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Philosophy 哲学进展, 2022, 11(4), 517-521 
Published Online August 2022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cpp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2.114092  

文章引用: 韩佳彤. 马克思科学人本观的文本溯源[J]. 哲学进展, 2022, 11(4): 517-521.  
DOI: 10.12677/acpp.2022.114092 

 
 

马克思科学人本观的文本溯源 

韩佳彤 

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收稿日期：2022年7月5日；录用日期：2022年7月24日；发布日期：2022年8月5日 

 
 

 
摘  要 

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正确认识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从《博士论文》时期的“自我意识”到在《莱茵报》

工作期间的“理性自由”；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期的“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到《1844年经济学哲

学手稿》中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到《德意志

意识形态》中“人的需要即人的本性”。可以看出，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不成熟到成

熟、由抽象到具体、由量变到质变的循序渐进的、不断扬弃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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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rx’s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human essence is not achieved overnight. From “self-consciousness” 
in the period of Doctoral Dissertation to “rational freedom” in the period of working in Rhine; From 
“man is the highest essence of man” in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Law to “free and conscious ac-
tivities” in 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From “the sum of all social relations” in 
the Theses on Feuerbach to “human needs is human nature” in The German Ideology. It can be seen 
that Marx’s understanding of human essence has experienced a gradual and continuous process from 
immature to mature, from abstract to concrete, from quantitative change to qualitative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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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的本质问题一直是西方哲学史上亘古不变的话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作为全面揭示

人的本质的第一人，从 1841 年的博士论文开始，马克思始终围绕着“人的本质是什么”这一问题不断进

行思考和探究，先后提出了许多见地深远的命题，不仅实现了由感性主义人本观到科学人本观的飞跃，

也完成了批判旧哲学，创立新哲学的伟大哲学变革。因此，本文从对文本解读的角度入手，对马克思科

学人本观形成的逻辑进程进行了系统梳理，旨在积极回应以人为本的核心立场。 

2. 黑格尔论纲下的人本观 

2.1. 《博士论文》时期：自我意识是人的本质 

马克思对于人的本质的思考与探究是从他的博士论文开始的，在论文中，马克思从唯心主义的立场

出发，指出“人的自我意识是最高神性的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不应该有任何神同人的自我意识相并

列。”([1], p. 12)并在论文的附注中再次强调“对神的存在的证明不外是对人的本质的自我意识存在的证

明，对自我意识存在的逻辑证明。例如，本体论的证明。当我们思索存在的时候，什么存在是直接的呢？

自我意识。”([1], p. 101)因此不难看出，马克思当时对于人的本质这一概念的理解并没有超出青年黑格

尔派对人的本质理解的局限，还是在唯心主义的漩涡中徘徊。而马克思之所以如此强调自我意识，并将

人的本质归结为自我意识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由于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说。伊壁鸠鲁打破了德

谟克利特的机械决定论，认为原子除了直线运动外还存在着脱离直线的偏斜运动，在偏斜运动中原子实

现的是对自身的否定，其结果就是原子的排斥。原子作为世界的本原，通过相互碰撞产生了世界万物，

也正是在这种相互排斥、相互碰撞的运动中，原子才得以通过同它自身发生否定性关系，进而以肯定的

形式表现自身。也就是说只有通过排斥，自己才能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对此，马克思在论文中指出“排

斥是自我意识的最初形式；因此，它是同那种把自己看作是直接存在的东西、抽象个别的东西的自我意

识相适应的。”([1], p. 37)由此，马克思将人的本质与自我意识联系起来，说明了人的本质是源于自我意

识的设定。二是旨在打破宗教神学的束缚。马克思反对一切神和宗教，因此，他通过将人的本质定义为

自我意识来凸显人的主观能动性，试图将人从神的统治中解放出来。 
在《博士论文》时期，马克思充分吸收和继承了伊壁鸠鲁等古希腊哲学家对人的本质的理解，最终

将人的本质归结为自我意识，并鲜明地阐述了自己无神论的立场。但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此时将人的

本质还是理解为一种抽象的存在，并未摆脱黑格尔哲学所设定的“精神的”人。 

2.2. 《莱茵报》时期：理性和自由是人的本质 

1841 年获得博士学位的马克思未能如愿在波恩大学任教，而是去《莱茵报》担任撰稿人。在这个时

期，马克思的思想仍然未从青年黑格尔派中脱离出来，他深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并试图用黑格尔的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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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思想去解决现实社会的问题，为此他写下了诸多反映社会现状的文章，其中都不乏有黑格尔理性哲学

的映射。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中，马克思对普鲁士官方关于书报检查的制度进行了批

判，指出人们通过理性去把握事物的本质规律并表达自己的思想这一行为是完全自由的，不应该受到约

束的，普鲁士政府的所作所为说到底不过是通过限制人民的自由来维护自身的权力与自由。在随后发表

的《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一文中，马克思更是明确将自由定义为人的

本质。可以看出，马克思想要传达与强调的并不仅是新闻出版自由，更是人的普遍自由，因此在驳斥了

伪善的书报检查制度的同时，也从黑格尔的理想哲学出发捍卫了人的自由的合理性。至此，马克思都是

在黑格尔的理性王国中徘徊，直到《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马克思才开始脱离黑格尔的精神领

域，并向物质利益领域转变。在文中，马克思极力为受到剥削和压迫的贫苦农民辩护，指出将捡枯树枝

归入盗窃的范围这一法案是荒谬的，具有双重标准的。在辩护过程中，马克思也逐渐意识到隐藏在林木

盗窃法背后的“私人利益”，意识到了所谓的法律不过是打着代表人民利益的旗帜，维护统治者的利益，

意识到了普鲁士国家绝不是黑格尔哲学所歌颂的理想国家，更意识到了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缺陷，这

使得马克思的立场开始动摇，也为马克思后来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奠定了基础。 
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的思想中交织着理性与现实的深刻矛盾，而这种矛盾实际上就是黑格尔

的理性国家观与现实的矛盾。因此，马克思开始逐渐突破黑格尔理性哲学的束缚，马克思不再局限于抽

象的思考关于人的本质的问题，而是引入了现实的、物质利益的维度去思考，虽然还是强调理性与自由，

但是对于人的本质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 

3. 费尔巴哈论纲下的人本观 

3.1.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人是人的最高本质 

《莱茵报》被普鲁士政府查封后，马克思从《莱茵报》辞职，在费尔巴哈哲学思想的影响下，开始

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写作，在文中马克思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一命题，立场

也逐渐向唯物主义偏移，但需要注意的是，此时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还不是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而是依

然带有费尔巴哈色彩的唯物主义。同时，以费尔巴哈人本主义观点为基础，马克思对宗教进行了批判，

并与黑格尔哲学划清了界限。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从宗教、市民社会、国家等多个角度

对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进行了批判，指出黑格尔的世界观是颠倒了的世界观，人应该是存在于市民社

会的人，而不是所谓的理性王国中的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因此，应该

从现实出发，在市民社会中去探索人的本质。这一观点也进一步发展了费尔巴哈的人本思想，虽然费尔

巴哈从批判宗教的初衷对人的本质进行了探索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他对人的理解还是抽象的、停

留在自然领域的，而在马克思看来“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

家，社会。”([1], p. 199)他将费尔巴哈自然领域下抽象的人纳入到现实世界之中，同时强调了人对于国

家、社会的重要作用，这也为他今后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其导言中，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既不在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理念中，也不

在外部自然界中，更不在所谓的神那里，人的本质就在人本身。虽然此时马克思的思想中还不可避免的

留有费尔巴哈的思想遗迹，但是其对于人的本质的理解与费尔巴哈已经有了本质上的区别。“人是人的

最高本质”这一命题彻底地排除了人的本质外在化，对之前的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一切去自身以外探求

人的本质的思想进行了否定与纠正，使人自身成为了人的中心。 

3.2.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之后马克思开始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学，在被誉为马克思哲学秘密的诞生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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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近代形而上学进行了

双重批判。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首先肯定了黑格尔将劳动看作是人的本质的伟大之

处，但同时，马克思也指出“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2], p. 163)揭示了

黑格尔站在唯心主义立场上将劳动仅仅理解为精神劳动，将人归结为绝对精神的产物这一思想的缺陷与

不足。黑格尔之所以只承认抽象劳动，是因为抽象劳动便于计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黑格尔哲学与将

劳动看作是一切财富源泉的国民经济学家具有共谋性质，这也解释了普鲁士把黑格尔哲学作为国家哲学

的原因。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思想进行了改造与超越，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应该是一种自由自觉的、有意识

的、能动的活动，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并指出只有在共产主义条件下，人才能真正实现对人的本质的

真正占有。但是在马克思将劳动看作是人的本质这一思想中，并没有完全摆脱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逻辑。

为了找到“人的本质是什么”这一问题的答案，费尔巴哈提出了“类”的概念来对事物的种属进行划分，

并将“类”作为区别人与动物的根本特性，而这个根本特性就是意识。马克思吸纳了费尔巴哈“类”的

概念，不同的是马克思认为把人与动物从本质上区别开来的并不是意识，而是“自由有意识的活动”。

([2], p. 96)马克思用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即劳动克服了费尔巴哈抽象的类本质的概念，但是这时马克思对

劳动的理解还是停留在抽象层面的，所指的劳动也并不是任何一种具体的劳动，因此，对人的本质的理

解还需要更为深入的研究。 
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虽然还具有人本主义的抽象性，没有

突破传统人本主义的局限，但是他对于人的本质的认识已经超越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他所提出的异化

劳动理论也闪烁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火花。 

4. 唯物史观论纲下的人本观 

4.1.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在“包含着马克思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对

从前一切的、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和一切唯心主义都进行了批判。在第一条中马克思就指出

了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内的一切旧唯物主义的弊病，即仅仅把人看作是自然存在物，对于人的认

识也是从感性直观而非感性活动出发的，因此是不可能科学地揭示出人的本质的。针对费尔巴哈思想存

在的缺陷，在第六条中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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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 139)在这里，马克思对于人的本质的认识彻底超越了费尔巴哈，他开始立足

实践，用社会关系的总和来揭示人的本质，而非简单地把人的本质归结为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至此

马克思确立了自己探究人的本质研究的方法。在第十条中，马克思又指出由于旧唯物主义不理解感性的

人的活动，不理解实践，所以只能把市民社会作为立脚点，而在市民社会中的人是没有经过社会化的人，

是“原子式”的人，每个人都是物质利益的主体，人与人之间都是利益的关系。而新唯物主义则是从感

性的人的活动或实践的角度出发的，人类社会中的人是现实的个人，这就明确了市民社会与人类社会的

区别，划清了旧唯物主义与新唯物主义的界限，将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又提升了一个高度。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完成了由抽象的人到具体的、现实的人的回归，打破了传统

哲学的思想桎梏，在实践的基础上，完成了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与超越，揭示了人的本质的奥秘，实现了

对人的本质认识的哥白尼式革命。同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也标志着历史唯物主义新世界观的诞

生，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4.2. 《德意志意识形态》：人的需要即人的本性对“现实的人”的革命性阐释 

如果说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并没有完全揭示出隐藏着社会关系总和背后的人的本质，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2.114092


韩佳彤 
 

 

DOI: 10.12677/acpp.2022.114092 521 哲学进展 
 

只是对人的本质作了简明扼要的科学论断，那么可以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针对这一问题

进行了全面科学的阐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首先指出“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

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4], p. 67)也就

是说，在马克思看来，有生命的个人之所以能将自己与动物相区分，靠的并不是意识活动，而是能够满

足自身基本生存需要的物质生产活动。在对人与动物之间的区别进行了界定以后，马克思继而提出了“人

的需要即人的本性”这一命题，指出保证人类能够生活是人类创造历史的必要前提，并就人的需要、生

产劳动、社会关系三者之间的联系进行了论述。在马克思看来人的需要推动了生产劳动，生产劳动使人

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社会关系，而生产劳动又必须在社会关系中进行，三者是密不可分的。因此，

马克思强调任何人都是一定历史条件和关系中的个人，个体之间的差异正是因为其社会关系的差异，脱

离社会关系的、“纯粹的”个人是不存在的，在社会关系以外去认识人的本质是不可能的，这一论述实

质上也是对“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人在历史活动中的重要性给予了高度重视，对人的本质的认识

越来越具体和深入，他以从事社会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人”为出发点，对人的本质思想进行了全面的梳

理和论述，不仅强调了人的需要是人的内在的规定性，而且也展现了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认识由唯心主

义到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再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个历程。 

5. 结语 

从 1841 年博士论文开始，马克思的立场经历了由唯心主义到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再到历史唯物主义的

转变，其对于人的本质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马克思始终围绕人的本质问题不断吸收、借鉴、扬弃、突

破，最终正确地揭示了人的本质内涵，形成了科学的人本观，促进了人的本质的真正复归，具有深远的

理论意义。而就当今世界来说，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论断也为人们对

于美好生活和美好世界的追求指明了方向，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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