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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古往今来，人类从未停下过追求自由的脚步。而关于自由的讨论，马克思的自由观点是绕不开的议题。

本文首先从自由的主体、实践路径、表现形式三个方面探讨马克思自由观的核心内容，然后分析了马克

思自由观的三大特征，最后总结其当代价值。对马克思自由观的研究，对于我们反思当代人的自由状况，

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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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out history, human beings have never stopped pursuing freedom. As for the discussion of 
freedom, Marx’s view of freedom is an inescapable topic. This paper first explores the core content 
of Marx’s view of freedom from three aspects: the subject of freedom, the path of practice, and the 
form of expression, then analyzes the three main features of Marx’s view of freedom, and finally 
summarizes its contemporary value. The study of Marx’s view of freedom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us to reflect on the contemporary situation of human freedom and to realize the free and com-
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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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马克思是 19 世纪的思想巨人，他的思想形成了宏伟的理论体系。他的思想中随处可见自由的身影，

自由在他那里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对马克思自由思想的挖掘，对于我们系统全面地理解自由的真谛，

有着重要的作用；对于我们人类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价值。 

2. 马克思自由观的核心内容 

2.1. 自由的主体：现实的个人 

实现全人类的自由解放不仅是马克思的终身追求，更是马克思学说的终极目标。马克思的理论是关

于“人”的理论，因此，在马克思的自由观中，“人”自然而然成为自由的主体。但究竟“人是什么”，

一众思想家都有着自己的答案。马克思对于“人”的问题也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他对人的认识处在一

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博士论文》时期，他认为“人”是“自我意识”的主体；《莱茵报》时期，他

提出“自由是全部精神存在的类本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期提出现实主体；《1844 年经济学哲

学手稿》中认为人的类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的

总和”；到《德意志意识形态》时又提出“有生命的个人”、“现实的个人”[1]。马克思对人的认识逐

步从抽象上升具体、从思辨转向现实、从模糊变为清晰、从先验走向实证。马克思的“人”是现实的个

人，既不是存在于理念中的人，也不是孤独的个体，更不是实证科学所谓的经济人，它是实实在在存在

于现实中的个人。“现实的个人”是人类全部历史的起点，也是马克思自由观的终极关怀目标，“现实

的个人”是每个人，是一切人。马克思的毕生事业就是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现实的个人”

是其自由观的逻辑起点，有着具体而丰富的内容。 

2.2. 自由的实现路径：实践活动 

实践是人类能动的改造客体的社会性活动。人类通过实践活动在与外部世界产生联系的同时，自我

的意识和认知能力也在此过程中产生和发展。人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来并且成为主体，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

力在实践活动中显露出来，实践使人作为主体潜在的本质力量得以发挥，并成为现实的改造客体的力量。

实践把人在自我意识领域中的可能性自由转化为现实世界中的能够实现的真正的现实的自由。在马克思那

里，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与人类追求自由的活动，两者具有内在的同一性。实践不单纯是人类认识

世界改造世界的物质活动过程，也是人类认识自我、创造自我、实现自我的途径，人的主体性在实践中得

到充分显现。因此，自由的实现离不开实践，实践为人在现实各个领域自由的生成和发展提供了可能。 

2.3. 自由的表现形式：劳动 

人类社会的一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是由劳动创造的，劳动是世间一切价值的终极源泉。在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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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资本权利的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他的劳动理论。马克思认为真正的劳动应是人之

为人的本质规定，主体通过劳动的过程将本质外化实现自为，只有在劳动中，人才能真正挖掘和开发自

身的潜能，实现真正的自由的发展。在这种意义上，劳动是人自由生命的证明即马克思的“自由的劳动”。

自由劳动是劳动价值的终极表现形态，是真正符合人的类本质的“第一需要”劳动，自由劳动是“人的

自我实现”和人的自由“类本质”的实现方式。马克思自由观中的自由是通过劳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劳动除了创造出社会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更是让主体感受到了内在的深层次幸福，劳动满足人们基本

生存需求的同时也让人类的发展成为了可实现的现实[2]。 

2.4. 自由的发展：自由时间 

在现实生活中，人的自由地实现是有条件的，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是自由实现的前提。生产力水

平提高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生产力水平较高时，人们可以在较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内创造出更多的

物质生活资料。如此一来，人们可利用的自由时间增加，人们可以用这个自由时间来挖掘自身的潜力、

丰富自身的个性而不是疲于生计。自由时间对人自由的实现和发展而言至关重要，它是人丰富生命活动、

体验感悟生命的关键点，只有在自由时间里人才能够挣脱必然性的枷锁。在保证生存的前提下，以自身

的发展为目的而进行实践活动耗费的时间才是自由时间。自由时间是人类区别于其它生物生命的类生命

内容，也是人类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决定性因素，人在自由时间中逐步走向真正的自由。 

3. 马克思自由观的主要特征 

3.1. 社会现实性 

从社会现实性出发讨论人的自由问题是马克思自由观的特点之一。在马克思的自由观中，“现实的

个人”是自由的主体，他把主体放在社会现实中考察，历史地分析了个人获得自由的现实可能性，避免

了自由主体问题的抽象性和虚假性。马克思倡导的自由是自由主体“现实的个人”的自由的实现，这也

将马克思的自由观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使马克思的自由观具有了以往自由观不具备的新特

点即实现的可能性。马克思自由观的社会现实性也表明了其与以往的旧唯物主义自由观、唯心主义自由

观有着本质区别，马克思哲学用自由主体的社会现实性来反对传统哲学的“超主体”性，实现了自由观

历史上的新发展。 

3.2. 历史具体性 

无论是创造物质财富的物质实践活动还是创造精神财富的精神实践活动，都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中

进行的，离不开当时的时代背景。自由作为人类实践活动苦苦追寻的终极目的，也必然无法从社会历史

背景中分离出来[3]。自由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相应的发生变化。马克思认为，同一国家就不同的历史阶

段而言，其自由也会有所不同；不同的国家就同一时代来说，其自由观念也会各有差异；不同的民族和

国家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各自的人民关于自由内涵的理解、自由实现的努力方向也大有不同。抛

开历史背景谈论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马克思的自由不是虚幻的抽象的自由，而是历史的具体的真正

的自由。 

3.3. 实践性 

自由实现成为现实的自由离不开实践活动。实践是自由成为现实的根本途径。马克思看来，理论的

研究与辩证分析对于讨论任何问题都是至关重要的，解答自由的问题当然离不开理论的研究，但如果仅

仅停留在理论领域，就失去了它的真正价值。实践是人们能动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物质性活动，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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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通过实践的路径，在客观世界中使用现实的手段不懈的追寻自由，才能最终争取到人类的自由和解放，

到达自由的彼岸。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

“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4]。
可见，要实现自由这个人类终极目标，只能通过实践活动。马克思的自由涉及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

与社会的关系，只有正确处理好这三者的关系，才能挣脱自然界的束缚、拨开复杂的社会关系迷雾，实

现人的自由解放。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手段是生产实践，改善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关系的途径是社会实

践，离开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来讨论自由都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实践不断调整和改造世界，人类才能

获得解放，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4. 马克思自由观的当代价值 

4.1. 有利于实现个人的自由发展 

马克思不仅阐明了自由的丰富内涵，也指出了自由实现的条件和路径。马克思的自由观是科学的、

实践的，不同于西方哲学史上康德所谓的意志普遍立法的自由；也不是黑格尔“绝对精神”自在自为的

自由；而是从“现实的个人”这一主体出发，通过实践活动积极改造现实世界以实现人的自由。实践是

通往自由的康庄大道。马克思自由观给当代中国现实中人的启示是：自由的实现并不是简单的意识的转

变，更重要的是诉诸于现实生活对物质世界的改造，并且通过这些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最终实现人的

自由与解放。马克思的自由观为我们追寻自由提供了路径指引，防止我们在追求自由道路上的踏上歧途，

对我们个人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价值功能[5]。 

4.2. 有利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仅要实现物质上的富裕，也要满足精神上的充盈。马克思的自由观是

与之相呼应的，他的自由不仅是劳动中创造物质财富体现的自由，更是自由时间里体验感悟生命创造精

神财富时体现的自由。自由的实现要求现实的物质基础和充裕的自由时间，要满足这些条件，唯有通过

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要不断深化改革，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和发展潜能，实现更

高层次的发展，这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要求，也是追求自由的历程。追求自由的实践为我

们当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不竭的物质动力和精神动力，马克思的自由观对当下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实践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5. 结语 

马克思的自由观点明了自由的主体是“现实的个人”；自由的实现必须通过实践：自由是在劳动中

表现出来的；自由发展离不开自由时间。另外，马克思的自由观也具有十分鲜明的特征，即社会现实性、

历史具体性和实践性。通过深入而细致地研究马克思的自由理论，对于当今时代中国的具体实践有着深

刻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对于我们人类实现真正的自由有着重要的价值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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