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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主义形成阶段的重要著作，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出发，考

察人的本质，克服了以往人们脱离现实谈论人的本质的致命缺陷。马克思通过“类存在物”把人与其

他物种做了明确的区分，提出人的类生活就是生产活动，在活动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社会财富体现了

人的本质力量。面对异化劳动，要通过对物质财富的共同占有，消灭异化劳动来实现真正人的社会生

活。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分析，对当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

中国式现代化，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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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is a significant work from the formation stage 

of Marxism. Marx starts from real people，examining human nature and overcoming the fatal flaw of previous 

discussions on human nature that were detached from reality. Through the concept of "species-being，" Marx 

clearly distinguishes humans from other species，proposing that human species life is production activity，and the 

social wealth created in this process embodies the essential power of humanity. In response to alienated labor，it 

is necessary to achieve true human social life by collectively owning material wealth and eliminating alienated 

labor. Marx's analysis of human natur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oday's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philosophy，build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achieving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and 

ultimately realizing the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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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主义形成阶段的重

要著作。马克思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思想进行了批判性考

察，吸收了许多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对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

想也进行了批判性改造。马克思借鉴前人理论合理内核的基础

上，以异化劳动批判为重点，对人的本质、人与自然的关系、

消灭异化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通过分析马克思在《手稿》

中对人的本质论述，可以发现马克思在继承以往哲学家和国民

经济学家分析的基础上，克服了以往人们脱离现实空谈人的致

命缺陷，形成了重要的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述。 

一、《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人的本质思想来源 

马克思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但又超越了德国古典哲学对

人的分析。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提到“人，一般说来，每

个有理性的东西，都自在地作为目的而实存着”
[1]
，康德也由

此确立了“人是目的”的主体性原则。人有理性才能彰显其自

由意志，才能够为自己立法，并遵守其规定。 

黑格尔认为，人是绝对精神的产物。“精神——人之所以

为人的本质——是自由的。”
[2]
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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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利用自由意志进行自我认识。而人的本质是一个辩证发展

的过程，是对绝对精神认识的过程。可以看出，黑格尔对人的

本质分析归结到绝对精神的发展上。 

马克思之前的思想家在解释人及其本质时，总是把人作为

孤立的个体抽象地看待，只承认人的共性即“人性”，否定人

的具体历史的规定性即“人的本质”，以人性这种人的抽象的

类特性代替人的本质这种人的社会特性。
[3]
费尔巴哈认为，人

的本质就是人本身。“完全与动植物一样，人也是一个自然本

质。”
[4]
人的本质包括思维力、意志力、心力。 

二、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分析 

（一）“人的本质”的异化 

异化，德语 Entfremdung 一词译自希腊文 allotriôsis，

意为分离、疏远、陌生化。把异化真正提升为一个哲学概念来

运用始于黑格尔。黑格尔用它来描述 “绝对精神”的外化。

费尔巴哈提出，主体所产生的对象物、客体不仅同主体本身相

脱离，反过来压制主体。马克思最早看到异化概念的批判的、

革命的意义。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异

化劳动和扬弃异化的重要思想。马克思指出：“劳动所生产的

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

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
[5]
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进

行了深刻地分析，提出了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性，指出了人的

本质异化根源。 

第一，工人与劳动产品相异化。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工

人生产的劳动产品不归劳动者所有，以致工人生产的越多，占

有的就越少，而且越受资本的统治。第二，劳动者与劳动相异

化。使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工人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

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
[6]
劳动不是自愿的、

有主观能动性的、彰显人的本质的活动，而成为一种谋生的手

段。第三，人与人的类本质相异化。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人

的生产是全面的。
[7]
在异化劳动的束缚下，原本是彰显人本质

的自由的活动贬低为维持人肉体生存的手段。第四，人同人相

异化。人与他人相对立。马克思指出：“人的异化，一般地说，

人对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对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

表现。”
[8]
工人自己的活动不属于自己，劳动产品只能属于工

人之外的他人。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对作为异己的、

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而且还生产出相应的生产关系，工人

在异化劳动中生产出了对立的劳动的关系，即资本家。异化劳

动使得彰显人的本质的自由自觉的活动贬低为谋生的手段。因

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寄希望改变工人生存状况的试验只能停留

在空想，只有在认识资本主义弊端，扬弃异化劳动，最终实现

共产主义，才能真正实现人的本质的复归。 

（二）“人的本质”的复归 

马克思指出：“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是通过工

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

解放”
[9]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凭借生产资料占有，通过剥

削占有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所以实现工人的解放就要消灭剥

削的生产关系。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代表最广大人

民的根本利益，无产阶级的解放和全人类的解放是一致的。 

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

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

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
[10]

 

首先，共产主义是对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共产主义不是

要否定私有财产出现以来全部的财富，相反，要建立在之前的

生产力基础之上实现解放。马克思指出：“整个革命运动必然

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

的基础”
[11]

。因为私有制使人们陷入拜物教，人们把物的占有

看作是生活的全部，不断地追求货币财富，忽视了人的自由全

面发展。而对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得到彻

底解放。 

其次，这种复归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高度统一，真正彰

显了人的本质。共产主义社会，要实行生产资料社会占有，这

样一来，社会生产要进行整体规划，自然资源可以更为有效分

配和更为合理的利用，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解。同时，私有制的

废除，生产资料归全社会共有，人与人之间不再存在剥削和压

迫，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个体利益

与共同体利益达成一致，最终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得到和解。 

最后，马克思指出了扬弃异化的实践路径。马克思认为，

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要让共

产主义的手工业者联合起来，让法国社会主义工人联合起来。

共产主义追求的是现实的、具体的幸福。异化表现为非人的力

量统治一切，当人们意识到，劳动是私有财产的本质，必须联

合起来在现实生活中消灭异化劳动，才能实现人的本质的复归

和人的解放。 

三、人的本质思想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哲学启示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2024

年 7 月 18 日，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关于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审议通过，为

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了更加明确的战略

部署。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党的

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和最终成败。党的领导

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中国式现代化不是西方现代化

的翻版，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

化要想取得成就，超越西方现代化的资本逻辑，就离不开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动力。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我国是 14 亿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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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人口基数巨大对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无疑

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任何小的困难乘以 14 亿就是一个巨大的

问题，如何把人口基数大这一压力转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的人口红利，需要党中央凝心聚力，更需要全体人民共同

参与。14 亿人口共同走向现代化，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伟

大的壮举，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邓小平在南

方谈话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要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资本主义

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与对立，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

人占有造成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社会主义社会，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

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目标要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实现共同富裕，注重效率公平相统一。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中

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就是丰富人民精神世界。马克思指

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

异化劳动把自己的本质变成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
[12]

在异化劳动下，工人在工厂里从事片面的生产活动，没有精力

关注精神层面的发展，劳动成为一种被迫的谋生手段。要实现

人本质的复归，就要创造条件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坚持物

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共同富裕。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在中国式现

代化的生态建设上，要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被抽象地理解

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

无。”
[13]

环境的改变与人的改变是相一致的。这就要求我们，

一方面，看到人区别于动物的主观能动性，积极认识自然，改

造世界，造福人类。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自然对人的重要意义。

恩格斯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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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要尊

重自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进而实现人的本质的复归，

即“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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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大力利用世界市场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广到全

世界，加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的弊端就必然会导致人与人关系的异化。中华民族拥有五千

年文明积淀，历来都是一个热爱和平的民族，我们不寻求零和

博弈，不走国强必霸的道路，我们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积极开展多边外交，顺应了时代潮流，得

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响应与支持。 

综上所述，《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人的本质思想，

对于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取向，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实

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中国是人口规模巨

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

利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必

须加强人文关怀，创造条件彰显人的本质，让现代化成果真

正为全体人民共享，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社会主义的

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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