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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克思现实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了他对社会、历史发展及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批

判与分析。本文将从四个方面对马克思现实观进行简要研究。首先本文对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马克思

主义思想进行研究，总结了马克思现实观形成的历史演进；其次，本文对马克思现实观的主要内容和基

本特征进行简要分析，最后，本文将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阐述马克思主义现实观的当代意义。通

过简要分析马克思现实观，本文旨在为读者提供理解马克思社会理论的重要框架，并认识其对现代社会

发展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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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rx’s view of reality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Marxist theory, which includes his profound 
criticism and analysis of society,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capitalist system. This article will 
briefly study Marx’s view of reality from four aspects. Firstly, this article conducts research on Marx-
ist thought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stages, summarizing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formation of 
Marx’s view of reality; secondly, this article briefly analyzes the main content and basic character-
istics of Marx’s view of reality. Finally, this article will elaborate on the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Marxist view of re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bining theory with practice. By briefly analyz-
ing Marx’s view of reality, this article aims to provide readers with an important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Marx’s social theory and recognizing its profound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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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现实观形成的历史演进 

马克思的现实观形成经历了多个阶段的理论发展，受到多种思想的影响，包括德国启蒙哲学、法国

社会主义思想，以及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现实观的形成可以追溯到他对社会的历史

和资本主义制度深刻的思考当中，马克思经历对社会变迁和阶级矛盾的理论探讨，最终形成了对现实社

会的深刻洞察。 
在早期，马克思受到了德国启蒙哲学家的思想启发，特别是费希特和亨斯勒等人的思考。这些哲学

家关注社会正义、人的自由和平等问题，这些问题为马克思后来构建社会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同时，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等社会改革者对不平等和贫困问题的设想，也深刻影响了马克思的社会批

判。马克思在青年时期深受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的启发。这一时期的马克思通过辩证法开始思考社会

发展和历史变革的动力[1]。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和《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探讨了人的自由、劳动和生产关系。在这些著作中，他开始提出对资本主义下工人阶级的剥削和异化问

题的关切，为后来形成现实观打下了基础。这一时期的马克思逐渐形成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性思考，

为后来的社会理论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思想逐渐转向历史唯物主义是他思想的重要转折点。在马克思研究社会历史的过程中，他会

注意到不同社会形态的崛起和衰落，并开始关注他们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制度的演变。马克思通过对这些

社会的深入研究使他逐渐认识到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社会结构的变迁，这些认识成为了他后来的社会理

论和对社会问题的解释框架。同时，这些观点深刻地影响了马克思对阶级斗争、社会革命以及对资本主

义的批判性思考，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1848 年也是他思想的重要转折点。这一年马克

思与恩格斯合作发表了《共产党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在这部宣言中，这一宣言成为马克思

主义思想的标志性文献，他强调社会的历史发展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为后来现实观的形成提供了更为具

体的框架。最后，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创作中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这部作品是他对资本主义制度

最为系统和深入的分析之一。通过对货币、商品、劳动力等要素的深入剖析，他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

系中的内在矛盾，为后来现实观的形成提供了理论支持。 

2. 马克思现实观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 

2.1. 马克思现实观的主要内容 

2.1.1.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马克思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强调物质生产方式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这

一理论核心在于，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是社会结构的根本，而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的形态。马克思

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反过来对生产力起到促进或阻碍作用。当社会的生产力发生重

大变化时，原有的生产关系会逐渐不适应新的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进而引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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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或革命[2]。这一变革往往不仅仅是经济结构的变化，还会导致政治、法律、思想意识的改变。因此，

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意识并不是独立自主产生的，而是由他们所处的物质生活条件、生产方式共同决定

的。不同社会形态下，主导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都会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这一理论深刻揭示

了物质条件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决定性作用，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基础。 

2.1.2. 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社会的经济基础在推动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马克思认为，不同历

史阶段的社会形态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现有的生产关系就

会变成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这种矛盾的激化最终会导致社会形态的变革和更替[3]。因此，历史唯物主义

的核心思想是物质生产方式决定了社会的各个方面，历史是物质力量发展的结果，不断呈现出生产力与

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形态不断演变和更替，从而推动历史的前进。 

2.1.3. 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马克思认为，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在阶级社会中，由于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社会分

裂形成了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对立和斗争。这种斗争是社会矛盾的体现，也是推动历史进步和

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马克思指出，随着历史的发展，阶级斗争的形式和内容发生了变化。在封建社会，

封建领主阶级与农奴阶级之间的对立是主要矛盾；而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

成为最突出的矛盾。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是导致阶级分化的根本原因，资产阶级掌握生产资料，无产阶级

则依靠出卖劳动力谋生。这种生产关系导致无产阶级的剥削和异化。马克思尤其强调了资本主义社会中

的阶级对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资产阶级通过控制生产资料和占有剩余价值，剥削无产阶级的劳

动成果。这种不平等的关系引发了无产阶级对抗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认为这种斗争最终会导致资本

主义的灭亡。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一个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历史发展的

必然趋势。 

2.1.4. 资本主义的异化现象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异化现象的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劳动状况的深刻批判。马克思认为，

劳动是人类的本质性活动，它能够体现和实现人的自由和创造性。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工人被迫

按照资本家的要求进行劳动，劳动的内容和方式由资本家决定，工人生产的产品不属于他们自己，还失

去了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劳动变成了一种被迫的、机械的活动，也变成了一种外在的、痛苦的负担。工

人在劳动中丧失了人性的丰富性和创造性，逐渐异化为一个工具[4]。因此，异化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

还表现为劳动者对劳动过程、劳动成果乃至自身人性的丧失。马克思认为，这种异化现象是资本主义制

度的必然产物，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消除劳动的异化，实现人的自由和

全面发展。 

2.1.5. 社会革命与共产主义理想 
马克思的社会革命与共产主义理想是他对社会历史发展和未来社会形态的预见与总结[5]。马克思指

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在于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不相容性，而无产阶级革命的目

标是打破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新的社会关系，实现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在马克思的设想中，

共产主义社会是无阶级社会，生产资料公有，生产的目的是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求，人是全面自由发

展的，个人不再受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束缚，每个人都能够自由选择自己的劳动方式，实现个性和创

造力的发展。马克思还设想，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需要经历一个过渡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在这个阶

段，国家掌握生产资料，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和阶级差异的消除，最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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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高级共产主义阶段，在这一阶段，国家逐渐消亡，社会进入真正的无阶级、

无压迫的状态。 

2.2. 马克思现实观的基本特征 

2.2.1. 唯物主义 
马克思的现实观建立在唯物主义哲学基础上，强调物质的首要性，物质决定意识。马克思认为，社

会的基本构成是物质生产活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共同决定了社会的结构和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

建筑，而上层建筑也通过反作用影响经济基础的调整。人类的思想、观念、文化等都是在一定物质条件

下产生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化，社会的思想和意识形态也随之发生变化[6]。因此，马

克思的唯物主义具有一种动态的、历史的视角，不仅仅是对物质世界的简单描述，而是关注历史发展中

的具体实践。总的来说，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强调的是物质生活和社会实践的决定性作用，并通过对历史

和社会发展的分析，揭示了物质世界与社会意识之间的辩证关系[7]。 

2.2.2. 辩证性 
辩证法特征是马克思现实观的一个核心方法论，它通过辩证法的思维方式，解释社会历史的发展过

程。在马克思的现实观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当生产力的发展超过现有生产关系的限制时，旧的生产关系会变得不适应，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类似

地，经济基础的变化也会引发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冲突。当这些矛盾和冲突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推动

社会形态的变革和演进。通过这种辩证运动，社会历史经历了从低级形态到高级形态的演变。随着生产

力的提升，旧的生产关系不再适应社会发展，就会产生社会革命发生，使得新社会形态得以建立。因此，

马克思的辩证法强调对立统一、矛盾运动的作用，历史的发展并非静止的、线性的，而是通过矛盾的冲

突与解决，不断前进的动态过程。通过这种辩证的分析方法，马克思揭示了社会历史演变的内在规律，

并阐明了从低级社会形态向高级社会形态发展的路径。 

2.2.3. 批判性 
批判性特征是马克思现实观的显著特征之一，体现了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分析和批判。马克思

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剥削和不平等现象[8]。此外，马克思

还特别强调了劳动异化现象，指出工人失去对劳动的控制，最终被异化为生产的工具。马克思通过这种

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并预见到这些矛盾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本主义的危机和崩溃。资

本主义的自我积累过程将伴随着周期性经济危机，社会矛盾的加剧最终将促使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

主义制度。因此，马克思现实观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它不是被动地描述现实，而是通过揭露资本主义的

内在问题，指出其无法持续发展的本质，并倡导通过革命性的社会变革来建立一个无剥削、无压迫的共

产主义社会。 

2.2.4. 实践性 
马克思现实观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它指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并认为实践是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

根本途径。马克思认为实践不仅是认识的来源，也是改变社会现状的关键手段。认识世界的最终目的是

通过革命性实践推翻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建立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结构[9]。他认为，工人阶级是资本主

义社会中被剥削和压迫的阶级，但也是推动社会变革的核心力量。通过阶级意识的觉醒和革命性的实践

行动，工人阶级能够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奠定基础。对于

马克思来说，理论和实践密不可分。理论为实践提供方向，指导人们认识社会矛盾和变革的可能性；而

实践则是检验和发展理论的基础。马克思不仅通过理论揭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和危机，还指出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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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不仅仅依赖于思想的进步，更重要的是实际的社会行动和变革。生产力的发展、阶级斗争的实践是

推动社会形态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根本力量。 

2.2.5. 历史发展规律性 
历史发展规律性体现了马克思对社会历史演变过程的系统性理解。马克思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并

不是偶然事件，而是遵循一定的客观规律，由物质力量，尤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所推动的。马

克思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基本推动力，而生产关系是生产力的具体表现形式。生产力的提升会带

动生产关系的变化，而当生产关系不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时，社会就会出现危机和变革的需求。随着社

会生产力的发展，旧的生产关系会被新的、更符合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形态所取代。这种生产力与生产关

系之间的矛盾推动了社会历史的前进。同时，马克思的现实观强调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历史的发展遵循

从低级向高级演进的过程，每一种新的社会形态都是从前一种社会形态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资本主义社

会的诞生是封建社会瓦解后的必然结果，而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最终会导致社会主义社会的出现。

历史的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尽管会经历社会革命或突变，但每次变革都遵循一定的历史规律。同时，

马克思指出，社会变革并非偶然事件，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内部矛盾的

激化，社会形态必然会发生转变。 

3. 马克思现实观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的现实观在当代社会依然具有深刻的价值。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阶级矛盾与社会不平等

的深入理解、社会主义理念的再思考以及对环境问题的关切，为当代社会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为建设更

加公正、平等、可持续的社会提供了理论支持。在这个不断变化的时代，马克思的思想仍然激发着人们

对社会变革的思考和探索[10]。 

3.1. 社会不平等和阶级矛盾 

社会产生的不平等和矛盾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重要内容，这些问题在当代社会中依旧存在并且引

发了众多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不平等和阶级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他强调了资产阶级

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抗，认为这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力量。马克思主义倡导社会的公正和正义，只有通过

废除阶级制度，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公正。他认为，通过重新分配财

富和建立共有制度，社会可以实现更大程度的平等。在当代社会，对于解决这些问题，不仅需要从马克

思主义的视角出发，还需要结合其他社会科学理论和实践经验，以制定更全面和可行的政策来应对社会

不平等和阶级矛盾。 

3.2. 资本主义异化和劳动问题 

现代社会劳动者面临工作压力、工作不稳定、劳动过程的异化等诸多问题，马克思在劳动员工方面

主张在一定条件下改善工人的工作条件，提供更加人性化和平等的工作环境，使劳动者在工作中能够实

现自身的潜力，在一定程度上缩短工作时间，提高工资水平，以实现劳动的价值和劳动者的福祉。在社

会制度方面，马克思强调建立社会制度，要求保障每个人的基本需求，包括住房、医疗、教育等，以减轻

劳动者的负担。在解决当代劳动问题时，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种关注劳动过程中人的价值和尊严的视角，

鼓励思考如何通过制度变革和社会政策来改善工作条件，提高工人的福祉。 

3.3. 环境问题和可持续发展 

在解决当代环境问题和推动可持续发展方面，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对社会生产方式和资源关系的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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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察，鼓励我们重新审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倡导建立更加可持续和平衡的发展模式。他指出资本主义

追求无限增长的逻辑导致了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而社会主义制度有望更好地平衡这种关系。启示我

们要重新思考生产方式，关注可持续发展。这包括对资源的负责任利用、减少浪费、推动绿色技术和能

源的发展。他也批评将自然视为商品的观念，认为自然资源和环境不能仅仅被看作是经济利益的来源，

而应当被视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实现可持续发展还需要综合考虑不同社会科学观点和采取跨学科

的方法。 

3.4. 全球化和国际关系 

在解决全球化时代的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对国际关系和全球资本主义的深刻分析，他强

调国际关系中阶级斗争和利益冲突的存在，他认为资本主义是全球性的制度，国际关系受到经济结构和

资本的支配。呼吁国际劳工的团结和国际合作，以推动更加公正和平等的国际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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