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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在马克思思想发展成熟的历程中占据重要地位，其中
都蕴藏着共产主义思想的深刻内涵，表明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必经之路。两者从宏观上相

比，《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体现的主要是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初期意识形态，而《德意志意

识形态》不仅局限在抽象的思想理论层面，而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更为系统和更加科学的共产主义观。

今天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研究马克思思想发源地的重要著作

——《手稿》和《形态》中共产主义思想之间的逻辑关联及其时代价值就显得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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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1844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 and “German Ideology” occupy an important po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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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in the development and maturity of Marx’s thought, which both contain the profound conno-
tation of communist thought, indicating that communism is the only way i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From a macroscopic perspective, 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 of 
1844 mainly reflects the initial ideology of Marx’s communist thought, while the German Ideology 
is not only limited to the abstract ide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level, but also forms a more syste-
matic and scientific view of communism on this basis. Today, we insist on build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rxist theory, so it is very necessary to study the 
logical relation and the value of The Times between the communist thought in manuscript and 
Form, the important works of the birthplace of Marx’s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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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马克思借助黑格尔的“异化理论”和费尔巴

哈的“人本主义”，首次对共产主义学说进行至关重要的论述。《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
的发表，标志着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正式诞生，象征着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共产主义思想的真正建立。 

2.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共产主义思想 

在《手稿》中，马克思对“粗陋共产主义”和“政治性共产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并在此理论

基础上重新提出自己的共产主义思想。 

2.1. 共产主义是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 

在《手稿》中，马克思在对各种“共产主义”理论进行批判的过程中，逐渐发现共产主义对于私有

财产的理解并不是对私有财产的本质——异化劳动的内在认识，而是对仅仅建立在私有财产的“实体”

上的认识。随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出现，人的类本质即劳动开始逐渐发生自我异化。马克思认为，共产

主义是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私有财产既是造成人的自我异化的起因，也是人的自我异化的结果，两者

互为因果。资本主义在异化劳动的实际条件下，逐渐实现了工人与其劳动产品的全部分离，从而在一定

意义上间接剥夺了工人创造的一切财富。如此一来，在时代快速发展的巨大背景下，资本主义社会的基

本矛盾和阶级矛盾必然逐渐激化，最终结果无疑是资本主义就此灭亡，共产主义由此产生。共产主义社

会的出现使得异化劳动逐渐消失，工人不仅成为自己的主人，还成为社会的真正主人。所以，私有财产

是异化劳动或者说是人的自我异化的外部表现，其本质意义在于造成它的能动主体即人方面的异化。《手

稿》中的共产主义思想正是紧紧抓住这一本质，在承认劳动和财富本身的基础上，批判和否定私有财产

所必然造成的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对立关系。 

2.2. 共产主义是人对自身本质的真正占有 

马克思在《手稿》中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经济生产的主要劳动目的是获得财富的最大满足、

实现资本的最大增殖，在这样长期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异化劳动使人与一种异己的经济对象共同出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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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社会经济生产中，使得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社会之间开始出现间隙。因此，“私有

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只有当它为我们拥有的时候，即当它对我们来说作为资本而存在，或它

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的时候，简言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1]。
所以必须通过共产主义运动消除私有财产，实现自我异化的扬弃，使人类的自由存在从自我异化的存在

回到自由的对象性存在，才能真正实现人对自身本质的自由占有，也就是说，只有当人真正成为社会的

人，成为人作为人存在的基础，才能真正消除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必然对立，从而实现

人对自身存在本质的真正占有。 

2.3. 共产主义是人向社会的人的复归 

在《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人是社会的人，是在对象性活动过程中实现自己本质、创造社会关系

的类，只有向社会的人的复归才是向人的本身的复归。”一方面，异化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的逐渐出现，

导致一切人类社会现象皆开始表现为异化的关系，人也逐步开始丧失自身的社会经济本质，相互之间表

现为物与物的关系。另一方面，共产主义是“通过人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它是人向自

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马克思在此提到的“复归”，并不是指原始社会在历史上的某

种倒退，而是指人类作为社会主体从自身本质的规定性出发，完成对自身本质的异化社会过程和异化社

会状态的重新超越，真正站在一个全新的高度上回复和展望其社会本质的逻辑过程，人类通过不断发展

和实现自己来实现自己的人的自身本质，从而真正完成向人自身复归。从这种客观意义上来说，共产主

义是一种促进人类完成自身复归的重要方式，而不是人类历史的后退。马克思认为，人向自身、向社会

的复归过程并不是一个短期的发展进化过程，要想完成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复归，首先必须要积极地扬

弃私有制和异化劳动，逐渐在共产主义社会完成人对自身本质的彻底占有，才能真正实现人向自身、向

社会的彻底复归。 

3.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共产主义思想 

《德意志意识形态》不仅是标志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经典著作，而且也是第一次以科学的理论结

构论述共产主义思想的著作。从共产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础、基本含义、主要特点三个方面全面理解共产

主义思想，有助于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主义思想产生深刻认识。 

3.1. 共产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础 

唯物史观的首要前提是“现实的实践的人的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形态》中开始认识到现实的

人的重要性，可以把这个最重要的前提作为理论观点来论述他的唯物史观理论。思辨哲学之所以将人视为

“绝对精神”，是因为忽视了其与当时现实世界的种种关系。作为代表人物，费尔巴哈没有完全意识到感

性活动和现实世界的人的社会关系是抽象层面的关系，所以将人作为感性的对象。可以看出，这一前提的

提出并不是抽象的玄想，而是在一定的时代、理论背景下，对已存在的理论观点的批判和对现实世界的研

究总结得出的最终结果。在之后的研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分析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并以此为

立场，对私有制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为共产主义革命的发生提供了可能。在《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

以“人”为中心线索，以鲜明严谨的逻辑架构，充分全面地阐述了人的解放和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目标，从

理论维度进一步论证共产主义的必然趋势，从而为共产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前提和基础。 

3.2. 共产主义的基本含义 

第一，共产主义是消除私有制的现实活动。与《手稿》中共产主义思想的论证有所不同，共产主义

是在辩证法的语境中逐渐消除现有一切事物的实际情况。在此条件下，资本主义私有制渐渐被消灭，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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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人类身体和精神上双重的自由和发展，体现了共产主义思想中对现实的人的真正关怀。二，共产主

义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随着时代的飞速进步，工业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分工形式也变得逐渐丰

富广泛，对人与人之间交往关系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刺激作用，从而进一步扩大了生产力全球的相关性。

因此，共产主义的实现离不开生产力的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把握了这一共产主义的实质，促进了共产主义的最终实现。第三，共产主义使

人实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一个人的状态取决于如何表现自己的生命活动，“这

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2]，可以看出，生产力发

达程度与人的活动过程有着紧密的联系，生产力水平愈高，愈有可能实现个人自由发展的联合体，即共

产主义。 

3.3. 共产主义的主要特点 

在《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是在主客观条件成熟的条件下发生的现实性革命活

动。第一，共产主义具有实践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形态》中以现实的人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为理论

起点，始终站稳唯物史观的实践立场，从而与以往历史上形形色色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和流派彻底划清

界线，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具备科学性质的系统严谨的理论架构。第二，共产主义具有革命性。 
作为无产阶级，要想真正消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必须时时刻刻保持彻底的共产主义意识，对于历史

上一切阶级和民族的区别关系，要保持坚决消灭的革命意识，进而彻底消灭阶级本身，最终实现历史赋

予的神圣革命任务。第三，共产主义具有世界历史性。共产主义思想的发展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进程，而

历史的发展与物质生产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在生产力不断完善的历史背景下，人类的生产力与交往形式

不断得到提高，交往范围也从历史的狭隘交往扩大到更大范围的交往，这从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原有交往

形式产生的异化分工的灭亡，待到彻底消灭的时候客观上就要求共产主义的革命，历史在这里就越转变

为世界性的历史，人才能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3] 

4. 《手稿》和《形态》中共产主义思想的逻辑关联及其时代价值 

4.1. 《手稿》和《形态》中共产主义思想的逻辑关联 

在《手稿》中，马克思以异化劳动理论为基础，对共产主义进行了初步论述；在《形态》中，马克

思以唯物史观为基础，首次科学地论证了共产主义。马克思以《手稿》为起点，将批判的矛头由最初的

德国封建体制逐渐转向后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并主张共产主义是对异化的扬弃和对人的本质的

合理复归。在此期间，马克思的历史观尚未完全摆脱人本主义的束缚，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此时的

共产主义并不是科学的共产主义理论。相比于《手稿》，马克思在《形态》中首先对唯物史观进行了详

尽的阐释论述，其次在此基础上对共产主义思想进行了科学的分析论证，最终实现了共产主义思想在历

史上的一次飞跃式发展。具体来讲，在《形态》中，马克思对于共产主义的具体分析论证不再仅仅局限

于对异化的扬弃和人的本质向人的回归，而是以此为理论起点，从不同层面指出实现共产主义的根本途

径，最终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现实弊端。以人为时间轴，从《手稿》发展到《形态》，人的主线贯

穿始终，马克思对于共产主义的理论认识历经从人的本质向人的回归到人的解放的发展历程，为共产主

义的深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4.2. 《手稿》中共产主义思想的时代价值 

马克思在《手稿》中提出“人与自然的和解”思想的重要内涵，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时代价值。随

着人类正在面对的生存危机威胁的日益加重，生态环境问题俨然成为全球人民无法忽略的紧迫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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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马克思早在 170 多年前就已对此进行认识、强调和批判。时至今日，生态环境

问题依然未得到妥善解决，并且日益加重。这使得我们不得不深入到马克思思想的深刻理论内涵之中，

寻求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之策，从而为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找准指导理论、建设路径和奋斗方向。《手

稿》就是我们要寻找的理论源地之一，在《手稿》中，马克思以异化劳动为出发点提出人同自然的异化

状况，指明共产主义必须要在消除异化的基础上才能最终要实现人同自然之间的和解。马克思在论证共

产主义的过程中，初步显示出他对生态问题的关注与重视，对于新时代今天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机结合了《手稿》中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思想，进

而阐发了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论断，体现了《手稿》中共产主义思想的当代解答。 

4.3. 《形态》中共产主义思想的时代价值 

在《形态》中，共产主义的目的是通过现实的革命实践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解放被私有制所束缚

的所有生产力，不断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进步。在新时代的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繁荣发展，市

场经济使得人民的物质生活日益富足，但同时也逐渐显露出精神信仰层面的“贫困”现象，这在一定程

度上成为了我们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的前进阻碍。为此，我们

必须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加以足够的关注与重视，坚定新时代共产党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关键在

于使广大党员正确认识和科学理解共产主义。《形态》中的共产主义思想以其理论准备系统性、基本内

涵的深刻性、思想发展的奠基性和理论价值的时代性，充分证明了这一思想的重要地位。对《形态》中

的共产主义思想进行深入研究，能够形成对共产主义思想全面科学的理解，进一步增强共产主义理论的

说服力，有利于为新时代共产主义信念的教育提供理论指导与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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