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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马克思的人本思想是马克思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ꎬ这一思想是在对西方

人本主义传统的批判性继承和超越中形成的ꎮ 本文以“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为逻辑起

点ꎬ以“现实的人”为实践基石ꎬ以“人类的解放”为价值旨归ꎬ以“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

展”为终极目标ꎬ对马克思的人本之“人”和人本之“本”进行深入分析ꎮ 以期对马克思

人本思想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ꎮ
〔关键词〕马克思ꎻ人本思想ꎻ实践ꎻ异化

对人的问题的关注是人类历久弥新的永恒话题ꎮ 古今中外很多学者、智者

都在努力破解“人”这个神秘的“斯芬克斯之谜”ꎮ 古希腊文明中丰富的人文思

想、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对人性的肯定与张扬、空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

义制度的批判这些人类历史上的重大思想流变都为马克思人本思想的形成

奠定了基础ꎮ 其中ꎬ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唯物主义在批判和超越了德国古典唯

心主义之后ꎬ对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形成又具有深刻影响ꎮ 马克思、恩格斯在

对前人思想的批判、甄别和吸收的基础上ꎬ创立了历史底蕴丰厚、源远流长的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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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人本思想ꎮ

一、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类生存的“应然”状态

马克思人本思想的逻辑起点是“自由自觉的活动的人”ꎮ 马克思从这一价

值悬设出发ꎬ来批判非人、异化的人的生存状态ꎮ 努力把劳动由维持自己生存的

手段变成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ꎬ进而把非人、异化的“实然”的人的生存状态

变成“应然”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的人的生存状态ꎮ〔１〕 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为何是

人类生存的“应然”状态? 为此ꎬ马克思在从对人的异化问题ꎬ特别是宗教异化

和劳动异化的思考中ꎬ在对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的类本质的探讨中将这一问

题不断引向深入ꎮ
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ꎬ历史从绝对精神异化为物质世界ꎬ再从物

质世界回归到绝对精神中去ꎮ 而费尔巴哈把异化理论用作反对宗教神学的武

器ꎬ他用“神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命题ꎬ将宗教归结到其世俗基础上ꎬ说明并非

上帝创造了人ꎬ而是人创造了上帝ꎬ他认为“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ꎬ从世界被二

重化为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这一事实出发ꎬ” 〔２〕人不应该对神产生崇拜和爱戴ꎬ
而是应该爱人自身ꎮ 费尔巴哈把人看作是“纯自然”的存在物ꎬ这具有局限性ꎬ
但这一命题有利于促进人们当时的思想解放ꎮ 为克服宗教异化ꎬ费尔巴哈进而

提出要在现实社会中建立“爱的宗教”ꎬ把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途径归结于

“爱”ꎮ 费尔巴哈从人与动物的区别出发ꎬ分析了人的独特性ꎬ认为人区别于动

物的独特性在于“意识”ꎬ即理性、意志、爱ꎮ 这虽然客观上对维系人们的情感需

要具有积极意义ꎬ但是把实现人本主义的全部希望都寄托于爱的道德教化则是

其致命缺陷ꎮ 恩格斯指出ꎬ在费尔巴哈“爱的宗教”中ꎬ“爱”的力量能够帮助人

们解决所有的困难与困惑ꎮ 这样ꎬ费尔巴哈的人本思想仍然是缺乏革命性的ꎬ也
必然走向历史唯心主义ꎮ

马克思在继承费尔巴哈“人是类存在物”的命题的同时ꎬ批判地指出ꎬ“人是

类存在物”中的“人”应该是具有实践特性的人ꎬ而这种实践特性是人的能动的

类生活ꎬ从而突破了费尔巴哈从“人自身”来考察人的历史局限性ꎮ 在马克思看

来ꎬ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性ꎬ归根结底应是“自由自觉性”ꎬ“有意识的生命活

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ꎮ 正是由于这一点ꎬ人才是类存在

物ꎮ” 〔３〕由此可见ꎬ“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 (亦即“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的类

本质ꎬ因而也是人类生存的“应然”状态ꎮ 正如马克思所言ꎬ“一个种的整体特

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ꎬ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

特性ꎮ” 〔４〕人类的这种类特性ꎬ导致人与动物产生根本差异:动物仅仅能按照其

所属的某个“种”的法则来生存ꎬ但是人却能按任何“种”的法则从事生产ꎮ
马克思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的社会性的确证ꎬ虽然其不能区别出人与

人之间的不同本质与个性差异ꎬ但却为深刻揭示异化劳动与人的异化埋下了伏

笔ꎮ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ꎬ人的“应然”生存状态荡然无存ꎬ取而代之的却是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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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受奴役、不自由的“实然”生存状态ꎮ 因此ꎬ私有制和异化劳动是人“自由自觉

性”的本质丧失的致因ꎮ
一方面ꎬ人的本质的“实然”状态是:现实社会中的人(特别是工人)由于受

异化劳动和私有制的束缚与奴役而沦为丧失或不符合人的本质的人ꎮ 为此ꎬ马
克思从对象化劳动的异化出发ꎬ揭示了“异化劳动”的典型特征ꎮ 一是物的异

化ꎬ即劳动产品异化成为劳动者的对立物ꎬ“劳动产品ꎬ作为异己的东西ꎬ作为不

依赖于生产者的独立力量ꎬ是同劳动对立的ꎮ” 〔５〕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劳动成

果同自身占有的对象成反比ꎮ 二是自我异化ꎬ即劳动行为同劳动者相异化ꎬ物的

异化究其根源是自我异化的必然结果ꎮ 马克思认为ꎬ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ꎬ劳
动者的劳动是不自由的、被压迫的活动ꎬ“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ꎬ
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ꎮ” 〔６〕 三是作为类存在物的人的异化ꎮ 在资

本主义制度下ꎬ异化劳动使人的自由自觉性的活动不复存在ꎬ劳动异化的过程就

是人的类本质出现异化的过程ꎮ 异化劳动使人的自由自主的类生活变为维持人

肉体生存的途径而已ꎮ 四是人类异化ꎬ即人和人的关系相异化ꎮ 当人与人自身

的劳动产品、劳动活动、人之类本质产生冲突与异化时ꎬ也必然要同其他人相对

立ꎮ 剥削与被剥削的根本对立关系就是人与人关系异化的集中体现ꎮ
另一方面ꎬ人的本质的“应然”状态是拥有或符合人的本质的人ꎬ即自由的

有意识的活动的人ꎮ 虽然这是一种“超越现实”的“未来社会”的理想化的人ꎬ但
是广大受压迫、被奴役的工人对“应然”状态这一人的类本质的追求始终没有改

变ꎮ 异化劳动造成了两个严重的后果ꎮ 其一ꎬ贫富分化加剧ꎮ 无产阶级创造的

巨额财物被资本家强制占有ꎬ无产阶级却穷困潦倒ꎮ 劳动的异化ꎬ使劳动本身、
劳动对象、劳动过程、劳动成果都演变成了束缚工人的锁链ꎮ 其二ꎬ阶级对立加

剧ꎮ 资本家和工人阶级在异化劳动过程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ꎬ也必然带来反差

鲜明的历史命运ꎮ 因此ꎬ劳动异化从根本上来看就是资本家对广大工人阶级的

剥削与统治ꎮ “实现劳动所需要的一切对象的要素ꎬ都表现为同工人相异化的、
处于资本方面的东西ꎮ” 〔７〕 马克思进而指出ꎬ私有财产既是产生异化劳动的根

源ꎬ又是异化劳动的必然结果ꎮ 劳动异化并非永恒存在的ꎬ它将产生出消灭劳动

异化的现实条件ꎬ“从劳动方面来说表现为劳动的外化过程ꎬ从资本方面来说ꎬ
表现为对他人劳动的占有过程”ꎮ〔８〕因此ꎬ废除私有制是消灭异化劳动的根本途

径ꎬ要废除私有制ꎬ必须进行共产主义运动ꎬ探寻无产阶级及全人类解放的条件

和路径ꎮ〔９〕

在马克思看来ꎬ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要实现人的理想化本质的复位ꎮ 人的

本质的“应然”与“实然”的两重性恰恰反映了«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

简称«手稿»)中所表现出来的人本之“人”与人本之“本”的分化ꎬ佐证了马克思

关于人的本质的二重性ꎮ 然而ꎬ这种丧失人的“应然本质”而又进行着现实活动

的人的“实然本质”是什么呢? «手稿»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缺位的ꎮ 这是由于

马克思在«手稿»中事先假定一种人以未来社会的理想化本质来考量现实的人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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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造成现实的人没有本质的理论困境ꎮ〔１０〕

二、人是处于特定生产关系和生活世界的“现实的人”

要想科学地诠释人的生存与发展ꎬ必须立足于实践与现实的社会关系ꎮ 马

克思把人的社会本质的观念建立在实践观点基础上ꎬ使其成为“现实的人”的基

石ꎬ从而实现了对人的认识的革命性变革ꎮ 马克思的“现实的人”是从事一定实

践活动的人ꎬ是位于一定社会关系的人ꎬ更是处于具体生活世界的人ꎮ 因而人的

存在是社会的、历史的存在ꎬ凸显了人的主体地位和主观能动性ꎬ这既超越了黑

格尔思辨唯心主义对人的认识ꎬ又脱离了传统唯物主义只从直观或客体方面去

分析人的做法ꎮ 马克思对人的认识不是“抽象”的或“思辨”的ꎬ而是“现实”的
和“实践”的ꎮ 马克思对“现实的人”的认识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发展的过程ꎬ他
通过对市民社会的考察找到了人类历史发展和人的本质的钥匙ꎮ

在«莱茵报»担任编辑时ꎬ马克思触碰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大量黑暗的社

会现实ꎬ如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出版自由问题、摩塞尔河周边贫困农民问题ꎬ透过

这些问题ꎬ马克思认识到ꎬ在存在剥削阶级的国家ꎬ法律是为剥削阶级的利益服

务的ꎮ 为深刻揭示问题背后的规律ꎬ马克思决定退回书房潜心进行研究ꎮ 马克

思首先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人本思想ꎮ 黑格尔注重人的理性的觉醒ꎬ强调

“绝对精神”与“纯粹理性”ꎬ把抽象的人格作为具有实在性的市民社会的可能

性ꎬ把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理解为“伦理”概念客观化过程中所经过的环节ꎮ
对此ꎬ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抽象地考察人及其所结成的社会与国家ꎬ指出社会结

构、国家体系产生于现实中个人的生活过程ꎬ对人的“社会特质”与“私人特质”
的区别进行了科学辨析ꎬ强调法律为人而存在ꎬ人创造了宗教、法和国家制度ꎮ
从一定的唯物史观视角阐明了人的社会性质与历史角色ꎬ具有一定的里程碑意

义ꎮ
马克思“现实的人”的思想主要是在批判费尔巴哈的“自然的人”的过程中

形成的ꎮ 费尔巴哈从“感性具体的存在开始”ꎬ强调存在决定思维ꎬ感性存在是

世界的本质ꎬ以求对以“绝对精神”为中心的黑格尔思辨哲学进行唯物主义改

造ꎬ使其转向以“现实的人”为第一原则的人本主义哲学ꎮ 在«神圣家族»中ꎬ马
克思对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将人从“神化”转向“物化”的历史进步性进行了

肯定ꎬ并对“现实的人”做了史无前例的科学阐释ꎮ
其一ꎬ“现实的人”是现实生活世界中“从事物质生产的人”ꎮ 随着对劳动过

程的进一步分析ꎬ马克思认识到ꎬ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ꎬ他指出:“凡是把

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ꎬ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

到合理的解决ꎮ” 〔１１〕“现实的人”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ꎬ必须与他们的活动以及

物质生活条件相联系ꎬ因而是一种实践存在物ꎮ 以人为本首先是要发展社会的

物质生产ꎬ满足人们的基本物质需要ꎮ〔１２〕 在这里ꎬ马克思提出ꎬ人们的物质利益

关系伴随着劳动产品的产生而产生ꎬ正是这种“自然的必然性”、“利益”把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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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连接起来ꎬ恰恰是这种社会关系ꎬ直接决定着人们的社会本质ꎮ 很显然ꎬ马
克思在这里通过物的关系触摸到人和人的关系ꎮ

其二ꎬ“现实的人”是发展变化着的“社会关系的人”ꎮ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

巴哈的提纲»中ꎬ认为人的真正本质并非“自由自觉的活动”这一理想化的本质ꎬ
而是社会本质ꎬ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ꎬ在其现实性

上ꎬ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ꎮ” 〔１３〕该论断是人类认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人的

本质”的科学界说ꎮ 马克思指出ꎬ人在劳动实践过程中产生了两种关系:一种是

人与自然之间的能量与物质的交换关系ꎬ由此产生了改造自然的能力———生产

力ꎻ另一种是人与人之间形成的经济关系———生产关系ꎮ 从事实践活动的人总

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创造着历史ꎮ 但同时ꎬ马克思认为ꎬ人类实

践活动是客观的历史活动ꎬ只有尊重客观规律才能取得好的效果ꎬ要反对传统哲

学中一味强调主体的决定作用ꎬ把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区

别开来ꎮ〔１４〕所以ꎬ恩格斯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称之为“关于现实的人及
其历史发展的科学”ꎮ〔１５〕

其三ꎬ“现实的人”是实践基础上的“历史的人”ꎮ 费尔巴哈认为人仅仅是从

属于感性的自然界的ꎬ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ꎬ人们的意识只是自然人的固

有属性罢了ꎮ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ꎬ马克思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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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只是从客体的

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ꎮ〔１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ꎬ马克思指出ꎬ费尔巴哈所

谓的“自然的人”并未被放到人的实践活动中去理解ꎬ相反ꎬ只是“停留在抽象的

‘人’上ꎬ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独的、肉体的人’”ꎮ〔１７〕 因
而这是一种非社会的存在ꎬ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现实的人”ꎮ 并且ꎬ费尔巴哈没

有把感性世界融入历史的进程中ꎬ没有看到历史动态变化的过程ꎬ其“现实的

人”是一种非历史的存在ꎮ 马克思还指出ꎬ人是历史的“剧作者”和“剧中人”ꎬ社
会与历史的发展依靠人、为了人ꎬ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ꎮ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

的:“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

出来的”ꎮ〔１８〕 马克思以历史来解释人性ꎬ而非以人性来解释历史ꎬ从而在实践基
础上实现了由超验世界向人的生活世界的回归ꎮ

综上所述ꎬ马克思人本思想的立足点是现实的人ꎬ现实的人就是在实践基础

上的、一定社会关系中的、处于具体生活世界中的人ꎮ〔１９〕人的实践既是合规律的
活动ꎬ也是合目的的活动ꎮ〔２０〕人的社会本质既不是费尔巴哈眼中“抽象的人”ꎬ也
不是马克思«手稿»中“理想化本质”的人ꎮ 人的社会本质是现实的、发展变化

的ꎬ在资本主义社会ꎬ工人的本质就是在剥削压迫下进行劳动的人ꎬ共产主义社

会工人则是自由全面发展的人ꎮ 可见ꎬ马克思对人的关怀更为现实———提升到

人的解放的高度ꎬ因而使自己的理论更为革命ꎮ〔２１〕

三、在“自由人联合体”中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终价值诉求ꎮ 人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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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发展既是实现人的本质的途径ꎬ也是人的本质实现的结果ꎮ〔２２〕 在马克思看

来ꎬ人的自由发展简单地说就是成为自由的人ꎬ即“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

的主人ꎬ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ꎬ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ꎮ〔２３〕 人的

全面发展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ꎬ也就是ꎬ作为一个完整的人ꎬ占有自己的全

面的本质”ꎮ〔２４〕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的个性、社会关系性和人类主体性的全面发

挥ꎮ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标志着人与社会发展的真善美的统一ꎮ
第一ꎬ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紧密相关ꎮ 马克思、恩格斯

在«共产党宣言»开篇就提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ꎮ” 〔２５〕

正如卢梭所指出的ꎬ“人是生而自由的ꎬ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ꎮ〔２６〕人的解放是人

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社会条件ꎮ 只有把人从制度压迫、经济剥削、思想束缚和劳

动异化中解放出来ꎬ才能实现人的人身自由、政治自由、精神自由ꎮ 要实现全人

类的解放ꎬ就必须通过阶级斗争推翻资本主义政治制度ꎬ废除私有制ꎬ实施无产

阶级专政ꎬ大力发展生产力ꎬ为实现人类的全面解放创造物质条件和经济保障ꎮ
在马克思看来ꎬ社会发展的最高形态ꎬ即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

统一ꎬ“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ꎬ在于它推翻了一切旧的生产关

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ꎬ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人的个人支配”ꎮ〔２７〕共产主义的本质是

“自由人联合体”ꎮ 人类历史在先后经历“自然共同体”和“经济共同体”之后ꎬ
终将走向“自由人联合体”ꎮ 只有建立“自由人联合体”ꎬ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自由

全面发展ꎮ
第二ꎬ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的能力与素质的发展ꎮ 从人的类本质来看ꎬ人

的发展就是人的劳动能力的展示ꎬ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示ꎮ 总体来说ꎬ人的能力

素质发展就是一个人的脑力、体力等一切潜能的充分发挥ꎮ 除了每个人的主观

努力之外ꎬ人的能力素质发展需要社会为其创设各种有利条件ꎮ
其一ꎬ人的能力素质发展需冲破旧式分工对劳动能力的束缚ꎮ 在私有制条

件下ꎬ旧式劳动分工导致个人能力的发展是片面和畸形的ꎬ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要消灭关系对个人的独立化、个性对偶然性的屈从、个人的私人关系对共同的

阶级关系的屈从等等ꎬ归根到底都要取决于分工的消灭ꎮ” 〔２８〕变革旧的分工能够

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ꎮ
其二ꎬ人的能力与素质发展ꎬ需要拥有充分的自由时间ꎮ 在马克思、恩格斯

看来ꎬ自由时间是指个人“可自由支配的时间”或“能促进自身发展的时间”ꎬ包
括个人接受学校教育的时间、担当社会责任的时间、自由发挥脑力和体力作用的

时间等ꎮ 马克思曾经指出:“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ꎬ他不仅是人的生命的

尺度ꎬ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ꎮ” 〔２９〕 由此可见ꎬ自由时间能够使占有它的主体的

能力素质得到提升ꎮ 只有缩短劳动时间ꎬ才能增加自由时间ꎬ因此在生产力高度

发展状态下个人才能拥有足够的自由时间ꎮ
其三ꎬ人的能力素质发展需要社会为其提供锻炼的机会ꎬ“给每一个人提供

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和脑力能力的机会”ꎮ〔３０〕在共产主义社会里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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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以凭着自己的兴趣在任何部门发展ꎮ
第三ꎬ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的自由个性的发展ꎮ 自由个性也叫个性化人

格ꎬ马克思指出ꎬ“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ꎬ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

主人ꎬ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ꎮ” 〔３１〕 不难看出ꎬ人只有得到了自由才存在

人的个性ꎮ 马克思的“自由个性”是对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受奴役、被压迫

的不自由生存状态的颠覆ꎬ在马克思看来ꎬ自由个性主要包括:(１)非他律性ꎬ能
自我控制和自我调节ꎻ(２)非强制性ꎬ能按照自己的认识和意志做出选择ꎻ(３)自
觉性ꎬ能依靠主体能动的力量去认识和改变世界ꎻ(４)独特性ꎬ每个人都是类社

会群体的一份子ꎬ能够自我发展和自我改进ꎮ 实现人的自由个性ꎬ就要满足其成

长与发展的需求与需要ꎮ 马克思认为人的需要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产生和发展

的ꎬ同时ꎬ人的实践活动本身和社会关系本身也会成为人的需要ꎮ 人在社会实践

活动中ꎬ不仅有自然性需要ꎬ还有精神需要ꎮ 同时ꎬ生产力发展水平又制约着人

们需要的满足程度ꎬ马克思指出:“人们每次都不是在他们关于人的理想所决定

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ꎬ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

由的ꎮ” 〔３２〕因此ꎬ自由个性与人的关系和人的能力一样ꎬ都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

的制约ꎬ只有在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共产主义社会ꎬ人的自由个性才能实

现ꎮ
第四ꎬ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发展ꎮ “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

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ꎬ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ꎮ” 〔３３〕社会关系广

阔与否往往能够决定一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程度ꎬ人的全面发展必将经历一个

社会关系更加充分、开放和全面的历史过程ꎬ并需要一些主客观条件ꎬ同时ꎬ社会

关系的全面丰富意味着个人与他人要拥有社会群体多个成员的身份ꎬ他们摆脱

了民族、分工、地域等狭隘性ꎬ形成了多领域、多层次的社会联系和紧密的互动关

系ꎬ从而使人变成具有全面社会关系和普遍交往的人ꎮ 只有到了马克思关于人

的发展的第三个阶段ꎬ即“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阶段”ꎬ人才能实现作为人的

应有价值和主体地位ꎬ人的全面发展与他人及社会发展也才能相统一ꎮ
综上所述ꎬ人的自由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是辩证统一的ꎮ 全面发展强调人

“外在的”体力、智力、素质能力、社会关系等全面而普遍的发展ꎻ而自由发展强

调的是基于个人兴趣爱好的“内在的”独特品质与独立人格ꎮ 人的自由发展需

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逻辑前提和实现途径ꎬ人的发展越全面ꎬ自由发展的平台就

越广阔ꎻ人的全面发展需要以人的自由发展为价值诉求和逻辑终点ꎬ人的自由度

越大ꎬ人的全面发展的程度才会越高ꎮ
马克思人本思想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ꎬ立足人的实践ꎬ既见人又见物ꎬ科

学地揭示了人的本质及其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ꎮ〔３４〕马克思从异化之

维确立了人的理想化本质ꎬ从实践之维确立了人的社会本质ꎮ〔３５〕 马克思的人本

之“人”具有阶段性特征ꎬ在资本主义社会ꎬ人本之“人”是无产阶级ꎻ在共产主义

社会ꎬ人本之“人”就是全人类ꎮ 其人本之“本”包含两个层次:满足人的基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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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需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ꎮ 厘清马克思的人本思想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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