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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下人的本质的优化

——基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文本分析

史庭龙①

（黄冈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黄冈 438000）

摘要：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从现实性的基础上把人的本质概括为

“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认为人是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的统一体，在 社会属性的支配

下，不断进行物质资料生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下生产力取得了巨大发展，物质资料

积累到一定程度，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人的社会关系在横向和纵向上将得到巨大的

进步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上大力发展生产力，最终将实现共同富裕，为人的

自由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让人的发展无限接近于自由人联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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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第六条中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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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对人的本

质的探索视角从传统西方哲学抽象思辨的人，费尔巴哈感性直观的人转向了处在一定社会

关系的人，即从以前仅仅认识到人的自然属性转向了对人的社会属性进行考察。马克思在

《提纲》中批判费尔巴哈的 “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
③
。马克思颠倒了西方长期以来将

人从抽象的方式去理解，马克思从人的感性活动去理解人，认为人是具体的人、历史的人，

是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下的人。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下人的感性活动，也必然会随着社会关系

的变化而变化。人通过自由自觉的感性活动，即实践，创造了人化的自然，创造了人类历

史。人在实践活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促进了生产力发展，改进了生产关系，积累了丰

富的物质生产资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不

断推进，生产力得到进一步发展，积累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为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创造了

条件。社会生产资料的极大丰富，促进了人社会关系优化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一、马克思对人的本质认识视角的转向为人本质的优化创造了条件

关于 “人是什么？”“人的本质是什么？” 的问题，历史上很多哲人先贤都进行了深

刻的思考和精辟的阐述。先贤们对人的本质的思考和追问，反映人类对自身存在和如何继

续存在的认识和理解。马克思在《提纲》中开篇就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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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
④
马克思将从前的一切哲学家对人本质的考察进行了批判，西方长期以来在基督教信仰的影

响下，认为人应该关注彼岸世界和自我救赎，他们所理解的人只能通过抽象思维才把握的，

① 作者简介：史庭龙（2000 年 9 月至今），湖北建始人，黄冈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本科生。
②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 135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 135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 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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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一切具体可感事物的背后并为其所支配。费尔巴哈则认为这种抽象思维不过就是人的

思维而已，没有脱离人的抽象思维，人应该是感性动物，在感性的基础上认识世界。马克

思批判的高明之处在于，以往的哲学家在认识人的问题上，只是将人作为直观的人、感性

的人去理解，只看到了人的自然属性将人看做是生物意义上的人,没有将人放在社会关系中。

可见马克思在考察人本质的问题上，与以往哲学的不同就在于，将人同社会关系相联系，

人不再是抽象思维的人，而是自由自觉从事感性活动的人。马克思认为人在社会关系中进

行感性活动，感性活动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的发展，人也在不断进步。

（一）人本质问题的历史发展

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存在与非存在因人而异，把客观规则变成主观

规则；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
①
，将人和集体联系起来。古希腊哲学，

关注到了人的存在，以及人的主体性和社会性。中世纪，人只有在上帝的救赎下才是人，

人的本质通过神表现出来。文艺复兴之后，对人的认识分成几条路线，一条是感性主义路

线，霍布斯认为，人的本质是自保自爱, 倾向于自我的、不惜采取一切手段获得个人利益

和权利；卢梭认为，“人是生而自由的”
②
。他们重新将人从天国拉回到了人间，确定了人

的主体地位。另一种是理性主义路线，康德认为，人的本质是理性和自由的体现, 人既是

感性存在者又是理性存在者；黑格尔继承了康德关于人本质的看法，提出了“自我意识的

人”，理性主义所把握的人是抽象思维的人。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时，从人本主义的立场

提出人的本质 “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
③
在传统的西方哲学中，人总是被实体限制，因

此人们总是用形而上的思维去把握人，忽视了人在现实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马克思对人本质的剖析

马克思对人本质的研究是一以贯之的，但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各有所不同。《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指出“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

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
④
在这里马克思将人和自由自觉的活动，即劳

动联系起来，劳动就是人的本质。马克思在《提纲》第六条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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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
这无疑是马克思关于人本

质最深刻、最完整的表述，马克思在肯定本质属性是社会性的同时也肯定了人的自然属性。

（三）马克思对人的本质问题考察视角的转向

马克思在对人本质问题考察与费尔巴哈及其他传统西方哲学家不同的地方在于，马克

思认为，人是具体的而非理性主义所认为的抽象的；人是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受到各种

生产关系的制约的而非天国的，更不是感性直观的。由此可见，马克思在认识人是什么的

问题上，走了一条完全不同于传统西方哲学的道路，将人从抽象思维领域、直观感性领域

转向社会实践领域，从“批判的武器”转向了“武器的批判”，实现了一场近乎“哥白尼式

的革命”。马克思从现实的基础上提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现实的基础是存在和发展的

基础，不仅包括物质生产活动和历史活动。处在一定现实中的个人，他们在一定的社会历

史条件下进行着物质生活和生产。他们创造的不仅是现在他们自己享用的物质生活条件，

还包括社会本没有的社会物质生产资料。人在创造社会历史的进程中看到了存在的价值和

①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 76页．
②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 56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第 135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6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 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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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发展的潜力。所以马克思认为人本质就是社会实践活动，而实践活动会随着社会生产

力的发展而变化，因此人也会在生产力不断进步中得到优化。

二、共同富裕下人的对象性社会关系不断优化

马克思认为：“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解放……当人们还

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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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说明人的发展绝不是孤立的，它会受到一定的社会

历史条件的限制，其中最重要的因素的，能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就是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在

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了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积累了丰厚的物质财富，使共同富

裕进一步向前迈进。共同富裕是一个发展的过程，要实现两大目标：一个是“富裕”，一个

是“共享”，高质量的发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实现共同富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

要的根本途径。实现共同富裕，人们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得到较大发展，生产关系、在

生产资料占有形式、社会产品分配方式发生变化，人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特别是人的社

会关系得到了优化。

（一）共同富裕纵向优化了人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提出：“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

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

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

力为前提，这种生产才会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普遍性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

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
②
这说明人的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是统一的，

人与人的发展是统一的，总的来讲，人在现实性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经济关系是人

创造出来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也离不开人。通过社会生产，不仅能保证一切社会

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

自由的发展和运用。因此，社会生产的发展才能使共同富裕得到真正的实现。从人类历史

的发展过程来看，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与人相互依赖，人没有独立性和自主性；

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人成为物质资料附属物，在生产资料的占有上不平

等。在社会主义社会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实践中，人们平等从事社会生产，创造复杂的社

会生活，也创造了人类历史。与以往社会相比，在共同富裕的社会条件，人的主体地位得

到了承认，在历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一切发展以人为本。

（二）共同富裕横向优化了人社会关系

马克思在《提纲》中对于人的本质的界定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这里的一切社

会关系，泛指个人在实现自己生命价值的过程中所结成的一切社会关系，包括家庭、地域、

业缘、生产、阶级、民族、历史、道德、宗教等。社会关系的全面生成是一个永无止境的

过程, 人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不断打破原有的社会关系,建立更新更高的社会关系。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实践不断向前推进，既提高了生产力，也促进了人社会关系的拓展。从人的社

会生产实践上看，共同富裕的实现“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

待生态环境”
③
，人与自然的关系真正处在马克思希望实现的和谐的关系之中，形成人与自

①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 74—7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 112页.
③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J].时事报告(党委中心组学习),2018年,(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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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生命的共同体。在当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中，积极的将自己贡献给国家和社会，

在实现自身价值中，发展人的社会关系。从人的交往范围上看，人的社会关系实质上是，

马克思对费尔巴哈人本质的批判，突出强调了人的社会属性。人与人之间有着不可分离的

联系，人与人类社会也是共生的，是在共生关系中存在和发展的。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

与人之间的交往更加频繁，交往范围在逐渐缩小，都处在一个命运共同体之中。马克思所

论述关于人的本质与共同体有内在的关联性，“真正的共同体只有以人的本质为基础，才能

真正解决个体对共同体的依赖，使个体张扬个性，以主体的身份参与社会实践与社会交往”
①
。将个人放在一个日益开放的国际上，大家以包容的姿态去把控国际关系，定会构建一个

天下大同的新世界，建设成平等互助的国际关系，人的社会关系进一步发展。

三、共同富裕人的自由发展的优化

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问题的探讨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在不同时期的著作呈现出对

于“人的本质”概念的转化。《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人的活动是“自由

的有意识的活动”，但马克思在此时所讲的人的活动，仍然是人本主义的立场，是一个费尔

巴哈主义者。在《提纲》中马克思系统的清算了费尔巴哈哲学的错误，将人的本质表述为

“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②
，将人放在了社会生活的联系之中来考察人

的本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更加鲜明的指出：“费尔巴哈‘把人只看作是感性

的对象’,而不是‘感性的活动’,因为他在这里也仍然停留在理论的领域内,而没有从人们

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马克思对

人的本质还停留在人与社会的联系论述，但但从人与社会的联系来看人的本质，那显然是

狭隘，因为人不只是与社会相联系，还是一个自由独立的人。因此在《共产党宣言》中马

克思则认为：“在那里，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③
；而在《政治经

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认为“人是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
④
，马克思对人本质的考察，从

联系的角度转变为个体自由的发展，这也是马克思所要求达到的真正意义的人，即是具有

独立自主的人和共产主义社会中自由人联合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消除了

剥削的基础，实现了人人平等，为人的自由发展创造了条件。恩格斯指出，随着社会主义

制度的建立“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

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⑤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终目标是共同富裕实现，将为实现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基础。

（一）共同富裕下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条件更加成熟

改革开放以来，我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顺，这一切的关键邓小

平同志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

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
⑥
邓小平认为：“我们大陆坚持社会主义，不走资本

主义的邪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
⑦
共产主义

社会，将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

这一个目标的实现是以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的共同富

裕就是社会主义充分发展的同义反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终究还是促进人的发展，

①卢桂梅.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解读人的本质及当代价值［J］.赤峰学院学报,2016年，(08).
②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 135页.
③《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宣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 55 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 648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 759页.
⑥《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 130页.
⑦《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 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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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本质在于自由的发展，故在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下比任何让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都

要成熟。

（二）共同富裕下促进了人个性的发展

人的个性发展是共同富裕实现要追求的目标之一，也是人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

人的个性发展就没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认为马克思说：“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

劳动而达到自己生命的生产，或是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就立即表现为双重

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

共同活动。”
①
许多人的共同活动包含着活动的多样性，这就要求社会生产必须多样化，才

能满足人的需求多样化。在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进程中，生产力得到极大提升，创造和生

产出日益丰富的物质资料。人们通过对物质资料的生产满足人的多样化需求和消费物质资

料来展示自己的个性，促进了人的个性发展。人个性的发展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了基

础，同时人个性的发展也让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逐渐成为可能。

（三）共同富裕促进了人自我意识觉醒

所谓自我意识即是人自己意识到我为什么生存和我怎样生存，除此之外，还包括我要

是实现自由和自由的实现自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就要为所有创造每个人可以自由

的实现自己的自由的条件。“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

同富裕”
②
就是走向人自由发展的必有之路。生产力的进步使人交往范围进一步扩大，人所

能接触的空间范围也在扩大。与之相伴的就是人对社会生活开始主动的进行反映，对自己

的认知更加深入，主体性意识和自我意识逐步增强。信息技术的迅速普及，每个人都拥有

了可以打破原有思想的束缚，冲破制度的壁垒，依据每一个自己的需要和对社会的责任感，

对社会问题进行评价，对思想问题进行批判，同时也向社会表达自己的诉求和才艺。社会

生产力快速进步，一方面在开放的社会环境中，给予了可以自由表达思想的平台，可能会

造成思想的混乱和极端的个人主义；另一方面从传统的服从命令，个人完全依附于社会到

每个人都自发的投入到社会之去，反映人在自觉的融入社会，与社会同进退和展示个性的

意识在逐步觉醒。

（四）共同富裕下更有利于个人价值的实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敞开大门，将更多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引进来，它承认个人利

益的合法性，引起了人的思想观念的变化，也更加注重个人价值的实现。社会主义条件下，

个人、集体、国家利益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集体和国家的利益得到

了充分发展，为个人利益和个人价值的实现创造了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

设，用市场调节生产关系的手段被使用，每一个人置身在市场之中，市场对人价值的认可，

使人逐渐摆脱对土地的人身依附关系，在市场中展现自己。生产力的发展是共同富裕得到

实现的条件，“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③
，实现共同富裕

的路上，尊重科学技术，尊重人才都使个人价值的实现有了更为广阔的机会。二十大报告

中强调：“我们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

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

①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 80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 373页.
③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N].人民日报,2022-
10-26(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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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尖创新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①
表明在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要坚持

对人的价值的尊重，让个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价值的平台更加广阔。

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也是我们每个在孜孜以求的追求，希

望能达到的目标。但人的发展和人本质的表现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当前我国仍处在社

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仅仅为人的自由发展和社会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要想实现人的社

会关系在纵向和横向上的变化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我们还需要“实现好、维护好、发

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持尽力而为、

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

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

进共同富裕。”
②
在共同富裕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人的社会关系将在不同方面、不同层级得

到优化，给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了现实的条件，为能建立自由人联合体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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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ptimization of the essence of common prosperity

-- Text analysis based on Theses on Feuerbach

Shi Tinglong

(School of Marxism, Huanggang Normal University, Huanggang 438000)

Abstract: In "Theses on Feuerbach", Marx summarized the essence of human as "the sum of all

social relations" in the basis of reality, and believed that human is the unity of social attributes and

natural attributes, under the domination of social attributes, continuous production of material

materials. Under the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productive forces have

made great progress, material materials have been accumulated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all the people has been realized. Therefore, human social relations have

made great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both horizontally and verticall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e vigorously develop the productive forces, which will

eventually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create conditions for the free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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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 beings, and make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infinitely close to the free human

association.

Key words: "Theses on Feuerbach"; Common prosperity; Human na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