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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不可忽视的理论之一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是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探讨

人的本质、人的需要、人的价值等多方面问题。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中国化，不仅对以往旧人学理论实

现质的飞跃，而且将新的时代精神进行结合，为新时代新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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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e of the theories that cannot be ignored in the Marxist theoretical system is the Marxist theory 
of anthropology, which is based on the reality of people and discusses the essence of people, people’s 
needs, people’s values and other issues.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humanistic theory not only 
achieves a qualitative leap in the old humanistic theory, but also combines the new spirit of the 
times, injecting new impetus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society in the new era and the com-
prehensive and fre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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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从诞生之日起就受到了欧洲传统的人本主义哲学的影响，但作为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重要部分，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超越了人本主义的局限性，展现出进步性和突破性，从内容上来看更

加丰富深刻，从最终目标来看也跳出了个人的小我，针对的是全人类的发展。其核心出发点就是现实的

人，是实实在在能够感知到的真实，而欧洲人本主义的出发点更多是抽象的人，是一种自我意识的方式

所存在的自我。相比于 19 世纪初期的批判空想社会主义所提出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不再

是空想、幻想，而是一种可实现的现实，找到了实现的方向就是现实的人所做的现实的实践。当马克思主

义人学理论开始进行中国化，其科学性和进步性得到了进一步提升，特别对于新时代的中国，重新审视

了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核心要义，融入了中国新的现实基础，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探讨实现了新路径。 

2. 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内容 

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内容十分丰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内容之一，研究了人的存在、本质

和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实践的重要思想和方法。其中“现实的人”是马克思

主义人学思想的出发点，现实的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物质的、不受他们

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人。”[1]指出了人学理论的人不是虚无缥缈的，而是来自物质

世界又作用物质世界的现实的人，只有把人看作现实的人，才能正确把握人的本质，把握人与社会历史

的关系。 

2.1. 人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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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此可以

看出，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属性，而不是自然属性。人的本质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关键性问

题，是对人的探讨的逻辑起点。人和动物之所以不一样是因为人可以有意识的进行实践活动，虽然人始

终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具有完全的自然属性，但更为重要的是人处于社会关系中，可以开展自觉活动，

可以将自我意识投入实践中，人的本质区别于动物本质，人的社会属性就更为突出与重要。马克思主义

对人的本质的思考是从社会生活的实质来剖析，总和的社会关系强调每个独立的个体从社会关系中来，

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性，又回到社会关系中去，构成完整的社会关系结构。从人的个性发展角度看，处于

不同历史阶段的人，个性的发展呈现一定的规律性，但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在发展的过程中具有两面性。

一方面，人在追求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所采取的社会实践，推动了社会进步、提供了向未来发展的物质基

础。另一方面，人在不断探求自我的过程中，牺牲一部分的自我个性，融入社会需要。以人作为前提和

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立足点和落脚点，这种认识角度中现实的人是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发展的人，

所以要揭示人的本质，必须从实践出发，在实践过程深刻把握完整的社会关系。 

2.2. 人的需要 

人作为高等生物存活于世界上，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需要，各个社会成员的合理需要是否

得到满足和满足程度体现了社会的发展水平。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中将人的需要分为三种：生存需要、

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首先，最基本的是生存需要这个观点和马斯洛的需求理论的第一性需求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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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是人最基本的需要，满足了生存需要，人类才能存活于物质世界，及进一步的实现享受需要和发展

需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提到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就是能够生活，而马克思把人的吃、穿、

住、行等称为生存需要也是人类的第一需要。其次，享受需要是人在生存需要解决的前提下所提出的需

要，第一性需要是生存而享受需要讲的是生活，不再是存活下来就足够，而是要有质量的生活，优化生

活的各方面条件。这样的需要不仅看见生命延续的必要性更聚焦于高质量的延续。享受需要是人类独有

的一种需要，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处于社会中现实的人在发展过程中，会不断提升自我生活质量，

不断追求更高级更多样的享受需要。最后，发展需要人最高层次的需要。人类在满足基本生存的需要到

追求更高生活质量的享受需求，在物质生活已经达到一定水平时就会渴求更高的精神世界，是人为了提

高自身素质、增强自我个性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为了提高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的需要。马克思主义的

最终目标就是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实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这样的发展是能够

实现自我价值最大化的发展。正如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在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情况下，每个人的生存需

要和享受需要已经得到最大化的满足，发展需要就成为最迫切的需要。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建立在个体

高度自由自觉基础上的全面发展，不仅是体力和智力得到发展，各方面的才能得到发展，更重要的是人

的社会联系和交往也得到极大的发展。所以，人在不同的阶段有着不一样的需要，重视人的需要也是马

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重点之一。 

2.3. 人的价值 

人在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需求，同样在不同阶段对价值的追求也有所区别。人的价值分为自我价值

和社会价值。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生存需求对人的限制将会减小，人们也会在发展过程中意识逐渐觉

醒，创造出更多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自我价值：自我价值强调不同的人根据自身具体情况，充分发挥

自我能力，创造出物质、精神财富，满足自身的各种需求，以自身满足程度作为评价标准，更注重主观

性。自我价值是个体对实践活动进行的价值判断，因为主观性驱使，所以自我价值可能是正向的也有可

能是负向的，都以主体的需要进行改变。社会价值：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除了是独立的个体之外，

更是社会的一部分，人是社会的人，具有社会性、实践性。人的社会价值表现为个人行为同社会上其他

个人、类群体的积极正向关系，是客体的自我为主体的他人或人类社会做出的贡献，展现出个体对社会

的有用性，所以社会价值是良性的输出。 
人的价值由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组成，二者不仅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自我价值不仅是个人生存

的前提，也是社会价值的必要前提。只有个人实现更高程度的发展，为社会创造出更丰富的物质和精神

财富，社会的发展才更加顺利。社会价值是自我价值的外在体现，社会价值的实现是自我价值实现的基

础。任何人的自我价值实现都离不开社会的大环境，脱离社会只强调个人需求是不现实的，同时随着人

在发展过程中，各方面素质的提高会逐渐意识到社会价值的重要性，社会价值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必然

要求，人开始追求社会价值其实是更高层次的自我价值实现的过程，人生价值就是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

的统一。 

3. 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曲折的发展过程，决定了人走向自由发展的过程也是漫长又曲折。马克思主义

的最高价值追求就是人自由全面的发展，实现这个过程所面临的困难曲折需要科学的理论进行指导。马

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人学理论聚焦现实的人，对人的本质、

需要、价值等问题进行探讨，体现了丰富的人文精神，为解决人自由全面发展问题提供指导性方法，具

有很强的理论价值和解决现实问题的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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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个人层面 

人作为社会的主体，在创造自我历史的过程中，也构造了社会的历史。人在发展的过程总是从不了

解自我到了解自我，从了解很少到十分了解，穷极一生不过是为了找到真正的自我，但这样的探索并不

是每一个人都能实现，可能因为大环境因素、个人因素、现实因素等。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出发点就

是现实的人，对人的价值、本质、需要等方面进行细致剖析，为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所以，对于个体

来看，实现这样的发展必须立足现实的人进行的现实实践活动，而不是寄希望虚无缥缈的意识和幻想。

以受教育程度为要素，这是人走向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进入现代社会，知识分子在社会物

质财富、精神财富、社会变革等方面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当自我的发展过程中，能跳脱出自我的局限

性，以更高的层次、更全面的角度来审视自己，意识到个体在世界的渺小，才能更加自觉创造自我的历

史，走向真正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实现解放。“个性的充分发展指人的个性被主体充分认识和肯定并

在各个方面得到最大程度的发展，个人能自主地依照自己的兴趣和意愿并结合社会的需求充分地发展自

己。”[3]特别处于这个特殊的时代，个人的发展需要有更强的领悟力和突破力，全球局势的复杂，各种

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日益增多，各种风险不可预测的出现。如：新冠疫情就是不可预测的变数，人们

的日常生活受到极大影响，甚至改变了一些人的人生走向。追溯人与世界的关系有价值关系、认识关系

和实践关系，而最为核心的就是实践关系，在世界中的人要实现自我，自我又能促进世界的发展只能在

实践中去应对风险、克服困难。遵循客观规律基础上去尽可能发挥主观能动性，树立风险意识，同时提

高解决风险的能力。 

3.2. 国家层面 

国家作为个体发展的载体，国家的整体状况会影响个体的发展程度。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在新的历史方位和时代背景之下去实现新发展，必须继续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不断

提升人民的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在新时代中国的有利贯彻。主要矛盾

的变化揭示出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而立足于人民群众的核心利益，关注人民群众的需要，推

动人民群众价值实现既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所追求的，又是社会主义国家所展望的。社会主义国家想

要实现最终共产主义，必须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和谐的社会离不开人的发展，而人的发展又是构

成和谐社会的核心所在。在经济方面，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释放出更多活力，以经济的发展带动人的

发展，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为创造出更多物质、精神财富，更为重要的是满足人的各方面需要，为人的进

步发展奠定良好的物质基础。在政治方面，创造更加民主的政治氛围，以人民为中心，关注改革发展稳

定的重要问题和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切身问题。在社会方面，不仅要从“大社会”出发，构建五位一体

和谐发展的美好社会，同时从“小社会”着手，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景，让每个

人都能在更加和谐美好的社会里实现更好的自我。 

3.3. 人类层面 

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价值不仅仅针对某一个国家、某一群体而是面向全人类。首

先，马克思主义是被实践证明的科学理论，其人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真理性。同时，

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是批判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学说等其他哲学家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创新性。再

次，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在不同时代和环境里都在不断更新，具有时代性。最后，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

论从现实的人出发，不断解决现实问题，推动人的全面发展，走向自由，具有实践性。其实，从人类的

角度来看人学理论的价值，独特的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关注的是现实的人，毫无虚构毫无歧视，是要

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超越了种族、性别、地域一切的限制，只从人出发，发现人的社会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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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人的内涵，对人的需要、本质、价值、未来等多方面进行细致探讨，将人学理论和现实实践的进一

步结合，更好地指导人类未来社会发展。 

4. 结语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类社会的归宿是：“包含了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能够实现每个人

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联合体。”[4]非常明确指出了每个单个的人的全面发展是作为类本质发展的条件，也

就是个人发展为社会的全面发展提供基础和动力，“不言而喻，要不是每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也不能

得到解放。”[5]人类要走向更美好的自由王国，最根本就是以现实的人为逻辑起点，以人的需要为出发

点，实现人的价值，最终落脚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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