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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的两大重要发现之一，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本文通过梳

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不难发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经历了一个从抽象的人本主义历史

观向现实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转变的过程。“现实的人”不仅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发展的逻辑起点，而且贯

穿于唯物史观思想的始终，成为理解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十分重要的理论视角。深刻审视马克思唯物史

观所蕴含的主体性思想，对正确掌握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坚持人民至上，实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

谐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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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one of Marx’s two important discoverie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occupies a very important posi-
tion in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Marxism. By combing through the classic works of Marx and En-
gels, it is not difficult to find that Marx’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as experienced a proces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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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ation from the abstract humanistic historical view to the realistic materialist historical 
view. “Realistic person” is not only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arx’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ut also runs through the whole course of Marx’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becomes 
a very important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Marx’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 deep 
examination of the subjectivity contained in Marx’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as important theoreti-
cal significance and contemporary value for correctly mastering Marx’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sisting on the supremacy of the people, and realizing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between man 
and society, man and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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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现实的人”是考察和理解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重要视角。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

其历史观尚不成熟，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停留在抽象和一般意义上。经过漫长的理论和实践探索，马

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以“现实的个人”作为唯物史观的前提和出发

点，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唯物史观，实现了历史观上的重大转向。 

2. 以“异化劳动”为视角的抽象的人本主义历史观的萌芽 

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著名的“异化劳动”理论。在

《手稿》中，马克思恰恰是从“异化”视角出发，来考察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从这个角度去审视早期马

克思的思想，必须承认其出发点是抽象的人而不是现实的人，是一种抽象的人本主义历史观。这种抽象

的人本主义的历史观在《手稿》中主要表现在“人的本质及其异化和复归”[1]上。 
首先，在《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劳动是人本质的活动，“自由地有意识地活动”构成人的本质，必

须指出，“人的类本质即自由自觉的劳动是一种抽象的价值预设，而非社会历史中普遍的客观存在”[1]，
这里的人的本质是一种一般意义上的，否认了人的社会性。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导致了“人的

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都变成了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了维持他的个

人生存的手段”[2]。在论述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性时，马克思指出劳动产品与人相异化、劳动本身与工

人相异化、人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人与人的异化。这也就阐明了人的本质及其异化

的内涵。其次，在指出了人的本质及其异化内涵的基础之上，马克思进一步说明了人的本质复归的途径，

即扬弃异化。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本质和根源，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借以实现的手段和

形式。要想实现人的本质的复归，实现人对人本质的真正占有，就必须通过扬弃异化也就是扬弃私有财

产来实现。由此看出，此时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仍然是抽象的，并没有将其上升到具体的、现实的

层面，而是从一般性上去理解，因而在通过“人的本质的异化及其复归”来说明社会发展规律时，展现

的是一种不成熟的、抽象的人本主义历史观。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借助异化劳动理论，对共产主义理

论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指出“共产主义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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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这也表明，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理解更多地是从“人的本质”

角度去把握的，也并未深入到物质生产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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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现实的人”为起点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发展 

3.1. “有生命的个人”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出发点 

如果说《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的历史观是一种抽象的人本主义的历史观，那么《关

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的问世，则与其划清

界限，实现了哲学上的重大转向，标志着唯物史观的诞生。 
首先，《提纲》科学阐释了人的本质，批判了费尔巴哈抽象的人性论。《提纲》的一个重大贡献在于

提出了科学的实践观，不仅为唯物史观的诞生提供了理论前提，而且为马克思正确理解人的本质提供了

理论视角。在《手稿》中，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受到费尔巴哈抽象的人性论的影响，仍然是不完善

的，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劳动，是一种一般意义上的理解。而在《提纲》中，马克思懂得了社会实

践的意义，因而从人的社会性的角度去论述人的本质，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

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离开人的社会性、阶级性，抽象地去考察人，是不可能真正理

解人的本质。费尔巴哈的错误就在于他不懂得社会实践的作用，他所对人的本质的考察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都是错误的，从而把人的本质看成是一成不变的自然本质，而没有看到其背后蕴含着丰富的阶级属性

和社会属性，这样得出的人的本质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在这里，马克思已经实现了对费尔巴哈抽象的人

性论的批判和超越。其次，《形态》提出将“现实的人”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形态》不仅第

一次系统论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而且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

[4]。正是这一观点的提出，表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是“有生命的个人”。这种“有生命的个人”并

不是想象中的人，而是现实的人，是“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

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4]人，这与“抽象的个人”相区别开来。“现实的人”的存在是人类历史

的第一个前提，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这既肯定了人在唯物主义历史观中的中心地位，同时也充

分体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不仅肯定人是历史主体，也是价值主体。 

3.2. “人的主体性”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中的进一步深化 

马克思以“现实的人”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在历史观上强调关注人的价值和人的主体地位

的同时，将其与阶级性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阶级斗争理论，丰富和完善了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现实

的人”本就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与阶级关系之中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在强调关注人的作用的同时，其

思想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其所处的阶级立场的影响，带有鲜明的阶级性。因此，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无产

阶级的历史观，其现实性和阶级性是统一的。《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同时，也

标志着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性文件的产生。马克思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指出“至今一切社

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2]，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为了适应无产阶级斗争的要

求，马克思在书中详细论述了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的阶级特点和伟大历史使命。无产阶级必须要认

识到自己的阶级使命，打倒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的统治，彻底消灭私有制，发展生产力，消灭阶级，

最终才能实现共产主义。对人的关注一直贯穿于马克思唯物史观思想之中，从这个层面出发，马克思认

识到，无产阶级只有实现整个人类的解放，才能实现自己的解放。因而整个人类社会的解放必须先于无

产阶级自身解放，解放全人类也自然成为无产阶级的重大使命。 
恩格斯在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提出“历史合力论”，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客

观规律与广大人民群众行动之间的关系，再次彰显了“人的主体性”。当自然界可以用一般运动规律来

解释的时候，人类社会也是如此，有着自身发展的一般运动规律。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缺陷在于，一

旦进入历史领域，费尔巴哈就同其他唯物主义者一样表现出不彻底性。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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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恩格斯不仅批判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局限性，而且指出，“应该通过发现

现实的联系来清除这种臆造的人为联系，归根到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历史上起

作用的一般运动规律”[5]。在此基础上，恩格斯认为“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5]。虽然

在社会历史领域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但是这些无数单个愿望和单个行动相互

冲突，行动的目的往往与结果相背离。这样，在历史领域内就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

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即有客观的内在规律。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

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要想深入探索这些历史发展规律，必须深入动机背后去探究历史发

展的真正动力，也就是要关注广大群众行动背后的动机。这才是探究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人民群

众的作用和价值的发挥在其中显得尤为重要。 

4. 马克思唯物史观所蕴含的主体性思想的时代价值 

4.1. 坚持人民至上，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 

对人的关注始终贯穿于马克思唯物史观发展与演变的过程中，而且随着马克思唯物史观不断走向成

熟。马克思所强调的“人”，既不是指脱离社会生活的抽象个体，也不是指个别英雄，而是指创造社会实

践的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马克思唯物史观中一个极为重要的观点

和内容。因此，必须充分意识到社会发展变革的主体是人民，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以人为本，回应人民

关切。要将人民群众满不满意、拥不拥护作为一切改革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

呼吸、共命运。此外，必须明确，马克思所强调的“现实的人”是能动的人，是具有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

的。人民群众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而且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和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发展的根本

动力是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如何激发人民群众的主

动性和创造性，把潜在的精神力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是个重要的时代课题。只有始终将人民群众放在心

中最高位置，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尊重人民创造精神，提供更为开放包容的就业环境

和更为坚实有力的政策支持，使每个人的才能、智力、个性充分展现，才能激发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创

造伟力，进一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4.2. 尊重客观规律，实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统一 

马克思唯物史观所强调的“现实的人”是指社会发展中的人，是处于各种社会关系之中，并不是脱

离于社会生活之外的个体。必须承认，“现实的人”的发展有其特定的历史方位与条件。目前来看，人的

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的充分发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社会发展和变革的重要力量，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推动科技的进步，但从长远来看，其主体性的发挥仍然受制于一定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现状。

例如，新一轮科技革命、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既是人们勇于创造、推动科技更新换代的成果，同时也

对经济的健康发展、人的主体性带来许多风险和挑战，如何处理人与人工智能的关系，促进经济的良性

循环已经是越来越多人思考的问题。因而，“现实的人”必须尊重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实现人与社会

的和谐发展。 
此外，尊重客观规律必须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大自然无时无刻不

为人类的生存发展提供养料，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和社会持续发展的基础。“现实的人”必须正确处理

人与自然的关系，遵循自然规律，坚持绿色发展，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不竭源头，促进社

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建设。必须深刻意识到，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环境同样是为了民生，决不能以

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而谋求一时的经济发展，否则将会遭受大自然的报复和惩罚。恩格斯对此早已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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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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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通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道路上，需要人人重视、人人参与到保护环境的行动之中，共同绘就

美丽中国的时代画卷。 

5. 结语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不仅是因为它克服了一切旧唯物主义在历史观上的局限，肯定“现实的人”

的重要作用，提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等重要观点，实现了哲学史上的重大变革；而且跨越时代，

闪烁着真理的光芒，对当今社会的发展产生重要的时代影响。深刻审视马克思唯物史观中所蕴含的主体

性思想，有利于明确人类的主体能动性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是缺一不可，二者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

程中是共同发挥作用的。我们在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的同时，必须尊重客观规律，实现主体与客体的统一，

从而促进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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