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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是马克思在其早期作品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提出的，它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马克思在

《手稿》中第一次较为详细、系统地阐述了他对共产主义的基本看法，他在文中对“私有财产”进行了

大量的分析，认为共产主义是在对私有财产积极扬弃的基础上形成的，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许多创造性

的观点：共产主义意味着人自身的解放、意味着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高度统一、意味着对人类本身的

真正占有和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对于共产主义的相关论述为全人类得到真正解放和全面发展起到了至

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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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rxist communist thought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tents of Marxist theory. Marx’s though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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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sm was put forward by Marx in his early work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Manuscript”). Its formation is a dynamic historical process. In 
the Manuscript, Marx elaborated his basic views on communism in detail and systematically for 
the first time. He analyzed a lot of “private property” in the article, and believed that communism 
was formed on the basis of the positive sublation of private property. On this basis, Marx put for-
ward many creative views: Communism means the liberation of man himself, the high unity of na-
turalism and humanism, the real possession of man himself and the all-around development of 
man. Marx’s discussion on communism plays a vital role in the real liberation and all-around de-
velopment of all man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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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手稿》中共产主义思想的前提逻辑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部分[1]，直接从当时的社会经济

条件出发，对国民经济学进行批判，指出了国民经济学的“弊端”，那就是生产者用自身的劳动所创造

出来的产品不为生产者本身所有，而是被资本家占有了劳动产品的所有权。这就非常明确地看到资本家、

工人和劳动之间的关系。工人和他所生产的劳动产品不是工人自己决定的，他们反倒变成了资本家和劳

动产品的附加存在。马克思看到了这种现象，并作为批判考察的对象，认为这与人的本质相违背，所以

社会需要一种更高级的制度来消灭这种现象，最后使得工人们能完全对自己劳动的全部外化进行占有，

完成工人们自身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认为，人的异化劳动导致了私有财产的形成。一般而言，人的自我发展是通过对自然界所提

供的物质进行外化的过程中实现的。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人的劳动效率也会随之提高，劳动

产品的数量超出了人们所需要的程度，进而会产生剩余，这些剩余在日常的交换和分工中，就转变为了

“私有财产”。作为异化劳动产物的私有财产，不仅完成了对资本家的统治，也统治了工人们。私有财

产的主体本质就是存在着的劳动活动，而这种劳动活动是已经被证实了的异化了的活动。这种劳动与资

本家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并且当这种矛盾达到顶点，就会导致私有财产的灭亡。这就从逻辑上证

明了“要想实现共产主义，就必须要对私有财产进行积极地扬弃”[2]。 

2. 马克思《手稿》中共产主义思想的基本内容 

(一) 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和人自身的解放 
马克思通过对各种共产主义思潮的批判，认为以往的共产主义只是对共产主义的概念有了基本的理

解，且这种理解仅停留在私有财产的表面，而没有去理解私有财产的本质，即异化劳动。马克思认为对

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就是对一切异化劳动的扬弃。 
异化的存在使得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了不平等、压迫、剥削和阶级斗争，造成劳动者本身成为所生

产商品的附属物，丧失了人的本质。私有制使得人们变得更加片面，成为支配人们生活的决定性因素。

同时，马克思认为事物的发展都会向着对立面转变，某一方面的匮乏最终会经过一定的发展历程衍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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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需求，而这种转变就是以私有财产的扬弃为契机，促进人自身的解放。 
随着社会条件的进步和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更加尖锐，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灭亡和共产

主义的实现。由于共产主义的最终实现，异化也会随之消失，由异化所产生的物质财富会成为共产主义

的物质基础，劳动者进而会占有自身所创造的财富，成为自己和社会的真正主人。因此，马克思的共产

主义思想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它不是对私有财产进行全部否定和抛弃，而是既克

服又保留。共产主义所要消灭的是异化劳动，否定的只是异化形式下产生出来的与人对立的私有财产，

而不是否定劳动本身和其所创造出的财富。 
(二) 共产主义是对人类本身的真正占有 
共产主义始终以人为中心，它的实现是通过人的本身来完成，并最终为了人。共产主义不仅是通过

扬弃私有财产来实现的，也是通过人的自我异化，消除人所具有的异化性质得到的。它的目的不只是单

纯地占有物质和财富，而是让人们摆脱束缚，促进人的解放，使得自身的力量充分发挥出来，最终实现

对人类本质的真正占有。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中，异化劳动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和社会关系是

同人本身相对立的，劳动作为人现实的活动本应该是人存在的确证，但由于发生了异化，人不能继续在

劳动中肯定自己，进而丧失了人的本质。共产主义就是要扬弃异化劳动来恢复人的本质，从而在根本上

改变对人的占有的性质。 
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占有是对“物”的占有，更多追求的是一种片面的享受。而共产主义下的占有

则是对人们本质的占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以一种更加全面的方式，即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完成对

自身的占有。 
“真正意义的占有，表现为人的全部器官同对象发生全面的人的关系。”[3]也就是说，人的一切思

维、感觉、知觉、意志等都摆脱了私有财产和人的自我异化的束缚，得到解放，同对象发生关系。更重

要的是，人们可以借助社会的器官，通过对象性的关系，对对象进行占有，进而实现对人的现实的占有。

在共产主义条件下，由于人们彼此之间不再对立，社会器官也可以同对象发生关系，占有和享受对象。

人作为社会存在物以及社会关系的总和，只有通过社会器官实现的占有才是对人的真正的全面的占有，

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只有在共产主义中才能实现。 
当人实现了对自我异化的扬弃之后，他在自然界中通过劳动对事物进行加工和改造时，会把自身的

本质力量付诸其中。自然界就不仅仅是人们谋求生存的中介，而是人们通过各种各样的创造性的活动来

确认自己的本质的对象。人们通过自然界进行劳动时感受自身的本质力量，也能够从生产出的产品中感

受到人本身，这时候被人对象化了的自然界，也就具有了人的本质。当人们的感性及其对象都获得解放

时，人才能真正占有人自身的本质。 
(三) 共产主义是人向自身的复归 
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人向自身的复归，这种复归是人与自然界、人与人、自由和必然、存在和

本质等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他指出“社会”是包含了人类一切劳动实践总和的概念，在这里特指扬

弃了私有财产和人的自我异化之后形成的人的本质和关系，“社会的人”是能够真正占有人的本质的人。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人们进行生产只是为了获取财富，但在共产主义条件下，人们进行对象化生产是

为了人自身，他们在生产对象的同时也在生产人。这是因为共产主义使得人们之间不再相互对立，人们

生产出的劳动产品不只是单纯的利己，也表征着自己和他人的存在，创造出更加丰富的自己和他人，这

种彼此互为的生产，就是生产着人自身。 
马克思认为，社会在生产人的同时，人也生产着社会，社会性质是生产运动的一般性质。当消除了

私有制和异化后，人们存在和享受的方式不再是相互隔绝、相互孤立的，而是彼此互为、彼此创造，具

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性质。人作为社会的存在物，社会性质是其基本属性，而扬弃私有财产的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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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人的本质的恢复，实现向人的本质的复归。 
(四) 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 
马克思在叙述自己的共产主义思想时，肯定了人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创造。他说：“对社会主义来说，

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人类的全部历史是在劳动的基础上通过异

化而发展，通过扬弃异化而得到自我解放的过程。”[4]基于这些认识，马克思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作

了进一步的分析。他认为，在社会主义中，人不需要扬弃无神论而达到自我意识，因为人们已经拥有了

积极的自我意识，这就类似于人的现实不再需要以扬弃私有财产来达到，人们已经达到了积极的现实。

所以，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的、现实的一个环节。在此，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的实

现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扬弃私有财产，第二部分则是在扬弃私有财产的基础上，积极地发展，最

终实现人的解放和复归。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共产主义是指共产主义的第一步，而社会主义则是共产主

义的第二步。正是在此意义上，扬弃私有财产所达到的共产主义不能看作是人类解放和复归的社会形态，

因为它还不是从自身开始的肯定，而是作为否定之否定的肯定，因而，它应该进入下一个阶段，也就是

社会主义，真正地从自身出发去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3. 《手稿》中共产主义思想的当代意义 

《手稿》中的共产主义思想不仅给予我们深刻的智慧启迪，还对我们的现实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

义。 
首先，《手稿》中的共产主义思想为当代人类处理人与世界的关系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在《手稿》

中，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会使一切矛盾得以解决。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异化被消除，人与人本身、人与

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之间不再是互相孤立的状态，而是相互统一的。这种和谐统一的状态为我们展现了人

类生存的美好图景，对我们持续建设和发展人类社会具有很大的意义。 
人作为社会存在物，总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社会在生产着人的同时，人也在生产着社会。

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人与社会的关系是在一定的实践当中形成的。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使得我们必须

正确处理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处理好它们之间的矛盾。只有处理好社会

基本矛盾，我们才能协调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才能更加有效地进行物质生产活动，人类社会才能更加

有序地发展。同时，人作为一种自然存在物，要承认自然界的优先地位，自然为人类提供物质生活资料，

使人们得以生存和发展，人类通过劳动从自然界中分化出来，又对自然界进行能动改造。人与自然之间

是相互作用的，人的实践活动要尊重自然规律，从而使自然界更加合乎人的需要进行发展，人与自然更

加和谐相处。 
其次，《手稿》中的共产主义思想为当今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根本价值准则。在《手

稿》中，马克思始终关注的是现实的人的本身，最终实现人的自身的解放和复归，这种“以人为本”[5]
的思想彰显了人的主体地位。而“以人为本”恰好是当代中国的执政理念，它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的根本价值准则，最终目的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所谓的“以人为本”就是把人民放在根本位置，

使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尊重和维护好人民的主权和根本利益。只有将“以人为本”落在实处，才

能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在当今中国，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着“以人为本”的执政

理念，坚持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真正做到遵循人民意愿，努力

满足人民需求，让人民共享社会发展成果，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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