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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实的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思想，也是唯物史观的理论逻辑线索，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

和现实价值。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入手，详细剖析了该思想从萌芽、基本形成到确立完善的过程，

揭示了其在唯物史观中的重要地位。这一思想不仅为理解唯物史观提供了新的视角，更是贯穿其始终的

逻辑主线。同时，揭示了“现实的人”思想的现实挑战与困境，并从生态文明、现代治理、人的全面发

展三个方面阐述了新时代背景下的现实意义，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引导人民群

众树立新的自由全面发展观念，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推动其不断发展与完

善。 
 
关键词 

现实的人，逻辑演进，当代价值 
 

 

The Logical Evolution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f Marx’s Thought on “Real Human  
Beings” 

Yu Liu 
College of Marxism,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uqi Xinjiang 
 
Received: Apr. 12th, 2025; accepted: May 4th, 2025; published: May 14th, 2025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real human beings” is an important idea in Marxist theory and a theoretical logical 
thread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with extremely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value. Starting from the classic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this paper analyzes in detail the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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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idea from its germination, basic formation to establishment and improvement, revealing its 
important position 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is idea not only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un-
derstand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ut also serves as the logical main thread running through it. At 
the same time, it reveals the practical challenges and predicaments of the idea of “real human be-
ings”, and elaborates on it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new era from three aspects: ecological civi-
lization, modern governance, and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This helps us to un-
derstand the connotation of Marxism more profoundly, guide the masses to establish a new concept 
of free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and promote its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improve-
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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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石，“现实的人”思想的诞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完成对传统形而上

学人类观的根本性超越。这一思想突破绝非偶然出现，而是历经德意志古典哲学的解构与重构、物质生

产实践的持续确证所形成的认识论转向。 

2. 马克思“现实的人”思想的生成逻辑 

2.1. 马克思“现实的人”思想的孕育时期 

2.1.1. 《博士论文》的思辨起点 
马克思在撰写博士论文时期，还是青年黑格尔派的一份子，在马克思的身上以及他的论文中都可以

看出黑格尔思想的影子。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对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两位哲学家关于自然哲学的不

同看法，产生了新的想法。德谟克利特总是对事物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他否认人的感觉，认为那是虚

幻的滑稽的，马克思则认为他并不是否认人的感觉和知觉，而是否认人们的感觉和知觉的现实性，不能

从现实出发去正确地看待人的感性认识。另一位伊壁鸠鲁则认为人们一切的感知都是来源于现实生活。

不难看出，马克思支持后者的观点并且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德谟克利特忽视了人的自我意识，

也没有看到自我意识不仅仅是一种主观的意识，还来源于现实生活。在这里我们就能看出马克思认为人

是具有自我意识的，同时人是依托于现实生活中，这也表明马克思开始关注人的主体性，也是对黑格尔

“精神的人”的扬弃。 

2.1.2. 《莱茵报》时期的实践转向 
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仍然认为人的本质是自我意识，也基于此去分析现实问题。但是马克思

在批判书报检查制度的过程中，发现人的自由是不大相同的，受到现实生活中等级制度、物质利益、法

律等各种各样的因素影响。而人也不像精神世界那样自由平等，而是被划分成三六九等，底层人民苦不

堪言，辛苦积累的财富还要被资本瓜分。现实的窘状让马克思重新审视人的本质问题。马克思在莱茵报

工作期间，发现书报检查制度的僵化和束缚，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并希望能够改正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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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结果只有撤掉的文章和被打击又或者离开莱茵报。不管是摩泽尔河流域贫苦农民的记者报告，还

是林木盗窃法的辩论，都让马克思深深地认识到精神的自我发展运动并不能解决物质上的贫困问题。马

克思激动地为贫苦百姓争取公道，在统治阶级和法律面前仍然不堪一击，根本无法解决问题。无奈的现

实让马克思重新思考，进而批判黑格尔关于理性国家、法与物质利益的关系。马克思开始尝试从“现实

的个人”真正的现实需要去分析人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将目光投向了“现实的人”的现实生活。 

2.1.3.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市民社会解码 
马克思在受到费尔巴哈思想影响的同时，也发现了费尔巴哈哲学思想体系的漏洞，感受到现实社会

的冷漠和政治斗争的残酷，马克思不断摆脱“自我意识”的束缚，重新认识黑格尔理论体系对人和宗教

的定义与关系。马克思从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切入，进一步对人的本质进行了现实和政治的区分。马

克思从残酷的现实社会出发，看见了底层人民生活的困苦与无助，他不断发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已

经没有办法隐藏在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关系下的法律和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在黑格尔的哲学思想体系

当中，国家是“绝对精神”的体现，国家构建了市民社会，创造了意识形态，建立了法律制度和社会规

则，但事实却完全相反。马克思指出，家庭和市民社会不是国家机器的附属，而是国家形成的基础，没

有市民社会或者家庭来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可能出现国家的。我们不能将国家看作是“绝对精

神”的产物，国家不是飘在理论之上的，而是现实社会的产物。所以按照黑格尔“绝对精神”的理论体系

来说是不合理的，因此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进行了批判，纠正了黑格尔颠倒了的国家和法的

关系，并指出要从现实社会出发考察国家和市民的关系。这个时候的马克思已经从现实的唯物主义出发，

去探索国家机器和现实社会之间的矛盾，历史唯物主义开始萌芽。虽然马克思还没有看到市民社会中最

根本的物质生产关系，还没有搞清楚什么是人的本质，但他已经看到人的本质绝不会从精神中去寻找。

正逐步从观念中的人转向现实中的人，也开始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 

2.2. 马克思“现实的人”思想的形成时期 

2.2.1.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异化批判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通过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和国民经济学展开了哲学批判，指

出“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

性”[1]。马克思认为，人之所以称为人，是因为在社会中从事劳动实践并且占有自己的全部本质，是有

意识有目的地进行生产，与动物不同。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出发探索人的本质，他是对“劳动是人的本

质”进行唯物主义改造为中介，他彻底地摆脱了黑格尔哲学，偏向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怀抱。在此基

础之上，马克思揭示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异化现象。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在现代

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表现为“人的异化本质”。马克思认为人的类本质应该是自由的有意识的劳动，但

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成为了资本家挣钱的工具，被奴役的对象，人的劳动以及生产出来的产品

都不属于他自己，劳动不再是人民自愿的活动，而是被迫地不情愿地与自己相异化的。这种异化是在资

本主义制度下病态形成的。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的宗教领域转向了政治经济领域来探讨人的本质，他将人

的类本质归结为自由自觉的劳动，但此时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并不是现实社会中具体的实践活动，而是应

然状态下的劳动本身，所以马克思对人本质的理解还需进一步深入。 

2.2.2. 《神圣家族》的历史唯物主义奠基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对以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抽象的人”的观点进行了批判，这是

马克思世界观发生变化的重要一步。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的错误观点，他们认

为“历史的发源地不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而是在天上的云雾中”[2]。而马克思则认为人的本质

要从现实的物质生产中去理解，强调在实践过程中付出劳动的实践主体及其主体地位，马克思在这一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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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仍然受到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但他已经拨开了表面的重重迷雾，认清了物质生产实践对探寻人本质

的重大意义。马克思认为社会中的无产阶级就是“现实的人”的物质生产主体，也是他们推动了社会的

发展和进步，也揭开了“现实的人”思想的开端。 

2.2.3.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实践哲学宣言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梳理了从前的旧哲学，将人的本质融入了实践的要素，完成

了人的本质从抽象到现实的转变。马克思把实践作为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跟之前的黑格尔主义也就是

唯心主义彻底划清了界限。马克思指出，要想真正地认识和了解人的本质，就要放置在一定的历史条件

之下进行实践活动，并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现实的人。总之，马克思立足于现实的人在社会各个领域

中的现实的实践活动，如果脱离现实和实践，那么就不可能真正地理解现实的人。虽然《提纲》只有短

短的 11 条，但却蕴含着丰富的内容。马克思划清了与旧唯物主义的界限，从新的角度来思考人的本质，

马克思对人本质的理解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提纲》的结尾处高喊“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

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也宣告了以实践为基础的新的世界观的诞生。 

2.3. 马克思“现实的人”思想的深化时期 

2.3.1.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历史科学建构 
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不仅标志着唯物史观的创立、发展和成熟，也意味着马克思关

于“现实的人”主题概念的完善和成熟。马克思在《形态》中基于《提纲》的丰富内涵，不仅与旧哲学进

行了彻底的、全面的清算，而且完善了“现实的人”的内涵。他指出“现实的人”是实践的现实主体，是

现实社会中进行生产实践并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的人[3]。马克思对“现实的人”的认识既是对生产实

践的认识，又是对社会现实的认识，是对历史发展变化的思想基础；同时，历史唯物主义也为人类的科

学认识提供了一个宏观的视角。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是对“人”和“人”的客观规律的准确反映，是马克

思对“人”的科学诠释，“现实的人”这一概念的全面建立，是历史唯物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2.3.2. 《共产党宣言》的革命人类学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起草的第一部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文献，极具科学性和革命

性，面世之后在工人阶级中广泛传播。《宣言》进一步地认证了“现实的人”是在社会历史进程中从事社

会物质生产，并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的。同时也解释了“现实的人”是能够推动社会发展和历史进

程的，是完全获得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的。在《宣言》中，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是推动社

会发展和历史进程的现实主体。马克思肯定资产阶级对历史发展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指出资本主义社会

的固有矛盾和资产阶级的劣根性[4]。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为获取更多利益，无情剥削和压榨底层的

工人阶级，资本家占有社会的大多财富和工人所创造出来的生产资料，而工人群体却面临生存困境。资

本家不仅夺走了工人的劳动果实，还夺走其独立性和个性。因此想要人们能够真正地自由而全面地发展，

必须推翻资本主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马克思在《宣言》中对人类的整个历史就是阶级斗争进行了

全面的论证，并呼吁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的解放而奋斗。马克思把现实的

人看作是一个真正地自由而发展的人，只有紧紧围绕着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方案，才能把人的本

质变成现实的、具体的人。 

3. “现实的人”范畴的本体论重构与理论革命 

3.1. 唯物史观的认识论革命 

“现实的人”思想划清了跟以往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人学思想的界限，主张要以实践为基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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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待人的本质，也给唯物主义提供了新的理解角度。传统的西方哲学主张“人的存在、发展都是一种精

神的表现，是非常抽象难以理解的。一般人是国家的附庸，是宗教的傀儡，是社会的产物”[5]。无视了

人本身的实践性和能动性，也没有放到具体的历史当中去探究，这就导致对人本质的研究不具有普遍性

和真理性。马克思主义“现实的人”的探究是以人的实践为基础，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人的物质生产活

动，且人都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当中[6]。人在实践的过程中是有自己的意识和能动性的，而且坚持物

质生产实践是人最本质的特点，看到了物质的第一性。因此，理解“现实的人”就是从实践的新角度看

待唯物主义，是一场新的认识论革命。 

3.2. 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中轴 

“现实的人”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完美联结的线索和润滑剂，它是历史唯物史观的逻辑中

轴，全面理解马克思“现实的人”的思想，有助于我们正确地理解唯物史观。首先，“现实的人”是唯物

史观的理论基础。西方哲学从抽象的人出发，把人的发展当作是精神上的发展。唯物主义则是从现实出

发，从物质生产的活动出发去理解，科学地阐述了人的本质、人的解放等一系列问题。还从实践的角度

看到了人的实践性和创造性，看到了人对社会发展起着积极地推动作用。其次，“现实的人”是唯物主

义最终归宿。马克思不仅提出“现实的人”的概念定义，还提出要解放全人类的思想。不仅仅是资本主

义社会，人类社会的各个形态，人都应该是自由且全面发展的，这样才能够推动社会更好地向前发展。

想要真正地理解唯物史观，就无法避开“现实的人”思想，它是贯穿唯物史观的逻辑线索，只有在实践

的基础上去理解，才不会陷入唯心主义。 

4. 马克思“现实的人”思想的现实挑战与困境 

4.1. 劳动形态的异化与非物质化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基于资本主义工厂劳动的背景，揭示出人与劳动活动相异化、人同自己的类

本质相异化、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人同人相异化的观点。不过，在全球化与数字技术推动之下，

当代劳动形式出现根本改变，劳动对象非物质化以及劳动产品无法占有的特征越来越明显，这给经典理

论带来新的难题。传统异化理论中，劳动异化常被诠释为工人与所制造物品间的疏离，生产越多，自身

越匮。随着数字资本主义到来，劳动对象由具体商品转向抽象的数据与流量，如平台经济中的外卖员和

网约车司机，他们的产出不是有形实物，而是用户在平台上行为产生的互动数据或供算法参数调整的工

具变量，既无力占有自身创造的价值又无法察觉劳动成果本身的情况，这被称为“无对象的异化”。此

状态极具隐蔽性，因为附带增值性的各种利润都由数据分析者控制调配，劳动者得到的即时薪酬，根本

无法追究更深层的，潜在合理性及其价值归向。 

4.2. 生态危机和人的生存根基动摇 

马克思的“现实的人”思想提到，人是自然存在物，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然而在当代，这一思想在生

态方面面临诸多新的挑战和困境。首先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程度不断加深。在现代工业文明进程中，

科技的飞速发展使人类逐渐减少对自然的畏惧，以主人姿态自居，采取“掠夺式”方式发展经济和积累

资本，导致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矛盾加剧。其次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一些国家为追求经济高

速增长，片面强调经济发展，忽视环境保护，导致资源过度开采、生态系统功能退化等问题。我国在改

革开放后也面临类似困境，尽管近年来加大了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但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

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同时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存在制度体系不完善、体制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也逐渐显现。

最后是全球生态治理的困境。在全球层面，生态治理面临诸多挑战。生态灾难频发、气候变化加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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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多样性丧失、污染问题严重，全球自然资源消耗速度过快，特别是能源和水资源，已成为制约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问题。全球生态治理亟待加强，但各国在经济发展水平、利益诉求等方面存在差异，导致全

球生态治理难以形成合力。 

4.3. 文化多元主义与普遍性诉求的矛盾 

马克思关于“现实的人”的思想强调人是嵌入社会关系网中的存在，同时兼有实践性、社会性和历

史性，这种思维框架以人类解放为导向，将共同利益与共享价值视作推动历史演进的核心力量，然而在

当今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多元主义势头强劲，文化之间界限越发分明，差异被进一步凸显，这无疑给侧

重普遍性诉求的“现实的人”思想带来了明显的张力与碰撞。 
文化多元主义的核心理念在于凸显并珍视文化间的差异性和独特性，它倡导对不同文化社群的多样

性给予高度尊重，坚决反对文化的单一化趋势与同质化现象，旨在构建一个包容且多元的文化生态体系。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文化交流与冲突呈现出日益增强的趋势，这不仅使得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显著凸显，

而且促进了深层次的文化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展现。这种特定的需求多样性，在某种程度上对马克思关于

“现实的人”的思想所倡导的普世价值提出了挑战。马克思所阐述的普遍性价值理念，着重于揭示并倡

导人类社会的普遍共同利益与价值，诸如自由、平等与正义等核心原则，这些理念构成了推动人类社会

实现全面解放的坚实基石。若过分侧重文化多元主义，理论建构可能滑向相对主义深渊，从而侵蚀马克

思关于“现实的人”的思想所蕴含的普世价值与深刻洞见。在全球化进程中，文化交流与融合显著增强，

然而这一进程亦引发了文化霸权的潜在威胁以及文化冲突的复杂现象，凸显出在推动文化多样性与包容

性的同时，需审慎应对的挑战性议题。某些西方国家试图通过文化传播手段来传播其特定的价值体系与

生活模式，这一举措对其他国家的本土文化传统及价值观念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与挑战。这种文化霸权现

象不仅背离了文化多样性的基本理念，同时也对马克思关于“全面人性”的理论所强调的普遍价值体系构

成了严峻挑战。全球化进程放大了文化多元主义与普遍性追求之间的矛盾，由此在维护文化多样性与追求

共同价值观之间形成了复杂的悖论，使得在既尊重各自独特文化特质的同时又达成普遍共识显得更为艰巨。 

5. 马克思“现实的人”思想的当代价值 

5.1. 生态文明维度的实践辩证法 

在当代社会，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如何平衡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了一个亟待解

决的重要课题。马克思的“现实的人”思想在这一背景下，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实践路径。 
首先，我们需要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对立。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人类是自然的主宰，

可以无限制地利用和改造自然，这种观念在历史上导致了严重的环境问题。而生态中心主义则强调自然

的独立价值和人类应该完全服从于自然，这种极端的观点在实践中同样难以实施。马克思的“人化自然”

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超越这两种对立的视角。他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而自然同样是人身体的一

部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在这种观念下，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不再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是相

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因此，我们应该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实现人与

自然的和谐共生。 
在“人化自然”理论中，我们可以重构可持续发展范式。这种范式强调在发展过程中，既要满足人

类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又要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这需要我们转变传统

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同时，

我们还需要加强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恢复和提升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

的生态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在这一方面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中国提出了“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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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这

一理念在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应用。这种生态治理方式实现了“绿水青山”与“人的本质力量”

的价值共生，既保护了生态环境，又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5.2.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人学向度 

马克思“现实的人”思想始终是以人为中心，在社会发展和治理中，始终要把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

需求放在首位。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算法控制与平台劳动成为了新的异化形态。算法不仅塑造了人们

的消费习惯和信息获取方式，还深刻影响了劳动关系，使得劳动者在平台经济中面临更为复杂的剥削形

式。这种异化不仅体现在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劳动过程的分离上，更在于算法对劳动者主体性的剥夺，

重构了人的社会关系。因此，社会治理现代化需关注如何在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保障劳动者的

权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避免技术成为加剧社会不平等的工具。“共建共治共享”理念体现了新时代

社会治理的创新思路，其哲学基础可追溯到市民社会理论。在新时代，市民社会理论得到了创造性转化，

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划分，而是强调社会各阶层、各群体共同参与社会治理，

形成多元共治格局。这一理念强调个体的主体性与社会的整体性相结合，既尊重个体的自由与权利，又

强调社会责任与公共利益，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理论支撑。马克思主义“现实的人”思想在现代社会

不断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彰显了现代社会治理的人学向度。 

5.3. 人的全面发展的中国方案 

共同富裕政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战略部署，其哲学意蕴在于实现从“物的依赖

性”向“自由个性”阶段的过渡。在马克思的理论框架中，“物的依赖性”阶段是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

但过度依赖物质财富会导致人的异化。共同富裕政策旨在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社

会公平与正义，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逐步向“自由个性”阶段迈进，即每个人都能自由全面发展

自己的个性和潜能，完美诠释了马克思“现实的人”的真正内涵，努力落实全部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权

利。新时代提出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五育并举”教育体系(德育、

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特征，它与马克思关于“完整的人”的理

论紧密相连。马克思认为，人的全面发展包括智力、体力、道德、审美和劳动能力的全面发展。通过实施

“五育并举”，教育体系不仅关注学生的知识学习，还注重培养其道德品质、身体素质、审美情趣和劳

动能力，旨在培养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实现马克思“完整的人”理论的

实践耦合。 

6. 结语 

马克思的“现实的人”思想蕴含着深厚的理论意蕴与实践价值，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持续演进，

内涵不断充实与深化。这一思想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念基石，在当前国际国内环境日

趋复杂的背景下，对其进行深入探究，有助于我们更透彻地把握人类发展进程中面临的诸多挑战与问题，

有效地推动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入发展。理论乃实践之指南，“现实的人”思想内涵博大精深，其真理性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中得到了充分验证与彰显。马克思关于“现实的人”思想的见解，至今仍为

当今社会发展提供着科学的理论导向，具有极为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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