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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克思群众观是马克思关于群众观点的科学概括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构成部分，对于指导

无产阶级政党处理群众问题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马克思群众观建立在特定社会背景和思想借鉴之上，

经历了逐渐形成和深化发展的过程。马克思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方

法论基础，深刻揭露了人民群众在社会中的实践主体、历史主体、价值主体和利益主体地位；详细阐述

了人民群众在创造社会财富和引领社会变革中发挥的关键作用；科学论证了群众解放是广大人民群众在

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逐步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最终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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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rx’s mass view is a scientific generalization and summary of Marx’s views on the masses, an im-
portant component of Marxist theory, and plays a vital role in guiding the proletarian party to deal 
with the masses. Marx’s mass view is based on the specific social background and ideological refer-
ence, and has experienced the process of gradual formation and deepening development. Marx, 
starting from the real people and taking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s the 
methodological basis, profoundly revealed the position of the people as the subjects of practice, his-
tory, value and interests in society. The key role of the masses in creating social wealth and l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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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change is elaborated. It has been scientifically demonstrated that mass liberation is a process 
in which the broad masses of the peopl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roletarian party, gradually 
eliminate capitalist private property and finally realize the free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each 
individ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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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关于“群众”的概念，马克思在不同著作中有不同的说法，在不同历史时期也有不同的解读，但其

基本内涵是相通的。从“质”上看，“群众”是指从事物质资料生产活动的人们。马克思将唯物主义思想

贯彻到人类社会历史中，认为历史活动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展开，物质生产活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

力，只有从事生产实践活动的人才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个体的人共同构成了群众这一集体，而这些

个体的人又是分别从事不同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人；群众是由现实的人组成的集合体，现实的人及其物质

生产活动构成了全部历史。从“量”上看，“群众”是社会成员中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人口中的大多

数。马克思越来越意识到反抗资本压迫的队伍在不断扩大，而且人民群众的范畴并不仅仅固定在一个阶

级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是占主导地位，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越发展，无产阶级群众的队

伍就越壮大。此外，群众概念也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对“群众”有不同的界定，这也符合

马克思辩证的哲学态度。在特定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中促进革命进步的思想家、关心人民疾苦

的政治家也在历史上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群众的共同特点就是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民群体，其中最稳定

的主体部分始终是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劳动群众。 
马克思群众观是中国共产党关于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指导思想，国内学者对马克思群众观的研究

较为透彻，覆盖面广，角度多样。现有研究在马克思群众观的生成过程、基本内容、发展成果以及现实

意义等方面已取得丰硕成果，为进一步深入研究马克思群众观及其当代价值奠定坚实基础。受到意识形

态以及经济决定论的影响，国外学者普遍对马克思群众观这一专题作为整体研究较少，但在群众思想及

中国群众路线方面有一定研究成果，其中部分观点对今天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参考意义。马克

思并未在专门的著作中形成对群众观的完整阐述，马克思群众观生成的过程体现在其多本经典著作中。

马克思群众观是历史范畴，时代和国情的新变化要求研究者在深度挖掘马克思经典著作的基础上，汲取

过去丰富的研究成果，着重分析马克思群众观理论的生成逻辑和理论内涵，并探讨其在新时代的新应用

和新的时代价值，这在理论方面有助于深刻掌握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整体性，深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内

在逻辑，在实践方面有助于加深读者对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认同，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

树立人民主体意识，增强人们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参与度，使人们自觉践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 

2. 马克思群众观的生成条件 

作为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群众观的产生和发展具有深厚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渊源。马克

思在深入分析社会历史和阶级状况的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群众

观的形成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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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马克思群众观的生成具有深厚的时代背景 

马克思生活在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工业革命爆

发，生产规模不断扩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据主导地位，促进了生产社会化。而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下，社会化的生产力变成资本生产力，资本家按照个人意愿管理生产过程，私人占有劳动产品，这样就

形成了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贫富分化不断加

剧，逐渐爆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社会生活陷入一片混乱。随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矛盾的深化，

广大工人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逐渐由自发走向自觉，不断加强自身的革命性和组织性，日益显示出巨

大的力量，并进一步提出加强国际联系的要求。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积极进行理论研究，

参加工人运动，致力于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弊端，这是马克思群众观产生的社会基础和现实需要。 

2.2. 马克思群众观的生成具有深邃的思想渊源 

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为代表提出的批判空想社会主义蕴含着鲜明的群众思想，为马克思群众观

提供思想指引。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群众是受苦受难、等待解救的群体，他们幻想以和平手段实现所有

人的解放。这些观点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但是他们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展开了猛烈的批

判和无情的揭露，提出了理想新社会的制度和规则，这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人们对未来社会的向往和追求，

并对随后的工人运动起到一定指导作用。马克思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明了实现理想社会的依靠力量和

现实道路。 
在法国启蒙运动中，卢梭对法国封建社会的批判最为严厉。他在继承洛克和霍布斯思想的基础上，

进一步提出“主权在民”的主张，即权利的运用必须体现人民的意志，满足群众的利益。马克思抓住这

一思想精髓，揭露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政治、经济方面不平等的实质。西方启蒙思想家提出的

“民主”不过是资产阶级民主，只有当无产者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者时，才能真正做到“人民主权”，

实现人民群众的权利和地位。此外，西方启蒙思想家的“社会契约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观点也对

马克思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马克思群众观正是对这些思想精华的继承和发展。 

2.3. 马克思群众观的生成具有深切的现实条件 

马克思出生于普鲁士王国莱茵省特里尔市，那里曾经作为法国领土深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新兴资

产阶级宣言的自由、民主、平等思想得到当时人们的广泛认同和接受。马克思在特里尔市中学就读时期

的校长符登巴赫提倡民主，思想开明，在他的带领下，马克思亲眼目睹了特里尔市居民的政治经济状况。

此外，马克思的父亲作为一名律师，十分推崇法国民主思想。他常常向马克思讲述法国的历史故事和人

物思想，带领马克思参观文化圣地。这些都给青少年时期的马克思头脑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使他透彻

了解理性主义主张，迫切关注贫苦民众的生活状况。 
理论来源于实践，并随着实践不断丰富发展，马克思群众观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在

《莱茵报》做主编时，重点分析了群众的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深入思考贫苦人民的物质利益问题，以

实际行动为贫苦人民辩护。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时在恩格斯的陪同下积极到工厂考察，他意识到先进

的生产方式在创造大量社会财富的同时，也加大了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马克思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

无产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承担起人类解放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 

3. 马克思群众观的发展逻辑 

马克思群众观是马克思对待人民群众的整体态度和总观点，体现在他各个阶段的文章和著作中。马

克思群众观的形成发展主要分为萌芽期、形成期、成熟期和发展期四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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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萌芽时期：从中学时代到莱茵报时期 

3.1.1. 中学时代：人类的幸福和自身的完美相统一 
马克思十七岁写下《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其中透露出青年马克思的事业观和价值观。他在

文章最后提出青年人选择职业最重要的原则为是否可以为人类谋福利，马克思写道：“在选择职业时，

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1], p. 459)。人类的幸福和自身的完美这两

种利益并不相违背，而是相辅相成的。只有为人类的完美而工作，才能使自己达到完美，这后来演化成

为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的价值追求。可见，马克思中学时便关注大多数人，树立了“为集体而劳动”的

理想。中学时期的马克思虽然没有触及到“群众”“无产阶级”等范畴，但他已经把目光投向“全人类”。

这些主张是马克思群众解放观点的萌芽，是马克思群众观的价值基础。 

3.1.2. 《莱茵报》时期：关注社会群体的物质利益问题 
马克思于 1842 年开始为《莱茵报》撰稿，并在 10 月成为该报的主编。这段时期是他由理论研究转

向实际行动的一个重要阶段。马克思批判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制度，在他看来，农民等级代表在维护新闻

出版自由时捍卫了普遍权益，出版自由应该具有人民性，代表人民精神。同时，马克思认为法律的适用

应与事实相符合，不能逃避说真话的义务，否则穷人将成为“合法谎言的牺牲品”([2], p. 196)马克思对封

建等级制度的抨击和批判具有鲜明的革命民主主义色彩，马克思不断思考社会经济问题，他把目光投向

社会群体的物质利益方面，注意到了物质利益的决定作用。贫富分化、阶级对立的社会现实给马克思带

来极大的冲击，他开始反思黑格尔唯心主义，这为马克思群众观的形成奠定了唯物主义基础。 

3.2. 初步形成：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到《神圣家族》 

3.2.1.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无产阶级是人类解放的主体 
马克思在《莱茵报》离职后，将困苦民众的物质利益作为探究对象，深入分析人类解放的实现路径

和依靠力量。马克思提到“实践”这一范畴，他认为仅仅靠思辨哲学无法使人类得到彻底解放。无产阶

级是历史活动的主体，是实现全人类解放事业的力量。马克思逐步摆脱了唯心主义的束缚，把目光转向

物质世界，提出要以物质力量摧毁现实世界，而这种物质力量就是掌握了革命理论的人民群众。无产者

遭受着社会普遍的不公正，没有任何特殊的权利，具有实现社会解放的需要和能力。此时马克思已经逐

渐由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由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而他对于人民群众现存生活状况的基本看

法也迎来了重要的形成期。 

3.2.2.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通过实践改造世界 
马克思作为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透彻研究资本主义私有制，向广大受压迫人民揭露资

本主义雇佣制度的本质，试图从经济学角度为无产阶级寻求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马克思认为生产劳动

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所在，动物被动地适应世界，而人类可以通过实践能动地改造世界。这一观点既

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也为无产阶级解放提供了哲学依据。马克思以“异化劳动”([3], p. 345)为研究重

点，为阐明工人阶级解放的可能性和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奠定基础。马克思把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严

格区分开，并始终把实现人的解放作为最终奋斗目标。马克思关于群众解放的观点已经达到了一定高度，

马克思群众观的雏形已然显现。 

3.2.3. 《神圣家族》：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马克思以“群众”为核心概念，以为群众正名为核心立场，明确提出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这一关键命题。首先“群众”内涵并非固定不变，工人阶级的队伍一定是在不断扩大。其次明确了群众

的历史主体地位。群众创造了历史，并给历史规定了它的任务和作用。再次，区分了少数英雄人物和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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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群众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通常会被忽视，仅仅被看成杰出人物的陪衬。但事实

上，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最后肯定了物质生产资料的作用，思想并不能实现

什么东西，只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才能把思想变成现实。即无产阶级在实践中消灭一切不合理的生产生

活条件，改造世界，解放自己。此时马克思的群众观已初具形态，为马克思群众观的最终成熟奠定基础[4]。 

3.3. 发展成熟：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共产党宣言》 

3.3.1.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群众的实践是社会生活的本质 
马克思跳出了旧唯物主义哲学的范围，摆脱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提出了科学的实践观。人与环境

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人在改变环境的同时也会受到环境的影响，而实践是二者统一的基础。马克思把人

放在一定社会关系中来理解，人的本质并不由自然本性决定，而是由现实实践活动决定。以往的哲学家

仅仅用不同的理论来解释世界，用批判的意识代替原有的意识，在历史观上坚持唯心主义。而马克思指

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5], p. 505)，从而找到了改变世界的根本途径和依靠力量。马克思

对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主体性地位和实践性作用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理论和马

克思的群众观也逐渐走向成熟。 

3.3.2. 《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着唯物史观的创立 
马克思围绕“现实的人”开展研究，认识到历史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历史，其中物质资料生产方式起

到决定作用。马克思详细论述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观点，首先人民群众创造社会物质财富，这是进

行一切历史活动的基本条件。其次人民群众创造社会精神财富，社会物质条件是精神文明产生的前提和

基础，人民群众是精神文明产生的推动力。最后人民群众推动社会变革，正是群众的物质行动促使历史

向世界历史转变。马克思系统说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标志着唯物史观的正式形成和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成熟。马克思群众观也在此基础上日益成熟并不断深化发展。 

3.3.3. 《共产党宣言》：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消灭私有制 
马克思以社会阶级分析为切入点，深入研究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冲突及社会根源，科学论

证了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历史必然性。无产阶级是先进工业的产物，而且受到的剥削和压迫最深，

革命性最坚决和彻底。无产阶级必须通过革命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最终建立共

产主义。马克思还阐述了无产阶级解放的实现途径。首先工人必须通过大规模的联合汇聚成全国性的阶

级斗争；其次接受共产党的组织领导。《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群众观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

果，不仅给世界无产阶级提供了思想指引，而且也标志着马克思群众观的全面成熟。 

3.4. 深化发展：从《法兰西内战》到《哥达纲领批判》 

3.4.1. 《法兰西内战》：在实践中肯定群众的作用 
马克思通过概括巴黎公社运动的发展过程和历史意义，进一步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学说。马克思在巴黎公社运动的失败经验中认识到，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必须首先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

建立能够长久有效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专政政权。而真正的无产阶级政权要实现人民群众的经济利益，

保障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利，提升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马克思高度肯定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革命

力量，他认为人民的力量是打击资产阶级政府腐败的根本性力量。马克思对客观发展规律的遵循以及对

人民群众首创精神的尊重，都体现了马克思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是对马克

思群众观在实践中的运用发展。 

3.4.2. 《哥达纲领批判》：对共产主义的美好设想 
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界定为一个按照客观规律不断发展着的社会形态。他详细分析了共产主义社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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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阶段的基本特征，在那时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人民精神境界显著提高，每个人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

展。人们将有大量可支配的自由时间，可以自主选择感兴趣的劳动活动。马克思站在人民角度批判了资

本主义社会的虚伪人权，强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阐明了未来共产主义实现的高度可能性。马克

思将在科学理论创作和客观社会实践中充分汲取经验教训，逐步完善马克思群众观的理论体系，进而成

为指导各个国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 

4. 马克思群众观的理论内涵 

从以上梳理的马克思经典文章、著作中可知，实现人类解放是马克思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为此他

从经济学、哲学、政治学等多个角度阐述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寻求人类解放的实现路径。 

4.1. 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 

第一，群众是实践主体。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群众的实践活动具有社会性。人民群众与外部环

境是相互作用的关系，人们受到社会历史条件制约的同时，也能够作为实践主体改造社会环境与人自身。

自然界为满足人的需要创造了客观条件，而实践是使人的需要得到满足的物质手段。历史活动实际上是

群众实践的活动，人为了基本的生活“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

本身”([6], p. 359)，这是群众进行实践的首要前提和直接原因。群众的实践活动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能

够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及需求，并通过劳动实现这种需求，这是人与动物区别的根本所在。 
第二，群众是历史主体。马克思坚持以科学实践观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重点阐发了人民群众实

践活动与人类历史发展的互动关系。创造历史的主体是现实的人，正是群众的实践主体性决定了群众的

历史主体性。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生产力最终决定上层建筑的变革。人民群众作为生产力中最活跃

的因素，他们的物质创造能力代表了社会一定时期内的物质发展水平。因此群众的实践活动能够影响社

会形态的演变，推动历史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提到，“历史什么也没做”，正是人

创造了历史，人赋予历史活动和任务，“群众的思想和活动就是历史的思想和活动”([7], p. 103)。 
第三，群众是价值主体。价值具有主体性，一方面，价值的形成依赖于群众实践活动的存在。自然

事物作为客观存在物不会对人有现实的价值，只有通过实践活动，与群众产生联系才会成为价值客体。

另一方面，价值的形成依赖于群众实践活动的创造。任何价值都在群众的实践活动中创造产生，没有群

众的实践活动就没有价值，群众的价值主体性与实践主体性相统一。同时，群众也是价值评价的主体，

群众的利益和需要代表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和基本要求，他们做出的价值评价才能真正反映社会实

践活动的正确与否。 
第四，群众是利益主体。利益是推动人们为满足自身需要进行实践活动的动力之源，是人们生产和

生活的社会基础。从人的自然存在看，人为了生存，为了满足自己吃穿住用行的物质需要，进行的第一

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生活资料，这是群众进行其他一切实践活动的前提。同时人民群众

又是社会存在的一部分，在群众的基本物质利益满足后，必然存在着与他人进行交往活动的需要，从而

催生了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创造出更大的利益。因此，群众是利益的追求者、创造者和享有者。 

4.2. 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作用 

第一，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以往的哲学家在历史领域贯彻唯心主义，认为“英雄创造历

史”“精神创造历史”。而马克思认为精神首先是由物质创造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历史的思想和

精神就是群众的思想和精神，由群众的物质实践活动决定[8]。而人的物质活动与一定物质利益有关，群

众进行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物质资料，满足生产生活需要。当群众在此基础上积累了一定物质财

富后，便会推动社会向着更高层次发展。这是因为群众在生产劳动中必然会传播生产经验，发明生产工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4.1312477


孙玥 
 

 

DOI: 10.12677/acpp.2024.1312477 3245 哲学进展 
 

具，提高自身劳动技能和创造才能，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进步。群众通过自己的实践活

动生产物质生活资料，为人们进行政治、科学、文化等其他社会活动提供物质基础。 
第二，群众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指出，“工人才创造一切，

甚至就以他们的精神创造来说，也会使整个批判感到羞愧”([7], p. 22)。看上去少数科学家、哲学家、艺

术家等脑力劳动者站在时代前沿，为大众提供先进的精神文化产品。但这些杰出人物进行文化创作的基

础是劳苦大众创造的物质财富，正是群众的社会实践活动提供了创造精神文化的物质条件和设施。群众

的生活和实践活动是一切精神产品产生和发展的源泉，杰出人物要在群众的生产活动中汲取经验和智慧，

并进行抽象概括、总结和升华。因此，社会精神财富归根到底是由群众创造的。 
第三，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首先，群众创造的大量物质财富是社会变革的前提和基础。社

会变革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生产力是最终决定力量。以工人为主体的群众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通过推翻旧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进步。从历史上看，每次社会形态的

更替都是通过被剥削阶级推翻剥削阶级统治的阶级斗争实现的。腐败的上层建筑和落后的生产关系不会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自动消失，必须要借助外在的物质推动力量，而这种力量只能来自受到残酷剥削和

压迫的广大群众。其次，群众创造的丰富精神财富为社会变革提供思想指引。群众中的广大知识分子能

够提出符合时代要求的先进思想，带领群众进行阶级斗争，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先进的社会制度。

因此，群众是社会变革的主力军。 

4.3. 群众解放是马克思群众观的终极目标 

群众解放是马克思群众观的重要内容，也是马克思一生的奋斗目标和价值追求。马克思在中学时便

树立为人类幸福而工作的理想，此后在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等领域进行理论研究的最终落脚点是“人

的解放”。 

4.3.1. 群众解放的前提是消灭私有制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是造成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和一切罪恶的总根源。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带来巨大生产力的同时，也造就了运用先进生产力的无产阶级。随着大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

不但没有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反而受到更加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在社会生活中毫无民主自由。生产劳

动本是发挥自己才能的活动，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群众为了自己的生活需要，被迫接受资本家的

奴役和摧残。人的活动被贬低为维持个体基本生存的手段，从而使劳动者丧失了自己的本质，成为抽象

的人。发达工业社会通过劳动性质和劳动分工的异化，使人民群众的劳动异化成为外在劳动，这造成了

对工人群众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压迫，他们受到自己所创造出来的资本的控制。只有消灭私有制，废除资

本主义雇佣制度，改变不合理的生产方式，才能把群众从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从事发挥自己才能和兴

趣的活动。因此，消灭私有制下的异化和压迫是实现群众解放的首要任务。 

4.3.2. 群众解放的依靠力量是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群众 
实现群众的解放也就是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社会全面进步需要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和依托。

群众是先进生产力的创造者和推动者，群众解放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而无产阶级是群众解放的主体力

量。无产阶级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具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同时受到的剥削和压迫最深，具有最坚

决的革命性。无产阶级代表了整个社会的利益和要求，具有强烈的革命愿望和强大的理论武器。马克思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分析了德国的解放、人的解放的依靠力量就是无产阶级，他指出“这

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9], p. 156)。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也同样写道

“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就是自己解放自己”。此外，实现群众解放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加入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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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队伍。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各国工人的国际联合不断加强，形成了更加强大的革命力量，为了

共同的目标，进行共同的斗争。 

4.3.3. 群众解放的领导力量是无产阶级政党 
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各国工人运动、1848 年欧洲革命以及巴黎公社均以失败告终，这些经验教训证

明了建立坚强政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马克思曾指出，无产阶级的一大优势是人数众多，“但是只有当

工人通过组织而联合起来并获得知识的指导时”([10], p. 10)，这个优势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没有统一政党

的领导，没有先进的革命理论，工人群众无法独立完成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历史任务。群众是划

分阶级的，而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无产阶级政党是由无产阶级队伍中革命最坚决的先进分子组成的，

他们具有科学的革命理论、统一的革命纲领和严格的组织纪律。同时，无产阶级政党具有高度的国际性，

马克思强调各国无产阶级利益的一致性，只有加强团结才能解放全人类。因此，无产阶级政党能够在理

论和实践上成为群众解放运动的领导阶级。 

4.3.4. 群众解放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马克思在创办《德法年鉴》刊物时就初步区分了“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并把“人的解放”作

为最终奋斗目标。“政治解放”虽然实现了政治国家和宗教的分离，废除了封建等级制度，使人们获得

了宗教信仰自由和在政治、法律上的平等。但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仍然存在，“政治解放”不够彻底。在资

本主义条件下，所谓的平等不过是形式上的平等，自由只是资产阶级内部的自由，广大无产阶级仍处在

资本的奴役和支配之下，这种解放也只是资产阶级内部的解放[11]。因此，马克思看来，必须从政治解放

进一步发展到人的解放，只有消除异化，解放劳动，才能真正实现劳动群众的天性和个性，才能实现全

人类的解放。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类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这

是马克思群众观的根本价值目标，也是群众解放的最终目标。 

5. 结语 

马克思站在群众立场上，在理论和实践中努力寻求实现群众解放的现实道路和革命力量，形成了科

学的群众思想。马克思群众观是马克思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寻求人类解放的观点，对各国社会主义运动和

无产阶级解放具有重要指导作用。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群众观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理

解和把握马克思群众观的思想精髓，贯彻人民至上的根本观点，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马克思群众观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时期的实践活动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形成了一系列中国化的

理论成果。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继续为马克思群众观注入新的时代内容，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为党和人民的各项事业提供有力支撑。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

生深刻变化，需要更加深入理解人民群众的地位和作用，实现马克思群众观的与时俱进，更好地满足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459. 

[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4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96. 

[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5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345. 

[4] 吕娟萍. 马克思早期群众观的文本逻辑[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5(1): 152-160. 

[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05.  

[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8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359. 

[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5: 103.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4.1312477


孙玥 
 

 

DOI: 10.12677/acpp.2024.1312477 3247 哲学进展 
 

[8] 白新欢.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新解[J]. 学术论坛, 2018, 41(5): 75-82. 

[9]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10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56. 

[10]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0. 

[11] 任鹏, 高晓红. 马克思群众观生成的逻辑[J]. 学习与实践, 2015(2): 117-122.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4.1312477

	马克思群众观的生成逻辑及理论内涵
	摘  要
	关键词
	The Generative Logic and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of Marx’s Mass View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马克思群众观的生成条件
	2.1. 马克思群众观的生成具有深厚的时代背景
	2.2. 马克思群众观的生成具有深邃的思想渊源
	2.3. 马克思群众观的生成具有深切的现实条件

	3. 马克思群众观的发展逻辑
	3.1. 萌芽时期：从中学时代到莱茵报时期
	3.1.1. 中学时代：人类的幸福和自身的完美相统一
	3.1.2. 《莱茵报》时期：关注社会群体的物质利益问题

	3.2. 初步形成：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到《神圣家族》
	3.2.1.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无产阶级是人类解放的主体
	3.2.2.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通过实践改造世界
	3.2.3. 《神圣家族》：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3.3. 发展成熟：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共产党宣言》
	3.3.1.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群众的实践是社会生活的本质
	3.3.2. 《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着唯物史观的创立
	3.3.3. 《共产党宣言》：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消灭私有制

	3.4. 深化发展：从《法兰西内战》到《哥达纲领批判》
	3.4.1. 《法兰西内战》：在实践中肯定群众的作用
	3.4.2. 《哥达纲领批判》：对共产主义的美好设想


	4. 马克思群众观的理论内涵
	4.1. 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
	4.2. 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作用
	4.3. 群众解放是马克思群众观的终极目标
	4.3.1. 群众解放的前提是消灭私有制
	4.3.2. 群众解放的依靠力量是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群众
	4.3.3. 群众解放的领导力量是无产阶级政党
	4.3.4. 群众解放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5. 结语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