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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将美与人类的实践活动相联系，通过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劳动异化

和人的本质异化等来阐释说明美的本质、美的起源、美的规律和美的实现，建构起自己的美学思想。而

在当今社会，随着现代审美观念的扭曲，社会中出现的“容貌焦虑”逐渐成为困扰女性的一种普遍的心

理现象。这种“容貌焦虑”的心理源于资本参与进身体美学运行机制以及女性主体意识的部分觉醒。马

克思美学思想对当下的审美文化有批判性的认识，它启示女性摆脱“容貌焦虑”心理，应树立正确的审

美观念，按照美的规律构造美，同时积极建构自身的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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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materialistic view of history, Marx connected beauty with human practical activities, 
and constructed his own aesthetic thought by criticizing the alienation of labor and the alien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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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 nature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capitalist private ownership to explain the essence of beauty, 
the origin of beauty, the law of beauty and the realization of beauty. In today’s society, with the dis-
tortion of modern aesthetic concepts, “appearance anxiety” has gradually become a common psy-
chological phenomenon troubling women. This “look anxiety” stems from the participation of capital 
in the aesthetic mechanism of the body and the partial awakening of women’s subjective conscious-
ness. Marx’s aesthetic thought has a crit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aesthetic culture, which 
reveals that women should get rid of the psychological phenomenon of “look anxiety” by establish-
ing a correct aesthetic concept, constructing beaut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s of beauty, and ac-
tively constructing their own subje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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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容貌焦虑”是指由于受到外界审美标准的影响，个体对自身的面容、体型等外在身体形象产生焦

虑和担忧的心理状态。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以及美容行业的快速发展，对女性外貌的审美标准不断被塑

造和强化，导致许多女性对自身外貌产生焦虑和不安。她们常常受到社会、媒体和同龄人的审美标准的

影响，对自己的外貌要求越来越苛刻，不少女性因为自己的外表没有达到所谓的“完美标准”而感到自

卑和沮丧。这种对于容貌的过度焦虑已不再仅仅是微观个体的心理问题，而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现

象。在这种不健康心理的影响下，女性纷纷投入到对身体的消费中，认为自己的身体“没有一平方英尺

应当视作不能改进”(齐格蒙·鲍曼，2013)。正如鲍德里亚所说：“美丽之于女性，变成了宗教式的绝对

命令。美貌并不是自然效果，也不是道德品质的附加部分，而是像保养灵魂一样保养面部和线条的女人

的基本的、命令性的身份”(鲍德里亚，2014)。然而，当代消费社会对于美的标准的界定愈加极致，引导

女性对美的追求没有限度，从“反手摸肚脐”“翘臀顶汽水”到“高颅顶”“精灵耳”，这种误导女性

对自己的身体进行大刀阔斧改造的“美学”实际上是对女性身体实施的新型暴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马克思美学思想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来思考和解决女性“容貌焦虑”的

心理问题。马克思关于美的相关论述主要集中在《1844 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两篇

文章当中，其以唯物史观为基础试图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飞速发展下所产生的劳动异化、人本质的异化

等观点来阐释说明美的异化和美的规律。通过深入探讨马克思美学思想对于女性容貌焦虑的启示，有助

于正确把握美的本质，拓展对于美的理解，以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来重塑对美的认知，从而逐渐摆脱“容

貌焦虑”心理的困扰，实现个性的自由发展，更加自信健康的生活。 

2. 马克思美学思想概述 

2.1. 马克思美学思想形成背景 

马克思美学思想的形成与 19 世纪欧洲的社会历史背景紧密相关。19 世纪的欧洲正处于资本主义快

速发展的时期，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工人阶级的崛起和工人运动的发展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种社会背景促使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深刻的批判，并探索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在这个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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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艺术和美学的思考也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人的异化，使

人失去了真正的自由和个性。这种异化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也体现在文化和艺术领域。因此，马克思

提出了艺术应该反映人民的真实生活和情感，而不是为资本家服务。 
从哲学背景来看，马克思美学思想的形成还受到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

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等多种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康德、黑格尔等人的美学观点，对马

克思产生了重要影响。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这些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

进而提出了自己的美学思想。与此同时，当时文化艺术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马克思对美学的思考。

19 世纪的欧洲文化艺术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各种艺术流派和风格层出不穷。这为马克思提供了丰富的

艺术材料和观察对象，使他能够更深入地思考艺术和社会的关系。 

2.2. 马克思美学思想基本内容 

2.2.1. 美的本质 
众所周知，美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说它古老，是因为对美的追问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说它年轻，是因为美学作为一门学科被系统建构不过才两百多年的时间。一直以来，美学的中心概念被

认为是“美”，美学就是根据“美”这一概念的定义推衍而出的一套理论体系。所以，无论建立何种美

学理论，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就是“美是什么”。在西方美学史上，哲学家对于“美”有许多不同的理解

和观点。一些哲学家认为“美”是客观存在的特质，如毕达哥拉斯和亚里士多德。毕达哥拉斯认为“美

是数的比例、对称与和谐”，亚里士多德提出“美是大小合适、比例匀称、结构合理、安排有序的有机

整体”。而另一些哲学家则将“美”视作主观的体验，如休谟的“美即快感”以及克罗齐的“美在直觉”。

总的来说，“美是什么”在西方哲学中是一个复杂而充满歧义的主题，各种学派和哲学家都对其进行了

深入的探讨和理解。 
马克思对于美的思考是深刻的，这种思考并非孤立于其哲学体系之外，而是深深植根于历史唯物主

义的基础之上。在谈论美时，马克思总是将美与人类的实践活动相联系，他将美看成是人通过能动的、

创造性的实践活动，将人的自由本质展现在客观事物上的表现，这种将人的自由本质对象化的过程就是

美的创造过程。人作为美的创造者，也是确证自己本质力量的审美主体，享有审美的权力。人类通过劳

动将自然物转化为自身所需要的物品，这种转化过程需要依靠人的感觉和意识，而人在将自然人化的过

程中，人自身的感觉器官也得到了锻炼和发展，“五官感觉的形成是迄今为止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马
克思，恩格斯，2009)，人逐步成为拥有感性丰富性的人，人的审美感觉也就是美感因此也逐步形成。 

2.2.2. 美的起源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作为美学史上重要的文本之一，马克思首次提出了“劳动创造了美”的

论断。“劳动”这个概念在马克思的美学思想中有着及其重要的意义，这是理解其美学思想的关键，可

以说如果不探讨马克思的劳动看法，就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的美学思想。从马克思的观点看来，人的本

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也就是劳动，人只有通过劳动才能真正实现人的本质复归，在这里马克思所

说的劳动是带有自由维度的劳动，劳动者可以通过劳动创造美。但是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劳动者的劳

动发生了异化，他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写道：“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马克

思，2014)。在他看来，由于私有制度的存在，人类从自由而有意识地活动向异化劳动转化。异化劳动属

于片面性活动，在这一异化劳动中，人类活动失去了丰富性，人本质无法得到确证，还导致人与人之间

的对立、人与自然之间的分离，最后造成了人本质的沉沦。此时劳动不可能产生真正美的东西，并且劳

动者还丧失了审美的需求和能力，美的创造者在审美创造只能被奴役。因此，必须彻底摆脱异化，只有

当异化劳动消亡的时候，人们才能创造真正的自由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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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美的规律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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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对象；因此，人也

是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马克思，2014)。这里所说的“美的规律”指的是人在实践中按照“种的尺度”

和“内在的尺度”进行的创造活动所遵循的法则。在马克思看来，人和动物有着本质的区别。人作为对

象性的存在，能够在实践活动中展现自己的意志和本质力量，并在对象上确证自己的存在。可以在实践

活动中改变对象，还能有新的创造。在此意义上，人的活动其实就是一种自由的活动。马克思通过比较

动物的活动与人的实践活动，发现人的实践活动和动物的活动的本质区别就是：人的活动是符合美的规

律的。在自由自觉的劳动中，人自然而然地运用其内在尺度，从而展现出其独特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美

的规律，其实质便是客观尺度与主观尺度的和谐统一，是自然规律与人之目的性的完美结合，更是必然

与自由的交融共生。这一规律并非独立于客体之外，而是根植于人的实践之中，伴随人的自由自觉活动

的发展而发展。因此，我们需深刻领会美的规律的精髓，方能洞察美的创造的主体作用，科学评价人的

能动性和创造性，进而科学地揭示美的规律。 

2.2.4. 美的实现 
美的实现离不开人在实践活动中的两个重要统一：一方面是将客观存在的“种的尺度”与主观内在

的“固有尺度”相统一，另一方面则是将“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在这两个统一的过程中，

人类不仅实现了自我发展，更获得了自由。因此，马克思认为“美”的本质是人通过能动的、创造性的

实践活动，将人的自由本质展现在客观事物上的表现，美的实现实质上是人性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

展的体现。 
然而，私有制是实现美的障碍。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桎梏下，劳动者的身心均被资产阶级所奴役，

美的创造主体的本质力量被压制。他们并非以完整的人的身份存在和劳动，而是沦为资本家手中的劳动

工具。这种境遇使他们深感痛苦和无助，而资本家们则心安理得地享用着劳动者辛勤劳动的成果。马克

思坚信，唯有步入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彻底摒弃这种异化的劳动形式，让劳动者重获自由。在共产主义

社会，劳动者创造的劳动成果直接服务于整个社会，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构建更充

足的实现美的现实条件，从而推动人的自由自觉全面发展，最终实现人性的真正解放。 

3. 女性“容貌焦虑”心理危害及形成原因分析 

3.1. 女性“容貌焦虑”心理危害 

3.1.1. “容貌焦虑”心理对女性个体的危害 
“容貌焦虑”对女性个人的危害是多方面的，涉及心理健康、生理健康以及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 
首先，从心理健康角度来看，“容貌焦虑”可能导致女性出现情绪低落、自卑自闭，甚至产生社交

障碍。她们可能会因为自己的外貌不够理想而感到极度不安，长时间处于这种焦虑状态下，心情容易变

得烦躁不安，自卑感也会逐渐加重。这种自卑感可能进一步导致她们回避社交活动，害怕与他人交往，

严重时可能发展为社交恐惧症。需要指出的是，容貌焦虑还可能诱发一些心理疾病，如抑郁症、双相情

感障碍等。这些心理疾病不仅会加重女性的心理负担，还可能对她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造成严重影响。 
其次，容貌焦虑还可能对女性的生理健康产生不良影响。长期的焦虑状态可能导致内分泌失调，进

而引发一系列的身体不适症状，如失眠多梦、心慌气短、食欲不振等。这些症状不仅会影响女性的日常

生活和工作效率，还可能对身体健康造成长期损害。 
最后，容貌焦虑还可能影响女性的日常生活。她们可能会过度关注自己的外貌，经常照镜子，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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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缺陷进行苛刻的评价。这种过度关注可能导致她们在化妆、打扮等方面花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占

用女性的认知资源、金钱和时间，从而影响女性的个人成长与职业发展。例如著名的“泳衣测试实验”

告诉我们，身着泳衣的女性在进行智力测试时，表现得往往都不理想，测试成绩低于她们正常穿着时。

因为当女性身着泳衣时，她们的注意力往往会分散到泳衣上，担心自己是不是美，会不会走光等等，这

时便不能全心全意地进行智力测试。可见女性对于容貌的过度关注，确实会影响日常生活与工作。值得

注意的是，女性还可能因为对自己的外貌不满意而频繁尝试各种美容方法，包括整容手术等，这不仅增

加了经济负担，还可能对身体健康造成潜在风险。 

3.1.2. “容貌焦虑”心理对社会的危害 
首先，“容貌焦虑”心理显著加剧了社会的审美压力，促使审美标准向着更为苛刻和单一化的方向

发展。在现代社会，容貌美观被普遍视作获取自信、社会关注以及职业成功的关键要素。这种社会心理

现象导致个体对自身容貌产生过度关注，形成对美的过度追求态势。然而，这种追求往往是以牺牲个体

独特性为代价的，因为它强制要求个体必须符合某种特定的、为社会广泛接受的审美标准。这种单一的

审美标准不仅限制了人们对美的多样性和个性的认知，还可能导致对不符合标准的人群的歧视和排斥，

进而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和分裂。 
其次，“容貌焦虑”心理加剧了社会资源的非理性配置和浪费。那些深受“容貌焦虑”困扰的个体，

为追求容貌上的提升，可能投入大量金钱和时间于化妆品、护肤品及整容手术等领域。这种过度消费行

为不仅增加了个人和家庭的经济负担，还可能对社会资源造成不必要的消耗。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整容

手术等高风险行为可能带来身体和心理上的双重伤害，进一步加剧了社会资源的无效利用。 
再者，“容貌焦虑”心理对社会的心理健康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长期处于容貌焦虑状态的个体，

往往表现出情绪低落、自卑、社交回避等心理症状。这种焦虑和压力状态可能导致个体心理健康水平的

显著下降，严重时甚至可能诱发抑郁症、双相情感障碍等心理疾病。这些心理问题不仅危及个体的身心

健康，还可能对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构成潜在威胁。 
最后，容貌焦虑心理可能会扭曲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当容貌成为衡量个体价值和能力的主要标准时，

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可能发生偏离。人们可能更加侧重于外在形象而非内在品质和能力，这种扭曲的价值

观可能导致社会整体道德水平的下滑，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尊重关系也可能受到损害。此外，这种价值

观还可能导致“以貌取人”的社会偏见现象加剧，使得那些不符合主流审美标准的个体在社会中遭受不

公平待遇和歧视。 

3.2. 女性“容貌焦虑”心理形成原因 

3.2.1. 资本参与身体美学运行机制 
在这个万物皆可“卷”的时代，审美标准也“卷”出了新高度，而这“卷”的背后离不开资本的运

作。“美丽之所以成为一个如此绝对的命令，只是因为它是资本的一种形式”(让·波德里亚，2014)。 
在资本的运作下，女性对身体的狂热消费成为了一种必然现象。资本以追求利润作为其核心驱动力

和目标。为了获取尽可能多的利润，资本家不遗余力地运用各种手段来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而女性身

体消费，作为资本扩张的内在需求，成为了资本家们特别关注的对象。女性的身体美是身体消费最为重

要的动力，为了不断激发女性对身体的消费欲望，资本顺理成章地参与进身体美学的运行机制，资本家

们铺天盖地式地宣传女性美丽的外表，激发女性对外在形象美的欲望，制造女性对自身形象的焦虑感，

同时又给予她们一种虚幻的希望。这种策略促使女性不断地购买各种女性用品，并通过视觉的冲击和“美

丽神话”的构建，将女性引入一个美丽幻梦的漩涡中，使其深陷其中无法自拔。同时，为了不断创造新

的身体消费需求，资本通过加大虚构和现实的潜在对比暗示女性在某一容貌节点上存在不足，加重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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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貌焦虑”的心理负担，增加她们的消费倾向，使得消费永远不会停止，女性只能在一次次的追随潮

流中成为资本的奴隶。 
资本进入身体美学的运行机制后所生产出来的身体本身成为了一种资本形态(董金平，2013)。人们常

说现今社会是个“颜值即正义”的时代，这背后实则蕴含了这样的逻辑：天使般的面庞和魔鬼般的身材，

如同一种行走的资本，拥有它们的女性在社交与商业活动中往往能够赢得更多的认可与回报。不可否认，

没有人会排斥美的事物，对于女性来说，美丽的身体与就业和择偶息息相关。当女性医美整形、运动健

身、化妆穿搭的时候，她们实际上是在对自己的身体进行精心的投资。一旦她们拥有了这份优质的身体

资本，她们便能从中获取更多的优势与益处。 

3.2.2. 女性主体意识的部分觉醒 
人的觉醒及生产力的发展使得人类逐渐挣脱自然界的桎梏，逐步迈向自由之境。而女性意识的觉醒，

更是让女性历经艰辛的斗争历程，逐渐挣脱了宗教的枷锁和封建礼教的束缚，进而获得了更为广泛的自

由和自主权。尽管在封建社会，女性也进行着身体消费的活动，但受限于封建礼教的束缚、禁欲主义的

传统以及家境等多种因素，并非每位女性都能享受到自主支配身体消费活动的权利。随着时代的进步，

女权主义的兴起，女性主体性逐渐得到复归，女性掌握了更多对身体的支配权，越来越多的女性敢于展

示女性身体的独特魅力，勇于张扬自我个性。 
虽然在当今社会女性的主体意识有所觉醒，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仍处于一个男权社会，关于女性身

体审美标准并没有摆脱男权社会的禁锢。对女性身体和外貌的过度关注，实际上揭示了女性在社会中所

处的从属地位。当女性仅被看作是“女”与“美”的代名词，而缺少了“人”的属性，这无疑是对女性

主体意识的严重压制。这种偏见和刻板印象剥夺了女性作为独立个体的价值和尊严，限制了她们在社会

中的全面发展。当我们谈成功人士时，优秀的男性总是与才华、能力等相联系，而女性则往往更容易受

到他人对其外貌的关注。在现代社会，女性一方面挣脱了传统封建束缚，但是一方面又处于无所依靠的

状态，缺乏安全感和身份感，于是女性试图通过身体来获取安全感和他人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受“容貌

焦虑”困扰的女性正是过于关注他人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在他人的审美标准和要求下不断塑造自我的外

在形象，将身体按照社会所期待的模样来构造，从而在对美的追求中迷失了自我，忘掉了自身应该具有

的使命和抱负，阻碍了自身的全面发展。 

4. 马克思美学思想对缓解“容貌焦虑”心理的启示 

4.1. 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 

马克思认为“劳动创造了美”，人在将自然人化的过程中，人自身的感觉器官也得到了锻炼和发展，

人逐步成为拥有感性丰富性的人，人的审美感觉也就是美感因此也逐步形成，人的审美能力也得到了提

升。人的审美判断是一种双向的主体和客体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构建恰当的审美关系，既离不开审美

客体本身所具有的属性、内容、价值等，又需要审美主体拥有足够的审美能力去对审美客体作出正确的

审美判断。因此，人需要在审美实践这种特殊的劳动活动中培养自己作为审美主体的审美能力，树立正

确的审美观念。 
女性想要改善“容貌焦虑”心理需要走出对美的狭隘认知，建立健全的审美趣味，提升自我的审美

能力，必须懂得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正确看待外在美，不过分关注或强求改变身体形象，树立多元化的

美的价值观念，用马克思美学思想武装头脑，避免被资本所制造的单一、狭窄的审美标准所绑架，跳出

消费主义编织的霸权网，勇于怀疑资本逻辑控制的不健康、不合理的身体美学。马克思认为人是处在一

定社会关系中的人，个人审美感受的形成受到社会营造的审美环境的影响，美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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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环境、文化背景以及个人经历紧密相连。因此，缓解容貌焦虑需要我们从社会层面进行反思，通过

社会审美教育鼓励人们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相关部门要加强对大众的审美教育，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为主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美学方向。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是批判性的审美话语，它对当下的审美文

化尤其是消费文化有批判性的认识，以此为指导进行审美教育，有助于在各种各样的审美现象保持清醒

的认知，帮助包括女性在内的大众建立正确的自我价值观和多元化审美观念。同时相关部门也要加强对

互联网美貌营销信息的监管，对制造“容貌焦虑”等情形进行打击。 

4.2. 按照美的规律构建美 

马克思所说的“美的规律”指的是人在实践中按照“种的尺度”和“内在的尺度”进行的创造活动

所遵循的法则，其实质便是客观规律尺度与主观能动尺度的完美结合。“内在的尺度”要在“种的尺度”

的基础上，也就是主体要在深刻把握和理解客观规律的前提下才能展现主体的能动性。 
对于深受“容貌焦虑”困扰的女性而言，重要的是要学会顺应自然与社会的客观规律，依据美的规

律来塑造自己，而非盲目追求整形手术，忽视或违背这些规律。换言之，每个人都有追求美丽的权利，

但关键在于要对美的规律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变美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需要耐心和技巧的过程，不

能急于求成地去使用某些以损害身体健康为代价的变美方式，而是通过科学的健康的有规律的方式来追

求美。不仅如此，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真正的美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人的美不仅只有面孔、身型、肤

色等外在形象的美，更为重要的是人的精神、气质、才华等内在的美。人对美的追求一旦浮于表面，缺

少内在精神气质的构建，便会使美无所支撑，使审美追求陷入病态。具有“容貌焦虑”心理的女性正是

因为过于关注外在美，而对内在美忽视或回避，才使自己陷入焦虑的困境。因此，女性要摆脱“容貌焦

虑”，需得丰盈内心世界，提升自我涵养，树立崇高的精神追求。 

4.3. 建构女性自身主体性 

马克思认为美与异化是对立的。只有在摆脱异化的状态下，人方能进行美的创造，建立真正意义上

的美的关系。美的真正展现，要求人首先确立自身的主体性，这是进行审美活动的前提。在异化的状态

中，人的美感无从谈起。只有当个体获得审美体验时，才标志着其主体性的回归，进而从异化的束缚中

解脱。因此，主体性的获得与美的实现可以视为同步的，它们的发生在时间维度上是相一致的。简言之，

主体性的确立等同于美的获得，两者紧密相连，不可分割。同时，马克思高度关注私有制下女性所处的

困境，他认为女性问题的产生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社会现象，其本质是女性主体性的丧失(赵小

华，2004)。 
马克思所说的主体性是人作为主体在与客体的关系中显示出来的自觉能动性，它是人的本质力量的

感性显现。这种主体性的构建是女性摆脱“容貌焦虑”困境的关键所在。唯有女性能够全面认识和运用

其主体性，她们的个人价值才能得以最大化实现，从而引领整个社会迈向更加平等、公正和包容的新纪

元。女性在追求身体美的过程中，应当依据自己的内心意愿和真实需求来做出选择，而不是被外界的审

美标准所绑架，唯有如此，她们才能真正展现自我、实现自我价值。每个女性都拥有独特的个性魅力，

身体消费应该成为展现她们个性特点和自主意识的平台，而不是被外界所操控的工具。因此，女性应当

积极建构自身的主体性，避免深陷“容貌焦虑”的泥沼，真正实现个人的独立与自由。 

5. 结语 

审美，作为人类心理、感官、情感和想象的交织，是心灵与道德的灯塔，对于塑造生活观念、理解

存在意义以及追求价值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然而，在当今社会，越来越多的女性被束缚在“服美役”

的桎梏中，社会所推崇的单一化审美导致女性“容貌焦虑”心理问题日益凸显。针对这种审美异化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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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马克思的美学思想站在实践的哲学立场上，进行了深刻地批判与消解。马克思强调，人应当遵循美

的规律去创造美，积极构建自身的主体性，从而实现真正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女性关注外貌本属正常，

但因此而陷入焦虑则大可不必。外表只是美的冰山一角，真正的美源于内在，这才是竞争力的核心所在。

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出发，认为要达到真正的美，就必须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从而实现人的

真正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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