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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的本质是人在社会生活中所固有的存在，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规定性。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

社会关系的总和。信息时代，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革，但这些变革并没有改

变马克思人的本质理论的真理性。信息技术对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改造，不仅改变了人们交往方式和信

息传播方式，而且改变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生产活动中所处的社会关系。通过对这些变化的研究，可以

从实践出发，说明马克思人的本质理论不仅依然具有真理性，并且对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具有积极深远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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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uman nature is the inherent existence of human beings in social life, and it is the fundamental 
prescriptiveness of why human beings are human beings. Marx believed that the human nature is 
the sum of all social relations. In the information age, profound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mode 
of production and way of life of human society, but these changes have not changed the truth of Marx’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production and lifestyle by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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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not only changes the way people communicate and disseminate information, but also 
changes the social relations between people and production activities.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se 
changes, we can proceed from practice and show that Marx’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not only still 
has truth, but also has a positive and far-reaching impact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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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对人的本质问题的探讨是马克思哲学的核心问题，同时也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世界的

历史条件与马克思提出人的本质思想时所处的历史条件完全不同又相互联系，信息时代是基于第一、二

次工业革命发展而来的。同样地，对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研究也应该基于新的历史条件，作出新的阐述

和结合。因此，本文在较为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后，基于信息时代这一新的历史背景，论

述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依然具有真理性，并能通过指导人们的实践发挥出来，以达到

解决当代社会中人的现实困境以及正确发挥人的本质的作用。 

2. 马克思人的本质理论的形成及内容 

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问题，在诸多著作中都有所呈现，其中主要是指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

手稿》中对人的本质的部分论述。主要包括：一，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

的”[1]。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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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三，“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对人之本质问题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直处在探索中。

在《1844 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中他还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

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得着他们各种条件的那个客观现实中被创造

出来”([2], p. 234)。这说明他把人作为历史创造活动和历史过程中进行选择、从事活动的主体来理解。 
(一) 马克思人的本质理论的来源 
任何一种学说都不是一夜形成的，都源于对前人思想的反思与发展。马克思人的本质理论，同样基

于前人的基础以建立自己对人的本质理论的真理性认识。 
古希腊是整个西方文明的源头，同时也的是西方哲学的源头。在古希腊哲学中，关注的更多是世界

的本原问题，但在探讨世界本源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涉及了人的本质问题。在继承和发展远古时期

关于人的本质思想的基础上，古希腊诸多学者对人的本质做出了多种多样的回答。但他们都认为人的本

质是静止的一成不变的抽象的人的本质。 
中世纪经院哲学作为“神学的婢女”，他的一切理论和思想都服务于信仰和神权。人不再处于哲学

研究的中心地位，也不再是自然宇宙的中心。在此期间，神取代了人，人彻底沦为了上帝的附庸。按《圣

经》所说，神于虚无中创造了万事万物，也按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并赋予人以本质与理性。由于人的

一切都属于神，人所需要做的就是对上帝对的信仰与诚。同时，人自出生之日起就具有原罪，因此肉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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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精神的禁锢，人自出生之日起就是在世间经受苦难的，只有死后脱离肉体，灵魂才能在来世得到救

赎。这一思想是很多经院哲学家所秉持的。 
黑格尔作为近代西方哲学中的集大成者，是研究任何在他之后的哲学家都无法跨越的门槛。黑格尔

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绝对精神，他是客观存在的实体，先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而存在，并且创造了自然界

和人类社会，创造了人。因此人的本质是绝对精神的外化——精神。黑格尔指出：“精神——人之所以

为人的本质——是自由的”[3]。黑格尔认同并发展了康德将人的本质定义为自由的理性的思想，将理性

无限扩大为世界的本质。以上三个方面，正是马克思人的本质理论的主要来源。 
(二) 马克思人的本质理论的演进 
任何理论都要经历从不成熟到成熟，从初步探索到理论成熟。马克思对人的本质问题的研究与探索

也是这样一个过程。马克思对人的本质这一理论的认识过程与他对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理论的认识过程相

一致，在这个过程中，既有对前人思想的批判与继承，同时也包括对自我的反省与批判。 
黑格尔哲学思想在早期对马克思哲学思想产生重要的影响，对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的产生具有很大

的影响。他强调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批判和揭露德国当局的反动统治，他强调人的自我意识，将自

我意识作为批判的武器，寄希望于通过自我意识的批判来改造社会。这一认识对马克思人的本质理论的

产生具有重要作用。此时马克思是站在唯心主义的立场上，理解人的本质问题。在《博士论文》中，马克

思通过比较两位哲学家自然哲学的区别，在自然观的基础上论证了自我意识和人的自由。而自我意识正

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核心观点，该观点继承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此时的马克思认为，自我意识有着

最高的神性，他清楚地认识到理论必须付诸实践。但在马克思运用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的人的本质理论

去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时，他开始认识到，理论与现实是冲突的，这是促使后来马克思世界观转变的直

接现实原因。尽管此时的理论还无法支撑其社会实践，但作为马克思人的本质理论的起点，这一时期仍

然具有其丰富的价值。 
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在运用从黑格尔立场出发的人的本质理论进行斗争时，发现了唯心主义的软弱和

无力。此时的马克思逐渐意识到，要想正确认识人的本质，一定要坚持从社会实践出发，从现实世界出

发，彻底分析人是如何在现实中发现和建立人的本质。在撰写《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导言)》时期，马克思由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转向了费尔巴哈式的唯物主义，由民族主义转向了共产主义。

与黑格尔在人的本质问题上彻底划清了界限。在此期间，马克思提出“人是人最高的本质”的思想。显

然，这一思想深受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影响。在费尔巴哈那里，人可以“借助人，把一切超自然

的东西归结为自然，又借助自然把一切超人的东西归结为人”[4]。这深刻地影响了马克思。因此马克思

认为，人的本质就是人本身，超自然的东西只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只需要关注人本身，就能找到人的本

质的答案。从这一角度出发，人之所以成为人的、之所以与动物从本质上区别开的原因，就是人的生产

实践——劳动。 
成熟时期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可以从《圣神家族》《资本论》《关于费尔巴哈提纲》《德意志意识形

态》等著作中找到答案。此时的马克思意识到要从现实出发历史地考察人的本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

纲》的发表则表明马克思已经同过去的一切唯心主义、旧唯物主义学家划清界限，从此站在历史唯物主

义的立场上分析和理解人的本质。在这一阶段，马克思从现实的社会生产关系探究人的本质，得出了人

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经典论断。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终于得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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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此时，马克思在全

面批判以前的一切旧哲学的基础上，总结和归纳了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伟大发现上的“新世界观”。

提出了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经典论断。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着重强调了个人，认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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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个人的存在”([2], p. 146)。从此就将抽象的人转变成了现实的，具体的人，这点从《资本论》中也可

找到对应的论述。《资本论》作为一本在经济和哲学等理论都产生重大影响的著作，对马克思人的本质

思想作出了重要论述。在《资本论》中，也体现出了马克思逐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和立场分析把握

人的本质，开始从人的社会关系理解人的本质，实现了人的本质思想的根本变革。 
(三) 马克思对人的本质基本规定的论述  
马克思对人的本质做出了三个经典命题：一、“人的类本质是自由的有意识地活动”([2], p. 57)，二、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 p. 139)，三、“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质”这三个命题相互联

系，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这三个方面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人的本质理论。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第一次提出了人的类本质理论。关于人的类本质，是指人类

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类，其本质特征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具

体地阐述了他的类本质理论：“人是类的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

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一

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征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地活动”([2], pp. 
55-56)。从这可以很明显地看出，马克思此时关于人的本质的认识，带有很深的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

的烙印。但需要明确的是，马克思所说的劳动与费尔巴哈所说的劳动存在本质区别。在马克思那里，人

的劳动具有两方面的特征。一是指人的劳动实践是自由的活动，这种自由主要体现在人的实践的主体性。

虽然人的活动要受客观规律的制约，但人可以运用自己的主体选择性、主体创造性等主体性功能进行自

我抉择。同时，正是由于客观规律对人的制约，更能说明人的实践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活动。二是指人

的劳动实践是自觉的活动，具体表现为人的实践的计划性和目的性。人类的活动是以满足主体需要为前

提，并制定相应的计划来达到目的，因此人的实践活动体现出了目的性和计划性的统一。 
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将人现实化的思想的同时，吸收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提出人的自然

本质：“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质”。马克思认为，“吃喝穿住及其他的一些东西”是人类的第一个需

要，在满足“吃喝穿住及其他的一些东西”后，会产生新的需要。这种需要区别于类、社会本质，是人的

自然本质和社会本质的统一，强调的是全面且完整的人的本质。 
最后，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指出：“人的本质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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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马克思清醒地认识到，只有从现实的社会关系出发，从实

践出发，才能真正认识和把握人的本质。马克思主要从生产关系入手阐述人的本质，物质生产实践是人

类最根本的实践活动，也是人类联系最密切的场景，与其余社会关系共同构成人的本质，但物质生产实

践起决定性作用，其他的社会关系起着影响作用。人的本质及其呈现不是一个片面孤立的过程，而是与

整个人类社会紧密联系的过程。因此人的本质是与人的物质生产实践这一人类最根本的实践活动相联系

的，也就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四) 人的本质呈现方式的论述 
马克思对人的本质做出了科学的界定，作为一种理论，它是如何在人的社会生活中呈现出来的呢？

对此，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分别论述其呈现方式。 
实践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基本观点，是贯穿于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中心线索。在人的本质理论中同样

占据核心地位。马克思所提出的人的自然本质和人的类本质的根本观点都是实践，实践作为人的最基本

的活动形式，是人作用于客观世界的基本方式。人的本质形成于社会实践活动，也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活

动才能表现出来。这主要体现为实践活动的生成性，实践生成人的本质，同样也生成各种社会关系，人

的本质只有从实践出发，才表现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提出的人的本质的定义，正是从整个人类社会出发，对人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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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所做出的科学定义。也只有在交往中，人的本质才能完整地呈现出来。交往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

等于但不完全等同于经济交往，在物质生产实践这一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中，人的本质才能呈现为一

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3. 信息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人的本质理论的分析 

人类信息技术的第一次革命是语言的使用，这是人类步入人类社会的重要前提，之后人类分别经历

了文字、印刷术以及电视电话电报的普及。而电子计算机的普及应用及计算机与现代通信技术的有机结

合作为人类社会的第五次信息技术革命，则对人的本质及其呈现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 信息时代背景下人的本质的呈现环境  
互联网作为能够相互交流，相互沟通，相互参与的互动平台，对人类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领域

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对人的本质概念产生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使人的本质的呈现方式产生了巨大

的变化。 
新媒介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人的本质的呈现环境。互联网作为第五次信息技术革命的产物，统合了人

类社会多层次多领域的科学文化，而新媒体技术则是互联网发生作用的载体。马克思唯物史观人的本质

理论提出的背景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在此背景下，全球贸易和技术输出尽管打破

了世界孤立闭锁的格局，越来越向联系的世界和全球化发展。但同样由于技术的发展不完全而没有达到

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全球化。因此马克思人的本质理论及其呈现方式在其提出的历史背景与今天的

历史背景是截然不同又紧密联系的，新的历史条件并没有否定马克思人的本质理论，反而为马克思人的

本质理论不断适应新的历史条件，表现其真理性创造了环境。这也说明马克思人的本质理论是一个不断

发展的学说，该理论的作用不是解释世界，而在于指导人们的实践，以此来改造世界。 
网络空间的出现改变了人的本质的呈现环境。网络空间是基于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发展而来的一种数

字化空间，是依靠计算机的二进制代码构成的空间存在。相对于现实世界的物质性特点，它是虚拟的。

这就同马克思提出人的本质思想出现了本质的区别。但是，网络空间又因人的现实社会关系而存在，实

际上是人类社会的延伸，因此其又具有现实性。网络空间的出现改变了人的本质的呈现环境。从以前单

一的现实世界，拓展为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并存的两个世界。同样地，人的本质的呈现不仅能通过现

实世界的社会关系表现出来，同时也能通过虚拟世界的社会关系表现出来。尽管这种呈现方式与马克思

提出人的本质理论及其呈现方式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但并未否定马克思人的本质理论。因此，今天马

克思人的本质理论的呈现环境体现出了与之前截然不同的区别，但并没有否定马克思人的本质理论，反

而从另一方面体现出了其真理性和现实价值。 
(二) 信息时代背景下人的本质的呈现方式 
信息技术背景下人的本质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但其呈现方式与马克思提出人的本质理论时产生

了不小的变化。具体表现为信息技术对实践主客体关系的革新、对社会交往形式的革新。我们分析其呈

现方式时，依然要遵守马克思所作出的人的本质定义，即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自由自觉

地实践活动以及人的需要及人的本质。 
首先，人的劳动类型发生变化。马克思提出人的本质理论正值工业革命如火如荼地时期，工厂如雨

后春笋般在各地出现。马克思基于此时的社会存在，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地实践活动，人的本质正

是通过劳动呈现出来的。在信息技术时代，人的低级重复劳动由人工智能所取代，无论是车间还是日用

电子产品都是高度电子集成化的设备，这与马克思提出人的本质理论是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处，相

似之处在于都由一定的劳动呈现人的本质，不同之处在于各种劳动的比例不同。在信息技术时代，人类

的劳动越来越趋向于高级劳动，即脑力劳动。但人的本质的核心没有发生任何改变，依旧是自由式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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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践活动。而人的类本质正是通过劳动才能呈现出来。 
其次，人的劳动方式发生变化。在信息技术发展出互联网以前，人的劳动都是在现实的世界中进行

的，用体力劳动换取报酬以满足生活必需品的需要。但当某人失去这种劳动能力后，原本的行业无法获

得报酬，新的行业也没有出路，自然也就无法生存下去。信息技术时代，尤其是互联网的产生，剧烈改

变了人类的劳动方式，劳动场景由现实世界向虚拟世界转变，劳动方式从现实劳动向虚拟劳动转变。而

虚拟劳动主要表现为劳动手段的数字技术化，劳动场景的虚拟现实化，劳动工具的电子智能化以及劳动

指向的发展创造化。这是信息时代人类劳动的新特征。但人的本质之呈现却依旧通过人的劳动表现出来，

这正是因为无论是现实劳动还是虚拟劳动，都是人自由自觉地实践活动，只不过前者利用初级中介，而

后者利用高级中介罢了。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单个人的劳动无法构成人的本质，显示的人的

劳动只有在人类社会才有其意义。在信息技术时代，互联网的出现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因此人类

社会的交往比以前任何社会都要紧密，都要频繁。这种改变没有否定马克思人的本质理论，反而使人的

本质更加真实具体，更容易被大众所理解。 
(三) 信息时代背景下人的本质的呈现特点 
信息技术背景下，人的本质的呈现虽然表现出于以往不同的特点，但其中人的本质的核心立场从未

改变，并集中表现在信息技术的发展并未改变人的主体地位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无法改变人的本质的核

心这两方面。 
2025 年 1 月，Deepseek 正式上线。这款软件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新的冲击。ChatGPT 出现后产生的问

题又一次被提了出来：人工智能是否是信息技术所创造的新的主体性存在？ 
我们应该肯定的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并未改变人的主体地位。主体指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承担者，

客体指主体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对象。基于这一点来看，人类利用信息技术所创造出来的各类 ai 已经

初步具备了此类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预见的是 ai 将不断深化，提高主体性并与人类社会深度融

合。但需要注意的是，人的主体性地位不会因为任何人造主体性产物的出现而发生改变。正如马克思在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指出：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在信息技术时代，我们完全可以

将这句话换一种表达方式：是人类创造了 ai，而不是 ai 创造了人，人依然是整个社会中的最高主体，不

会因为人造物的出现而改变自己的主体性地位。人类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是基于其自身的意识能动性

和创造性以及实践活动的现实性。这是人工智能与人类主体性不相等的根源。因此人工智能的主体性永

远只是人类主体性的附庸，无法改变人的主体地位。 
我们应当确认，信息技术的发展并未改变人的本质的核心。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由有意识地

劳动。尽管马克思提出人的本质理论的时代与今天存在着巨大差异。从蒸汽时代到信息技术时代，生产

力水平发生了巨大飞跃，社会意识也随着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有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人的本质理论的

核心已经过时，信息技术可以取代人类的劳动，因此人的本质的基础不再是现实的劳动。正相反，信息

技术取代人类劳动，正是人类劳动进一步深化的结果，也是人类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这意味着人

类将脱离体力劳动时代，在信息技术时代，步入智力劳动时代。 

4. 信息时代背景下人的本质理论的当代启示    

在信息时代，人的本质主要是通过技术来呈现，即以数字技术为载体来呈现，人的本质呈现与人的

活动密切相关。信息技术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对社会发展具有极大的影响作用。人的本

质体现于人与外界之间信息的交流和传播，但这种信息交流和传播却是在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等技

术手段支持下进行的，因而也就是通过数字技术来呈现。而这一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数字技术”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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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时代人的本质呈现最重要的载体。 
(一) 信息时代背景下人的本质及其呈现并未否定马克思人的本质理论 
马克思人的本质理论具有真理性、先进性和时代性，是与时俱进的理论。就理论而言，在新的历史

背景下，马克思人的本质理论依旧适用。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方式的改变并没有否定马克思人的本质理

论，不过是新的历史背景下对该理论的发展与真理性的验证。正如上文所说，信息技术的发展并未改变

人的主体地位，同时也无法改变人的本质理论的核心：人的需要即人的本质，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

的总和以及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就呈现方式而言，马克思人的本质理论本身的呈现方式没

有改变，依然是通过具体劳动和人类社会的交往呈现出来。但得益于新技术的出现，其呈现方式与时俱

进，体现出了新的时代特征。但这无法否定马克思人的本质理论的真理性。 
(二) 信息时代背景下人的本质及其呈现需要坚持正确的社会道德规范 
马克思人的本质理论的出发点是研究人民群众的生活，解释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实践。因此，虽然时

代有所改变，但还是应该从现实出发，从人类社会出发看待马克思人的本质理论在信息技术背景下的时

代价值。信息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在现实社会中，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商品

经济空前繁荣，人们的物质水平得到了极大地提升。但人们精神上的追求并没有跟上科技的增长和物质

的丰富。当今社会存在一些阻碍人的发展的不良风气，为扭转这种不正之风，使人们的本质及其呈现方

式向好向善发展，更要坚持马克思人的本质理论，积极探索新的历史条件下人的本质及其呈现方式的新

变化，在坚持正确的社会道德规范的前提下指导实践，在坚持正确的社会道德规范指导人的本质及其呈

现时，再将人的本质力量反哺社会，使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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