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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的本质问题始终贯穿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全过程，对人的本质问题的探析关系到对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理解。《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重要著作，马克思关于人

的本质的思想主要来源于黑格尔的精神哲学理论和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思想。他在《手稿》中阐述了人

的本质特性是实践性、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人的本质是自然和社会的统一。研究马克思关于人的本

质思想，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并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人与自然的和谐统

一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实践范式，对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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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blem of human nature runs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Marx’s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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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analysis of human nature is related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whole Marxist philosophy. 
Manuscripts of Economics and Philosophy in 1844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Manuscripts) is an 
important work of Marx’s philosophical thought. Marx’s thoughts on human nature mainly come 
from Hegel’s spiritual philosophy theory and Feuerbach’s humanitarian thought. In his Manuscript, 
he expounded that human nature is practical, human beings are conscious beings, and human na-
ture is the unity of nature and society. Studying Marx’s thought on the essence of human beings has 
provided the ideolog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paradigm for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o always adhere to the people as the center,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build a harmonious socialist society in the harmonious unity of man and nature. It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
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and realizing the “two hundred years” struggle go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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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人的本质问题是研究人的发展中最为核心的问题。新时代以来，随着社会经

济与物质文明的飞速发展，在互联网、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发展如此迅猛的今天，人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了

技术异化、精神异化等现象，人的发展问题已经成为了社会发展中不可忽视的问题，亟需从理论和实践

中探讨人的本质问题，以便更好地关心人和研究人，在和谐的社会关系中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手稿》中马克思从人的对象性活动和人所处的社会关系剖析人，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深入探

寻了人的本质，阐释了劳动、实践、人与自然的关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

人的本质思想的新发展，其中“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深刻反映了马克思人学理论的科学性和实践性。将

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进行解读，为新时代社会发展提供了实践理路和科学方法，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的全面发展注入新的时代内涵。 

2. 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思想的理论来源 

2.1. 黑格尔的精神哲学理论 

马克思在《手稿》中对黑格尔的理论进行了批判继承和创新。马克思从自我意识、理性精神、宗教

和绝对知识等四个方面对黑格尔的哲学思想进行研究，发现了他关于人的本质思想的片面性。“只有精

神才是人的真正的本质，而精神的真正的形式则是思维着的精神、逻辑的、思辨的精神，”[1]黑格尔把

人的本质归结为自我意识、是“绝对精神”的产物。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在对人的研究中把人的本质等同

于被异化的本质并不准确，把人的本质等同自我意识是缺乏科学性的，不能将自我意识神秘化。另外，

黑格尔所论述的劳动是抽象的劳动，他把劳动仅看做是“绝对精神”与“自我意识”领域，是精神上的

劳动。在《手稿》中，马克思充分肯定黑格尔的劳动观对于研究人的本质有积极的一面，但黑格尔没有

看到人在社会实践中这一现实问题，马克思以辩证思维，将黑格尔的精神哲学理论发展为人的本质中重

要的异化劳动思想。马克思在《手稿》中肯定了黑格尔认识到了人的能动性，也指出了“绝对精神”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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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出来的唯心主义，将黑格尔人的本质归结于“绝对精神”的谬误进行了深刻批判，并从这一束缚中

解脱出来。马克思把人的本质研究立足于现实的人而非抽象的人，马克思的现实观是对黑格尔自我意识

论的超越。 

2.2. 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思想 

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的直接来源。费尔巴哈认为人的本质是由“类”的

构成的，人往往会与“他的类、他的本质发生关系”[2]，人类会在存在的基础上产生类意识，进而认识

到人的类本质。费尔巴哈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固定不变的，需要通过实际生活和实践，随着外在条件、

环境、人际关系的改变而改变，这肯定了劳动和实践的对于人类社会的重要作用，体现了初步的唯物主

义思想。马克思继承发展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思想，在《手稿》中，马克思在哲学上的概念如“类本

质”、“感性”是直时引用费尔巴哈的理论，他认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

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与社会存在息息相关，人需要在社会中通过劳动获取生存资料，人不是单纯的自然

人，而是社会中的人，人的一切活动都会打上社会的烙印。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首次提出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认为人的本质通过社会实践活动体现出来，他开始立足人的社会

实践，关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思想破除了旧哲学思想的藩篱，在生活实践

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揭示了人的本质深刻内涵，发展了费尔巴哈人的自然本质思想。 

3. 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思想的主要内容 

3.1. 人的本质特性是实践性 

马克思破除了以往思想家的观点，从劳动的观点和实践的视角出发，探讨人的本质，突出了人的能

动性特征，鲜明地提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论证了人作为自然存在

物，其本质特征就在于实践性，这说明了人的本质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后天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形

成的，主张从个人的实践劳动出发，以劳动成果为标准衡量人的本质，促进人的发展。马克思将劳动归

属于社会性活动，认为劳动的“社会性”体现在劳动的各个方面，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劳动实践，剖

析了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是人从事生产劳动。他在《手稿》对异化劳动进行研究，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

指出异化劳动是人的生命活动的异化，在《手稿》中揭示了异化劳动的四个本质特征，他总结出人的本

质只有在非异化的劳动中才能得到认证，最终指向生产劳动[3]。他用异化劳动理表明资产阶级剥削的实

质，梦想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面自由，这也是人发展的本质和最终归宿。他指出人的发展前提是人须

达到理想存在状态，即自由自在的存在状态，“以此为基础分析人类扬弃异化达到理想状态的方式是实

现社会主义”[4]，这就是人的发展实质。马克思从“现实的个人”的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推导出人的本

质具有社会性与现实性。 

3.2. 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 

马克思在《手稿》中剖析了人的本质，对人的本质规定以类的方式展开。他在《手稿》中指出“生产

生活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他所说的“人

的类特性”即人的类本质，人的类特性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在生产劳动中予以彰显，人的类本质在某

种意义上是进行生产生活的劳动实践。马克思在《手稿》中以整个人类为视角去探索人，提出人是类存在

物，他用自然界中的特殊的类去定义人，有效区分了人和自然界，在人是类存在物这一观点下进一步论证

人的本质。“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5]人是

类存在物在实践层面和理论层面，人把自身当做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存在的本质是要劳动，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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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自动自愿地劳动。《手稿》里他把人的生命活动当做“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

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直接区别开

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6]人的类特性说明人具有自我意识，在人的本质问题上人是

有意识和有需求的类存在物，人能够通过实践劳动设计自己的未来，这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殊性。 

3.3. 人的本质是自然和社会的统一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然和社会的统一。他在《手稿》中深刻探讨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企图通过

人和人所处的环境找寻出人的本质。他指出人的本质有两方面的需求，一方面是需要依靠自然界维持生

命的生存生活需要，也就是保证人的生命存续的需要；另一方面是人有意识的参与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

这一需要是为了满足人对于生存要求以外的活动，包括参加兴趣活动、人的自身发展或是实现人的自我

提升需要。马克思在《手稿》中介绍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

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7]他认为自然界中人的本质具有“社会性”，人都是处于社会存在

之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不是相互对立的，自然界的存在是人类的生存基础，人通过实践改造自然，

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都是通过实践而变得有联系，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人依赖于自然界，

马克思在《手稿》中写道：“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7]，说明了人

与自然界的紧密相连的关系，人应该走进自然、融入自然，而不是征服自然、破坏自然。马克思在研究

人的本质这一问题上，认为人在自然界中通过实践打破“异化”的束缚，人凭借自身的“本质力量”，

拓展人类的实践范围，不断改造自然，形成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4. 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思想的时代价值 

4.1.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马克思在《手稿》中阐释了人的本质，点明了人在社会中需要满足社会需求，实现人的自由全面解

放；马克思论述了人的特性和人具有创造性本质，描绘了人改造过后的社会的理想形态，为新时代我国

国家发展和社会治理提供了思考空间和实践理路。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思想为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

发展理念奠定了理论基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是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在新时代的发展和升华，

加快我国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新时代，随着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大数

据与智能化，出现了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地域歧视、环境问题、粮食安全、国家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等

多种问题，人的发展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可忽视的世界难题。2020 年出现的新冠疫情对于整个人类来说都

是一次大考，如何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更好地以人民为中心，已成为新时代下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

要课题。我党鲜明的提出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这表明我党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

为民，牢记“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初心使命，坚持“生命至上”、“人民至上”，维护好广大

群众的根本利益。在对人的本质这一问题上，我党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愿望，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走进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实现人民的自由全面发展。 

4.2. 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马克思在《手稿》中阐述人的本质时指出人具有创造能力、改造自然的能力，人是自然的存在物，

人与自然界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这一理论为世界各国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基本遵循。在当今多

元化的世界格局中，全球性问题日益凸显，经济发展速度与环境承受能力关系问题，发展速度与发展效

率问题，工业生产与环境保护问题等都亟需应对。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正确处理人与人、

人与自然的关系至关重要，要秉持人与自然互相联系、荣辱与共的观念，在发展生产时注重尊重自然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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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保护生态环境、倡导绿色发展。我国深刻认识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始终坚持科学发展观，

在新时代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想促进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习近平总书记在

党的十九大上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世界各国共谋尊崇自然、绿色发展、和平稳定的国际

环境，这正是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在新时代的延续和创新。在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我国要坚定

不移贯彻发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推进“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精神，“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维护自然的健康稳定，树立生态文明意识，

建设美丽中国，共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4.3.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马克思《手稿》中分析了人的类特性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这种活动促进了社会发展生产和社会

建设。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有其科学性，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注入新的内涵，为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提供了哲学根基和智力支撑。人的本质是实践，通过实践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结合新时代

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新需要，加快发展，引导人民在参与生产实践中凝聚蓬勃正能量，建功新

时代。我国在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中，认识到实践是建设和谐社会的

基础，做牢做实“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沉着应对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难题挑战。从我国近几年

发展来看，国家大力推进“精准扶贫”，狠抓基层，打牢脱贫攻坚战，取得了 2020 年全面脱贫的可喜佳

绩；我党深入推进党的建设工程，“我为群众做实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加强基层廉政建设，做好“打

老虎”工作，反腐倡廉工作取得实效；国家坚决做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加强社会治理，为人民创

造出一个和谐、自由、安全的社会环境……在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中，认识到人自由自觉活动

需要以良好的社会环境为基本保障，突出人的价值，注重和关照人的人格素养。在今后的发展中更要不

断深化人的本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伟大进程中完善人、解放人和发展人。 

5. 结语 

《手稿》是马克思人学理论的策源地，是他关于人的本质思想的重要著作。马克思在对黑格尔、费

尔巴哈哲学思想的批判继承上，突破了唯心主义与旧唯物主义在人的本质问题上的认识，将人的本质论

引向社会历史层面，是人学思想的伟大飞跃。立足于新时代，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思想在我国社会主义

现代化进程中，仍然具有深厚的理论引导作用和价值导向，我国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理念，关注人与自然，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目的在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马克思关

于人的本质思想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理论范式与发展框架，推动世界各国各族人民实现健康

有序与普惠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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