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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诞生于19世纪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里程碑式著作，其中对人

类本质的探讨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马克思在该著作中超越了以往哲学只是对人类本质的抽

象思辨，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出发，将人类本质视为一个动态的、辩证的、历史性的范畴。本文通过

对《形态》的分析，从而探讨人类本质的三个维度：动物本质、社会本质和自我本质。人的动物本质体

现了人类作为自然存在物的生存基础；社会本质揭示了人类在社会关系中的本质特征，是人类区别于动

物的根本所在；自我本质则是通过人的需求和个体发展，展现了人类对自由与全面发展的追求。三大本

质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体，共同构成了人类本质的整体。通过对人类本

质的这一全面剖析，本文不仅体现了马克思对人类本质的深刻理解，还探讨了其在当代社会中的理论意

义和实践价值，为理解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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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orn in the 19th century, The German Ideology (here in 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Ideology) is a miles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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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 in Marxist theory. Its exploration of human nature has profound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and prac-
tical value. In this work, Marx transcended the previous philosophy’s mere abstract speculation on hu-
man nature. Star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e regarded human nature as a 
dynamic, dialectical, and historical catego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deology to explore three dimen-
sions of human nature: animal nature, social nature, and self-nature. Animal nature reflects the survival 
basis of humans as natural beings; social nature reveals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humans in social 
relations, which is the fundamental distinction between humans and animals; self-nature, through hu-
man needs and individual development, demonstrates the pursuit of freedom and comprehensive de-
velopment. These three natures are not isolated but are a dialectical unity that interacts with each other, 
together constituting the entirety of human nature. Through this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human 
nature, this paper not only reflects Marx’s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human nature but also explores 
its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value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providing important insights 
for understanding the laws of human social development and achieving comprehensive human devel-
opment. 

 
Keywords 
The German Ideology, Human Nature, Mar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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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态》作为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探索的阶段性重大成果，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新哲学’的形

成。”[1]即马克思彻底摆脱黑格尔式的历史哲学思路，真正从“现实的人”出发探究真正的世界与历史，

实现了唯物主义与自然观、历史观的统一。在《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费尔巴哈以及其他青

年黑格尔派哲学家对人类本质的抽象理解，明确指出人类本质并非某种固定不变的实体，而是随着具体

的社会历史条件中不断变化从而不断发展的。他们将人类本质与社会关系、实践活动紧密结合，揭示了

人类本质的动态性、实践性和历史性，从而为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在《形态》中对人类本质的探讨，为我们理解和应对当代社会中的这些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

论资源和思想启示。他强调人类本质的社会性和历史性，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

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 p. 135)，这一观点不仅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

性，也为当代社会人的全面发展及人类现实中的解放提供了总领性的理论指导。因此，重新审视《形态》

中人类本质的论述，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更具有现实的实践价值。 
本文旨在通过对《形态》的分析，探讨马克思关于人类本质的理论内涵，并从人的动物本质、社会

本质和自我本质三个维度展开，揭示这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及其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动态变化，为理解

人类的本质提供一个建立于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发展性视角，借由这一视角下所呈现的人类自我完善与发

展的历史进程明晰“解放”的现实含义。 

2. 人的动物本质：作为有生命的个体 

“在马克思看来，人之所以具有类本质，首先是因为人是类存在物。”[3]在《形态》中，马克思和

恩格斯对人类本质的探讨首先从人类作为自然存在物的维度展开。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对人类本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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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理解时明确指出，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和自然属性是其社会性和历史性存在的前提。这一观点不仅

揭示了人类的动物本质，也为其进一步探讨人类的社会本质和自我本质奠定了基础。 

2.1. 人类的动物本质及其内涵 

“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是自然的一部分，是从自然的他物演变而来的。”[4]其动物本质主要体现在

人类对物质生活资料的需求和依赖上。人类必须首先满足自身的生理需求，如食物、水、住所等，才能

进行其他社会活动。这种对物质生活条件的依赖是人类与动物共有的自然属性，也是人类生存的基础。

正如马克思在《形态》中所说：“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

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5]这一论述表明，正因为人类存在这样的动物本质，人类就必须通过

物质生产实践从自然界获取自身生存所需的物质生活资料，也正是在这一活动中，人类逐渐摆脱自身存

粹——动物的一面，迈向专属于自身的解放。 
然而，马克思并没有将人类的动物本质视为人类本质的全部。他明确指出，“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

是直接同一的，而人则把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对象——他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服从于某种

目的”[4]。人类的动物本质是通过实践活动得以体现和发展的，而动物的本能则是被动的、机械的。人

类通过多种多样的实践活动满足自身的生理需求，还创造出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从而超越了动

物的本能，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这种超越性正是人类社会性和历史性存在的基础。 

2.2. 动物本质与人类实践活动的关系 

人类的动物本质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通过实践活动得以在现实生活中体现和发展。人类的实践活动

是其动物本质向社会本质转化的桥梁。人类通过劳动，不仅满足自身的生理需求，还创造了社会关系和

社会制度。这种实践活动不仅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正如马克思在《形态》中

所说：“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

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2]: p. 147)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的实践活动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是人

类满足自身动物本质需求的手段；另一方面，它是人类创造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基础。这种两重性使

得人类的动物本质不再是单纯的自然属性，而是具有了社会性和历史性。人类通过实践活动，不仅满足

自身的生理需求，还创造了丰富的社会关系和文化成果，从而超越了动物的本能，成为具有社会性和创

造性的存在。 

2.3. 动物本质的历史演变与社会影响 

人类的动物本质并非固定不变，而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变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

人类的动物本质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特征。在原始社会中，人类的动物本质主要表现为对自然的依

赖和抗争。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必须依靠集体的力量才能生存，因此，人类的动物本质在原始社

会阶段具有较强的集体性和平等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原始社会进而演变为奴隶社会，

人类的动物本质逐渐被社会关系和制度所塑造。在阶级社会中，人类的动物本质被物化和异化，成为统

治阶级压迫和剥削劳动阶级的工具。马克思在《形态》中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动物本质的异化现

象，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动物本质被扭曲和放大，导致人的片面发展。 
在现代社会中，人类的动物本质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人类的

生理需求得到了更充分的满足，但同时也出现了新的问题，如消费主义的盛行、环境问题的加剧等。这

些问题不仅影响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也对人类的动物本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马克思对人类动物本质

的历史演变和社会影响的分析，为我们理解当代社会中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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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在《形态》中，马克思通过对人类动物本质的探讨，揭示了人类作为自然存在物的基础

属性及其在实践活动中的发展。人类的动物本质不仅是人类生存的前提，也是人类社会性和历史性存在

的基础。通过实践活动，人类的动物本质得以转化和发展，从而超越了动物的本能，成为具有社会性和

创造性的存在。马克思对人类动物本质的分析，不仅为我们理解人类的本质特征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也为当代社会中人的自身解放问题提供了深刻的启示，但马克思并未满足于单纯揭示人的动物本质，而

是基于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物质生产活动的现实情境进一步指出，人不只是从事物质生产实践

的高级动物，还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之中，与他人一同从事社会生产活动并创造彼此世界的，现实的人。 

3. 人的社会本质：作为社会共同体中的一员 

在《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类本质的探讨不只停留于对人的自然属性的简单描述，而是更

进一步揭示了人的社会本质。人作为社会共同体中的一员，从事一定的社会实践，由此创造并处于一定

的社会关系之中。这一观点不仅奠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也为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提供了

重要视角。 

3.1. 人的社会本质的内涵与特征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是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

和。这一著名论断深刻揭示了人的社会本质的内涵：人是社会的动物，其本质在于所处的社会关系。人

的社会本质具有以下特征： 
(1) 社会性：人是社会中的产物，社会关系构成了人的本质属性。人通过与他人的交往和互动，从而

形成各种社会关系，如家庭关系、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文化关系等。这些社会关系不仅塑造了人的社

会身份，也影响了人的行为和思想。 
(2) 历史性：人的社会本质并非固定不变，而是随着历史的不断向前发展和社会的变迁而不断变化。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关系的形式和内容不同，人的社会本质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例如，在原始社

会中，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则是以

商品交换和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关系。 
(3) 实践性：人的社会本质是在实践中产生和发展的。马克思强调，人的社会本质不是抽象的思辨，

而是通过实践活动得以体现和实现的。人们通过物质生产实践，不断地构建一定的社会关系，从而推动

社会和人的本质的向前发展。 

3.2. 人的社会本质与社会关系 

人的社会本质与社会关系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一方面，社会关系构成了人的社会本质的基础，

人通过社会关系获得社会属性和社会身份；另一方面，人的社会本质又通过实践活动不断塑造和改变社

会关系。马克思在《形态》中批判了以往哲学对人的本质的抽象理解：费尔巴哈“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

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这样，费尔巴哈根本没有看到，

他自己所假定的那种共同性，即所谓‘人’的本质，只不过是对于各种各样具体的个人说来都存在的、

因而仅仅在这些个人彼此之间的关系中才存在的普遍性。”([4]: p. 139)从而强调只有在具体的社会关系

中，才能真正理解人的本质。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关系被物化和异化。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

商品交换关系所掩盖，人成为商品的附属物，人的社会本质被扭曲。这种异化现象导致了人的片面发展

和社会的不平等。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揭示了人的社会本质的异化状态，并提出了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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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变革实现人的社会本质的全面发展的可能性。 

3.3. 人的社会本质的历史发展 

马克思认为，人的社会本质具有历史性，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人的

社会本质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1) 原始社会：在原始社会中，人的社会本质表现为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平等关系。人们共同劳动、

共同生活，社会关系相对简单和直接。这种社会关系决定了人的社会本质的平等性和集体性。 
(2) 阶级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的出现，社会分化为不同的阶级。在阶级社会中，人的社

会本质被阶级关系所决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剥削与被剥削、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所掩盖，人的社会

本质被异化。 
(3) 资本主义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社会本质被商品交换关系和雇佣劳动关系所掩盖。人

成为商品的附属物，人的社会本质被物化。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社会本质的异化现象，指

出只有通过社会变革，消灭私有制，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人的社会本质才能得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4) 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社会本质做了展望。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私

有制会被消灭，社会关系也会彻底改变，人与人之间建立起了自由而平等的关系。人的社会本质将得到

全面实现，人将成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 

3.4. 人的社会本质与社会变革 

马克思认为，人的社会本质与社会变革是相互作用的。一方面，人的社会本质的异化状态是社会变

革的动力；另一方面，社会变革为人的社会本质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

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社会本质的异化现象，并提出了通过社会变革实现人的社会本质的全

面发展的可能性。 
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变革不仅是对社会制度的变革，更是对人的社会本质的解放。通过消灭私有制，

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人的社会本质将得到全面实现，人将成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马克思的这一思想

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也为当代社会中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综上所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通过对人的社会本质的探讨，揭示了人作为社会共同

体中的一员的本质特征。人的社会本质是人的本质的核心，它体现了人的社会性、历史性和实践性。人

的社会本质与社会关系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其历史发展经历了从原始社会的平等关系到阶级社会的异

化关系，再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自由而平等的关系的演变。马克思对人的社会本质的分析，不仅为我们理

解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提供了重要视角，也为当代社会中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深刻的理论指导。 

4. 人的自我本质：人的需求 

在《形态》中，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探讨不仅局限于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还深入到人的自我本质，

尤其是人的需求这一问题。马克思指出：“新的需要的产生，旧的需要得到满足，都促使人们不断进行

生产革新。”([5]: p. 56)这体现了人的需求是人的自我本质的重要体现，是推动人类实践活动和社会发展

的内在动力。人的需求不仅反映了人的自然属性，更体现了人的社会性和历史性。 

4.1. 人的需求与自我本质 

人作为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其本质在于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这种活动不仅是为了满足生理需求，

更是为了实现人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人的需求是多维度的，从基本的生理需求到更高层次的精神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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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反映了人的自我本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在《形态》中，马克思批判了以往哲学对人的本质的抽象理解，强调人的需求是具体的、历史的。人

的需求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产力的进步而不断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反映了人的自我

本质的发展，也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4.2. 人的需求与社会关系 

人的需求不是孤立存在的，而应是与社会关系紧密相连。人的需求不仅是个人的内在体验，也是社

会关系的产物。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人的需求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需

求被商品化和异化，导致人的自我本质的片面发展。 
人的需求不仅是个人发展的动力，也是社会变革的动力。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需求被压抑和扭

曲，导致了社会的不平等和异化现象。只有通过社会变革，消灭私有制，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人的需求

才能得到全面满足，人的自我本质才能得到充分实现。 

4.3. 人的需求与人的全面发展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体系的一条生命线。”

[6]马克思在《形态》中指出，人的需求是人的自我本质的核心，也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人的全面发

展不仅包括物质生活的丰富，还包括精神生活的充实。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需求才能得到全面

满足，人的自我本质才能得到充分实现。 
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的本质的最终归宿。人的需求不仅是个人发展的动力，也是社会

进步的动力。通过满足人的需求，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人类社会才能真正实现自由和解放。 
综上所述，在《形态》中，马克思通过对人的需求的探讨，揭示了人的自我本质的丰富内涵。人的需

求不仅是人的自我本质的重要体现，也是推动人类实践活动和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马克思强调，人的

需求是具体的、历史的，与社会关系紧密相连。只有通过社会变革，消灭私有制，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人

的需求才能得到全面满足，人的自我本质才能得到充分实现。马克思的这一思想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论意

义，也为当代社会中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5. 结语 

本文通过对《形态》中人类本质的探讨，揭示了马克思对人类本质的深刻理解。马克思认为，人类本质

是动态的、历史的、实践的，而非孤立的、抽象的。人的动物本质是生存的基础，社会本质是发展的核心，

自我本质则体现了对自由和全面发展的追求。这三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人类本质的整体。 
马克思对人类本质的分析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为理解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提供了关键视角。

他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现象，指出只有通过社会变革，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人的全

面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这一思想强调了社会关系在人类本质中的核心地位，同时也为当代社会中人的发

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在当代社会，马克思关于人类本质的理论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只有通过社会变革，建立更加公

平合理的社会制度，才能真正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的思想穿越时空，对当代社会仍具有重要的启

示意义，值得我们不断深入研究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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