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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 以人为本0的思想源远流长 � 可以说 � 作为一种可能性历史久远 ∀但可能性不等于现实性 � 中西方的社会生 

活实践也说明了/ 以人为本0并未成为一种普遍的事实 ∀只有当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人学全面超越传统人学的理论 

缺陷 � / 以人为本0才超越了可能之域跨入现实之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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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人为本0思想丰富 � 源远流长 � 但是在人类演 

进的历史长河中并未成为一种普遍的历史事实 ∀这 

就说明/ 以人为本0的理论维度与事实维度 !可能维 

度与现实维度之间存在着某种断裂 �这种断裂导致 

丰富的理论缺乏指导实践的现实力量 ∀ 

一 ! / 以人为本0思想的历史 

回首中西方灿烂的文明史 � 我们不难发现 � 在中 

西传统文化中都蕴涵着丰富的人�民�本思想 ∀对这 

些思想 � 我们既不可因为它的丰富而高估它的价值 � 

也不可因为它的不成熟而忽视它的存在 ∀ 

�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萌芽于殷周之际 ∀ 

到了春秋时期 � 由于政局的动荡 � 不少进步思想家看 

到了民众的地位和作用 �提出/ 夫民 �神之主也 ∀ 是 

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0 ≈� ∀ 将国之兴衰根源 

从神本转向了人本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体 

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 

一是/ 民贵君轻0 的重民思想 ∀ 孟子说 �/ 民为 

贵 � 社稷次之 �君为轻0 ≈��为仁� ∀ 荀子进一步提出了 

/ 君民舟水关系说0 � / 君者 �舟也 �庶人者 �水也 ∀ 水 

则载舟 � 水则覆舟0 ≈��王制� ∀西汉初贾谊总结道 � / 闻 

之于政也 � 民无不为本也 ∀国以为本 �君以为本 �吏 

以为本 ∀ , ,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0 ≈� ∀二是/ 博学 

多闻0的教民思想 ∀ 孔子提倡人要/ 博学0 �做到/ 多 

闻 � 择其善者而从之 �多见而识之0 ≈��述而� ∀ 孟子认 

为民众富裕之后 � 还要/ 谨庠序之教 �申之以孝悌之 

义0 ≈��离娄上� � 使民众从内心/ 明人伦0 ∀三是/ 轻徭薄 

税0的富民思想 ∀ 孔子认为 � / 百姓足 �君孰与不足 � 

百姓不足 �君孰与足0 ≈��颜渊� �要使民富 �就要/ 敛从 

其薄 0 ∀ 荀 子 提 出 / 下 贫 则 上 贫 �下 富 则 上 

富0 ≈��富国 � � 暴敛百姓无异于自取灭亡 ∀ 朱熹进一步 

提倡 � / 宁过于予民 � 不可过于取民 ∀ 0 ≈� 四是/ 天地之 

性人为贵0的爱民思想 ∀ 孔子提出 � / 天地之性人为 

贵 ∀ 0 ≈� 荀子解释道 � / 水火有气而无生 �草木有生而 

无知 � 禽兽有知而无义 �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 � 

故最为天下贵也 ∀ 0 ≈��王制� 

� �西方传统文化中的人本主义传统 

西方人本主义思想起源于古希腊 � 在几千年的 

历史长河中积淀了厚重的思想资源 �主要体现在认 

识论 !本体论和价值论三个层面 ∀ 

在认识论层面 � 普罗太格拉提出/ 人是万物的尺 

度0 � 是西方人本思想的最早表述 ∀ 苏格拉底认为 � 

只有理智才能成为人类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 ∀后来 

的西方哲学家都是沿着这一传统提出认识论的 ∀康 

德提出了/ 人为自然界立法0的命题 �人的知性是一 

切现象的尺度 � 这一思想达到了西方认识论传统的 

高峰 ∀在本体论层面 � 主要是指从中世纪神本主义 

向人本主义的本体论转向 �这一转向是从笛卡尔开 

始的 ∀作为对基督教教义/ 我是我所是0这一基本原 

则的反动 � 笛卡尔提出了他/ 我思故我在0的第一原 

则 ∀在这里 � 笛卡尔把一个认识论的命题转换成了 

一个本体论的命题 ∀本体论人本主义强调用人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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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中心地位和统摄作用 �主张人类中心主义 ∀ 

在价值论层面 � / 人是目的0标志着价值论人本主义 

的开始 ∀康德说 � / 要把人当作目的看待 �决不要把 

人当作手段使用0 ≈������ ∀ 人之所做所想 �都是为了 

人自己 ∀现代哲学家 �如弗洛伊德 !海德格尔 �他们 

虽然反对认识论和本体论层面的人本主义 �但他们 

的学说可以说是价值论层面的人本主义 ∀弗洛伊德 

指出/ 性的冲动对人类心灵最高的文化 !艺术和社会 

成就作出了最大的贡献0 ≈���� ∀ 在这里 �他充分肯定 

了人的价值 ∀ 海德格尔认为 � / 只有人生存着 �其他 

存在物都不能生存 �它们的存在是一般意义上的存 

在 � 只能通过对于原本意义上的存在 � 即人的生存才 

能被理解0 ≈������� ∀这里也可以看出海德格尔对人的 

价值的肯定 ∀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是西方人本 

主义思潮发展的一个高峰 ∀ 他认为 �人是现实存在 

的感性实体 ∀ 人作为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 

物 � 在时间上是第二性的实体 � 但在地位上却是第一 

性的 ∀费尔巴哈吹嘘他的哲学就是人本主义 �推倒 

神恢复了人的最高权威 ∀ 

由此可见 �中西传统文化都蕴涵着丰富的人 

�民�本思想 �但是理论的丰富不等于理论的成熟 ∀ 

这些思想存在一些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 �从抽象的 

人出发 �从唯心史观出发 �不理解现实的人及其活 

动 � 不理解人既是工具又是目的 � 是工具价值和目的 

价值的统一体 � 不理解人的实践活动在改造自身 !改 

造社会过程中的革命意义 �因而无法正确地揭示人 

的本质 �不理解人的发展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关 

系 �因而无法找到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道 

路 � 等等 ∀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导致/ 以人为本0在数 

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始终停留于可能之域而未走向现 

实 ∀ 

二 ! 传统人学理论的命运 �空想 

/ 以人为本0是人的世界之所以成为人的世界和 

人之所以作为人的一条根本原则 ∀ 然而 �由于其理 

论本身的缺陷 �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和西方的人本 

主义都遭遇了同样的命运 � 空想 ∀ 

第一 � 传统人学脱离生活世界来理解人 � / 人0要 

么湮没于天国 � 要么归于自然 � 这种/ 抽象的人0只可 

能产生抽象的人本主义 �这就决定了/ 以人为本0无 

法关照/ 现实的人0的先天缺陷 ∀ 

/ 以抽象的人为本0还是/ 以现实的人为本0 �这 

是马克思主义人学与其他人学的根本区别 ∀ 在中 

国 � 古代思想家们只是发现了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 � 

或者更进一步说 � 他们也从政治 !伦理道德关系的角 

度发现了作为社会存在物的人 �但是他们没有从实 

践活动中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来认识人 ∀ 

因而这种/ 人0还只是一种抽象的直观 �而不是现实 

的 !从事实践活动的/ 人0 ∀ 

在西方 � 随着人文主义的兴起 � 人性得以高度张 

扬 ∀但是 � 人文主义以对感性快乐的追求为目标而 

裸露出其对人的深层次特征理解的肤浅与苍白 �人 

是/ 抽象的人0 � / 以人为本0只是一句口号而不可能 

变为具体的行动 ∀ 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 

学 � 只是/ 从口头说的 !思考出来的 !设想出来的 !想 

象出来的人出发 � 去理解有有血有肉的人0 � / 把意识 

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0 ≈������ ∀这种/ 人0当然不是现 

实的人 ∀这种观点使黑格尔极度忽视人在历史中的 

作用和使命 �也没有给个人的独立性和自由留下充 

分的余地 �根本谈不上/ 以人为本0 ∀ 费尔巴哈认为 

人是/ 导源于自然界的感性的实在的物质实体即肉 

体0 ∀但是这种/ 人0不过是生物学 !生理学意义上的 

/ 有血有肉的0人 �是/ 感性的对象0 �/ 就形式讲他是 

现实的 � 他把人作为出发点 � 但是关于这个人生活其 

中的世界却根本没有讲到 �因而这个人始终是宗教 

哲学中所说的那种抽象的人0 ≈������� ∀他不知道人与 

人之间在实践活动中结成的社会关系 �不知道人是 

处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和社会关系中从事实践活动的 

/ 现实的历史的人0 ∀ 所以 �离开现实的人及其生活 

基础 � / 以人为本0仍然只会陷入抽象和空洞 ∀ 

第二 � 传统人学在人的/ 目的性0与/ 工具性0之 

间执其一端 � 走向了人的/ 目的价值0与/ 工具价值0 

的二元对立 � 这就堵塞了/ 以人为本0通往现实的道 

路 ∀ 

人的工具价值与目的价值的分裂是中西方人 

�民�本主义思想的一个重大缺陷 � 这种缺陷导致/ 以 

人为本0被阻隔于通往现实的征途 ∀在中国 � 民本思 

想把人仅仅看作是维护阶级统治的工具 �不了解人 

同时也是目的 ∀所以 � 这种民本思想实质上是/ 以君 

为本0 !/ 以统治阶级为本0 ∀ / 民贵君轻0 !/ 君民舟 

水0最终只是停留于口号 � 陷入空想 ∀ 

在西方 � 强调人是目的 � 但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却 

在他们的视野之外 ∀ 在这种情况下 � / 以人为本0就 

成为了每一个人的良好愿望和不懈追求 �但是又不 

可能在每一个人的实际行动中去实现 ∀ 所以 �西方 

人本主义尽管得到了比较充分地发展 �但是由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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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系本身的缺陷 �割裂人的工具性和目的性的统 

一 � 不了解人同时也是实现目的的工具 �当这个理论 

付诸实践时 �便成了永远都无法达到的/ 彼岸0 ∀ 并 

且 � 过分地强调人是目的 �最终必然陷入唯我主义 � 

导致极端个人主义泛滥 ∀ 所以 �西方的/ 以人为本0 

在主观上不可避免地变成了/ 以个人为本0 �而在客 

观上由于没有作为工具的人的支撑 � / 以个人为本0 

也变成了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 ∀ 

第三 !传统人学抛开社会历史的进程 �将孤立 

的 !抽象的/ 人自身0的某些特有属性规定为人的本 

质 � 这就决定了/ 以人为本0停留于历史之外的尴尬 

处境 ∀

自从古希腊苏格拉底提出/ 认识你自己0这一著 

名问题以来 �哲学家们一直在追问和反思/ 人是什 

么0 ∀许多哲学家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 � 但从总 

体上说 � 还是肤浅的 !片面的 ∀可见 � 人类连/ 认识你 

自己0的任务都没有完成 � 又如何能实现以/ 自己0为 

本呢 � 

第一 � 没有从实践角度来认识人 ∀ 在人类思想 

史上 � 尽管也有人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特性 � 如墨子 

认为人类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能用劳动养活自己 ∀ 

他说 �禽兽依靠自然界而生存 �/ 衣食之财 �固已具 

矣 ∀今人与此异者也 �赖其力者生 �不赖其力者不 

生0 ≈�� ∀这里的/ 力0即指劳动 ∀ 美国科学家富兰克 

林认为/ 人是能制造工具的动物0 ∀ 黑格尔看到了 

/ 劳动0 � 但他的错误在于 �他/ 唯一知道并承认的是 

抽象的精神的劳动0 ≈������� ∀黑格尔只是在抽象的范 

围内把劳动看作是自我创造的活动 ∀可见 �中西方 

的思想家们只看到了通过劳动实现物质形态的变 

化 !社会财富的增加以及直接目的的实现 � 却都没有 

看到劳动的改造和革命意义 � 没有看到劳动的异化 � 

没有看到阶级社会中人在生产方式中矛盾和对抗 ∀ 

所以 � 也就无法通过人的劳动来实现/ 以人为本0 ∀ 

第二 � 没有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认识人 ∀ 荀子 

曾说 � 人/ 力不若牛 �走不若马 �而牛马为用 �何也 � 

曰 � 人能群 � 彼不能群也0 ≈��王制� ∀这里的/ 群0就是指 

人能按一定的等级和分工关系组织起来 ∀ 可见 �荀 

子是从社会政治等级意义上将社会性看作人的特 

性 ∀在古希腊 � 德谟克利特认为人是可以受教育的 � 

人的本性是可以通过教育和训练而改变的 ∀后来亚 

里士多德明确提出 � / 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0 ≈����� � 

素朴地猜测到了人的社会属性 ∀欧洲近代哲学大都 

涉及到了人的本质的社会性 ∀如培根认为人的本性 

有自然本性和社会本性之分 � 社会本性是人的本质 ∀ 

洛克认为人是有理智和语言的过社会生活的动物 ∀ 

费尔巴哈认为只有社会的人才是人 � 人是文化 !历史 

的产物 ∀应该说 �这些思想家看到人的社会性是可 

贵的 ∀但是都脱离了人的生产劳动 �离开了生产劳 

动中所形成的经济关系 � 而往往是从政治关系 !自然 

关系 !情感关系等来理解人的社会性 ∀ 这种理解既 

不能说明人的社会性为何产生 �也不能说明人的社 

会性如何发展 �更不能说明人的社会性在人的存在 

和发展中的巨大作用 ∀这种社会性不是在人的实践 

活动中所产生的社会性 �而是成为了人的一种先天 

的 !永恒不变的属性 ∀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人 � 宣扬人 

本主义 � 显然是抽象的 !不切实际的 ∀ 

第三 � 没有发现人的实践活动背后的真正动因 

是人的需要 ∀由于人每时每刻都把自身作为意识的 

对象 � 因而他的需要总是被意识到的需要 � 必然反映 

为他的意志 � 以欲望 !目的 !动机等主观形态而出现 ∀ 

这就使得人们往往/ 习惯于以他们的思维而不是以 

他们的需要来解释他们的行为0 ≈������� �把需要看作 

是人的意识和意志的产物 �看作是人的某种生理和 

心理感受 ∀他们看不到动机背后的真正动因 ) ) ) 被 

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客观需要 ∀由于没有发现 

实践活动的真正根源 �没有认识到需要的客观性 � 

/ 以人为本0往往不能贯彻到底 � 陷入空想 ∀ 

第四 !传统人学脱离人类实践的发展 � 纯粹直观 

地设想缺乏现实性和可操作性 !不符合/ 在历史中行 

动的人0的发展目标 � 这就决定了/ 以人为本0无法从 

理想回到现实的空想命运 ∀ 

在中西方人学发展史上 �很多思想家都提出了 

关于人的发展的理论 ∀ 如果不拘泥于文字 �人的全 

面发展的思想的萌芽 �还是很久远的 ∀ 中国古代学 

校的教育内容 �礼 !乐 !射 !御�驭� !书 !数等/ 六艺0 � 

就体现了对人的培养的多方面能力要求 ∀ 文艺复兴 

时期 � 人文主义者力图恢复古希腊/ 身心既美且善0 

的传统 � 提出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人的身心和谐发展 ∀ 

卢梭认为 � 全面发展的人就是智力 !独立生活技能得 

到培养 !训练和发展 �并了解自己的社会关系 �熟悉 

社会生活的人 ∀ 圣西门提出 �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人 

在物理 !数学 !艺术 !手工业和人类理智可及的一些 

重要部门等各个方面的发展 �他还把为一切社会成 

员创造最广泛的可能来发展他的全部才能 ≈������� 作 

为其终身全部工作的目的 ∀ 欧文认为 �人的全面发 

展就是每个人合理地利用自己的体 !智 !德 !行的能 

力 � / 在周围一切人得到高度康乐和幸福的基础上 � 

保证自己得到康乐和幸福0 ≈������ ∀德国古典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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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认为 � / 在种种冲突 !牺牲 !辛勤斗争和曲折复杂 

的漫长路程之后 �历史将指向一个充分发挥人的全 

部才智的美好社会 ∀ 0 ≈������� 黑格尔则认为 � / 社会和 

国家的目的在于使一切人类的潜能以及一切个人的 

能力在一切方面和一切方向都可以得到发展和表 

现0 ≈������ ∀ 

但是 � 中西方传统人学在探讨人的发展问题时 � 

哲学家们没有脱离抽象人性论窠臼 �没有脱离自身 

固有的社会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 �没有从社会 

角度对人及其人的全面发展加以理解 �也很少提及 

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 而只是进行纯粹直观地 !理想 

化的设计 � 始终拿不出可行的办法 ∀ 所以 � 他们不可 

能揭示人的全面发展的真正的科学含义和人的全面 

发展的规律 � 结果使人的全面发展多流于理想 � 缺乏 

现实性和可操作性 ∀这些思想往往成为一种缺乏现 

实性的泛泛议论 � 成为一种带有偶然性的思想闪光 � 

而没有现实的意义 ∀建立在这种理论基础之上的人 

的发展观必然也是空洞的 !虚幻的 !抽象的 �以这种 

理论为指导的 / 以人为本0必定无法逾越空想的命 

运 ∀ 

三 ! 马克思主义使/ 以人为本0 

由空想走向现实 

历史的车轮终究是前进的 �不成熟的理论也终 

究是要由科学的理论来代替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科 

学人学超越了传统人学的理论缺陷 � / 以人为本0便 

逐步走出了可能之域跨入了现实之域 ∀ 

� �回归生活世界的/ 现实的人0超越了对人的 

存在的抽象理解 �这是/ 以人为本0由可能性向现实 

性转化的前提 

人的存在问题是人学的前提性问题 �也是理解 

/ 以人为本0的一把钥匙 ∀ 马克思在5关于费尔巴哈 

的提纲6中 � 第一次对/ 抽象的人0展开了批判 ∀马克 

思指出 �费尔巴哈/ 撇开历史的进程 �把宗教感情固 

定为独立的东西 �并假象有一种抽象的 ) ) ) 孤立 

的 ) ) ) 人的个体 ∀ ,因此 �费尔巴哈没有看到 �−宗 

教感情. 本身是社会的产物 �而所分析的抽象的个 

人 � 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0 ≈������ ∀ 所以 � 要从费 

尔巴哈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 !活生生的人 � 就必须把 

这些人当作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研究 ∀ 对抽象的人 

的崇拜 �必须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 

来代替 ∀ 

在5德意志意识形态6中 �马克思对/ 抽象的人0 

提出了更明确的批判 � 费尔巴哈/ 从来没有看到现实 

存在着的 !活动的人 �而是停留在抽象的−人. �并且 

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 !单个的 !肉体 

的人. 0 ≈������ ∀在5形态6中 � 马克思还对/ 现实的人0 

作了具体说明 � / 现实中的个人 � 也就是说 � 这些个人 

是从事活动的 � 进行物质生产的 � 因而是在一定的物 

质的 !不受他们的任意支配的界限 !前提和条件下活 

动着的0 ≈������ ∀ / 现实的人0既是感性的对象 �更是 

感性的活动 �是在现成的和他们自己所创造出来的 

物质生活条件中活动和表现他们自己的 ∀ 不同历史 

条件下的人是不同的 �同一历史条件的人因所处的 

社会环境不同也是有差异的 ∀ 

马克思所批判的/ 抽象的人0要么是湮没于上帝 

的纯粹思辨的对象 �要么是湮没于自然的纯粹直观 

的/ 生物人0 � 这种/ 人0是远离生活世界的/ 人0 � 缺乏 

现实生活的丰富性 ∀ / 以人为本0如果停留于以抽象 

的人为本 � 那么/ 以人为本0也同样会远离生活世界 � 

缺乏具体的 !现实的价值意义 � 变成抽象的空洞的口 

号 ∀马克思所说的/ 人0是现实的 !在历史中行动的 ! 

从事实践活动的人 ∀ 这种/ 人0是实实在在的/ 感性 

对象0和/ 感性活动0的统一体 ∀ / 现实的人0代替/ 抽 

象的人0 � 以现实的人为本同时也就代替了以抽象的 

人为本 ∀/ 以人为本0只有回归到/ 现实的人0的主体 

维度 � 才具有了真实的价值主体 � / 以人为本0才具有 

实践意义和价值意义 ∀可见 � / 现实的人0是/ 以人为 

本0由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的前提 ∀ 

� � / 人是目的和工具的统一0超越了对人的价 

值的片面认识 �这是/ 以人为本0由可能性向现实性 

转化的条件 

人的价值问题是人学的主要问题之一 ∀ 马克思 

认为 � 人是宇宙中惟一既是主体又是客体的事物 �人 

是主体作用和客体价值的统一 �体现在价值上就是 

人作为目的和工具的统一 ∀ 作为工具的人是/ 以人 

为本0的现实力量 � 作为目的的人是/ 以人为本0的目 

标指向 ∀马克思说 � / 每个人为另一个人服务 �目的 

是为自己服务 �每一个人都把另一个人当作自己的 

手段互相利用 ∀这两种情况在两个人的意识中是这 

样出现的 � ���每个人只有作为另一个人的手段才能 

达到自己的目的 � ���每个人只有作为自我目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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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存在�才能成为另一个人的手段�为他的存在� � 

���每个人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 � 而且只有成为手段 

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只有把自己当作自我目的才 

能成为手段0 ≈������� ∀个人既有自身的需要 �又要以 

自己创造活动的成果满足自身 !他人和社会的需要 ∀ 

个人需要的满足既要依靠自身的活动 �又要依靠他 

人和社会的活动 �依靠社会提供保障 ∀ 人不能只是 

目的或只是工具 ∀ 人只是目的 �人就根本无法达到 

目的 !成为目的 �人只是工具 �人就失去了人之为人 

的价值 � 变成了自然和社会的奴仆 ∀ 

可见 � 马克思超越了康德的/ 人是目的0的结论 

而达到了/ 人是目的和工具的统一0的认识 �避免了 

作为目的的人和作为工具的人的分裂与对立 �建立 

在这种认识基础之上的/ 以人为本0也就具有了现实 

性 ∀人的工具性和目的性永远是不可分离的 �离开 

人的工具性而片面的强调其目的性 � / 以人为本0就 

失去了其实现的手段 �离开人的目的性而片面的强 

调其工具性 �/ 以人为本0就失去了对象 ∀ 如果一部 

分人只是另一部分人的工具 �那/ 以人为本0就可能 

变成以少数人为本 � 以某一阶级 !某一阶层为本 ∀只 

有当人同时作为/ 目的0 和/ 工具0 存在时 �/ 以人为 

本0才既具有了行为主体 �又具有了价值指向的对 

象 �才不会导致用一部分人的积极性压制另一部分 

的积极性 ∀因此 �作为工具的人和作为目的的人的 

统一是/ 以人为本0由可能性向现实性跨越的条件 ∀ 

� �人的生成本质超越了对人的本质的形上独 

断 � 这是/ 以人为本0由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的基础 

/ 人的本质0问题是人学的核心问题 ∀能不能正 

确/ 认识你自己0 �这直接决定/ 以人为本0能不能成 

为现实 ∀马克思超越前人的地方在于 �他紧紧抓住 

现实的人的对象性活动 �提出了人的多重本质的科 

学人学思想 � 推动/ 以人为本0由可能变为了现实 ∀ 

第一 � 马克思扬弃了黑格尔的/ 抽象的精神的劳 

动0 � 从实践的基础上揭示了人的类本质是/ 自由的 

自觉的活动0 ≈������ ∀这一思想明确提出人的生命活 

动具有特有的方式 � 即实践或劳动 ∀ 马克思认为 � 人 

的生命活动的生产与动物的生命活动的生产之间有 

着本质的区别 ∀ / 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 

尺度和需要来建造 �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 

尺度来进行生产 �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自己内在 

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 � 因此 � 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 

造0 ≈������ ∀人在生产活动中可以将自然界和自身当 

作认识和改造的对象 �既改造自然界 �也改造自身 ∀ 

人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 !有目的的和能动的 � 因而 

也是全面的 !不断超越的 � 是自由自觉的 ∀ 

马克思认为 �劳动或实践是人的本质 �而/ 以人 

为本0首先应该表现为一种实践精神 � 通过实践 � / 以 

人为本0才会变成具体的行动 � / 以人为本0才可能建 

立在可靠的现实基础之上 � 建立在社会历史的/ 基本 

条件0和/ 基本事实0之上 � 离开了人的实践 � / 以人为 

本0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 ∀ 所以 �只有提升/ 实 

践0在推行/ 以人为本0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 / 以人 

为本0才有可能实现从空想向现实的跨越 ∀ 马克思 

还认为人的真正本质是/ 自由自觉的劳动0 �这种本 

质的实现内在地要求尊重人的尊严 � 实现人的价值 � 

满足人的合理需要和利益诉求 �也就是要 / 以人为 

本0 ∀这就是说 � 在自由自觉的活动中是应该而且必 

须坚持/ 以人为本0的 ∀ 

第二 � 马克思突破传统的限制 � 从/ 社会关系0出 

发揭示了人的社会本质 / 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 

和0 ≈������ ∀人类社会存在两种关系 �自然关系和社 

会关系 ∀人的本质离不开同自然的关系 �但更重要 

的是由社会关系决定的 � 一切现实的人都是/ 一切社 

会关系的总和0 ∀在社会关系中 � 生产关系是最主要 

的关系 � 是/ 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 

系0 ≈����� ∀人们在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形成政治 !法 

律 !道德 !宗教等等复杂的社会交往 �它们从不同侧 

面 !不同层次映现着人的本质 ∀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 � 社会关系是人的本质 � 而构 

成人的本质的社会关系是丰富多彩的 �/ 以人为本0 

的实现也必须从社会关系尤其是从生产关系入手 � 

通过调整 !丰富 !变革生产关系 �并在次基础上再进 

一步调整 !丰富 !变革政治关系 !家庭关系 !伦理道德 

关系 !宗教关系 �才能充分发挥主体的价值和作用 � 

充分展示主体的本质力量 � 这才是真正地坚持/ 以人 

为本0 ∀ 可见 �对人的社会关系本质的认识是推动 

/ 以人为本0由可能向现实跨越的关键一环 ∀ 

第三 � 马克思进一步深刻揭示了实践活动背后 

的真正动因是人的需要 �指出/ 人的需要即人的本 

质0 ≈������� ∀马克思说 � / 我的劳动满足了人的需要 � 

从而物化了人的本质 �又创造了与另一个人的本质 

的需要相符合的物品 ∀ 0 ≈������ 在这里 � 人的需要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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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质是作为同一概念来使用的 ∀ 马克思还指出 � 

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 �人们为了生活首先需要 

衣 !食 !住以及其它东西 � 因而必须投身于生产 � 第二 

个事实是 �得到满足的需要及其满足方式又引起新 

的需要 , , ∀这里 � 马克思不仅赋予需要以前提性 � 

而且赋予它以普遍性 !永恒性和能动性 ∀ 人的一切 

需要是由社会产生的 �由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所决 

定的 �整个人类发展史也就是一部人的需要即人的 

本性的不断改变和发展的历史 ∀ 

马克思将人的需要与人的本质联系在一起 �明 

确地揭示了贯彻/ 以人为本0必须考虑人的需要这一 

因素 � 满足人的合理需要是/ 以人为本0题中应有之 

义 ∀人的需要是人的内在的质的规定性 �是人之为 

人的原因和根本 �是人全部生命活动的最终动力和 

内在根据 ∀人的一切活动无非是要使自己的需要得 

到满足 � / 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 

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 �他就什么也不能 

做0 ≈������� ∀漠视或者背离人的合理需要来谈/ 以人 

为本0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 以人为本0 � 甚至恰恰走 

向了/ 以人为本0的反面 ∀ 可见 �只有把满足人的需 

要与实践/ 以人为本0结合起来 �/ 以人为本0才会超 

越可能走向现实 ∀ 

总之 � 马克思在人类思想史上 � 第一次科学解答 

了人的本质这一千古之谜 ∀ 正是因为达到了/ 人类 

自己0的正确认识 � / 以人为本0才具备了由可能性向 

现实性转化的坚实基础 ∀ 

� �人的现实发展观超越了对人的发展目标的 

纯粹直观 � 这是/ 以人为本0由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 

的关键

人的发展问题是人学的根本问题 �是人学理论 

的归宿 ∀马克思在探讨人的发展问题时 �始终以唯 

物史观为理论基础 � 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 � 科学地阐 

明了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含义及其规律 �创立了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自由的现实发展观 ∀ 

在马克思人学视野里 �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包 

括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两个方面 ∀ 人的全面发 

展是指人的本质的全面丰富和展示 �是人对自身本 

质的全面占有 ∀ 人的自由发展是/ 建立在个人全面 

发展基础上的自由个性0的发展 � 也就是联合起来的 

个人共同支配他们的社会关系 � 共同驾驭外部世界 � 

从而使人得到自觉 !自愿 !自主的发展 ∀ 人的全面发 

展和自由发展是互为前提 !相互促进的 ∀ 人通过全 

面发展表现出人的发展的普遍性 !一般性 � 通过自由 

发展表现出人的发展的内在差异性 ∀只有个人普遍 

得到全面发展 �人类才能真正获得驾驭自然界和人 

类社会的自由 �成为自由发展的人 �同样 �也只有充 

分具备自由发展的条件 �才可能实现个人的全面发 

展 ∀ 

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 �这个过 

程实质上是人的历史的 !社会的实践活动的不断展 

开 ∀人的发展必须依次经过/ 人的依赖性阶段0 � / 以 

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级0 �最后达到 

/ 人的自由个性 �即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 阶 

段0 ≈������� ∀其中后一阶段以前一阶段为基础和前 

提 � 前一阶段为后一阶段的发展提供条件 ∀ 固然 � 

/ 在发展早期阶段 � 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0 � 而在资本 

主义私有制下 � 人的发展比以前片面 � 出现了物的世 

界的增值以人的世界的贬值为代价 �物的世界的全 

面发展以牺牲人的全面发展为代价的异化现象 ∀ 但 

是 � / 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 � 是可笑的 � 相信必须停留 

在那种完全空虚之中 �也是可笑的0 ≈������� ∀ 只有以 

第二阶段为基础和条件 �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才有 

可能 ∀正是因为在人趋向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过程 

中 � 人的发展会在第二阶段出现人的异化和片面畸 

形发展 ∀因而 �马克思将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 

同社会的改造 !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变革即人的社 

会实践活动联系起来 � 认为只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 � 

消灭私有制 � 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 � 消灭旧式分 

工等条件 � 才能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 ∀ 

/ 以人为本0的终极追求是人的发展 �是否有利 

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衡量/ 以人为本0究竟是空想 

还是科学的试金石 ∀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家们由于不 

懂得人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不懂得人的 

实践活动在改造社会和自身中的重大意义 �他们只 

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人 �他们脱离历史的发展纯粹 

直观地设计一些缺乏现实性和可操作性的发展目 

标 � 割裂了社会历史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内在关联 ∀ 

所以 � 他们的人本思想最后都陷入了空想 ∀ 而马克 

思人学认为根本的问题不在于解释人 �而在于改造 

人 !解放人 � 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人在改造自身 

的实践活动中 �在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过程 

中 � 必然要求满足人的需要 !尊重人的尊严 !实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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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值 � 真正做到/ 以人为本0 � 这才是马克思人学的 

价值目标 ∀马克思人学的创立 �就是为了给人们提 

供一个认识自己 !改造自己 !实现/ 以人为本0的强大 

精神武器 ∀由此可见 �只有当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由 

理想变为现实 � / 以人为本0才最终实现了由可能到 

现实的跨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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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敦华 �现代西方哲学新编≈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 卷�≈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 卷�≈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 

≈��  墨翟 �墨子 # 非乐上≈ ↑  �太原 �山西古籍出版社 ����� �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 卷�≈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 

≈��  亚里士多德 � 政治学 ≈ ↑  � 北京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 �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 卷�≈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 

≈��  圣西门 �圣西门选集�下�≈ ↑  �北京 �商务印书局 ����� � 

≈��  欧文 �欧文选集�第 � 卷�≈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 

≈��  康德 �摘引自李泽厚 �批判哲学的批判≈ ↑  �北京 �人民出版 

社 ����� � 

≈��  黑格尔 �美学�第 � 卷�≈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 卷上� ≈ ↑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 � 

≈��  列宁选集�第 � 卷�≈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 卷�≈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 

♦∏⊆ℑ∈2∉ ⊃ ⊕∈ ℑ  ⊃ ∉∈ �∅  ∉⊆ ∪ ⊃   ∉ ∧ ∅ℑ∈ ℑ ∧  ∉  ⊕ℑ ⊂ ⊃  ∧ 

≤ ♦ ∞→ ≥∪∏ 2∩∏ ℑ∈∩ 

�⁄∠ ℑ   ⊆⊕ ∈∉∅ °∪ ⊃ ⊂∉ ∉∠∪∧ � ♦ ∏∈ℑ∈ ° ∉√⊃ ∈℘ ⊃ ℑ ⊂ °ℑ   ∧ ≤∉⊂ ⊂⊕ ∩⊕ ∉∅ ≤ °≤ � ≤ ∪ℑ∈∩  ∪ℑ ������ � ≤ ∪ ⊃ ∈ℑ� 

ϒℜ   ℑ℘  �× ∪⊕  ⊕ ⋅⊕  ⊕ ∠ ⊂⊕∈ ⊃ ∅∏ ⊂  ∪∉∏∩∪  ∉∅ ∪∏⊆ℑ∈2∉ ⊃ ⊕∈ ℑ  ⊃ ∉∈ ⊃ ∈  ∪⊕ ≤ ∪ ⊃ ∈⊕  ⊕ ℑ∈⊗ ⋅⊕   ⊕  ∈   ℑ⊗ ⊃  ⊃ ∉∈ℑ ⊂ ℘ ∏ ⊂2 

 ∏  ⊕� ′∏ ∠ ⊂⊕∈ ⊃ ∅∏ ⊂  ∪⊕∉ ∧ ⋅ℑ∈∉⊕∇∏ ℑ ⊂  ∉ ⊆ℑ  ∏  ⊕ ∪⊕∉ ∧ �≥⊃ ∈℘ ⊕ ∪⊕∉ ∧ ∉∅ ∪∏⊆ℑ∈2∉ ⊃ ⊕∈ ℑ  ⊃ ∉∈ ⊕⊆⊕  ∩⊕⊗�ℑ 

ℑ ∠∉  ⊃ ℜ ⊃ ⊂ ⊃  ∧ � ∪ℑ⊗ ⊕¬⊃   ⊕⊗� ♦ ∉⋅⊕√⊕ �∠∉  ⊃ ℜ ⊃ ⊂ ⊃  ∧ ⋅ℑ∈∉⊕∇∏ℑ ⊂ ∉  ⊕ℑ ⊂ ⊃  ∧ � ↓∈⊂∧ ⋅∪⊕∈ ℑ℘  ∏ ℑ ⊂ ∪∏⊆ℑ∈  ∏  ∠ℑ 2 

 ⊕ ℑℜ   ℑ℘ ∏∈⊗ ⊕    ℑ∈⊗ ⊃ ∈∩ ∉ ⊆ℑ∈π⊕¬⊃   ⊕∈℘ ⊕�ℑ∈⊗ ⋅∪⊕∈  ∪⊕∏∈⊃  ∧ ∉∅ℑ ⊃⊆πℑ∈⊗ ⊆⊕ ℑ∈ π √ℑ ⊂∏ ⊕ ∏  ∠ℑ  ⊕ ∏∈⊃ 2 

⊂ℑ  ⊕  ℑ ⊂  ⊕ ℘ ∉∩∈⊃  ⊃ ∉∈  ∉ ⊆ℑ∈π √ℑ ⊂∏ ⊕� ℑ∈⊗ ⋅∪⊕∈ ∪∏⊆ℑ∈π  ⊃ 2⊕   ⊕∈℘ ⊕  ∏  ∠ℑ  ⊕  ⋅ ∉∈∩ ⊇ ∏⊗∩⊕⊆⊕∈ ∉ ∪∏⊆ℑ∈π 

⊕   ⊕∈℘ ⊕�ℑ∈⊗ ⋅∪⊕∈ ℑ℘  ∏ ℑ ⊂ ∉∏  ⊂∉∉⊄ ∉∅ ⊗ ⊕√⊕ ⊂∉∠⊆⊕∈ ∏  ∠ℑ  ⊕  ∪⊕ ⊕ ∅ℑ∈ ℑ ∧  ∉ ∪∏⊆ℑ∈π∉ℜ ⊇ ⊕ ℘  ⊃ √⊕ ∉∅ ⊗ ⊕√⊕ ⊂∉∠2 

⊆⊕∈�℘ ℑ∈ ∪∏⊆ℑ∈2∉ ⊃ ⊕∈ ℑ  ⊃ ∉∈  ⊕ ℑ ⊂ ⊃ ∨⊕ ∪⊕⊂⊕ ℑ∠ ⊗ ⊕√⊕ ⊂∉∠⊆⊕∈∅  ∉⊆ ∠∉  ⊃ ℜ ⊃ ⊂ ⊃  ∧  ∉  ⊕ ℑ ⊂ ⊃  ∧ � 

↔ ⊕∧ ⋅∉ ⊗ �⊆ℑ  ⊃ ¬ ∪∉⊆⊃ ∈∉⊂∉∩∧ � ∪∏⊆ℑ∈2∉ ⊃ ⊕∈ ℑ  ⊃ ∉∈ �  ℑ⊗ ⊃  ⊃ ∉∈ℑ ⊂ ℘ ∏ ⊂ ∏  ⊕�∠∉  ⊃ ℜ ⊃ ⊂ ⊃  ∧ � ⊕ℑ ⊂ ⊃  ∧ 

≈编辑 � 颜关明 

# � � � # 第 � 期                     陈曙光 �以人为本 � 由空想到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