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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克思从人的全面发展的角度对共同体进行了论述。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

了“自由人联合体”理论。在新时期，当代中国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新时期的人类命

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等，都是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为解决

中国及人类面临的诸多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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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rx discussed the commun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In their criticism of capitalist society, Marx and Engels put forward the theory of “the commu-
nity of free men”. In the new era, contemporary China has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the Marxist 
theory of community.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and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in 
the new era are the latest theoretical achievements of Marxist community theory combined with 
Chinese reality, which provide Chinese solutions to many problems faced by China and man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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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与政治经济学中，共同体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范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

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建立的“自由人联合体”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真正共同体”，

其本质是“自由人之间的和谐”。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强调，共产主义社会将“建立在每个人自由

而全面发展的基础之上”。苏联共产党在创建和发展过程中，也逐步形成了以共产主义为核心理念的共

同体理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理想和目标，并以此作为领导中国

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行动指南。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共同体理论基础上，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

中国方案。 

2. 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的发展逻辑 

有关于“共同体”的思想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等人的时期，直到马克思时期，共同体思想才开始体系

化，但马克思在经典著作中并没有完整的论述过他的共同体思想。通过对马克思各个时期的经典著作梳

理中可以发现，其共同体思想主要由三个方面的构成：自然共同体、虚幻共同体、真正共同体，马克思

有关于“真正共同体”的认识，是他在批判总结前人相关思想，加之他对现实深入理解分析的基础上的

理论总结，是他对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向往，是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理论表达。 

2.1. 自然共同体 

自然共同体存在于前资本主义时期，由于当时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不足、生产力低下导致他们难以

应对来自各方面的威胁和伤害。为了克服这一缺陷，维持自身与同伴的生存，人类开始以集体的形式进

行生产生活，在这个集体中，他们相互依赖、相互帮助，以集体的共同力量来应对各种问题。马克思认

为这种早期的集体是被动形成的，是对自然的妥协，他的形成是出于一种自然的选择，因此马克思将这

种共同体称之为“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即自然共同体。 
由于人们必须相互依赖才能对抗外部的侵害，在自然共同体中，这种依赖关系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

来去理解：首先是人对自然界的依赖，此种依赖体现在人类的生产生活依赖自然界的物质资料，如果失

去了这些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人类将无法继续生存下去。其次是人与人的依赖，此种依赖就是指在生

产力低下的情况下，人们必须联合起来，互帮互助才能以一种联合体的力量去应对来自各方的侵袭。最

后是人对共同体的依赖，共同体与人是相辅相成的存在，共同体是由个体组成的，个体只有在共同体的

保护下才能够实现个人的生存与全面发展。 

2.2. 虚幻共同体 

关于虚幻共同体的定义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为时代背景的，马克思定义为虚幻共同体，并不是说这是

想象中的、没有出现过的共同体，而是由于这种共同体并不是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利益，无

法让共同体内的成员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共同体内的成员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矛盾冲突致使了虚幻共

同体的产生。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私有制形式和社会分工的出现加速了虚幻共同体的发展，让这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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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同体并没有实现“自由平等”的宣言。 
在马克思的虚幻共同体思想中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并不能给其成员提供充足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条件，

相反，虚幻共同体会成为其成员发展的阻碍。但在虚幻共同体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不能发展、不能获得

自由，只有那些统治阶级才能够获得自由，实现个人的发展。并且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根据是否占有生

产资料来划分阶级，主要可以划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主要就是靠压榨劳动工人的剩余劳

动来获得利润，无产阶级主要是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维持生存，在这样的共同体中充斥着资产阶级和

无产阶级的对立。 

2.3. 真正共同体 

马克思的真正共同体思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所体现，“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

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合” [1]，从这一论断中可以了解到，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

是站在全人类的角度，想要去消除共同体内部的矛盾，从而实现个体与共同体的共同发展。 
要想实现真正的共同体，需要做到两点：一方面是消灭分工。早些时候，分工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

阶段的产物，它代表先进生产力，对生产方式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社会分工本身不带有任何的意识形态

或阶级属性，但是随着私有制的发展，让社会分工在一定程度上变为社会发展、个体发展的阻碍，所以，

私有制和社会分工与真正的共同体不能共存。另一方面是消灭阶级。随着私有制的发展，产生了阶级，

阶级又随之带来了阶级斗争，国家就是阶级斗争不可调节的产物。国家的存在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

益，对人的全面发展起阻碍作用。马克思所阐述的真正的共同体不像国家那样，是统治阶级的工具，而是

真正地代表了共同体成员的根本利益。所以，要建立和实现真正的共同体，就必须消灭阶级斗争和国家。 

3. 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的具体阐发 

唯物史观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马克

思主义对于“真正共同体”的阐发是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的，具有如下几个方面： 

3.1. “真正共同体”的概念阐发 

“真正的共同体”与自然共同体、虚幻共同体存在本质的区别，它不是一种抽象的人性或一种抽象

的群体，是一个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内，每个人可以实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所

以在马克思看来，“真正共同体”与之前所说的“自由人联合体”、“自由王国”可以等同起来。 

3.2. “真正共同体”的历史阐发 

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分界线，其“真正共同体”思想得到了深入的发展，在以马斯洛为代表的人本

主义时期，马克思关于“真正共同体”及共产主义的思想就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

正占有”。在唯物史观建立创立以后，马克思认为“真正共同体”是“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

资产阶级旧社会”的自由人联合体。 

3.3. “真正共同体”的特征阐发 

“真正的共同体”扬弃了自然共同体、虚幻共同体的依赖性、自发性、虚幻性等，真实性、共同发

展性是其应有的基本特征。在这个共同体内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和谐发展，个体是一个独立

且自由的个体，不受任何的奴役与支配，能够实现自由全面的发展。 

3.4. “真正共同体”的主体阐发 

马克思在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之后，把社会的主体看作是真实的人，而非抽象的人。在“真正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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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内存在的人也是现实意义的人、是自由的人，同时也包括那些从异化中解脱出来，从而获得“自由

个性”的真实个体。 

3.5. “真正共同体”的原则阐发 

马克思指出，人的依存关系和物的依存关系依次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在“真实共同体”

里，劳动产品丧失了其交换价值的性质，而主体之间的关系也从对物质的依存状态中解脱出来，从而形

成了以物质为基础的自由结合关系，这是“真正共同体”的内在原则。 

3.6. “真正共同体”的所有制阐发 

马克思认为，在人类发展史上，“由于私有制摆脱了共同体，国家获得了和市民社会并列并且在市

民社会之外的独立存在” [2]，虚幻共同体由此而生。“真正的共同体”既是对以往各种共同体的积极扬

弃，也是对以往私有制的积极扬弃，在生产资料共同占有基础上重建的个人所有制，构成其所有制基础。 

3.7. “真正共同体”的实现方式阐发 

在人本主义阶段，马克思将异化劳动的扬弃和类本质的复归视作“真正的共同体”的实现方式。创

立唯物史观后，马克思认识到异化不是私有制的根源，私有制才是异化的根源。基于此，他从生产力高

度发展、交往普遍化、私有制和分工消亡、无产阶级革命等方面论述了“真正的共同体”的实现方式[3]。  

4. 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的当代价值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进入新阶段，二十大报告中提出我们要持续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并且将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之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我国的新型特色外交，对内而言，

给各民族提供了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空间；对外而言，帮助我国树立爱好和平、互帮互助等国际形象，体

现了我国的大国胸怀和大国担当。 

4.1. 加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马克思的真正的共同体观描述的是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未来社会的本质特征就是物质财富高度发

达、社会关系高度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并且其成员能够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

设的前提条件是社会主义民主观念的弘扬，一个社会是否能够做到真正的和谐，关键在于其社会矛盾是

否能够避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需要民主的观念，还需要法治观念的加持，这不仅让公平公正得到

了落实，还进一步让个体与个体之间形成团结互助、诚信有爱的集体，让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集体

之间和个体与自然之间有做到了和谐相处。维护好社会的和谐，不仅能够站在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角

度上，还能够推动社会向更高阶段迈进。和谐社会自古以来就受到推崇，和谐社会能够促进社会稳定、

民族团结，国家综合实力也能进一步增强，从而使国家应对国内外的风险和不可抗因素的能力大大提高。

除此之外，和谐社会还能够将人民群众聚集在一起，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就能让人民群众发

挥其应有的价值。 

4.2.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主要是围绕国家、人民的发展所提出的，总的来说主要包括五个方面：政治、经济、

文化、安全、生态。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是说每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等完全一样，而是在发展

水平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等不同特征的国家中去追求共同的发展、承担共同的责任 [4]。每个国家和地区

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历史文化、发展道路，正是这样的多元化国家特色才构成了一个集体，但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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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元化伴随着各个国家的发展也显现出各种问题与矛盾。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发挥出了作用，面对

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我们首先要学会尊重，然后通过相互之间的合作来寻找答案、解决问题，面对世

界的发展我们都有义务去参与，而不是少数发达国家的主导。 

5. 结语 

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是马克思基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刻批判和未来社会理想的科学设想而

提出的一种新型社会形态，它超越了以往不同的社会形态。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同体”一词并不能

从它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中产生出来，而只能从它同作为个体的“个人”之间存在着一种普遍联系这种

抽象关系中产生出来。在人类的全部社会历史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从一种社会关系发展为另一种

社会关系，即从阶级关系发展为阶级关系、阶级对立、阶级合作甚至阶级斗争的关系，而这种发展变化

的过程就是“共同体”从产生到消亡的过程 [5]。 
目前我们站在新的历史征程上，我们正在全力奋赶第二个百年目标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新的目标、新的历史方位让我们更加明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历史发展的

趋势，但其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努力，但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霸权主义的威胁、新冠肺炎的侵袭等都让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充满困难与艰辛。但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绿色和谐

的生态环境都是各国所共同追求的，站在时代发展的十字路口，人类命运共同体终将被各国所选择。物

质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置身事外，独善其身，选择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各国、各族人

民遵循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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