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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的本质问题乃是人学研究领域中一个具有根本性的议题。纵观哲学发展历程，唯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对

此问题进行了科学而全面地解答。马克思批判性地继承了古希腊以来众多哲学思想家关于人的本质的思

考，尤其是在康德、黑格尔以及费尔巴哈等德国古典哲学家的相关认识基础上，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

纲》中，通过对旧哲学的批判，科学地阐释了人的现实本质。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以

精炼的笔触凝结了他对费尔巴哈人本思想的深刻批判。这短短的十一条批判，蕴含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并且首次立足于实践探讨人与人的本质问题，从而科学地解答了人的问题，实现了人的本质思想的划时

代的改革。本文写作包括四个部分，从写作背景、基本内容、历史地位以及当代价值去看马克思在《费

尔巴哈的提纲》中对于人的本质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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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question of the nature of human beings is a fundamental issue in the field of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Throughout the development of philosophy, only Marxist philosophy has provided a sci-
entific and comprehensive answer to this question. Marx critically inherited the thinking of many 
philosophical thinkers on the nature of human beings since ancient Greece, especially on the basis 
of the relevant understanding of German classical philosophers such as Kant, Hegel and Feuerb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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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cientifically explained the realistic nature of human beings through the criticism of old philos-
ophy in The Theses on Feuerbach. In The Theses on Feuerbach, Marx condensed his profound critique 
of Feuerbach’s humanistic thought with concise strokes. This short 11-point critique contains im-
portant academic value, and for the first time based on practice to explore the question of the nature 
of human beings, thus scientifically answering the questions of human beings and realizing the 
epoch-making reform of the idea of human nature. This article consists of four parts, from the back-
ground of the writing, the basic content, the historical status and the contemporary value to see 
Marx’s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human beings in The Theses on Feuerb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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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提纲》问世以来，其“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地位便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焦点。费尔巴哈

的人本主义虽将哲学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拉回人间，但其对人的本质的抽象化理解仍停留在“感性直观”

层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未能触及社会历史的实践本质。而马克思在《提纲》中通过实践范畴重构人

的本质理论，标志着哲学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范式革命。本文旨在从《提纲》文本出发，了

解文本背后的写作背景，并且揭示人的本质的辩证结构及其现实意义。 

2. 文献综述 

2.1. 国内研究综述 

近年来，国内学界围绕马克思主义“人的本质”理论的研究呈现多维深化态势，研究焦点从经典文

本的哲学阐释逐步转向理论内核的实践转化与时代价值挖掘，形成了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根基、兼具批判

性与建构性的研究范式。 
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论对传统哲学的批判性思考成为国内研究的重要起点。陈世锋等(2025)

通过对比费尔巴哈人本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差异，强调马克思将“人的本质”从静态的“类特性”转向

动态的“社会关系总和”，揭示了实践在消解旧哲学形而上学困境中的核心作用[1]。刘广慧(2025)进一步

指出，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以“感性实践活动”为枢纽，终结了旧哲学关于人性本质的抽

象争论，其突破性在于将人的本质嵌入具体历史情境与社会结构之中[2]。 
然而，对于马克思“人的本质”理论的研究不能只局限于单一维度的文本分析，更应转向对理论内

涵的多维度解析。林伯海等(2025)从全球治理视角切入，将社会关系维度拓展至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分析，

为全人类共同价值提供了本体论支撑[3]。于阔(2025)从人的现代化维度出发，指出马克思“人的本质”理

论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主体性建构提供了方法论指引，强调个体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协同性[4]。 

2.2.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始终将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作为核心议题。卢卡奇提出，人的本

质是在整个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得以实现的；弗洛姆在《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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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本质在于人本主义，强调个人作为历史的参与者具有主观能动性；萨特在《萨特说人的自由》中认

为，人的本质在于自由，这种自由是在人的存在过程中通过选择和行动逐渐形成的，但他忽略了现实历

史条件对人的影响和制约。总体而言，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人的本质”的解读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

由于偏离了马克思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因而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3.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写作背景 

3.1. 经济背景 

19 世纪，工业革命深刻地改变了欧洲的社会经济格局，其所引发的一系列重大变革，对马克思的哲

学思想，特别是其实践观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机械化生产的引入显著提高了生产效率，

从而瓦解了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传统社会结构。与此同时，社会阶级结构重塑和劳动方式的根本性变革，

构成了马克思反思人类社会及其实践活动的重要前提。 
随着工厂制度的建立和资本的积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逐渐成为欧洲社会的主导力量。马克思对这

种新兴经济形态的系统剖析，不仅深化了他对社会和生产关系的理解，也进一步揭示了实践与物质生活

条件之间的内在关联。 
工业革命在提升生产力的同时，亦深化了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阶级鸿沟与对抗态势。此种日趋激化

的社会矛盾，构成了马克思社会变革思想及其实践探索的重要逻辑起点[5]。 

3.2. 政治背景 

19 世纪中叶，欧洲政治格局发生剧烈变动，伴随工业革命的纵深推进，无产阶级(即产业工人阶级)
逐渐崛起，日益成为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在严苛的劳动环境和社会现实下，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逐步

觉醒，对既有社会秩序产生强烈质疑，变革的诉求日趋高涨。马克思深刻地认识到，无产阶级的抗争不

应仅仅局限于经济层面，更蕴含着重要的政治意义。这一洞察为马克思日后世界观的构建奠定了重要的

理论基础。 
于此历史转折之际，无产阶级改造社会秩序的诉求日趋迫切，急切地需要一种科学理论以引领其实

践抗争。正是在此时代语境下，马克思的世界观应运而生，其以崭新的视野透视并指导无产阶级斗争，

为其指引了前进之路。马克思的理论不仅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与运行逻辑，更关键的是，

他构建了通过无产阶级革命颠覆资产阶级统治、达成社会变革的宏伟蓝图。 
在此时代背景下，马克思深化了他的理论体系，构建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他强调，无产阶级革命

不应仅仅是无意识的、自发性的反抗，而应立足于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深刻地剖析，发展为一种具有明

确目标、周密策略和严密组织的科学性运动。 
总而言之，十九世纪中叶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对马克思的思想理论体系构建产生了举足

轻重的作用。该历史性事件不仅构成了马克思世界观形成的重要外部环境，更为其思想转型提供了根本

性的驱动力，也为马克思的人本思想的产生提供了政治方面的条件。 

3.3. 思想背景 

首先，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经历了从青年黑格尔派到批判费尔巴哈的转变，19 世纪 40 年代，德国哲学

界处于黑格尔解体后的思想动荡中。黑格尔哲学以辩证法为核心，但其体系最终导致其向普鲁士国家妥

协，而青年黑格尔派，代表人物鲍威尔、施蒂纳等人虽然批判宗教，但他们的思想却无一不陷入了唯心

主义的思想泥潭中，他们希望用自己的仅仅只用他们自身的思想理论去批判并且试图改造社会，这表示

着他们脱离了现实的政治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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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费尔巴哈通过《基督教的本质》打破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将哲学拉回唯物主义，但其人

本学仍停留在“直观唯物主义”层面。他仅从自然属性理解人，忽视社会关系与实践的能动性，将人的

本质抽象为“类”(如爱、理性)，未触及现实社会的阶级矛盾与异化根源。马克思在《提纲》中批判其“不

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认为他未将感性理解为“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6]。 
最后，马克思的思想还受到了同时代哲学家们的影响，也为马克思《提纲》中的人本学思想奠定了

一定的思想基础。马克思受到赫斯和施蒂纳的哲学的影响，赫斯提出“行动哲学”，强调实践的重要性，

但其理论缺乏对经济关系的分析。马克思吸收其能动性思想，但将实践置于社会生产与阶级关系的具体

语境中。而施蒂纳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批判费尔巴哈的“类”概念，认为其保留了宗教式的抽象

性。马克思虽不认同施蒂纳的极端个人主义，但其批判促使马克思更彻底地否定费尔巴哈的抽象人性论。 

4.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人的本质的基本内容 

4.1. 人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人 

首先，马克思在《提纲》第一条就指出费尔巴哈专注直观没能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实践。提纲第一条

提出，旧唯物主义只关注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强调客观性；唯心主义抽象发展能动的方面，过于强调

主观能动性。基于此，马克思提出应将人当作现实的主体，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对象、现实和感性，不应

该把它们理解为僵死不动的、直观的形式，而是“把他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7]。 
其次，相较于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传统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将实践活动狭隘地理解为一种受卑劣

商业利益驱动的个体利己行为，并认为这种实践模式无助于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反而强调唯有根植于人

性的变革才能推动社会进步。尽管费尔巴哈并非全然无视现实中的人类活动，但他却过度放大了社会个

体行为中的利己主义倾向，进而全盘否定实践的积极意义，转而以一种感性直观的方式审视世界。他未

能充分认识到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践所具有的历史进步性。传统唯物主义者忽视了实践的意义，

而马克思主义则将人放入实践中去进行考量。 
马克思主义哲学将实践维度引入认识论研究，深入剖析了认识的真理性判据问题。马克思明确指出，

思维的真理性必须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加以验证。人类不仅要客观地认知世界，更要积极地改造世界。

对世界的客观认识并非来源于主观臆想，而是在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所以，马克思认为

人的本质是在实践活动中的，认为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根本途径，任何脱离实践的检验，认识的真

理性都将会失去根基。实践作为人类存在的基本方式，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若抛弃实践，将直观

感受作为认识的出发点，并在纯粹的思维层面讨论真理性，则会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潭。 

4.2. 人是现实社会关系中的人 

首先，马克思对于人是现实社会中的人在《提纲》第一条就已经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

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

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8]。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宗

教观进行了深刻批判，并指出人的本质不能离开社会关系和实践去理解，强调了不能把人的本质看成是

抽象的“类”，而是应当把人的本质放到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中去理解。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社会关系

中最基础的关系是生产关系，人的本质不能仅放到哪一种或者哪几种社会关系中去理解，而是需要把人

的本质放到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中去理解。 
其次，马克思对人的本质探究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将人的本质置于社会关系的

视角之中进行考察的过程，事实上也是对人的本质社会化、生活化展开的过程。“因为人的本质是人的

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所以，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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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人无非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人格化，而他们自身所存在和表现出的所有的性质，均取决于其所生活的

物质生产条件下所产生和建立的社会关系[9]。 
最后，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将宗教本质归结为人性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阐明人的本质在其现实

维度上乃是所有社会关系的总和。他批判旧唯物主义脱离实践，将人视为恒定、孤立且抽象的个体，从

而忽略了人的个性和社会属性。马克思基于科学的实践视角，强调必须在实践活动中理解人的本质。人

们在实践活动中生成各种社会关系，而这些社会关系的总和共同塑造了现实社会中的人。 

4.3. 人是具体的人 

《提纲》强调了人是“具体存在”的这一论断，此处的“具体”是相对于抽象化、虚构化等概念而言

的。 
首先，所谓“具体的人”，是指那些为了满足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需求，从事劳动生产活动的人，这

与脱离现实生活的人形成鲜明对比，人的“具体性”正体现在其劳动生产活动之中。在生产活动过程中，

人所具有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得以在现实世界中统一融合，而这种统一融合的最高体现，则是在共产

主义社会中，生产活动成为实现自我价值与需求的途径。 
其次，“具体的人”也指代那些随着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的演进而不断变化发展的人，人的“具体

性”亦体现在这种变化之中。具体而言，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人群的实践活动都具有不同的内涵

与形式表达，因此实践是动态的、具体的。社会生活的本质在于实践，社会关系正是在社会生活中逐渐

形成的，而人的本质则可以理解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因此，社会生活、社会关系以及人的本质并非一成不变的静态存在，而是在历史进程中不断演变的

具体事物。人存在于特定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之中，这决定了人的“具体性”特征。 

5.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人的本质在历史上的地位 

首先，马克思在《提纲》中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解终结了以往的抽象人性论，回顾以往的关于人的本

质的哲学思想，费尔巴哈虽然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但是费尔巴哈仍将人的本质归结为“类”即爱、

理性，这种脱离社会历史的抽象普遍性，爱和理性是人的自然属性，体现了费尔巴哈强调了人的自然属

性，但却忽视了人的社会性和实践性，人缺少了“动”的方面，只剩下了“静”的方面。而马克思在《提

纲》中第六条所提出的“人的本质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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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将人从观念的存在拉回到了现实的存在，强调了人的本质是与实践和社会的相互互动中生成

的，人的本质不再是被预设为某种固定的属性，而是一种动态的、历史的具体的存在。 
其次，《提纲》中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述，是马克思构建历史唯物主义的起点是哲学史上的一次革命

性的突破，它标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哲学的分界线，终结了德国古典哲学对于人的本质的抽象化

的理解，奠定新唯物主义的基石，这一论断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重要基石之一[11]。它表明马克思主义

哲学所理解的人，是处于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具有社会属性的人，为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角度

去理解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奠定了基础，使唯物主义真正贯彻到了社会历史领域。早期马克思受费尔巴

哈人本主义影响，但《提纲》通过批判费尔巴哈，实现了从“抽象的人”向“现实的人”的转向[12]。这

一转向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发展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命题：“现实的个人”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

和物质生产活动中的存在。 
《提纲》中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述还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动力主体，《提纲》中明确了人是社会关系的

总和，也就揭示了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人通过实践活动不断地创造和改变着社会关

系，推动着历史的发展。这为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是历史发展根本动力的观点，提供了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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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实的主体基础，说明了历史发展的动力不是外在于人的神秘力量，而是人自身的实践活动以及在

实践中形成的社会关系。 
最后，《提纲》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述还给人们指引了人类解放的方向，为科学社会主义指明了人类

解放的方向，即通过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关系，消除阶级对立和社会不平等，使每个人都能在自由、平等

的社会关系中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最终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一理想社会，对现在我们的社会主

义国家的建设也提供了一些指引。 

6.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人的本质思想的当代价值 

6.1. 有利于全面理解和贯彻“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 

首先，随着人类社会生活不断向前发展和人的自主意识的不断提高，美好生活的内容更加具体和丰

富。马克思强调人的本质的存在状态，其实就是现实的人的实际生活过程的展开，把人的现实的实际生

活过程置于当代视角之下来考察，便是指当下人民群众为实现自身需要而努力奋斗的过程[13]。美好生活

需要仅仅停留于理想或追求的话，便无法实际改变人的生存状态，不落实到现实的社会活动之中的设想

结局只能沦为空想。 
其次，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质便是要满足人的现实需要，“美好生活”内容的定义

是由人民群众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需要所界定的。当人民群众的物质需要迫切之时，人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需要便在于创造和生产出能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财富；而当人民的精神需要上升为主要需要时，

实现美好生活的切入点便在于要创造出满足人民群众所需的精神财富。只有因时因势因地关注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不断关切人民群众的正当利益，人的发展才能真正得到

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才能真正得到有力的回应。 
最后，马克思“以人为本”的理念在当代中国也能很好地体现出来，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进程中，

我国应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价值取向，回应人民对幸福生活与美好未来的热切期盼。“人民群

众的美好生活需要”体现了其在现实生活基础上对未来理想状态的希冀，这种期盼不仅涵盖物质层面的

改善，也包括精神层面的丰富。满足人民群众物质与精神需求的过程，实质上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实

践过程，在社会性劳动中促进人与社会的深度融合。因此，社会经济发展应始终以人民诉求为导向，尊

重人民意愿，积极回应人民呼声，切实维护、发展和实现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保障其合法权益。 

6.2. 有利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首先，马克思的人本思想还有利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的人的本质理论认为现存的社

会关系是人自觉改造世界的结果。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符合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的内在逻辑。马克思人

的本质思想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供了本质、价值和动力等方面的理论支持[14]。当今世界，各个国家

之间的联系与交往日益紧密，各国、各民族、各地区在交流与合作中，形成了全人类共同选择和构建美

好未来的愿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顺应了世界的趋势，以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为基础，提

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中国智慧、中国胸怀[15]。这是中国为解决世界性发展难题所作出的积极

努力，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强烈的使命担当。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人的本质表现为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15]。这一观点

强调了人类的共同性，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思想基础。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历史是

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时，应该认识到各国、各民族之间存在深刻的历史联系，

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避免过于片面地看待问题。马克思主张通过废除私有制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分化的

社会，进而实现共产主义，构建一个更为公平和平等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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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总结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述，不仅是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更是对于我们现

代建设社会主义提供指引，并且为我们国家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建设更加美好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

理论基础。其对于人的本质的当代价值体现在对个体自由的尊重、社会公正的追求。在当代社会，马克

思的这一思想不仅仅是理论工具，更是实践指南，为建构更加人性化、可持续化的社会提供了哲学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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