的本

质是当它们作为人的对象的存在时，由人赋予它们的，所以自在的存在的本质先于它的存在。存在先于

本质本真意义是不受本质约束，不断进行超越。 
作为自为的人的意识，由于意识总是趋于不断变化的，不断要超越自身的并实现可能性的，但是整

个世界外在的物的存在常常是具有粘滞性的，也就是其带有不变性与束缚性，包括物的规范，如社会规

范、法律与伦理道德等等。当自为与自在连接的时候，自为总是试图把握自在，达到与自在的统一，但

同时又拒绝自身的物化，这两者由于自身特性不同，而产生了内在的排斥，而这种内在的排斥会使人产

生不舒适感，如果无法调节这种排斥，萨特所谓的“恶心”的症状就出现了。 
萨特的哲学理想是人的自为的存在不能将之限定于任何本质当中，无论任何本质都是人类超越的对

象，这种超越的自由观在萨特身上是有鲜明体现的，他与波伏娃的开放式关系，他不接受官方的荣誉，

都体现了他不拘泥于限定的本质。萨特一生有很多著作，但是他的《辩证理性批判》只有第一部，没有

第二部，他晚年对于福楼拜的文学评论并没有完成，他认为终结就意味着被本质所限，定性就意味着自

由的消失，只要人活着就具有无限可能性。萨特这样做的意义是将人与物区别开来，维护人本来的地位，

给人以尊严，强调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并鼓励人们追求自由，并批判了有神论与普遍人性论，即理性主

义哲学所讲的人性本善或人性本恶或善恶兼有，萨特却认为没有人性这个概念，只有人的选择决定会成

为一个人什么样的人。 

2.2.4. 自由与责任 
萨特指出自由与责任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既然人是自由的，那么人就是应负责的，不仅要对人

所选择生活方式负责，而且要对其生活于其中的世界负责。例如一个战士只要登上战场，就是把民族的

战争当成了自己的战争，每一个战士都要负责任，对自己负责就是对所有人负责；人在为自己做出选择

时就是在为所有人做出选择。弗洛姆在《逃避自由》指出：“人无法承受自己的自由，所以要将自己淹

没在众人之中，以避免做选择。”萨特指出在创造一种“我希望人人都如此”的形象中，在模铸自己时，

我模铸了人。如果我们并没有意识到，那么自由与责任并不会成为压倒一切的重担，但是，萨特指出我

们终究会意识到这种自由与责任，事实上，我们通过各种痛苦的情感，直接地、持续地意识到它们，在

大多数时候，抑制我们去感受痛苦的是我们的自欺[7]。这个自欺其实也是将自己淹没于常人之中，不去

做选择，不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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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萨特自由观与马克思主义自由观之比较 

3.1. 思想体系不同 

任何一个哲学家、任何一种理论都是处于其所处的历史背景中的，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可以

看出，马克思彻底地清算了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关系，他和恩格斯站在了客观唯心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的

对立面，在批判的同时，也间接对旧唯物主义进行了批判。 
审视萨特的自由观的理论前提，是从他的哲学思想的发端之处洞察其自由思想在哲学的基本问题上

的立场，从根本性质上看，萨特始终坚定不移的认为意识先于物质，那么他的自由观毋庸置疑是唯心主

义的自由观，因此他的自由观的理论前提始终是属人的[8]。正因为萨特将人的位置放在其自由观的中心，

故此我们对其自由理论的批判也应从这个最基本的角度开始。萨特将人的意识视为第一性的东西，决定

着人的一切以及其他一切事物，萨特的自由观便是唯心主义范畴内的价值观。 

3.2. 阶级属性不同 

马克思所谈论的自由的概念界定，人能够积极地进行实践，把握客观性规律以及人能够把握客观规

律等等，都是在阶级对立的背景之下进行考量的，马克思所处的历史时代，以及他自身所代表的阶级决

定了他的自由观发展阶段及其基本内涵，由于马克思所代表的阶级立场是无产阶级的立场，所以映射出

来的思想是反对资产阶级的统治，通过每个人的自由来实现全人类的解放的自由观。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作为战败国，军事力量大受打击，处于内忧外寒的境地，德国的资产阶级

充满了忧愁、烦恼等负面情绪，正当这时，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与萨特等人的出现对德国资产阶级

的精神危机从理论上加以拯救，提出了“存在本体论”为主旨的存在主义哲学，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

时德国资产阶级的精神需要[9]。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初出茅庐的萨特怀着强烈的哲学与文学情结进

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那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萨特；其终身伴侣波伏娃在

《一个循规蹈矩的少女的回忆录》中，对此有相当篇幅的描述。剧波伏娃回忆，1993 年，比萨特先入存

在主义现象学之门的雷蒙·阿隆对萨特这样说：“小朋友，你如果是一个现象学家的话，就可以对一杯

鸡尾酒大做文章，从里面弄出一些哲学来。”可以看出萨特所处的历史阶段以及他自己的人生追求决定

了他的自由观。 

3.3. 本质不同 

马克思认为，自由和必然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人们并没有完全认识到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在

具体实践活动中，一旦我们违背了自然和社会规律，我们的实践活动必然遭到阻碍，因而也不会得到真

正的自由。马克思说提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非随心所欲地创造、在他们自己选定背

景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创造。只有实现了目的性和规律性的统一，才能在实践活动中

达到预想的目的。因此，获得自由的根本途径是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以达到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目的。 
萨特把人与其他事物分别开来，提出了“存在先于本质”的命题。他认为，意识具有可塑性，每个

人天生像一个空的瓶子，正是因为这种虚无，所以存在无数种可能性，之后才用自己的意志来创造自己

的本质。萨特不承认客观事物以及自然历史规律的存在及其作用，把自为的存在当成一切事物的起因。

他非常强调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所以萨特的责任是主观性的绝对责任[10]。责任成了自由的一种表现形式，

因此萨特的自由是主观且绝对性的自由，即主观绝对的自我超越。 

4. 总结 

马克思的自由观与萨特的自由观在思想体系、阶级属性与本质上存在的根本的区别。马克思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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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是积极的、实践的自由，对于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正确认识马克思的自由观，不仅能够

促进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稳步迈向共产主义，也能够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中“自由”的涵义。萨特

的自由观对于我们正确的认识自由，把握自由与选择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帮助，特别是对于青年的人生

观具有很大意义上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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