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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马克思看来，共同体是个人以及人类社会的基本存在方式。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共同体分别在特殊、

抽象、联合体视角下相应演变出了自然形式、虚幻形式以及真正形式的共同体的发展过程。以人的生存

发展状况为关注点，马克思批判了个人与共同体二者之间的隔绝关系，指出真正的共同体要在实践的基

础上真正达到个体自由和共同体的辩证统一。探析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核心要义，为我们在新时代更加

深刻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阐明中国式现代化所演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定了极其重要的理论根

基及实践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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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Marx’s view, community is the fundamental way of existence for individuals and human society. 
I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history, the community has gone through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a 
special “natural commun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rigin, an alienated “illusory commun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bstraction, and a free “true commun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ortium. Fo-
cusing on the state of human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Marx criticized the isola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communities, pointing out that a true community should truly achieve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individual freedom and community on the basis of practice. Exploring the 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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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ning of Marx’s community thought has laid an extremely important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u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n the new era and clarify the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evolved by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Keywords 
Community, Commonwealth of Free Persons,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在马克思的哲学研究领域中，共同体是其政治和社会层面极其关键的概念，也向人们展示了一种探

索人类历史发展的全新范式。以原始社会为开端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历程中，社会共同体也经历

了从低级向高级形态发展的历史性转变，构建更加合理的、公正的、平等的共同体始终是人类孜孜不倦

追求的理想命题。基于马克思理论视域的探析，共同体有着诸如自然共同体、虚幻共同体，真正共同体

等多个概念，虽然马克思没有把共同体构建成一套理论体系，但共同体却在马克思的诸多著作中均有论

证，特别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里，马克思针对“虚幻共同体”和“真正共同体”

进行了诠释，认为后者是对前者的扬弃和超越，与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的是，现行社会主义发展的各种探

索才是“真正共同体”在当代的现实践行。近些年，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不断发展，理顺马克

思共同体思想的核心内容，对于宏观把握马克思发展理论，推进时代进步和人类向前发展有着极其重要

的价值意蕴。 

2. 共同体的形态演变及逻辑分析 

在《形态》中，马克思指出现实的个人是历史发展的前提条件，共同体是由现实中个体的人彼此交

往来构成的，个体的发展是基于共同体的存在，没有共同体，个体乃至人类也将不复存在。若人类的发

展状况当作检验人类历史发展的标准，那么人类生产方式有着由低向高的发展态势，共同体会从本源、

抽象及联合体层面展现出相应的自然、虚幻及联合体的形态发展序列，在这一演变过程中，人性的发展

也由局部、普遍进入到自由而全面的生成阶段状态。 

2.1. 本源视角下的特殊“自然共同体” 

在整理考察大量历史资料的基础上，马克思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中认为，

按照生产方式来作为划分标准，共同体形式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呈现出三种特殊的形态，古代人类社会涉

及到的政治，民族宗教的相关规定性在这三者中显映出来。 
首先是亚细亚的共同体，这是人类社会最为原始的所有制形式。亚细亚的共同体形式是能够实现自

给自足，且能把剩余劳动产品以贡献、祭祀等表现形式来供给于更高级的共同体。在这种自然共同体的

生存方式下，人类展现出较为原始、低级、被动及自由匮乏的发展状态，马克思指称，在这种共同体形

式中，人类社会的生产所有均集中于唯一的君主，而个体则丢失了财产，变得一无所有。马克思在探索

亚细亚的共同体形式的过程中识别出共同体成员只有与共同体联系在一起才能成为主体。 
其次是古典古代的共同体，这是集体财产与个人私有财产分割开来的所有制形式。古典古代的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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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形式更少地考虑原有的土地区域、而是进一步发展到将城市区域作为发展形态的基础所在、在这种共

同体形式下，土地被分为公有所属地和私人所属地，前者由公社管理，后者由个人管理，但个人财产的

获得仍要依靠集体劳动来实现，因此个人与共同体之间依然是从属或依赖关系。在古典古代共同体的探

索发展阶段中，马克思尚未从中发现城市与乡村二者分工的可行性契机，也就不能否认古代世界和近代

社会存在着一条深渊。 
最后是日耳曼共同体，这是以个体家庭为基础的所有制形式。在日耳曼的共同体形式中，个体家庭

可以搭建起一个经济整体，而公社也不再以国家组织的形式呈现出来，“公社只存在于这些个人土地所

有者本身的相互关系中”[1]。与前面形成的共同体形式不同，日耳曼共同体最突出的特点是个人与共同

体之间的从属或依赖关系弱化，从而使得个体成为公有所属地的拥有者。 
上述提到的三种共同体形式在人的发展层面均存在着局限性，如现实的个人从属于共同体，个人利

益要屈服于共同体利益。马克思指出，私有制是在动产出现之后开始的，这时部落式所有制慢慢“发展

为由大工业和普遍竞争所引起的现代资本，即变为……纯粹私有制”[2] (p. 583)。因此，衍生于资本主义

国家的虚幻形式的共同体形态将对最初的自然形式的共同体形态发起冲击，乃至取代后者。 

2.2. 抽象视角下的异化“虚幻共同体” 

在最初的共同体形态阶段，人由于具有自然属性的个体特点，其发展呈现出依附于共同体的现实状

况。而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市民社会层面与国家层面二者基本趋于隔绝状态，在国家政治层面，由于

市民社会在其中占据着较为主要的影响力地位，国家出于对自身阶级的利益保护，导致了国家与人民发

展到相异化的状况。近代或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为了少数人利益的稳固，统治阶级提出共同

体要按照制度性来生存发展，但这种做法严重损伤了大部分市民主体的个人利益，因此这时的共同体开

始呈现为带有抽象异化形态的虚幻特点的共同体。在《形态》中，马克思剖析称“各个人的社会地位，从

而他们个人的发展是由阶级决定的，他们隶属于阶级。”[2] (p. 570)。如中世纪时期，封建地主占据着土

地等生产资料，逃脱的奴隶只能成为市民，而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这些市民就不得不自发的联合在一起

来对抗贵族，形成带有地域性的团体，后来形成了市民阶级，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工业和商业资本的迅速

发展，市民阶级中的一些人沦落成为无产阶级。个人从属于阶级只是由于基本生活需要，人在这个过程

中并未得到发展。在《论犹太教问题》这本书中，资本主义社会带有虚伪性质的共同体遭到马克思的深

刻批判，随之，马克思明确提出人的解放才应该作为共同体最终发展的目标。而在虚幻共同体中，人自

身与人的本性处于相异化的状态，人类从事的自由发展的活动成为仅仅维持自身生存需要的被迫活动，

此时人与机器，工具无异。 
虚幻共同体大致呈现出货币或资本特点的共同体形态。商品、货币以及资本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共同

体的重要生成力量，在这三者衍生出的资本主义共同体带有着浓重的物为主体特点的共同体形式，在这

种形式下共同体表面显露出自由、平等、独立以及正义的特征。货币与资本成为社会的发展的主体，人

处于依附货币和资本的力量，人的本质成为了异己的状态。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马克思认为资

本家以工人不占据生产资料为前提，妄图以工资的形式雇佣工人来实现生产资料与工人的结合，从而实

现工资和劳动力的理想匹配，形成了资本的共同体形式。这种联合不是工人自发组成的联合，而是被资

本控制的被动的联合，工人从事着非自由的劳动工作，时刻处于被压迫剥削的状态。与原始共同体相比，

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以资本和货币为标志的共同体处于进步状态，人在这个阶段也从最原始的偶然状态

变为独立的个体，但这种进步只是被披上异化的表衣，揭开会发现内里真正的不公平和不正义，从而影

响人的正向积极发展，而只有在将带有虚幻异化特点的共同体转化为“自由人联合体”，人的自由全面

发展在这个程度才能得以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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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联合体视角下的自由“真正共同体” 

在“依赖关系”理论基础上，马克思认为共同体的历史演变形态大致可以经历从自然、虚幻发展到

真正意义上的共同体。同时，人的发展也表现为未异化的局部依赖状态、异化的普遍依赖状态及褪去异

化的全面依赖状态的转变过程。在最后阶段，社会中人的异化的依赖状态将褪去，资产阶级的虚假公平

自由也将被揭露，取而代之的是人真正实现自由而独立的发展。 
真正的共同体是实现人的本质属性的回归。资本主义社会所谓的虚伪的共同体，一方面使得人处于

阶级斗争的矛盾中，另一方面又使人困于社会分化的状态下，而这种虚幻的共同体所形成的社会联合体

充斥着不人道主义，需要受压迫人民联合起来，建立一种真正自由的联合体，从而实现人的本质属性的

彻底回归。在某种意义上，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成功构建同人真正达到自我实现的目标是统一的。资本主

义的社会制度如牢笼一般束缚着劳动人民的自由生活，使其一直处于贫困痛苦的状态，自由人的联合体

则正是应对资本主义剥削压迫而诞生的联合体，在这里，人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可以去相应地改

造自然，可以决定自己命运的进展，成为一个真正的独立的人，每个人在此基础上都能实现自由而全面

的发展。 
真正的共同体是存在正义价值、平等互惠的理想社会。马克思认为，以往存在的自然共同体和虚幻

共同体都不能达成实现社会平等正义的目的，尤其是在第二种共同体发展时期，表面的平等只是形式上

的平等，是为了掩饰背后资本家对劳动者的残酷剥削，使得人与自身之间开始发生异化。真正的共同体

是真正意义上能够揭开资本主义虚伪面纱，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消除自我异化状态的联合体。在这个共

同体中，每个社会成员都享受着公平的机会，人的能力可以得到展现和肯定，人与人之间保持着和谐共

处的正向状态，每个社会成员的需要都能极大满足。 

3.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内涵要义 

在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共同体思想是于历史唯物主义阶段趋于发展成熟，因此，提及马克思共同

体思想，必须将其处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宏观视域中探究。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是在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孕

育而生，旨意在于科学地追求人的自由和解放发展。这一思想的内涵要义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3.1. 共同体的构成主体：现实的个人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经历了逻辑层面的转变后，共同体的主体构成从起初孤立、抽象的人演变为了具

象且现实的人。“现实的个人”这一概念也蕴含着两个层面的涵义：一是人自身带有和其他生物一样的

包含着“肉体组织”以及“生命”形式特质的生物属性。生产活动作为能够使自身生理特性得到满足的

关键就一直贯穿于人类实践活动之中，进而作为人类实践基础活动一直持续到现今；二是由于自身具备

的社会历史属性，人就与社会处于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关系之中，并不是抽象、孤立的存在，而是在

具体的历史条件发展过程中，为了满足生存和发展需要来从事生产实践活动的主体，这也是人与动物的

区别所在。以上可知，马克思在探究人的存在时并未忽视人本身的自然属性，进一步分析了人的现实劳

动，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关系。基于此，马克思认为，人的异化要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现实物质基础的

社会历史条件下来考察，从抽象的表面看到真正的本质，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下来考究人的发展。 

3.2. 共同体的先决条件：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 

生产力的提高与否是社会发展进步的衡量标准，生产力的大幅度提升也充当着社会和共同体历史进

一步发展及演变的物质推动引擎。马克思多次反复肯定生产力发展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

如在生产力向前发展过程中，生产工具随之发生变革，社会财富和物质条件也在此基础上不断得到丰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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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累积。马克思提出现实关系的丰盈才能实现精神层面的自由和充沛，只有持续地“发展社会生产力，

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才能为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创造发展基础[3] (p. 683)。生产力极大程度的提升及

社会交往普遍联系必然会推动未来新型共同体的生成，在新型共同体的环境中，社会生活条件、治理效

率、社会方式乃至人类未来的生活状态与自由发展状况均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直接影响。马克思提出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

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4]。因此，高度发达的生

产力条件和丰裕的社会财富积累是共同体建立的先决条件，这种情况下，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能力才能够

被关注，人可以自由地发挥自身的创造性和能动性，真正做到个人与共同体的和谐共存发展。 

3.3. 共同体的最终目标：消除人际对立、实现和谐统一 

马克思持续聚焦在生产方式、生存状况、社会关系等方面，在历史发展阶段中深化着对共同体内涵

的科学认识。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期阶段，由血缘、习惯、语言等凝聚出的自然共同体是这一时期共同

体的主要表现形式。在这一阶段，自然对群体的生存和发展起着基础性作用，个人显映出对群体的依赖

关系，个人和群体二者之间在利益层面显现出一致的发展趋势，群体把握着个人生产生活的方式方向。

自然共同体的局限性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生产方式与生产力之间存在着发展的不同步性，落后的社会

生产也会影响社会成员在物质资料的占有和分配之间存在矛盾问题。二是过度依赖自然环境，如生产活

动会随着自然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当自然环境出现不利于生产活动的情况，由于缺乏物质资料，导致供

应不足等问题，人与人之间、人和共同体之间都将转化为相对立的矛盾状态。在抽象劳动占基础地位的

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社会成员前期存在的矛盾现状得到一定缓和，但仍存在着不可消灭的局限。一

方面，个人的主体地位在等价交换的基础上表现为了形式上的平等，以往地域性的交往形式开始蔓延到

世界性的交往形式；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和社会交往普遍联系的发展趋势下，利己性在个人发展中更

加明显，利益和资本操纵着自由世界的发展状况，阶级之间和社会成员之间的矛盾现实被深深掩盖。在

马克思看来，在以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基础的真正的共同体中，人不再附属于集体，阶级对立及剥

削的情况也会消除，个体需要成为社会发展的目标，社会发展尊重并保障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社会成

员之间不存在对立关系，而是处于和谐统一的美好图景中，在这个意义上，人就是“共同体的人”，共同

体就是“人的共同体”。 

3.4. 共同体的本质特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实现真正共同体的构建是其一生追求的目标。

马克思认为，自猿人到人，自被动的生存活动到主动的生产活动，直到对意识的认知来源于实践，人不

仅从事满足自身生存需要的实践，而且开始从事追求个人自由解放的实践，在这个程度上，人才是自由

全面的发展。而与人自由发展的对立面则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时期的人的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

家盲目追求利润最大化，这在一方面促进了生产率的进一步提升，人们生活水平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

高，但社会成员间的关系更加依附于资本和商品交换，在这个基础上，个体的能动性减弱，资本成为控

制人的主要驱动力，个体劳动成为了资本家攫取剩余价值的重要途径，个人自身具有的规定性的差异化

特质逐渐消亡，在这个程度上，人是朝着异化路径向前发展，在超越意义上来说，并未实现对自然与抽

象阶段共同体的真正超越。马克思指出，真正的共同体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

[3] (p. 683)，在这一时期，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相应也带来了物质资料的丰裕，资本控制人的力量得以消失，

分工也变得更加合理，人不再受限于规定性的范围从事生产活动，劳动已经不再成为满足个人生存需要

的必要方式，而是一种自由行为，社会成员在普遍交往的过程中实现了更高层级的共享关系，个人的独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5.141007


秦亚南 
 

 

DOI: 10.12677/acpp.2025.141007 41 哲学进展 
 

立自由和精神解放得到保障，真正的共同体得以现实显映。 

4.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当代价值重构 

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中国共产党成立发展的基础思想，真正共同体作为马克思毕生追求的目标，中国

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中华儿女在革命、建设、改革发展中不断深化实践着这一理想目标。时至今日，中

国在通往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道路上仍旧存在着难以预料的困境，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理论

根基和实践目标，马克思真正共同体思想犹如前进明灯，指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时代发展的方向

和路径。 

4.1. 基于马克思共同体理念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智慧的责任与担当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切实关注世界前途命运所提出的科学理念，这其中不仅包括全球问题方

面的治理措施，更有着革新世界原有面貌的重大实践意义，给予构建新的世界秩序以新的理论和实践理

路，同时也展现出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在当代的创新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逻辑脉络中应运而生，二者在理论和实践旨向方面有

着相同的价值目标，最终均是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根本目标。中国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是实现真正共同体的实践必由之路，二者发展的历史方向是相同的。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主义的高级

形态——共产主义，即真正共同体的最终发展形态，共产主义超越了以往的虚幻共同体，真正实现了个

人与共同体自由发展的辩证统一。中国提出并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正是意识到资本主

义社会所显现出的与当今时代发展的不适配性，从而不断完备自身发展，进而走向真正共同体的理想践

行路径。中国共产党立足于关注世界前途命运的方面，深刻思虑“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

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5]，提出并积极推动全世界积极响应并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主张人类命运的与共一体性，营造出一个安全、稳定、和平的美好新世界。 

4.2. 基于马克思共同体理念的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与实践 

文明是进步的象征，是人类由野蛮进化到至今的高级形态。在唯物史观的视野中，社会形态决定着

文明形态，社会形态的更替必然带来文明的更替，在人类社会形态的演变过程中，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则

是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显映。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是真正意义上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形态的价值指引，在

这里，生产力达到前所未有的极大提升，社会群体内部存在的分裂因素也将逐一消解，个体和共同体展

现出协调性的发展方向。 
为了实现真正的共同体的最终目标，中国共产党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发展道路，在对马克思经

典作家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继承的基础上，中国跨越了以往沉重的三座大山到如今的全面小康社会的

建成，逐渐迈进真正共同体的实践之路。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带来的贫富阶级分化大，阶级压迫等不公

平现象层出不穷，在此基础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不动摇，社会发展目标朝

着共同富裕的方向行进，人民群众在这个过程中实现共建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物质发展固然是人民提升

生活水平的重要条件，但在物质发展的基础上同步跟进的精神文明同样值得关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

国共产党在兼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五位一体的总体发展布局，实现了适应时代

发展的文明新风尚。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超越了资本主义文明原有的单向性发展路径，以五位一体整

体性的文明协调发展方式推动了人类文明形态的更新和演进。 

5. 结论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不是虚幻缥缈的乌托邦式的生成，而是在消解空想性的基础上以实践方式来追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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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理想社会。马克思揭示了自然共同体以及虚幻共同体存在的发展弊端，同时指出真正的共同体应以

“现实的人”为主体，真正建立起实现人的自主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社会。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各国

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竞争日益激烈，关税壁垒、移民禁止等不适应全球化的手段成为了一些国家稳定

本国利益的手段。然而，全球化的大潮已然袭来，世界市场以及世界历史也在全球化的推动下不断发展，

为了共同抵御风险实现更好发展，中国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追求建成一个公平正义、相互尊重、

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秩序，这是实现世界共同繁荣发展的推动力，同时也是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在新时

代的真正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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