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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的解放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贯穿马克思整个理论体系的方方面面，是马

克思理论体系的一条红线，是马克思全部理论思想的出发点、落脚点和归宿，同时也渗透到马克思理论

思想的方方面面。人的解放既是一种理想，也是一种发展现实，因此在人的解放上，我们要坚持理想与

现实的统一，不能急于求成、急躁冒进，也不能丧失信心、迷失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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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uman emancipation is formed in the process of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arxism. It 
runs through all aspects of Marx’s theoretical system. It is a red line of Marx’s theoretical system. It 
is the starting point, foothold and destination of all Marx’s theoretical thoughts.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penetrates all aspects of Marx’s theoretical thought. Human liberation is not only an ideal, 
but also a reality of development. Therefore, in the liberation of human beings,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unity of ideal and reality. We should not be impatient for success, rash progress, lose confi-
dence and lose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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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从本质上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关于人的解放的学说，是马克思毕生为之奋斗的崇高理想。人类社会

发展过程是人实现自我解放的发展过程。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人类解放的实现，是从必然王国向自由

王国的飞跃，是人类从支配他们生活和命运的异己力量中解放出来。而人的解放指人实现自由而全面的

发展。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思想不是乌托邦式的空想，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向前推进，是一个动

态的运动过程。人的解放思想以现实的人为基础，人的解放的本质是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通

过劳动解放、社会解放和人的个性的解放，从而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 

2. 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2.1. 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的形成 

马克思出生于莱茵，是德国经济政治最发达的地区，思想较为开放，加上法国大革命的影响，马克

思的民主与自由思想更加开放。马克思的父亲受到 18 世纪启蒙运动的影响，家庭环境也给予马克思自由

的影响，这些都表现在马克思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这篇文章是青年马克思思想

发展的开端，他把个人职业与全人类幸福紧密结合在一起，表现了马克思为人类服务的决心和崇高的职

业观。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中对伊壁鸠鲁和德谟克里特的哲学进行了比较，纠正了人们对伊壁鸠鲁哲

学的偏见，对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的偶然性即“自由”理论进行了研究，突出了伊壁鸠鲁哲学的重

要性，至此“人的解放”、“人的自由”理念深入青年马克思的心中。从中学毕业论文到《德法年鉴》

时期，马克思抽象的表达了对“人的解放”思想的认识。 
对马克思的人的解放思想起到影响的还有黑格尔的理性批判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黑格尔崇尚理性主

义，用理性来代替宗教，认为宗教不过是绝对精神发展的一个阶段，是理性的表现。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哲

学的理性原则，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从理性原则出发，揭露了有产者和法律的伪善。但在《莱茵报》

斗争失败后，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产生了质疑，从而重新研究了黑格尔法哲学，由此转向唯物主义，走上了

批判黑格尔法哲学之路。费尔巴哈抛弃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用现实的“人”代替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认为不

是神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宗教[1]。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创造了神，然后对神进行崇拜，这就颠倒了人神

关系，他认为宗教不过是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所以费尔巴哈极力否定宗教神学，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

马克思高度评价了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批判作出的积极意义，他认为“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

[2]。只有实现了宗教的解放，才能将人从宗教的禁锢中释放出来，为政治解放而奋斗。在《黑格尔法哲学

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明确地指出“德国唯一实际可能解放是以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为立足点的

解放”[3]。马克思认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但此时马克思还未真正形成自己的哲学体系。 

2.2. 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的发展 

在黑格尔法哲学影响下的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影响下，马克思的人的解放思想初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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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解“人的解放”的初步含义后，马克思开始从理论上进一步阐明。 
在《1844 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特别是对“异化劳动”的研究，

从的四个方面来阐述“异化劳动”，即劳动者同自己的产品相异化、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人同自己

的类本质相异化和人与人的异化。马克思通过对资本异化的研究，得出资本主义私有制必将消灭和共

产主义公有制必然胜利的结论。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

“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非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

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4]。但在私有财产运动中，人的物化越来越严重，只

有消灭私有财产，才能真正占有人的本质。但是共产主义不是一个目标，而是现实运动，“共产主义

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

环节”[5]。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

是他们现实生活过程”[6]。这让马克思意识到人的解放的根本途径是实践，把物质生产原理作为唯物史

观的基础和出发点，从而与以往的一切唯心主义划清了界限，标志着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正式诞生，也标

志着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的正式形成。1848 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它是把

马克思主义与无产阶级改造旧世界的革命斗争结合起来的第一个尝试，以无产阶级作为物质基础，从无

产阶级斗争中汲取经验，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生机勃勃的理论，从此共产主义运动有了科学的旗帜，人

的解放思想也开始走向与现实的结合。《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人的解放的最终形成。在《共产

党宣言》中，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

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马克思认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

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7]。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共产

主义的特征。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人的解放理论形成的标志，而《资本论》的发表则是对人的解放理论的系统

检验和证明。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建立了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为人的解放思想走向成熟奠定了理论

基础。马克思在《资本论》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揭露了资本对工人的剥削以及资本剥削的秘密，

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结论，并把共产主义社会看作人彻底解放的社会。马克

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全面论证了人的解放的含义、作用和实现条件，使人的解放思想得

到科学的证明并走向成熟。 

3. 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的科学内涵 

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不仅是一个价值理念，它也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人的解放的实质就是实现人

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将人还给人自己，使人从劳动、社会和个人中解放出来，获得个性的解放和自我的

全面发展。 

3.1. 劳动解放 

劳动解放意味着人的劳动能力得到彻底解放和全面发展。马克思认为，正是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使

人从动物界中提升出来，形成独立的人。人的解放的实质上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因此每个人的全

面发展首先是劳动能力的发展。劳动是人的本质，但在私有制条件下，人的劳动发生了异化。在异化劳

动中，人的能动性丧失，使人沦为异己的物质力量的工具，从而人的个性得不到全面发展。只有在消灭

旧式分工和私有制的社会中，劳动者才能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结合，人们才能够适应不同的劳动要

求，人们只有不再把劳动当作谋生手段，才能从劳动中彻底解放。马克思认为，劳动解放的实质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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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各个时期，自主活动和物质生活的生产是分开的，这是因为他们是由不同的人承担的，同时，物质

生活的生产由于各个人本身的局限性还被认为是自主活动的从属形式”[8]。因而劳动解放的动力不是来

自外部的强制力量，而是来自于劳动本身，来自于异化劳动本身积极力量和消极力量的斗争。因此，人

的解放首先是劳动能力的彻底解放和全面发展。 

3.2. 社会解放 

社会解放不仅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而且要在此基础上大力发展生产力，为

人的解放奠定一定的物质基础。 
马克思认为，“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8]。因此人在社会中的发展和

解放首先是指个人在社会关系上的全面丰富和社会交往的普遍性。人的社会解放是人对自己本质的真正

占有，是人的各种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

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9]。这表明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产生，并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存在和

发展。任何人都脱离不了复杂的社会关系，人是在一定生产条件下从事物质生产和交往活动的现实的人，

在交往活动中，人们会不自觉地发生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宗教关系等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只有生活

在一定社会生产关系中的人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各种力量才能从社会关系中直接表现出来。人必须排

除外在性、异己性的社会关系，必须“联合起来的个人”共同占有、支配和控制他们的社会关系。人的

解放包括对各种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如果人能够在社会关系面前对社会关系自由自觉地加以控制，并

使之成为与人的全面发展相适应的社会条件，只有克服了社会关系的狭隘性，才能实现人的解放，即人

的全面发展。 

3.3. 个性解放 

个性解放是人从自身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表现为个性的自由和个性的解放。在马克思看来，个性的

解放表现为一种自主的状态，是指人能够摆脱自己的生存条件完全受偶然性支配的状态，在一定程度上

能够自觉控制自己的生产条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将人分为“偶然的个人”和

“有个性的个人”。“偶然的个人”是受外在的、异己的力量统治而失去独立性和个性的“异化的人”，

“有个性的个人”是摆脱异化的独立自由全面的“真正个人”。人的解放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从“偶

然的个人”逐步过渡到“有个性的个人”，因此，人的个性的解放应在劳动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基础上，

使人从自身束缚中解放出来，获得自由，这样每个人潜在的潜力、才能和个性才能得到最充分、最全面

的发展和发挥。因此，马克思认为，无产者要实现个性的解放，“就应当消灭他们迄今面临的生存条件，

消灭这个同时也是整个迄今为止的社会生存条件，即消灭劳动。因此，他们也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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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如果人的个性得不到解放，社会本身也就得不到解放。 

4. 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的当代意义 

4.1. 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不健康的发展会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习近平强调：“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人的

解放离不开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和持续繁荣，只有坚持人的

主体性与自然的客体性保持平衡，坚持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

保证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的现代化：我们

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种全新的现代化生态理论是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与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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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相结合的产物。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经济建设和生态建设才能够达到平衡，这样不仅利于人的全面发

展，还有利于自然的发展。 

4.2. 促进文化建设 

人的解放思想的发展促进了良好的文化氛围。人的解放不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上，其文化也不断丰

富发展。先进的文化能丰富人的精神世界、增强人的精神力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当今世界不仅仅是

经济和政治的比拼，文化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也越来越突出。人的解放的不断发展也使得文化建

设不断加强，文化建设的加强能够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使人们的精神世界更加充实，

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先进文化的建设，有利于各民族不断增强自己民族文化的向心力、凝聚力，在

全社会培育和谐精神、倡导和谐理念，形成共同的道德规范和道德理念，因为“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

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11]。人的解放对于文化强国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4.3. 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和谐社会是马克思主义者不

懈追求的理想社会，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善、充满活力、安定有序、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战略目标，把和谐社会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

一起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由三位一体发展为四位一

体，使中国的发展模式更加清晰。人的解放思想的实质是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建设和谐社会，必须

要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在经济发展

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从而更好的促进人的发展，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

面发展。建设和谐社会，必须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大力发展国家事业，这是国家长治久安、

人民生活幸福、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 

4.4. 进一步推动经济建设 

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必须要有坚实的经济基础。马克思认为，人的历史存在形态经历了三个阶段：

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人的依赖关系占统治地位的人的依赖阶段，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物的依赖

关系占统治地位的人的独立阶段，以“产品经济”为基础、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和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

人的发展阶段。人的依赖关系发生在自然经济阶段，这一阶段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尚未从自然中解放

出来，缺乏人的独立性与自主性，人与人之间有着很强的依赖；物的依赖关系发生在商品经济阶段，在

这一阶段，生产力迅速发展，商品经济取代了自然经济，货币的出现模糊了民主，人逐渐摆脱了人身依

附关系，拥有了相对的独立性与自主性，虽然人摆脱了人的依赖，但在商品交换中却陷入了物的依赖性

中；人的发展阶段发生在产品经济阶段，即共产主义社会，这一阶段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财富极大丰

富，人们将在丰富的社会关系中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成为拥有自由和独立个性的人，只有在这一阶

段，人们才能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一历史演变揭示了人的历史存在形

式和社会生产实践在逐步向前发展。当人们的吃穿住行还没有得到充分保障时，社会就会存在矛盾，人

的发展就只能停留在衣食住行上，人就得不到全面发展。当社会经济高度发达，人们就会有更多的金钱

和时间来丰富自己，从而使人的个性全面发展和人的自由得到解放。换句话说，只有经济保持健康、平

衡发展，人们才能实现更多程度的自由和全面发展。 
我们要认识到人的解放的实现是一个漫长曲折历史实现过程，在奋斗的过程中，我们不能急于求成、

急躁冒进，也不能丧失信心、迷失方向，要脚踏实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本国实际，一步

一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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