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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理论品格莫过于它的人民性。人民性源于西方传统哲学中的主体性思想和空想社会

主义对人民群众的关注，以“现实的人”作为理论内核，揭示了人在实践、历史、价值和权利等方面的

主体地位。其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而劳动则是这一目标的实现途径。如今，有人认为

人民性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不需要证明，从而空喊人民性口号，因此阐明马克思人民性思想对

马克思人民性在中国的实践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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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ost distinctive theoretical hallmark of Marxism lies in its people-centered nature. Rooted in 
the 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of subjectivity from Western classical philosophy and the mass-ori-
ented perspectives of utopian socialism, this people-centered paradigm takes “real person” as its 
theoretical core, elucidating humanity’s practical agency, historical agency, axiological agency, and 
rights-bearing agency. Its ultimate value orientation is to achieve free and comprehensive human 
development, with labor serving as the essential pathway to this goal. Today, some claim that the 
people-centered principle requires no theoretical justification in the process of Marxism’s Sini-
cization, thereby reducing it to empty sloganeering. Therefore, clarifying Marx’s people-cent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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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practice and development of Marxist people-centerednes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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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得以持存的基础和茁壮成长的力量来源。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围绕人民提出了一系列为民观点，如“以人民为中心”、“人民立场”、“坚持人民至上”等。人民性思

想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理论品格，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标志。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到

“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然后到“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到“以人为本”，再

到“以人民为中心”以及“人民至上”，贯穿其中的“人民性”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得到了

充分体现。 
简而言之，人民性是指在理论分析与社会实践中，始终站在“人民群众”一边，以人民群众的利益

为核心出发点，为人民争取解放、平等和社会正义，最终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以及全人类的解放。

如今，有人认为人民性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不需要证明，从而空喊人民性口号，忽视了其内在

逻辑关系。不立足马克思经典文本本身，不理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人民性思想的来龙去脉，不在实践

中加以确证，就很难把马克思主义人民性和其他“人民性”从根本上区分开来，从而使其走向“空想主

义”。所以，研究这个课题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因此，让我们回到马克思人民性思想本身追寻其理论来

源，厘清其理论内涵及其价值旨趣，进而用来指导马克思人民性思想在中国的实践，为其长久的发展提

供动力。 

2. 马克思人民性思想的理论内涵 

2.1. 马克思人民性思想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人民性思想的构建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根植于西方传统哲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之上。

西方哲学自古希腊时代便对“主体性”和“人性”展开深入思考，尤其是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

度”和苏格拉底强调的人本哲学为后来的发展铺垫了思想基础。中世纪的神学压制了人的主体性，直到

文艺复兴时期才重申人的价值与尊严。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提出了人的自我意识，而德国古典哲学

的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则进一步深化了“人的主体性”思想。然而，这一主体性思想过于抽象，且基于唯

心主义世界观，无法科学地解决人的历史主体问题。它仅仅是对人的能动性和直观性的思辨性理解，未

能深入阐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地位。 
空想社会主义为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来，欧洲

经历了多次群众性革命，尤其是法国大革命，这些革命加剧了阶级斗争，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矛

盾更加突出，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工人阶级为了摆脱压迫，采取了激烈的斗争手段，如摧毁机器和工

厂，试图打破资本主义体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们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揭示了其不公和伪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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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认为资本主义无法实现理想的社会变革，必然会被新的社会形态所替代。然而，尽管他们对工人阶级

的困境表现出深切同情，并呼吁社会变革，但由于缺乏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理解，未能识别人民

群众的革命性、政治性和历史主动性。因此，他们没有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根本原因，也没有

提出通向未来社会的实际路径。尽管如此，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仍为马克思主义人民性思想的形成提供

了有价值的思想素材，并为其奠定了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在继承和吸收西方传统哲学的主体性思想以及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上，马克思突破

了传统理论的局限，提出了新的人民群众观。他既肯定了传统唯物主义和唯心史观对人的主体性、精神

性与自由能动性的重视，又批判了旧唯物史观对人的机械性理解以及唯心史观的抽象思维。通过这一批

判，马克思进一步深化了对人的理论，确立了人在自然界中的主体地位，并发展了更加科学的历史观和

人本观。 

2.2. 马克思人民性思想的理论内核 

马克思主义自创立以来，继承并发展了西方传统哲学的主体性思想和空想社会主义的科学理念，同

时也超越了传统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局限，提出了独特的关于人的学说。马克思通过批判这些哲

学理论中错误的“人学观”，构建了全新的人民性思想，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 
马克思认为，社会历史的首要前提是“现实的个人”，即从事物质生产的个体。他指出人并非抽象

存在，而是与社会和国家紧密联系的个体。因此，人的解放意味着彻底改变异化的状态，消除压迫、剥

削和奴役的社会关系，从根本上恢复人的自然与社会本质，促使人的全面发展。这一观点表明，马克思

主义人民性体现了人民在实践、历史、价值和权利方面的主体地位，使个体成为自身和社会的主人。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提出“现实的个人”概念，认为物质生产是认识人的本质及其发展

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人民性理论的核心起点。 
随着马克思对人的研究不断深入，他的思想逐渐从抽象走向具体。正如马克思所言：“全部人类历

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 p. 519)马克思非常重视人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

用，他不但将人看作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生命个体，而且还把人看作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

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中，马克思人是“类存在物”，人的类本质被凝练为自由自主活动也

就是劳动。然而，“类本质”忽略了人的差异性和多样性，脱离了人与社会的历史性，此时所强调的劳动

也是一个总体范畴因而具有一定抽象性。唯物史观创立后，马克思将目光由劳动转移至物质生产实践，

从物质生产角度来探讨人的现实性，把对人的理解最终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因为人只有在满足了衣食

住行等基本生存条件的基础上，才能进行自由自主活动。在这层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将“现实的个人”

理解为“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1], pp. 523-524)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不再是抽象

的人类本质，而是人能够进行满足自身需要的生产活动。也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是从与生产力、生产

关系的维度来界定“现实的个人”。因此，要展开对现实的人的研究，必须以人的生产活动及其物质生

活条件为前提，任何脱离这种物质前提而孤立地探索人的本质的研究，都会陷入唯心主义的窠臼而难以

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现实的个人”作为马克思人民性思想的逻辑起点，将实现人民解放的问题建立在现实基础之上。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没有蒸汽机和

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

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

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1], p. 527)
显然，马克思与那些空谈“抽象解放”的思辨哲学家不同，他将“现实的个人”解放建立在实际的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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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和农业条件上。因此，理解马克思的人民性思想必须从现实出发，任何脱离实际条件的解读都会使

“人民”变得抽象和虚幻。在这一框架下，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民”定义为参与生产但不拥

有生产资料的广大劳动者，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深刻的阶级不平等。早在《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中，

马克思就意识到这种不平等性，他透过普鲁士人民的贫困问题看到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冲突。马克

思认为，劳动者个人的贫穷必然导致国家的贫穷，未来国家应当是“没有管理机构和被管理者的差别，

而只有不分亲疏的公民。”[2]可以说，马克思人民性思想是与国家性质，即人民性的国家性质紧密结合

在一起的，人民性是民主主权国家中劳动者平等性的体现。《新莱茵报》第 301 号告别书旗帜鲜明地宣

示了马克思人民性思想所代表的无产阶级运动的宗旨：“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

工人阶级的解放！”[3]对此，马克思指出实现劳动者平等的必由之路——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这是马

克思从“现实的个人”出发，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出发，寻求将劳动者从专制集权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

根本途径，是马克思人民性思想的政治目的。 
在马克思人民性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对“现实的个人”的关注，体现了马克思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

义的重大转变。之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及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探索，都是以“现实的个人”

为起点展开研究的，这是马克思人民性思想的鲜明特点，对马克思人民性思想的形成、发展和完善有着

重要价值和特殊意义。 

2.3. 马克思思想人民性的价值旨趣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及《资本论》等经典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发展和完

善了人民性理论，使其成为马克思主义核心思想和价值指引。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强调，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地发展

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4]显然，人的全面发展依赖于解放，而这种解放首先是劳动人民的解放。这种

解放，既包括雇佣工人被剥削、被压迫、被统治地位的解放与工具化、奴化、异化的克服，也包括资本家

剥削、压迫、统治地位的废除与工具化、奴化、异化根源的消除。这就需要联合起来的生产者还原劳动

的社会性质，结束历史上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二者对立。当资本家的剥削性、寄生性被消除，

资本家不再排除在价值和新价值创造者的范围之外，资本家也随之恢复了劳动者的本性，它的特权被消

灭了。唯有资产者回归劳动者身份，在扬弃私有制经济基础、实现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的条件下与无产

阶级一同进行生产与创造，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不会成为乌托邦般的空中楼阁。在劳动者实现自由全面

发展的联合体中，每个人都能通过这种联合使得自身的个性与才能得以充分的发挥，使劳动者真正成为

社会的主人。 
马克思早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体现出了对人的发展的高度关注。在他看来，异化劳

动使人们非但不能在劳动中获得物质与精神的满足，还要在资本家的重压之下遭受非人的待遇，导致劳

动者严重畸形的发展状态。由此，马克思从人的发展角度论述了他的共产主义理想，即“人以一种全面

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1], p. 189)通过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彻

底改变人的本质完全丧失的发展状态，使人们在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中获得自我。随着唯物史观的确

立，马克思指出，过去一切的虚假共同体对人的发展来说都是枷锁般的存在，因为在这些虚假共同体中

永远存在着奴役和压迫。只有“真正的共同体”才能为劳动者的个性和才能的全面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 
在这里，每个人的社会活动都出于自愿，而非受分工的制约，从而形成一种联合的力量不断推动社

会向前发展。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三种社会形态理论：首先是以“人的依赖

性”为基础的社会形态；其次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社会形态；最后是建立在“个人

全面发展和共同生产能力成为社会财富”的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社会。在第二种社会形态中，社会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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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飞跃促进了人类各方面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逐渐减弱。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尽管表

面上实现了自由，个人发展依然受到物质条件的限制，导致人们的自由仅是形式上的，个人在资本逻辑

下变得高度异化和空虚。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

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

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5]这段话蕴

含了深刻的人民性思想：首先，从劳动者与对象世界的关系来看，劳动者应当支配对象世界，而非被其

支配，劳动的异化现象因此得到纠正。其次，在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中，联合生产者应平等对待，共享社

会合作的成果，从而实现公平、正义和仁爱等人类理想。再者，在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上，马克思主张将

生产资料从私有制转为社会所有制。最后，马克思强调全体劳动者的人性应得到尊重和保护，这种尊重

彻底扭转了过去对少数特权阶级或君主人性的崇拜。这个观点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体现了马克

思人民性思想的最终目标。 
一直以来，马克思都十分重视人在现实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关注人、重视人、为了人始终是贯穿马

克思理论与实践的一条红线。纵观马克思人民性思想不同阶段的著作，这一主题在每一时期都有极其深

刻地阐发。马克思立足现实的人，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与社会现实进行理论批判，对未来社会劳动者的

生存发展状况进行美好构想与有力论证。概言之，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人民性思想的价值旨归。 

3. 马克思人民性思想的实现道路 

马克思从“现实的个人”出发，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出发，寻求将劳动者从专制集权的统治下解放

出来的根本途径，马克思的人民性思想最终的价值旨归就是寻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实现人的自由全

面发展的实现道路就是劳动。马克思认为，劳动彰显了人的类本质、社会关系本质、个体个性，对人类

社会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它促使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由蒙昧走向理性，是人的本质的充分凸

显、社会进步的极大动力，也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现实道路。纵观马克思不同时期的经典著作，

劳动始终占据极其重要的理论地位。无论是《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自由自觉的劳动，还是《关

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的感性活动，亦或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物质生产，劳动始终是马克思人民

性思想的核心范畴，也是实现人民解放的根本途径。 
马克思指出，工人通过劳动生产了宫殿、生产了美、生产了智慧、生产了一切奇迹般的物质财富与

精神财富。马克思毫不吝啬地赞扬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勤劳，也肯定了劳动在人类社会发展中至关重要的

作用。除此之外，劳动是人所特有的活动方式，是人的普遍本质的实现。一方面，人们通过劳动获取生

活资料，以此维持自身生存并获得精神满足。另一方面，人们在劳动的过程中对对象世界进行改造，甚

至创造出一个对象世界。尽管马克思此时还未完全摆脱唯心主义的束缚，对劳动的理解是以抽象的形式

加以解读，而非建立在现实的、历史的形态之上进行理解，但他将历史的发展视为人类劳动的结果，已

远远超越了将劳动视为精神活动的黑格尔。及至《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马克思指责费尔巴哈脱离历

史的感性直观，强调感性劳动和物质生产是现存世界的基础，这种劳动即使短暂地中断都将极大地撼动

自然界乃至整个人类社会。这时的马克思已经建立了科学的实践观，把对劳动的关注集中在物质生产实

践，他认为现实的人首先在物质生产活动中满足自身生存需求，继而才能够从事创造历史的其他活动。

因此，人类历史并非产生于人的思想之中，而是建立在真实的物质生产实践的过程之中。可以说，物质

生产实践是人类最基本的劳动活动，构成了维持人类生命活动和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根基。除此之外，

通过劳动，人与人之间建立起愈发紧密的联系，从而促使劳动者从分散逐渐走向联合，为推动世界历史

的形成、走向真正的共同体创造必不可少的条件。 
马克思从劳动入手，揭露了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异化现象，希冀实现劳动者的自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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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不仅揭示了资本家贪得无厌的剥削以及劳动者愈发贫困的现实，还通过考察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

下无产阶级的劳动状况，指出工人的劳动实质上是一种丧失自我的“异己的活动”。在《共产党宣言》中

马克思阐明了劳动在不同形态的社会中的本质差别：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只是增殖资本的手段，共产主

义社会的劳动则能丰富和提高劳动者的生活方式。而实现这种真正的劳动，关键在于使异化劳动转变为

自主活动，使劳动回归到劳动本身，才能恢复劳动者地位的平等性。首先，马克思人民性思想主张实现

劳动者的平等所有权。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社会地位的平等与否，是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紧密

联系在一起的。资本家拥有生产资料，这一绝对优势直接决定了他们在劳动中的统治地位，而一无所有

的劳动者则只能在资本家的奴役下进行高强度的劳动，工人与资本家在劳动中的地位可谓天差地别。因

此，恢复劳动者的生产资料所有权，使人民不再被生产资料所支配，是改变劳者不获、获者不劳的颠倒

的世界的关键所在。其次，马克思人民性思想强调实现劳动者的平等劳动权。正如马克思所言：“工人

和资本家同样苦恼，工人是为他的生存而苦恼，资本家则是为他的钱财的赢利而苦恼。”([1], p. 119)可
见，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劳动者与剥削阶级毫无平等性可言。铲除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剥削者与被

剥削者的二元对立，在劳动过程中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才能使全体劳动者平等地进行生产与创造，实

现劳动权的平等。最后，马克思人民性思想倡导实现劳动者的平等收益权。如果说平等所有权追求的是

劳动起点的平等，平等劳动权强调的是劳动过程的平等，那么平等收益权则是保证劳动结果的平等。在

资本主义社会，剥削阶级对资本和金钱的趋之若鹜致使他们无休无止地掠夺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工人出

卖自身劳动力仅能得到微薄的收益以维持自身生存。而实现劳动者收益权的平等，使全体人民在公平正

义的社会共享劳动成果，是马克思人民性思想的追求所在。 
马克思所擘画的未来社会，涵盖了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极其丰富的物质财富、自由发展的社会成员

等美好憧憬。唯有通过劳动，改善物质生活匮乏的落后情况、改变劳动人民高度异化的悲惨状态，才是

实现这一历史性变革的现实路径。由此可见，劳动是实现没有阶级压迫的理想社会、实现人的自由全面

发展的根本途径，劳动也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手段性与目的性的统一。 

4. 马克思人民性在中国的实践与发展 

马克思人民性思想并非停滞于理论层面的抽象原则，而是始终与具体历史实践相联结的能动性纲领。

在完成了对马克思人民性思想的理论渊源、哲学内核及价值旨趣的系统梳理后，如何将其置于中国独特

的革命与现代化语境中检验其生命力，成为理论深化的必然要求。本章聚焦于人民性思想在中国的实践

逻辑与发展轨迹，通过分析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阶段对“现实的人”的解放诉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辩

证统一，揭示人民性如何从哲学批判转化为制度建构、从阶级动员升华为国家治理智慧。这一过程不仅

回应了“马克思主义何以中国化”的方法论诘问，更在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中，为 21 世纪人类文明新

形态提供了来自东方的注解。 
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就已经成为了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理论体系。科学理论

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对实践的指导，马克思人民性思想也不例外。前面主要对马克思人民性进行了深入的

理论剖析，而这节则将其与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实践相关联，探究如何以马克思人民性思想追溯中

国历史、联系中国现实、关照中国发展。当前，我国面临艰巨繁重的国内发展任务以及日趋复杂的国际

发展形势，科学地运用马克思人民性思想并以此作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理论依据，使之成为指

引实现共同理想和远大理想的强大精神动力，无疑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长期坚持的核心指导思想，其人民性始终贯穿于各个历史时期的理论体系中。

从毛泽东思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再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尽管时代背景

不断变化，始终围绕的核心主题都是“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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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要义。随着我国逐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人民群众成为中

国革命发展的核心动力。随着我国逐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人民群众成为中国革命发展的核心动力。毛

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强调，社会改造应以人民群众为中心，创造能够体现其价值与尊严的社会。邓

小平理论则强调将人民视为实践主体和价值主体，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在我国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党

和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解决发展中的问题需要坚持实事求是，基于群众实践，以更好地推动发展。

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的最高标准是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最终目标是共同富裕。“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强调，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党要代表人民实现社会主义，增强自身建设并以实践为基础，交出满意的

答卷。该思想深入探讨了党与人民性之间的关系，提出人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科学发展观进一步体现了

“以人为本”的理念，强调人民群众作为所有价值的享受者和推动者。此思想延伸出人与集体的紧密联

系，并使人民性在社会和政治实践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习近平人民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进展和

成果。习近平在新时代背景下进一步具体化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理论，不仅与马克思主义保持一致，还

在治国理政实践中赋予人民话语新的内涵。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人民”一词多次提及，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必须坚持“人民至上”。这一理论强调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明确“以人民为中心”是党

和国家所有工作的标准，人民的幸福是最终目标。习近平的“人民至上”理念从历史、理论和实践三个

逻辑维度得以展开：历史上继承并发展了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理论上延续并发展了马克思人民性

及历代领导人“人民利益至上”的思想，实践中则通过在不同历史阶段为人民服务的行动具体体现。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 104 年以来，始终秉持“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推动

实现伟大复兴。这一民本初心源自马克思人民性思想，也是马克思主义能够历久弥新、超越时空与国界，

始终站在真理与道义制高点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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