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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克思主义在萌芽时期就深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想影响，其早期的异化史观带有明显的人本主义色彩，

是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继承。但随着马克思对人的本质更加深刻的揭示，马克思主义逐渐成熟，创立

唯物史观；并在其走向成熟的过程中，人本主义不再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大特点，而是逐渐内化为人文

精神隐含在马克思主义的全部思想观点之中。马克思主义的人文精神对新时代党和国家站在最广大人民

的立场上，坚定地维护人民利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全人类共同体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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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rxism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Feuerbach’s humanistic thought in its infancy, and its early 
view of alienation history had obvious humanistic color, which was the inheritance of Feuerbach’s 
humanism. But with Marx’s more profound revelation of human nature, Marxism gradually ma-
tures and establishe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in the process of its maturity, humanism is no 
longer a major feature of Marxism, but gradually internalized into the humanistic spirit implied in 
all Marxist ideas. The humanistic spirit of Marxism is of great value for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in 
the new era to stand on the standpoint of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the people, firmly safe-
guard the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build a harmonious socialist society, and build a community for 
all man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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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早期的人本主义思想 

马克思在早期常被称为是一名人本主义者，其原因在于他继承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思想，创立了

早期带有明显人本主义色彩的异化理论，由于采用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逻辑方法，此时的异化史观使

后期的马克思自己也无法满意，创立了更为完善的唯物史观，但人本主义的思想也并没有被马克思所完

全抛弃。 

1.1. 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 

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是近代无神论思想发展的高峰，指出“人创造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人”，肯

定人的地位和价值。在费尔巴哈那里，唯物主义的含义就是在反对宗教神学的意义上确立感性的人的地

位，他把前人颠倒了的关于宗教与人的关系重新颠倒了过来，他强调上帝是人们自己的创造物，人的属

性错误地授予了上帝，使上帝呈现出人的特征，并且当人类屈从于上帝的旨意时，人总是放弃自己的自

主权[1]，这是其无神论思想的重要体现，也是费尔巴哈异化概念，体现着其一般唯物主义思想和人本主

义思想。 
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基本方法论是这样的，他首先从主观上设想出一种理想化的“人的本质”，然

后以这种“人的本质”为依据和标尺去衡量现实的人和现实世界的一切。当他发现人们和他设定的“人

的本质”不相符合，他就认定“人的本质”丧失了、异化了。因此，为了使人获得解放，他就要批判宗

教，打倒上帝和邪恶，呼唤人性，使人性和人的本质复归于人，建立“爱”的王国[2]。这种方法实际上

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方法论。因此尽管这种真正的人道主义在批判宗教神学或黑格尔思辨哲学的神秘主义

架构上具有强大的理论冲击力，但是在面对具体的社会政治经济现实，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就又会成

为一种理论障碍[3]。 
合理的利己主义是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想的核心，贯穿于费尔巴哈的所有著作中。费尔巴哈所说的

利己主义，是“是必需的、不可或缺的利己主义，不是道德上的，而是形而上学的，即植根于人的本质

中为人所不知道和不自意的利己主义，没有这种利己主义，人简直不能够生活，因为我要生活，我就必

需不断地吸取有利于我的东西，而把有害于我的东西排除出身体以外”[4]。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的利己

主义观点仅仅是对市民社会所直观的观察，他所观察到的是为了生存、为了实现个人利益而忙忙碌碌的

市民，费尔巴哈站在市民的立场上，为他们辩护认为市民的利己主义是合理的，费尔巴哈的立脚点是市

民社会，而不是处在动态发展着的人类社会，这最终使他陷入唯心主义的牢笼[5]。 

1.2. 马克思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想的继承 

唯物史观的创立并非一蹴而就，青年马克思深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影响，在其从唯心主义转

向唯物主义的思想进程中，首先转向了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甚至有学者认为青年马克思

是一个人本主义者，但不可否认，在其早期的唯物主义观点中，带有明显的人本主义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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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报》工作期间，马克思主要从私人利益和利己主义角度来理解市民社会，对私有财产和私人

利益持否定批判的态度，指出以私人利益为根本目的的政治国家和资产阶级法权观念的虚假性[6]，这是

一条基于人本主义的批判逻辑。在 1843 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把人本主义和政治联

系起来，将费尔巴哈关于宗教的异化和解放理论用于社会领域，用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批判理论去论述

人类异化的批判理论和人类解放的概念，并且对马克思而言，简单的政治解放不等于人类解放，全面解

放是人的世界的回归和自我回归。并且解放需要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要完全寻回人本才能拯救他们

自己[1]。 
而马克思之所以被认为是一个人本主义者与他《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所提出的人本主义的异化

理论息息相关。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异化观，实质上是把人的本质抽象出来一个最高本质，即

人的类本质，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理论的阐述其中也包含着费尔巴哈的类

本质哲学，继承了费尔巴哈“人的本质及其异化和复归”的人本主义逻辑公式[7]。马克思认为，人是类

存在物，人的类本质“应该是”自由自觉的劳动，但是在现实的劳动过程中，人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

人的类本质仅仅变成了维持人类生存的手段。这种价值悬设说明这一时期的马克思其实是站在崇高的善

的立场之上，运用浪漫主义去反对一切社会的不公正和社会的那种盘剥性[8]。因此《手稿》中马克思使

用的仍是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批判范式，运用价值悬设的方法对阶级社会进行道德批判，不能算是完全

意义上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著作，但它是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之作，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2. 马克思人文意蕴的内化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批判了有关人的本质的抽象概念，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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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p. 139)。这可以看作是对人本主义的青

年马克思的回应，马克思不在对人的本质做出抽象的规定和悬设，而是从“现实的人”出发，推动马克

思走向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着新世界观即唯物史观的创立，马克思告别了费

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唯物主义，批判费尔巴哈的唯心史观，从抽象的思维转向感性的现实，立足于人的生

活世界，人本主义精神则内化为人文精神蕴藏在马克思主义的人学观点中。 

2.1. “现实的人”是唯物史观的前提 

在马克思之前，唯心主义哲学家抽象的人学观统治着整个哲学界。从康德到黑格尔，人无一不是精

神、理念的产物，人及人的思想都被看作是精神运动的结果，人的存在被抽象为精神的存在。费尔巴哈

从人本学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他认为人是现实的感性存在，在他的视域内，理性、意志和情感是人的

本质，人是类本质的存在物，费尔巴哈走出了黑格尔“观念统治人”的思想误区，但他把人归为整体的

类，他没有发现人的个体性与差异性，认为人与物同为生物学意义上的类。在费尔巴哈这里，本质主义

是他迈向唯物主义的重要一步，但费尔巴哈仅仅把人的本质停留在对类本质的认识中，他没有进一步揭

示“现实的人”与“抽象的人”的关系，陷入了思辨的矛盾之中。 
费尔巴哈感性哲学的致命缺陷，在于他仅仅从感性的直观或者感觉出发来理解这个感性世界，不能

从感性的活动即实践出发来认识世界。他所理解的人，也是感性的人而不是现实的社会的从事实践的人，

只是具有自然属性的类本质的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

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这一概念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自此，

马克思创立了一种不同于传统哲学的新的思维方式即“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一种真正意义上把人放

在历史和现实中来看待的思维方式，马克思所理解的人，不再是机械的、抽象的人，而是具体的、鲜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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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不再是分裂的、片面的人而是完整的、全面的人；不再是虚幻的人，而是现实的人[10]，实现对费

尔巴哈“抽象的人”的超越。 

2.2. “现实的人”的含义 

首先“现实的人”是从事实践的人。劳动作为一种自由自在的生产活动，是“现实的人”的存在方

式，人类完成从自然人到现实人的转变就是从投入生产的那一刻开始的。不同于动物出于生物本能所进

行的活动，“现实的人”是为了满足自己物质资料的需要而展开有意识的生产活动的，而这些生产活动

反过来又构成了人们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一文中，恩格斯提出了

“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著名论断，指出动物出于本能进行活动，而人在劳动中则是有目的的，以自己

的理性和经验改造自然，人是能动性和受动性的辩证统一体。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动物仅仅利用外部

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

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终的本质的差别，而造成这一差别的又是劳动。”

[11] 
其次，“现实的人”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现实的人都是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之中并从事实践

活动的人，人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一个人只要从事生产活动，就会在这个过程中与他人建立特定的社

会关系，并且这些社会关系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而由整个生产决定的。而在费尔巴哈那里，感性的人

不是从事实践的人，而是一个个静止、孤立的人，因此他看不到人与人之间多重的复杂的社会关系[5]。
只有顺应历史条件，充分利用这些社会关系，人才能在实践中生产更多物质资料满足自身需求，最终推

动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再次，“现实的人”是处在历史发展中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人的研究和理解从来不是静止的、

孤立的，而是动态的、发展变化的。他们将人类社会的历史看作实践的历史。一方面，人在实践的过程

中创造了人类社会史；另一方面，人作为历史进程中的一份子，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会有不同的历史特征。 

2.3. 以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目标 

人的解放问题一直是贯穿马克思主义的脉络和红线，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个人发展的理

想状态和最终归宿。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马克思将社会形态的演进和人的生存方式联系

起来，明确划分为三大阶段或三大形态。首先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

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

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

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

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古已有之，第二阶段是当下状况，第三阶段则是未来可能。每个阶段都是前一阶段客观矛

盾自我运动和积极扬弃的结果，同时又为后一阶段的到来准备条件。第二个阶段即资本主义阶段，马克

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下“物的依赖关系”展开深刻的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促进人从“依附性”走向“独立

性”，但这里的“独立性”却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并未使人获得彻底的“自

由个性”的全面发展，资本主义阻碍了人的自由发展，使人丧失了主体性，即人的异化，在资本主义社

会，人只能得到片面发展[12]。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根据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人类最终会

进入第三个阶段，即在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人自由全面发展，人类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人

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是针对资本主义以及一定社会发展形态下人的物化、异化造成的片面发展、畸形发展、

不全面发展、不自由发展而言的，实现每一个个体和整个人类的发展，每一个个人不再受剥削和奴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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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制度束缚，不再受必要劳动时间束缚，在劳动生产和社会实践中，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在个人

自我协调发展中，人们实现了自由和平等，实现了时间和空间自由，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

与人之间以及人的心身之间高度和谐，人类实现彻底解放[13]。 

3. 时代价值 

3.1. 坚持人民立场，以人全面自由发展为美好目标 

人文关怀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理念的基本原则，人民性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人民

立场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立场。 
我们现在仍处于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第二大社会形态，仍然朝着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特

点的第三大社会形态发展，社会发展的目标仍是共产主义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

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随着中国社

会生产力的不断变革，社会物质财富的急剧增长，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面貌发生了极大的改善，如今人

民已经从短缺经济时代对物质需求的高度依赖转向了对精神领域的需求和提高上，对党和国家提出更高

的要求，坚持人民立场，不仅要满足物质需求，还要不断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 

3.2. 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尊重人的主体价值 

“现实的人”是从事社会实践的人，与动物本能性的活动不同，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是有目的、

有意识的活动。劳动作为一种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是人“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手段”的感性活动，是

与动物本能且被动地适应自然活动的根本区别所在。正如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说，

“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

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

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

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按照

美的规律来进行创造。”([9] p. 57) 
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我们要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主动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尊重

人的主体价值，将“现实的人”与“抽象的人”区别开，发挥意识的能动作用。实际工作中，勇于创新

敢于创新，提高工作积极性，激发主体意识与责任意识，积极创新工作方式。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

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根据需要和实际向用人主体充分授权，发挥用人主体在人才培养、引进、使用中

的积极作用”[14]，这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人才的重视和培养，解放和发展人才，防止和避免人才资源

的浪费。 

3.3.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马克思人的本质核心是人的“社会关系”，这表明人不是抽象的存在物，而是现实的处于具体的实

践中的人，因而也是处于丰富多样的社会关系中的人。人的社会关系是在实践中结成的人的多方面的关

系，包括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多方面关系。 
矛盾是反映事物内部和事物之间对立统一关系的哲学范畴，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是矛盾的两个基

本属性，和谐是矛盾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体现着矛盾双方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社会本

身就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社会和谐是社会内部诸矛盾的融洽整合和协调发展。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建

国初期毛泽东曾指出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他指出，人民内部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是在人民

根本利益一致性上的矛盾，坚持采取民主的方式、遵循批评团结批评的原则加以解决，这一原则方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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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新时期党和国家处理社会矛盾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新时期，敌我矛盾不占主导地位，人民内部

矛盾普遍存在，但仍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人民的根本利益仍具有一致性，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正确处

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自然界与人是双

重的对象性的关系，自然界是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对自然界能动的反作用，可以根据自己的目

的和需求认识和改造自然界，但人改造自然界要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防止破坏人与自然的平衡，

正如恩格斯告诫我们：“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

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

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

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11] pp. 997-998)。也就是说，人和自然界具有“一体性”。社会和谐，既包括人

与人之间的和谐，也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 

3.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明确地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

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9] p. 422)在未

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国家和阶级都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自由人联合体。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就以

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命题，就是站在全人类共同发展的高度，从世界历史发展大势出发，观照人

类整体的生存境遇和未来发展，是全人类的发展战略。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指出：“只

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9] 
p. 199)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一直鼓吹所谓的“普世价值”，将体现本国价值体系一整套话语强加于他国，

利用其强势地位肆意干涉别国事务，形成不平等的国际体系[12]，与资产阶级不同，马克思主义的立足点

是全人类共同利益，追求的是人的彻底解放，“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的共

同价值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念具有高度契合性，蕴含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意蕴。 
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

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9] p. 404)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

对人类历史发展大势的准确把握，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世界各国应团结起来，建设一

个有利于全人类发展的持久和平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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