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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论题，本文通过分析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和

理论基础，梳理其思想演变的历史过程。以《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为基底，从“现实的个人”出发，

批判“虚幻的共同体”并向“真正的共同体”迈进，追求人类“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通过这一脉络理

解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具体展开。《德意志意识形态》以独特的唯物史观视角和对于真正共同体的追求，

为当今共同体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和现实指导，为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世界和中国治理对话开辟了崭新前景，

彰显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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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rx’s thought of community is an important topic of Marxist philosophy. Through analyzing the 
background and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time when Marx’s thought of community came into being, 
this paper combs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its evolution. Based on the text of the thought in German 
Ideology, this paper is from the “realistic individual” to the “real community”,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and grasp the logic of Marx’s community though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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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 in German Ideology, with its unique historical materialist perspective and pursuit of a real 
community, provide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guid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oday’s community, 
opens up a new prospect for the dialogue between Marxism and the contemporary world and China’s 
governance, and highlights the times value of Marx’s community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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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马克思通过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清算了过往的哲学信仰，从“现实的个人”出发，描述了

自然共同体的特征和限制性，揭开了资本主义虚幻共同体的神秘面纱，在批判的基础上指明了未来社会

共同体的发展模式和最终的价值归宿。 

2. “共同体”构成的主体力量：“现实的个人” 

“现实的个人”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论述的起始，通过考察人类文明的演变形式，强调“现实的个

人”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主体力量，阐释具体的历史的个人、劳动生产的个人与共同体形成之间的内

在联系。 
1) 具体历史的个人与“共同体” 
马克思所理解的历史，不是浮在半空中的思想模式，而是由脚踩在大地上、生活在现实中的、具体

的人创造的历史。现实的个人将实践作为其根本存在方式，是基于客观现实条件而生存和发展的实然存

在，他所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社会关系都规定了其发展的可能性和潜在性。个体在实践中增强了主体

的主动性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以更为自觉自主的方式，以实践的生成性与开放性促成了自身存在

的渐成性，使人从动物式的被动遵循生物规律的存在，转变为具有自主可塑性的自觉能动存在。”[1]因
而在实践交往中，人自身的社会关系得到不同程度的拓展与丰富，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内在契合性不断

加深，获得的社会资源与支持也相应地增加，个体在交往中实现社会化的发展，使自身成为具有一定社

会归属性、处于一定范围内社会性交往与合作的群体。正是个体一步步与外界他人进行交往，每两人之

间搭建起了一根根细线，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形成了一张庞大的巨网，构成了具有时代活动特征的共同

体形式。 
马克思从不同地域、不同特征的共同体形式出发，将对于人的考察放置在氏族、家庭、部落、资本、

阶级、国家等样式之中，根据思考主体在共同体演进过程中形成的物质交往关系、具体的历史关系，考

察主体所在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在纵向的历史演变和横向的文明对比中揭示出现实的个人

对于共同体形态演变的绝对主体性。认识到人类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的动力都是个体在现实实践活动中

的坚实迈进，是在文明更替过程中发现矛盾、解决矛盾的循环实操过程，深刻把握了人类活动差异，认

识到人的解放不是仅仅停留在价值诉求和思想运动上的，而是要通过现实的个人，在现实世界依靠现实

的力量，通过现实的手段，而进行的一场历史性的社会运动，这一认识展示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从“现

实的个人”切入的原因、对于社会发展机理的深刻认识，凸显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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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劳动生产的个人与“共同体” 
“文明是实践的事情。”[2]马克思认为人类文明形成、前进和发展，都是由每个个体的实践所推动

的，实践联结了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要想了解共同体在不同阶段的特征，就要从现实的个体出发，

对其具体的、历史的实践活动进行深入研究，从而找到人类文明形态的演变的规律。 
人类历史产生的根源就是人类生产和再生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考察了一个人为了

创造历史而进行的三种生产性的历史生活。首先，最基本的温饱要得到满足，也要有身上穿的衣服和居

住的地方，即第一个历史活动——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是人们为了维持正常生活，每天所必须从事的劳

动，是所有历史的基本条件，是人类历史所赖以存在的经验基础，所以当人自己可以开始生产生活资料

的时候，就已经和动物之间产生了质的差别。接着又指出，“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需要本身、满足需要

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3]。面对纷繁复杂且充满诱惑的客观世界，

人们的需要永无止境，随之而来的生产也永不停歇，推动着社会生产实践不断向前进步。第三个生产活

动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繁殖，父母子女、丈夫妻子之间所构成的家庭关系，在最初是作为人唯一的社会

关系而存在的。 
人类社会正是在进行这三种生产历史活动过程中，生产出了现实的人、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和人的历

史，搭建起了现实个人所存在的物质基础。随着人们生产交往的演变以及历史的层层递进，个人与共同

体、思想与现实之间的关系随之发生改变，人与人之间为了共同的利益聚集在一起，又因为差别而存在

隔阂，社会上呈现着落后的生产力状况、阶级的残酷剥削、人的异化、国家的虚幻性等问题，而想要解

决这些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就必须通过现实的个人的实践，通过劳动实践使得生产力得到发

展，使得在其基础上建立的生产关系得到完善，构建的共同体让人的本质得到发挥。因而，马克思认为

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透过人的实践观察到所处共同体社会的基本形式、发展程度和文

明样态，也通过人类的生产劳动推动共同体不断完善，实现对自身的超越和对世界的改造。 

3. 对前资本主义社会“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考察 

马克思对于共同体的探究，从“自然共同体”的如何形成开始，探究其最初形成的三种典型方式，

并研究这种共同体形式对个体的限制性。 
1) “自然共同体”的三种所有制形式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从分工的视角出发，认为民族间关系的远近亲疏，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每个民族的生产力水平、分工的发展阶段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因而以此为依据划分了三种具有不

同特征的所有制共同体。 
第一，部落所有制。人类产生初期，由于生产力水平较低，生活条件恶劣，单个人难以独自生存，为

了解决这样的问题，人们主要是通过家庭间的通婚，慢慢聚集形成部落，彼此相互依赖，形成一个个小

的集体，部落中的成员要一起狩猎、畜牧、耕种来维持简单基础性的生产与生活。这种共同体形式还是

处于生产和分工都不发达的阶段，规模的扩大主要是依靠于家庭，家庭里存在着最基础的分工，但实际

上妻子和孩子更像是丈夫的奴隶。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基于人和人相依赖建立的最初的原始的共同体，

是当时社会发展自然演化的结果，这种共同体又有着“血缘共同体”和“部落共同体”的称号。 
第二，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由于土地资源的有限性，所以当一些地区发生自然灾

害或人为破坏时，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居民就需要寻找新的落脚之处，因而不少部落就会通过订立契约

或征服联合为一个大的城市。在这一阶段的共同体中，由于私有制和分工的发展，出现了公民和奴隶两

大阶级，以及代表城市利益和乡村利益两大主体之间的对立，工业和商业、农业与手工业之间的分离。 
第三，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由于战争导致的对工商农业的破坏，生产力大大降低，城市居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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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减少，随之而来的是封建所有制的发展，城市中对贵族反抗的需要、商人对市场的需要、从农村逃亡

农奴对于生存的需要三者的叠加，促使行会的出现，以及帮工和学徒制度的发展，城市中也出现了与农

村相类似的等级制度。但是马克思指出，在这个繁荣发展的封建制度时期，分工是很少的，主要存在于

土地所有制束缚下的农奴劳动，和资本控制下的帮工劳动。 
2) “自然共同体”对人的限制性 
自然共同体打破了个人在生产上的限制，成员共同享有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和利用，一并参加劳动和

产品的分配，它“凭借其内部的原始土地公有制，使得每个成员都自觉将自己视为共同体的一员，超越

了个人对生产资料的狭隘关系”[4]。同时成员也能够借助集体的“护盾型”力量来维护自己的生命安全。

但也要看到，在以全体人员共同利益至上的共同体里，每个成员的特殊利益是难以被完全彰显的，成员

的个体性和独特性被无情埋没。马克思指出，“共同体是实体，而个人只不过是实体的偶然因素。”由此

可以说明，在自然形成的共同体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联合不是主动选择的产物，所以当个体对集体

的利益完全认同时，他也就失去了属于自己的主动性和自觉选择的能力，被迫沦为具有一致性的成员。

从某种程度上讲，密切联系且统一的自然共同体是无法实现个体利益与共同利益的一致，反而凸显社会

个体对于自身自主性的缺乏，所以原始共同体并不是人们所期待的理想的共同体。 

4. 对资本主义社会“虚幻的共同体”的批判 

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建立的共同体具有强烈的虚假性和抽象性，尽管其打着自由平等的响亮口号，

其背后隐藏着巨大的阴谋，个人的自由根本无法在其中实现。 
1) “虚幻的共同体”的产生和基本特征 
工业革命的巨大变革，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世界交往的愈发密切，建立在人与人相互依赖基础上

的共同体逐渐被具有“物的依赖性”的共同体所取代。 
这种新的共同体在不同领域有着不同的特征。在经济领域表现为抽象的共同体，生产力的高速发展

和分工的扩大，使得商人在交往中积累越来越多的原始资本，资本主义私有制应运而生。资本家通过货

币和资本两种手段来实现对经济的控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转变为资本家雇佣劳动者的钱财交易关系，

被抢夺生产资料且只有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才能生存的劳动者，争先恐后地聚集到资本周围，接受其奴役，

资本以绝对的力量控制着工人的行动，是对人本性的亵渎，正如马克思所描述二者之间的关系，“一个

笑容满面，野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

让人家来糅”[5]。 
在政治领域表现为虚幻共同体，随着社会分工不断精细，出现了个人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相对立的

状况，资产阶级为争取更大的利好，想要将自己的利益上升为一种在全社会存在的普遍利益，因而一种

自称代表社会全体成员利益的共同体形式随即出现，他们嘴上宣扬着平等、自由、公正，用意识形态来

将自己的统治欲望包裹起来，实则把工人牢牢控制在手掌之下，他们借用国家的强制性形式要求成员让

渡一部分利益，妄图使农村从属于城市、农民屈从于资产阶级、西方从属于东方，构成了全社会虚假的

“共同利益”。对于被统治阶级来说，共同体成为了制约他们新的桎梏，他们并没有获得想象中美好的

自由与权利，反而在一次次让步中被割削被压榨，丧失了自我。在这个庞大的阶级共同体中，统治阶级

成员虽然拥有个人自由，但他们也无法从阶级关系中脱离出来，表现为一个独立的、具有真正个性的人。 
2) “虚幻的共同体”的局限性 
对“虚幻共同体”的论述是马克思对于共同体理论的创新论断。不同于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虚幻

性”是基于共同体性质，而不是简单历史形态所做出的判断，“虚幻性”与“真实性”相对应，统治阶级

的利益被想当然地包装成属于整个国家、社会、普遍的利益，个人利益需要服务于虚假的“共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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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构建起来的共同体也是资产阶级为了压榨所借用的外壳，国家的政治、法律、规则成为了隐藏在

华丽修饰下的新的压迫手段，这个国家的天秤始终是向资产阶级倾斜着。 
在资本主义共同体中，资本家总是打着给全体人民自由平等的宣传语，看起来工人可以根据自己的

状态和能力来自由选择想从事的工作，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工人只要不工作就没有钱养活自己，更不用

说挑选适合的工作内容了，所以谋生是工人们面临的重中之重的问题，他们在实际生活中是没有挑选的

自由的。大机器的使用不仅使生产对工人的需求越来越小，也让工人工作内容碎片化，他们只需要重复

性地做一个环节的工作，以至于他们失去这份工作后再也找不到可以完成的工作内容，人的个性被压制，

沦为了机器的附属品，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也成了独立于人存在的物品，使人成为依赖于物的奴隶。 
因而在资本主义共同体中，资本家毫不留情地剥削、掠夺无产阶级，人们过着思想与现实相对立的

双重生活，根本无法进行自由的活动，个体与共同体之间呈现着鲜明的对立关系，共同体所宣扬的理念

沦为虚假的空壳。 

5. 对共产主义社会“真正的共同体”的追求 

要构建自由人联合体，实现人类在劳动自由基础上的全面发展，必须要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消灭私

有制和分工，构建理想的共同体。 
1) “真正的共同体”实现的现实方式 
正是在看到了资本主义构建起来的共同体的虚假性，经过对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规律的现实考察，对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分析，马克思认为只有在消灭了分工和私有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自由人的联合体”，

才能真正让其中的成员感受到平等与自由，才是符合人类发展所终极需要的“真正的共同体”。 
在马克思看来，实现真正共同体有三种方式。第一，生产力高度发达。马克思指出，只有生产力的

高度增长，才能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人们才不需要为生存而受尽压迫。在未来的共同体里，生产力极

大提高，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极大丰富，产品的分配充分依据社会成员的需要。分工的消失使得社会成

员能够任意地参与各式各样的劳动活动，充分发挥蕴藏在体内的才能与潜力，通过劳动获得充实感和满

足感，真正实现自我价值。第二，世界的普遍交往。生产的普遍发展和交往的愈发密切，商人对于资本

的狂热追求以及分工的细化，使其为了寻求更为庞大的劳动力和市场，打破地域的界限，向世界其他地

区进行资本扩张，创造出巨大的、具有世界性的生产力，正如马克思所说，“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

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

保障”[6]。在这样的状况下，民族内部的交往逐步转化为民族间交往的形式，使得世界逐步连成一个相

互依赖的整体，从而体现世界性是共产主义存在的本质。第三，消除阶级和国家。私有制和分工的产生，

使得社会成员逐渐分化为成为不同阶级，在此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

合，社会成员是作为隶属于阶级的身份而出现的，因而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改变现实不合理的存在方式，

调整落后的生产关系，消灭导致异化现象出现的私有制和分工，无产阶级才能够挣脱资产阶级为他们打

造的“牢笼”，摆脱在政治经济领域、人身心健康方面的束缚与压迫，将生产、交往、发展的权利掌握在

自己的手中。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上，强调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

展现出来的革命彻底性，指出他在推翻一切生产和交往关系的情况下，消灭了阶级对立得以存在的现实

条件，也使阶级本身得以消失，使自己的个性得到充分的解放，彰显了无产阶级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自我

意识的觉醒，赋予了共同体新的内容，重构理想的共同形式，实现个人与共同体的统一，肯定了无产阶

级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性。 
因而只有通过三种方式消灭“虚幻的共同体”，构建“真正的共同体”，才能够使得成员不受拘束

地、自主地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充分发挥个体的主体性，在劳动中能够实现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5.143113


刘炳月 
 

 

DOI: 10.12677/acpp.2025.143113 180 哲学进展 
 

遍而又全面的发展。 
2) “真正的共同体”存在的组织形式 
自由人联合体是马克思真正共同体的表现形式。马克思指出，“人只有在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

们的幸福而工作，自己才能达到完美”[6] (p. 161)。在真正的共同体中，联合起来的个人与个人的联合是

相互依赖、辩证统一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自由人联合体”能够建立的关键前提，作为主体的个人

在劳动中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借助现实的革命力量，不断实现由‘物支配人’向‘人支配

物’转变，由‘人的地域性自由’向‘整个人类的自由’转变”[7]。从而真正建立一个由自由发展的个

体，联合组建而成的共同体。同样，现实的个人只有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之中才能获得其充分的发展，自

由平等、公平正义、开放创新的共同体能够给每位社会成员提供其所要发展的物质条件，人们可以在其

中自觉地组织物质和精神生产活动，真正实现对人的本质的占有，因而马克思强调个人只有在共同体中，

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方式方法。 
在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上，马克思强调要尊重个体的多样性和主体能动性，“真正的正义是对

每个人的不同需要予以同等的关注。”[8]封闭、僵化的个体将自己置于思想的枷锁之中而痛苦不堪，只

有在共同体中的个体，能够感受到集体对有着不同人格、意愿个体的肯定，为他们搭建自由平等的基本

平台和提供利益保障，使其能够在交互式的社交网络中自由地搭建自身社会关系，依靠共同体中共有的

力量，能够做任何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凝聚个体对集体的认同感和安全感。马克思对于自由人联合体的

畅想，是在根本上消灭一切阶级压迫剥削，消除任何非正义的奴役与控制，将人们从资本主义的虚假平

等观念下抽离出来，真正用自己的双手来拿起生产资料，生产任何满足人需要的产品，达到个人关系、

个人需求、个人能力三者相统一的普遍境界。 
3) “真正的共同体”根本的价值追求 
人自由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所设想“真正的共同体”的最终价值归宿，而要实现这一目标最为关键

的标志就是作为主体的人的“劳动自由”。劳动，作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属性，是人类在推动社会发展

过程中的关键性标志，因此，一个人能否自由地从事劳动以及在劳动中是否能够获得强烈的满足感，是

人的解放程度的重要标准。在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之下，个体的劳动屈从于分工基础上的社会关系，

劳动者身处于被剥削奴役状态之下，个人的个性和自由都隶属于统治阶级，从未能够按照自己的心愿进

行活动。在某个阶级打着“共同利益”旗帜建立的共同关系里，劳动者个人由于生存条件的限制只能被

迫隶属于这种共同体之中，然而自由的幌子只对统治阶级内容有用，对于剩下被统治阶级来说是日复一

日的奴役，从来没有成为真正的、受到平等对待的一员。 
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劳动不会受到分工的约束和外界的限制，在真正的共同体中，是“在协作

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5] (p. 874)意味着，

社会成员能够平等地享用和占有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自由地、不受到约束地进行劳动，人们不再需要

为了维持基本生存的打拼奔波，不再是被逼无奈下的谋生手段，而是成为出于自身意愿的、具有高度自

觉性的“第一需要”，人与人的关系是独立、平等的，成员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和意愿“上午打猎，下午

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者批判者。”[6] 
(p. 165)在革命无产者管理下的共同体里，社会全体成员作为独立的个体主动地参与进来，他们在自己创

造的巨大的生产能力之下，获得物质和精神上前所未有的充实感。 
在共同体中实现个体与集体、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的真正统一，也使得劳动者从资本的奴役之下解

放出来，摆脱物的依赖性对人性的扭曲，个体不再是具有偶然性、地域性的个人，而是“世界历史性的

个人”、“有个性的个人”，真正摆脱外界因素所强加的枷锁，解决人和自然、人和人之间的矛盾，实现

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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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共同体，这个古往今来哲学家们一直在思考和讨论的话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以唯物

史观和辩证法为基底，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共同体的“虚幻性”和“抽象性”，认为其终将被理想的“真正

共同体”所替代，在那个共同体里人们能够实现真正的解放和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独特

个性的人”。但之后提出的“两个必然”和“两个绝不会”的理论，也预示着资本主义的覆灭需要一段很

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实现共产主义的道路充满着艰险和困难。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在当今时代有着崭新的

内涵与体现，也是在其合规律性与目的性辩证统一基础上的一脉相承和多点创新，是在中国共产党人的

领导下，洞悉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人民共同利益，在摸索历史发展规律中找到的实现全民族、全人类共

生共赢的中国方案，为国际和国内治理提供创新性的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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