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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共产党宣言》的出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以唯物史观为

逻辑起点，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批判，描绘了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社会形式，即“自由人联

合体”。“自由人联合体”是社会中的个人自由自愿结合进行生产生活的真正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

的实现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需要生产力的高度发达、无产阶级的觉醒与联合以及世界历史的形成与

发展等条件的成熟。探讨《共产党宣言》中的“自由人联合体”思想，有助于当今时代科学认知未来共

产主义社会，指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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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blication of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marked the birth of Marxism. In the Manifesto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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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st Party, Marx and Engels took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and,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criticism of the capitalist society, described the future social form 
beyond the capitalist society, that is, the “Community of Free Individuals”. The realization of 
“Community of Free Individuals” is a long historical process, which requires the high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the awakening and union of proletariat, and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world history. The discussion of the idea of “Community of Free Individuals” in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is helpful to scientifically recognize the future communist society and guide the dee-
pening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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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从古至今，人类对自身价值和理想社会的不懈追求，推动着社会历史不断向前发展。《共产党宣言》

科学系统地阐明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其中蕴含着的丰富的“自由人联合体”思想，为人类追求理想

社会提供了科学理论的指引。在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中国共产党创新地发展了“自由人联

合体”思想，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论论断[1]。“自由人联合体”是“真正的共同体”，“人

类命运共同体”是“真正的共同体”的当代表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走向“自由人联合体”的必要

环节[2]。本文从《共产党宣言》的文本出发，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逻辑，领悟其中蕴含的“自由人

联合体”思想，探析“自由人联合体”的基本内涵、实现条件，从而科学地理解共产主义社会，深刻把

握“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当今全球化进程中的实践。 

2. 《共产党宣言》中“自由人联合体”的基本内涵 

“自由人联合体”，是马克思恩格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

唤醒无产阶级进行共产主义运动以推翻资本主义统治秩序，从而建构的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未来的

理想社会形态。在《共产党宣言》中，有一段经典论述对于“自由人联合体”的基本内涵进行了高度凝

练，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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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3]。这段论述蕴含着自由、平等、全面发展的价值维度，从人的存

在方式和社会的组织形式对“自由人联合体”的本质内涵进行了概括[4]。 

2.1. 以自由、平等、全面发展为基本价值取向 

“自由人联合体”是以自由、平等、全面发展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未来理想社会。所谓自由，是指人

的生存状态，是由个人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决定自己的行动，而不受资本的奴役；平等，即每个人在社会

关系、社会生活中处于同等的地位，具有相同的发展机会，享有同等的权利，一个人不得因为自身发展

而剥夺他人的权利；全面发展，是指“人的个性、能力和知识的协调发展，是人的自然素质、社会素质

和精神素质的共同提高，是人的经济权利、政治权利和其他社会权利的充分满足和实现”[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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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的存在方式来看，“自由人联合体”的成员是“自由全面发展的个人”，这是“自由人联合体”

实现的前提条件。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虚假的共同体”，实际上保障的是少数人即统治阶级

的自由，广大无产阶级受资产阶级的奴役、剥削，获得的只是形式上的独立和自由，事实上是被排除在

自由权利之外的[6]。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下，个人之间是不平等的，有着显著的阶级阶层的差异，现实中

的个人都被“物化”，无产阶级为了生存，不得不进行“异化劳动”，成为资本增殖的工具，而资本家

为了维持生产现状，一切行动也不得不遵循资本运行的规律。因此，社会中的个人都是为了生存被迫进

行生产活动的，都是片面发展的人。在“自由人联合体”中，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每个人自愿

自觉地结合为共同体进行生产生活，每个人都真正平等地获得了独立、自主和全面发展的社会条件，每

个人的自由个性得以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本身是以人的自由、平等、全面发展为基本价值取

向，每个人都“占有自己全面本质”，人的潜能被全面发掘、主体素质得到全面提升、社会关系得以全

面展开。在共产主义社会，每一个人都摆脱所有内在和外在的限制与束缚，获得了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2.2. 以联合体为实现形式 

从社会的组织形式来看，“自由人”联合是未来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一“虚假

的共同体”中，个人与共同体是对立的关系，自由和个性属于特定的资产阶级成员，无产阶级被迫集中

联合，经受残酷的剥削和奴役，人与人之间是分裂对抗的关系。然而，在“自由人联合体”中，人与人

之间是休戚与共、互助合作的关系，所有成员联合占有生产资料、共同劳动、共同享有社会产品，实现

了经济平等和社会公正，“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他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社会作为每个“自由人”

在平等交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联合体，又转而促进和保障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自由人联合体”

作为“真正的共同体”，实现了个人和共同体的统一，促进了社会关系的全面和谐，人与自然、人与人、

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得以真正解决。 
总的来说，“自由人联合体”是以人的自由、平等、全面发展为基本价值追求的，社会成员自愿自

由地联合为一个共同体，而共同体为每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提供条件，社会关系是和谐统一的。在马克

思看来，“自由人联合体”是未来理想的社会形式，但“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也不是虚无缥缈的臆想，

而是具有丰富的现实的科学内涵。在《共产党宣言》中，“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是历史发展的产物，

需要具备一定的历史条件。 

3. 《共产党宣言》中“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条件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发展和历史命运进行了

深刻的分析，论证了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终结，揭示了“自由人

联合体”实现的历史必然性。在对资本主义社会深刻的剖析中，蕴含着对“自由人联合体”实现条件的

论述，“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是历史发展的过程，需要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无产阶级的觉醒与联合、

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等历史条件的成熟。 

3.1. 生产力高度发达是“自由人联合体”实现的物质基础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当生产资料私有制已不能适应和容纳更高的社会生产力时，新的社

会形态就会出现代替旧有的社会形态，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是“自由人联合体”实现的物质前提。《共产

党宣言》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

的总量”[7]，这体现了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不断发展生产力，是无产阶级解放和建立“自

由人联合体”的首要条件。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依据按需分配的原则，生产资料和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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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由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占有，人们的生产方式得到根本改变，生活水平得以极大提高。 
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水平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根本条件。在“自由人联合体”中，所有人都能

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是以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为前提的。首先，马克思论述到生产力发展对于人

生存的重要性。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是人们生存的前提，只有保障了基本生存需要后，人们才有可能去追

求更高层次的生活需要，如果没有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就会导致贫穷的普遍化；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

人们为了争夺必需品必须进行斗争，全部陈腐的东西又会死灰复燃[8]。其次，由于生产力的普遍发展，

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才能突破地区、民族的狭隘性，实现个人的社会关系的发展，从而

使自身个性得以更充分的发展。此外，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效率的提高可以大大减少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缩短工作日，增加自由时间，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必要准备。人们可以充分利用自由时间进行自

由自觉的劳动，这是人实现自由和解放的根本标志，而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是人获得自由时间和进行自由

劳动的物质前提，是“自由人联合体”实现的物质基础。 

3.2. 无产阶级的觉醒和联合是“自由人联合体”实现的主观条件 

《共产党宣言》指出，“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

只有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9]因此，无产阶级是新生产力的代表，但他们处于资本主义社

会的最下层，他们没有任何私有财产，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被剥削，是受苦受难最深的阶级，因而他

们也是最革命的阶级，他们只有消灭一切剥削制度才能实现自身和整个社会的解放。 
然而，无产阶级不仅要意识到自己被压迫、被剥削的现实状况，还要意识到被剥削的根源，促进自

身阶级意识的觉醒，进而自觉联合力量去夺取政治统治，使自身获得自由解放，最终走向“自由人联合

体”。 
首先，无产阶级要深刻认识并自觉肩负起历史使命，需要科学社会主义的教育和先进的马克思主义

政党的领导。《共产党宣言》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行动纲领，共产党人以其先进性领导工人进行革

命，促进了无产阶级意识的觉醒，使“无产阶级日益成为阶级”。其次，无产阶级要推翻资本主义社会

的统治，还要进行国际联合，组织成为强有力的战斗力量。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逐渐联合起来剥

削本国的无产阶级，由于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资本主义国家日渐联合构建了一个庞大的资本主义世

界体系，对世界范围内的无产者和弱小国家进行了无情的瓜分和掠夺。因此，无产阶级要成为资产阶级

的掘墓人，就要进行先是一国范围内的联合再到自觉的国际联合，“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

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10]最终，无产阶级通过政治革命，获得了政治解

放，随后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逐渐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资本转变为由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占有

的社会财产，并大力发展生产力和进行社会建设，实现人的经济解放和社会解放，为建立“自由人联合

体”奠定必要的社会基础。因此，无产阶级的觉醒和联合是“自由人联合体”实现的主观条件。 

3.3. 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是“自由人联合体”实现的交往前提 

“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不仅需要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无产阶级觉醒与联合，也需要人的交往的

高度发展，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是普遍交往的前提。“共产主义……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

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11]因此，共产主义的实现是建立在世界普遍交往基础上的。 
首先，由于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资产阶级不得不在全世界找寻原料和商品销

售市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世界范围内得以确立。由于资本的逐利性，全世界无产者和落后的民族

国家都受到来自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残酷的现实使得无产阶级意识到国际联合以推翻资本主义世界

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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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世界市场的形成发展在客观上促进了世界历史与世界交往的形成与发展。《共产党宣言》指

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

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

[12]，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世界市场的形成，“民族历史”日益变成了“世界历史”，各个地区、民族与

国家日益结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为“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奠定了广泛的交往基础。此外，普遍交往

的发展，也为个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提供了条件。世界市场的形成发展，打破了以地域、血缘、民族等

为基础的狭隘交往方式，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交往。随着交流空间的扩大，人们的视野变得更加开

阔，发展空间扩大，人们能够更加自由地根据自身的兴趣、需要等选择发展方式。世界市场的发展为社

会关系的和谐统一提供了广泛的交流空间，因此，世界历史的形成与发展是“自由人联合体”实现的交

往前提。 
在《共产党宣言》中，“自由人联合体”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实现“自由人联合体”也需要生产

力的高度发达、无产阶级的联合以及世界市场的发展等条件的成熟。在现阶段，社会不断发展，科学理

解和深刻把握“自由人联合体”思想对当下社会实践的发展来说意义重大。 

4. 《共产党宣言》中“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的当代意义 

“自由人联合体”是对未来共产主义的描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的终极方向。深刻理解“自

由人联合体”思想，对于我们科学认识共产主义社会和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具有重大理论价

值和现实意义。 

4.1. 形成对共产主义社会的科学认知 

“自由人联合体”，即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未来理想社会所作出的本质规定，但并

没有作出具体的刻画。共产主义社会，不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不是空想的社会主义，而是深深扎根

于现实生活，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需要一系列历史条件的成熟。 
共产主义社会，即“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是具有曲折性和长期性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社会取代

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社会主义社会向“自由人联合体”的迈

进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现阶段，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借鉴社会主义社会文明，

不断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调整，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从而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资本主义社

会与社会主义社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会共存，彼此相互借鉴、共同发展。因此，社会主义社会向“自

由人联合体”迈进是一个具有曲折性和长期性的历史过程。 
对“自由人联合体”的追求和向往，是党和国家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

远大目标。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要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前提就要对共产主义社会进行科学的

认知。共产主义社会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现实的产物，但是实现共产主义没有既定的方案和路线，也

没有具体的日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并总结经验。随着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我们会不断

接近“自由人联合体”的目标，但过程是艰难而曲折的，需要我们坚定共产主义信念，进行长期不懈的

奋斗。 

4.2. 指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化发展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社会需要面对诸多新形势、新情况与新问题。当今世界，

各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差距较大、贫富差距悬殊、意识形态斗争激烈、现实矛盾突出，在此条件下，“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为人类着眼于解决共同的现实问题，以实现各国的共同发展提供了路径选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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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自由人联合体”的价值要求，是“自由人联合体”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实践。 

4.2.1.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走向“自由人联合体”的必要环节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背景下提出的，旨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

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随着世界交往的不断扩大以及人们自由和独立意识的觉

醒，以往弱肉强食的统治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整个世界的发展。各国发展联系日益紧密且成为利益共同体，

面临诸多共同的威胁和挑战，如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各国携手合作共同面对。

在当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并存的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基于实现各个国家、民族、地

区以及个人的平等、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要求，是国与国之间平等的交流对话，是国与国之间共谋发展的

协商。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迈向“自由人联合体”的必要环节。 

4.2.2.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体现“自由人联合体”的价值要求 
“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同于“虚幻的共同体”，它的目标是“真正的共同体”。马克思认为，代替

虚幻共同体的未来共同体是真正的共同体，也就是“自由人联合体”，在那里，没有剥削与压迫，没有

不平等和不公正，每个人都获得了发展自我的条件，每个社会成员“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从根本上

讲，“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倡导的世界各国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社会公平正义、个人自由发展共同价

值理念与“自由人联合体”内含着共生、共存、共建、共荣的价值理念是内在一致的，“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价值理念体现了“自由人联合体”的价值要求[13]。 

4.2.3. “自由人联合体”思想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入发展指引方向 
在“自由人联合体”中，个人与自身、他人、社会以及自然的关系不再是对立的，而是和谐统一发

展的。在和谐丰富的社会关系中，每个人都能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当今复杂的世界形势下，“人

类命运共同体”价值功能更加凸显，目标方向更加明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旨在共同解决世

界面临的危机，推动共同发展，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当今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趋势不断加

深，世界面临的诸如经济危机、强权政治、贫富差距、环境恶化等发展问题，给全世界各国发展带来了

新的时代课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基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之下，谋求世界各国加强合作，走和平

的共同发展道路，携手解决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矛盾和危机，从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理论和实践不断创新深化，彰显了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实践意义。  

5. 结论 

《共产党宣言》的发表距今已有 170 多年，但其中蕴含的丰富的“自由人联合体”思想仍然闪耀着

灿烂的理论光辉。从人的存在方式和社会的组织形式来理解“自由人”、“联合体”的本质内涵，从生

产力高度发展的物质基础、无产阶级联合的主观条件、世界市场发展的交往前提等方面来探讨“自由人

联合体”实现的条件，这不仅对于我们当今更加科学认识共产主义有重要意义，同时对现阶段“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实践也具有深刻的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 杜利娜, 李包庚. 从“自由人联合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读《共产党宣言》[J].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 2018, 39(4): 21-27.  

[2] 徐斌, 巩永丹. 马克思共同体理论的历史逻辑及其当代表现[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9(2): 62-68.  

[3] 马克思, 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51.  

[4] 叶汝贤.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关于未来社会的核心命题[J]. 中国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1.102042


祝丽 
 

 

DOI: 10.12677/ass.2021.102042 289 社会科学前沿 
 

社会科学, 2006(3): 4-14+204.  

[5] 王公龙. 共产党人的必修课: 《共产党宣言》十问[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6] 王虎学, 万资姿. “共同体”、“资产阶级社会”、“自由人联合体”——从人与社会的关系嬗变看马克思的社会“三形

态” [J]. 湖北社会科学, 2009(1): 5-8.  

[7] 马克思, 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49.  

[8]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39.  

[9] 马克思, 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38.  

[10] 马克思, 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47.  

[11]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98.  

[12] 马克思, 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31.  

[13] 方杲.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自由人联合体的逻辑一致性[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9, 59(3): 179-186+235.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1.102042

	《共产党宣言》中的“自由人联合体”思想探究
	摘  要
	关键词
	A Study on the Thought of “Community of Free Individuals” in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共产党宣言》中“自由人联合体”的基本内涵
	2.1. 以自由、平等、全面发展为基本价值取向
	2.2. 以联合体为实现形式

	3. 《共产党宣言》中“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条件
	3.1. 生产力高度发达是“自由人联合体”实现的物质基础
	3.2. 无产阶级的觉醒和联合是“自由人联合体”实现的主观条件
	3.3. 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是“自由人联合体”实现的交往前提

	4. 《共产党宣言》中“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的当代意义
	4.1. 形成对共产主义社会的科学认知
	4.2. 指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化发展
	4.2.1.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走向“自由人联合体”的必要环节
	4.2.2.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体现“自由人联合体”的价值要求
	4.2.3. “自由人联合体”思想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入发展指引方向


	5. 结论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