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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共同体是社会发展基本历史范畴，对共同体的认识和发展最终统一于人的自

由而全面的发展中。马克思恩格斯坚持以唯物史观的立场，梳理共同体不同发展阶段的历史特性与发展

规律。对不同形态的共同体的剖析与划分过程，深刻体现了其共同体思想批判与构建的致思逻辑，科学

与价值相统一的衡量尺度，民族与世界结合的历史视角。马克思发展共同体思想的核心内涵，对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路径明确方向指引，价值遵循和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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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erman Ideology points out that the community is the basic historical category of social de-
velopment, and the understanding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ty are finally unified in people’s 
free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Marx and Engels adhered to the posi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o sort out the histor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laws of the community at different de-
velopment stages. The analysis and division process of different forms of community deeply reflects 
the thinking logic of its community ideological criticism and construction, the unified measure-
ment scale of science and value, and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f the combination of nation and 
the world. The core connotation of Marx’s thought of developing community defines the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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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and basic principles for the specific practical path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
ture for man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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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为全人类谋求未来发展，也是要依靠全人类的智慧来实现。在这个过程中，《德

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共同体思想依然没有过时，仍然对汇聚人类力量起着重要作用。人

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作为实现马克思恩格斯“真正的共同体”这一构想的时代表达，在思想上继承发展马

克思恩格斯的伟大构想，在事实上创造性的提出实现这一构想的伟大路径。 

2. 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的共同体思想 

共同体是指人们聚集或存在的形式，“可以是实体，也可以是一种关系”[1]。马克思恩格斯从现实

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对立与统一出发，以所有制的变化为线索，按照社会形态演变的历史规律，形成

了对共同体的深刻认识与其发展规律性的把握。 

2.1. 自然的共同体：历史中的孕育与蜕变 

自然状态下结合的共同体，一般认为是早期人类需要克服恶劣的自然环境，提升作为个体的人的生

存能力，而自觉地或不自觉地的形成的原始部落联合状态。这种联合方式或组织形式往往是以家庭为起

点，通过通婚联姻，逐渐以扩大化的家庭所形成的部落而最终组成的共同体。处于完全自然状态中的人，

以自然的共同体所能提供的基本生存方式，慢慢从动物状态脱离，提高了个人的生存能力，尤其是增加

了原本较为弱小的人的生存机会。个人的任何活动都不是能够脱离共同体而单独进行的，自然的共同体

中的个人作为共同体中不可分割的单位元素，任何个人活动通过共同体实现，结果又作用于共同体自身，

内生出一种原始的强大的生产力，“也是人和自然的统一的体现”[2]。 
自然的共同体本身代表着更强大的生产力，其结合与形成也是由其生产力发展状况所决定的。因此，

自然的共同体其范式也会因为环境的变化和私有制的完善程度而呈现出不同特点。马克思恩格斯用系统

地眼光在所有制形成的过程中结合特殊历史阶段，科学的划分了包括氏族共同体等几种典型的共同体形

态。马克思在《形态》中指出这些共同体形式在大多数历史阶段内是广泛存在、相互影响的。 
从《形态》中对自然的共同体状态的解释，不难得出这样一个论调：与其把自然的共同体作为一种

特殊所有制形式下的共同体存在，倒不如说其本身是作为从原始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向一个更完备的方向

逐步发展和蜕变的组织状态的某个阶段或过程。也正因如此，以个体的人之间的需要和对自然的依赖为

主导而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会随着自然的共同体自身的逐步发展壮大而濒临崩溃瓦解。个体和共同体之

间又将以何种形式再次统一和发展为更高级的形式，还需要等待纯粹的私有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淬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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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虚幻的共同体：特殊利益与普通利益的分离 

在《形态》中关于共同体思想的众多论述里，虚幻的共同体思想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是从自然的

共同体中脱胎出的具有顽强生命力的共同体形式，是进步的，是前景旷阔的。虚幻的共同体中又孕育和

积蓄着革命的力量，迎接个人与共同体更加统一的新形式。经过这个特殊阶段，才能获得真正共同体实

现需要的条件。 
《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道破资产阶级国家内部多个政党派之间争斗的自由权利，“不过是一些虚

幻的形式”[3]。在这里，自由不再具有普遍性，因为对于阶级社会中处于被统治的阶级成员来讲，这样

的共同体不止是虚假的，而且对其本身而言是崭新的桎梏。马克思恩格斯对“虚幻的共同体”的探索历

程和认识过程，是以“市民社会共同体”为其逻辑起点，考究资本主义“虚幻的共同体”中资本助推历

史发展的“助力器”作用，使它徒有虚名[4]。揭示“虚幻的共同体”其真实内涵是少数人的特殊利益从

社会的普遍利益中逐步分离的产物。 
虚幻的共同体是当前人类社会仍然存在的共同体形式，其出现是必然的，其灭亡也是必然。从马克

思恩格斯借助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审视“虚幻的共同体”的过程中，清晰阐释了其内在的合理性，这

也便于反思当下人类社会发展面临问题。深刻剖析虚幻的共同体的矛盾性，还有助于深入理解“真正的

共同体”的内在逻辑。 

2.3. 真正的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 

虚假的共同体实现了对自然的共同体的扬弃，把人对人的依赖中解脱出来，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人

们身处虚假的共同体中时，常常又会被各种假象所迷惑而陷入对“物”的倚赖，进而发展成依附于“物”

的存在。内在的虚幻的共同体利益矛盾无法消除，随着矛盾进一步放大，这就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如何实

现个人的真正自由，人类自身的未来究竟应该是何种形态才更为符合人类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对真正共同体的描述并非是乌托邦式的空中楼阁，也不是纯粹伦理的玄妙假思，而是

指向人的最终解放——自由人联合体。首先，人们在共同体内能够获得充分的发展，这里不再有阶级对

立和压迫，不再有以个人特殊利益的结合。其次，人们因为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摆脱自然界对人类的舒服，

劳动分工的消灭也带走了劳动对人本身的异化，让个人劳动回归其自由自觉的本质。“人和自然界之间，

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5]。 
“《形态》中将人与社会高度一致的真正的共同体形态指向共产主义社会”。它是马克思基于人类

历史发展对未来社会做出的合理的预测，有着极高的可操作价值，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对于社会发展规

律的清晰把握。 

3. 构建真正共同体的理论指引 

马克思恩格斯对历史上各个阶段共同体形式的探求最终指向真正共同体的方向，其对共同体发展演

变过程的剖析中，闪耀着追寻真正共同体道路的基本方法和原则。揭示资本主义社会虚幻的共同体的内

在矛盾，站在民族与世界统一的世界史观上，以批判与构建的强大逻辑，紧紧把握科学与价值的尺度，

从矛盾的化解中指明真正共同体的方向。 

3.1. 批判与建构相统一的致思逻辑 

区别于其他共同体的研究，马克思恩格斯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始终以现实的人为目的和归宿。“在

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6]。对虚幻的共同体的批判，同时也是对西方哲学中抽象的人和空

洞的思辨的批判，但是仍然坚持了理性批判的基本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在唯物史观的角度批判其虚假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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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同时，指出它存在的必然性及必要性。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伴随着分工的深化和私有制的巩固，共

同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界限日益清晰，矛盾冲突不可避免。在化解矛盾冲突的过程中，通常以集体和

国家的形式组成虚幻的共同体来限制冲突的蔓延，每一个欲接替旧统治阶级统治的新生阶级，都是把该

阶级的特殊利益粉饰为“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在《形态》中对“自然的共同体”的批判性认识，

清楚地指出了“自然的共同体”的优越性和历史局限性。以历史发展的锐利眼光，审视当时资本主义制

度中共同体的内部矛盾，梳理“虚幻的共同体”的历史发展脉络和阶段特征。在对“自然的共同体”历

史的探究，以及对“虚幻的共同体”现实的揭露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真实材料，为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

共同体的设想提供了充足的理论依据和全新的历史视角，为人和未来社会的指明了发展路向。 
阐释共同体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历史演变时，马克思恩格斯拨开繁杂社会关系的迷雾，牢牢地

以物质生产方式为着力点，从两个方面，在批判中构建起真正的共同体意蕴。 
首先，共同体作为人们生存发展的历史范畴，其性质是由人的本质决定的。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

共同体，即为了满足人们实际需要而开展具有分工协作性质的物质生产活动是共同体的根本属性。尽管，

诸多内容不一的共同体样式历史性地呈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但是，无论是从宏观人类文明进程的

角度，还是从历史发展的向度，来审视与批判人类从古到今各类形式的共同体，我们都不难厘清它们与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矛盾运动的紧密联系。其次，共同体自身所涵盖的功能又反作用于个体本身，最

终实现人的本质发展。一是物质生产功能。个人的利益究其根本是通过物质生产表现出来的经济利益，

人们在物质生产活动中，共同体的联合壮大一定是能尽可能的增加财富，不断满足各方的需求。二是政

治调节功能，公社或国家等政治共同体，能够增强人们对共同体的认同感，凝聚共识，进而完善共同体

内部治理结构、提升治理效率，保持共同体的稳定持续运作以达到共同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动态平衡。三

是文化涵养功能，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状况涵养不同的共同体文化，特定历史阶段的共同体文化所表

现出特定的语言风俗习惯、文化背景和身份认同对共同体中的个人具有教化育人、坚定信仰的作用，这

些作用也反过来塑造共同体本身。 
由此可以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对历史上的共同体形式的批判不是停留在理论上的批评，其目的在于

建构一种真正的共同体，而这种共同体的依据和来源，正是在对以往共同体的批判中合理部分的继承和

矛盾的突破中，所形成和发展而来的方案，实现了对共同体辩证的扬弃。 

3.2. 科学与价值相统一的衡量尺度 

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对共同体的考察，是坚定的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坚持主观与客

观相统一与社会实践的基本原则。既有物质生产方式作为共同体发展历史考察的科学尺度，也包含个人

与共同体相统一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归宿的价值标尺。在对个人和共同体统一形式的设想便不再是一

般的、抽象的虚假的表达，而是以全人类发展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维度下的把握。 
马克思恩格斯在完善共同体思想的过程中深刻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共同体是包含在社会历史

范畴内的共同体形式，作为社会历史范畴的内涵，每一种形式的共同体都有明显的与之对应的社会制度

和所有制形式。例如，虚幻的共同体是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而出现，真正的共同体是因为公有制的完善而

实现。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作用下，伴随人类每一次社会实践不断向前推进，经常激化生产力和生产关

系的矛盾运动，从而引起共同体模式的变更。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们解放自身的过程也

是消灭阶级、消灭私有制的过程，是人类社会历史演变不可避免的结果，是科学的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

律的。 
除此之外，马克思恩格斯对个人与共同体统一的路径考量时，不仅有着对人类社会发展有着规律性

的把握，还有对个人的联合体实现的价值评判，二者之间的综合考量形成的历史合力也把科学与价值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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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这样一种设想。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对个人的发展而言，每个人都应该享有平等的机会和权利，

而不是归为少数人享有建立在牺牲大多数人发展利益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每个个体是以个人占有的方

式和激发自身本能力量的手段为起点与归宿的本质力量的发展，而不是出于维持生存需要的被迫出卖和

社会制度的强制执行。这种发展肯定人本身的价值，强调人的自由个性，充分肯定主体的差异性，其实

质是个体在其发展的各个阶段进行充分自主的活动。这也是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具备充分肯定人本

质价值，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物质和精神准备条件而被认为是通向“真正的共同体”的缘由。 

3.3. 民族与世界相统一的历史视角 

“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7]是唯物史观的基底。唯物史观代指的不是某一个人，某一个族群或者

某一个国家的进步，而是瞄准整个人类的共同发展，即个体和共同体的高度统一。进而深刻把握“虚幻

的共同体”中的内在矛盾，消解统一体中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剥离的趋势。其中“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

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8]，也只能在整个人类世界历史中，“单个人才能

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9]。 
马克思恩格斯对共同体内涵的剖析是在世界历史发展中延展开来。在世界历史的视野中思考如何走

向“真正的共同体”[10]，人们所追求的个人解放和实现全面发展只能是面向世界历史时的真正的共同体

中才能得以实现。那么，处于真正共同体中的个人状况肯定是不同于以往任何阶段的共同体形式中个人

的状况，而是具有普遍联系和交往能力的“世界历史性的个人”。马克思恩格斯所描绘的“真正的共同

体”中的人，不再是单一民族的、国家的人，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性的人，这在这过程中是蕴含着

原有的地域特色的民族逐渐向全世界发展的，这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所带有的必然。另外，伴随

着机器工业的飞快进步，随之而来的是精细化的劳动分工，促使历史从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大转变。

于是，在整个人类世界之内这样的“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而同时又与之对立的阶级”[11]被抛出，即工

人阶级，世界无产阶级的联合斗争需要在世界历史的融合趋势中抵达真正的共同体。 
《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剖析共同体形态历史发展的过程，也是逐步从地区的走向世界的，最终

呈现出科学的世界历史观。在实现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历史演进中，必须要把握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

间的内在关联，以世界整体历史发展的维度，实现真正共同体的构想。 

4. 共同体思想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发展共同体思想的核心内涵，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路径明确方向指引。

《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以唯物史观的高度对真正的共同体的基本特征做了说明，对于其如何实现的

路径并没有制定具体的安排，可以说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人类社会形态的憧憬。而对于当下人类社

会发展，我们并不能仅仅止步于此，要将继承和发展这一内涵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付诸实践。对未来

生活的美好向往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夙愿，同样也是世界人民的美好憧憬。全世界爱好和平、爱好发展的

人们联合起来。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迈向“真正的共同体”的一个里程碑，它必然能够汇集全人类的力

量，得到最终的实现。 
马克思发展共同体思想的核心内涵，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路径明确价值遵循。马克思

对资本主义市民社会这一“虚假的共同体”的批判，从反面透彻的揭开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秩序虚假性、

阶段性和历史性的面纱，而习近平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构想则从正面论证促进“真正的共同体”

的中国方案的真实性和规律性。在实践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肯定和保留了当前社会发展阶段中全球化

分工的合理内核，又摒弃了其造成个体严重异化和共同体矛盾冲突的糟粕，取而代之以包容互利的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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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理路，通过“一带一路”等合作形式付诸于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现存世界秩序虚幻性的

批判，是从正面提出促进“真正的共同体”的方案。在批判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的基础上，以马克思

恩格斯“真正的共同体”为蓝本，最大限度地避免发展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中面临的“民主

陷阱”和“市场陷阱”，体现了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地使命担当。 
马克思发展共同体思想的核心内涵，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路径明确基本原则。中国方

案中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共同体思想的历史逻辑，肯定和保留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下，西方全球化中分

工的合理内核，同时又构建全新的框架，以互利共赢的逻辑取代冲突和对抗。这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所设

想的“真正共同体”在当今历史时期与历史方位下内涵的全新阐释，是现阶段的“真正共同体”方案。

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其合理的构建路径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真正的共同体”思想。其所构建的

现实路径明确指向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在当今世界历史潮流下，携手共进，互利互惠，建设更加合理

更加公正的国际新秩序。“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通向“真正的共同体”的科学方案。根据我们现在这个

时代，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相对具体的途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就是试图填补这个空白。人类命

运共同体并不全然与“真正的共同体”划等号，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是对“真正的共同体”实践路径

的探索，也是架起“虚假的共同体”与“真正的共同体”之间的一座桥梁。从客观条件上来说，如今世

界的生产力水平和交往已经到达一个较高的层次，这是其实现的现实基础。从发展效果来讲，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实践切实的在一定程度上消灭了异化，为过渡到“真正的共同体”筑牢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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