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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论 文 摘 要 
 

人性问题是马克思人学思想的基础和核心问题，对于时代和社会而言它

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马克思在唯物史观

的指导下，引入具体性、实践性的观点理解和阐述其人性观，从而改变了以

往哲学家的抽象的、片面的人性观。本文比较全面地阐述马克思人性观的内

容，并对人性与人的本质两个概念进行了区别，以廓清当前理论界对马克思

的人性和人的本质的某些不恰当的理解。本文共有以下章节： 

引言简述我国理论界对马克思的人性观的研究现状，及本课题对于我国当

代社会的指导意义。 

第一章 简要概括马克思的人学思想在马克思的整个思想体系中的地位

和基本情况，简述马克思的人性观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对马克思人学思想中

的一些容易混淆的基本概念进行了区别。 

第二章 对人性的共性和个性作了简要分析，分别从自然属性、社会属性

和精神属性三个方面对马克思的人性观进行分析和研究。并对最根本的人性，

即人的本质是劳动进行梳理和探析。 

结束语对全文作了一个总结，说明研究马克思的人性和人的本质观的重

要性，以期有助于更好地解决当代我国社会发展中的人的问题。 

 

 

关键词：马克思；人性；人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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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I

 

Abstract 
 

The problem of human nature is a base and core problem of Marx’s 

homonology, face to times and society, it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theory problem, 

but an important reality problem. Marx understood and elaborated the thought of 

human nature with materialism methodology and viewpoint, quoted concrete and 

practicality in the thought of human nature, so change before philosopher’s 

abstract and one-sidedness. Marx’s thought of human nature is science and 

overall. This thesis discussd the content of Marx’s thought of human nature in a 

systematic and overall way, distinguished the concept of human nature and 

human essence, so clear up the dispute about it  in today’s research field of 

human nature. 

I demonstrate it in sections.  

Foreword, I expounded simplified today’s research condition about it, and 

explained the aim of this thesis in brief. 

Chapter I, I introduced the condition about Marx’s homonology, give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form and development of Marx’s thought of human nature, 

distincted the basic concept. 

Chapter II, I analysed the general and specific character of the human nature, 

distinguished the basic concept ,discussed the content of  natural property、

social property and spiritual property, proofed Marx’s thought of human nature 

systematicly from this three property. Finally,I discussed “Labor is human 

essence”. 

Concluding remarks explained that it is important to researching Marx’s 

thought of human nature, and then solved the problem of human in the society 

development of China in a better way.     

 

Key words: Marx; human nature; human ess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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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人是什么？人性是什么？人的本质是什么？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和哲学

家争论了几千年，他们都试图对这一“司芬克斯”之谜做出回答。他们对人

性和人的本质的理解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在马克思之前的

哲学家们看不到实践的作用，离开人的社会实践去考察人性和人的本质，因

而总是不可避免地陷入对人性和人的本质的抽象理解。与此相反，马克思引

进了具体的和实践的观点，从而合理地、科学地规定了人性。 

 

一、我国理论界对于人性研究的基本情况简介 

由于长期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影响，建国初期“人性”在我国理论界成了

一个令人忌讳的问题。阶级论与人性论似乎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同

义词。其实，阶级性是人性的特殊表现，是阶级社会里的具体人性。把阶级

性和人性对立起来，就是把特殊与一般对立起来，是违反唯物辩证法的。粉

碎“四人帮”以后，人性研究的禁区被打开了。但是，对于人性的理解仍然

存在着许多争议与分歧。人性问题在我国成了一个混乱、难解的问题。① 

70年代末至今，我国学术界掀起了一场人学研究的热潮。该热潮分三

个阶段，从 70年代末到 80年代初，主要是批判“四人帮”对人性的摧残，

重新探讨人性、人道主义问题；80年代中期，主要从文化、人权、人的主

体性等方面研究人的具体问题；②90 年代至今则主要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下人的问题，并从人学的角度来综合研究人的问题，试图建立

                                                        
① 人民出版社编辑部编．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人性、人道主义问题讨论集． 人民出

版社， 1981年版， 第 84页． 

② 杨金海．人的存在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自序注释第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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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较为系统的人学理论体系。①人学热不仅反映在哲学界，也反映在文学

界、艺术界、法学界、伦理学界等。这样，人学研究有了一定的进步和发

展，表现出了一派繁荣景象。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从讨论的情况看，

许多文章或是被“具体的人性”，“抽象的人性”这类似是而非的提法弄得

不敢理直气壮；或是在人性、社会性、阶级性这三者纠缠不清的关系中踏

步不前；或是在关于人性、人的特性、人的本性、人的属性、人的本质等

重要概念上陷于混乱。甚至有人把这几个概念互通理解，特别是把“人性” 

当作“人的本质”，说“所谓人性就是人的本质”。笔者认为这种状况，与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关于“人性”、“人的本质”的概念的各种提法有一定

的关系。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说“自由的有意识的

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②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又说：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在谈到

人的本性时，马克思又有这样的论断：“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④弄清

楚马克思关于人性、人的本质的含义的种种提法的精神实质及其内在联系，

不仅对于廓清人学研究的思想混乱是迫切的，而且是探讨马克思的人性和人

的本质的有益线索。 

 

二、马克思的人性观对于我国社会的现实指导意义 

马克思的人性思想不仅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

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 

我国的改革开放对于社会主义是一个新课题，它需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

义的基本原理，从中国实际出发，去探索和创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① 韩庆祥．90年代人学研究述评．教学与研究，1996年第 1期，第 36页． 

②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第 57页．  

③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1995年版，第 5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卷，1965年版，第 5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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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是我国社会经济制度与运行机制的创新。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

的主体，人的素质直接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状况，直接关系到我国

的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必须对马

克思的人性观加以全面、深入的理解和研究，在正确肯定人在现代化建设中

的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塑造出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的新人。马克思

彻底地批判了人道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理论和资产阶级的虚伪性，同时又继

承了其中关于尊重人的价值、主张人性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实现人类解放等

思想精华，创造了全面、科学的人性观。马克思的人性观与我国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中的许多实际问题都是密切联系的，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

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引言对建国以来我国理论界对于马克思人性观的研究情况，及马克思人

性观所具有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做了简要的论述。本文对马克思的人学中

的“人性”和“人的本质”，两个概念的联系和区别进行分析；对马克思关

于人性和人的本质的思想作一些梳理和探索，希冀有助于对马克思的人性和

人的本质观的理解和研究。 

由于学生学识浅陋、在论文写作过程中，被基本概念所困扰，对一些经

典语句的理解不够深刻全面，一直存有疑惑和不解，始终未有豁然开朗的感

觉。因此，在阐述、论证中势必有疏漏和错误之处，敬请各位老师批评指导，

学生将虚心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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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马克思的人性观的形成和发展 

 

人性与人的本质问题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话题，也是马克思的人学理

论的核心和基础问题。在马克思之前，一些哲学家虽曾提出过一些有价值的

思想，但都没有达到对人性和人的本质的科学理解。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除了历史的原因、时代的局限外，仅仅是由于研究的角度和认识的方法不同，

得出的结论也是各异的。而马克思在实践的基础上，运用科学的方法，深刻

揭示了人性和人的本质，为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而

开辟了人学研究的新方向。 

                     

第一节  马克思的人学 

 

马克思非常重视对人的研究，其整个思想体系中包含着丰富的人学思

想。但马克思并没有提供一个相对完整的人学理论体系，他的大量深刻而重

要的人学观点，包含在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

论中，散见于他前后时期的著述中。比如，他认为，自然界是人表现其内在

本质力量所需要的对象；劳动是人的内在本质力量的自我确证；社会历史无

非是人是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自然科学通过工业实践进入人的生活，为人

的解放做准备；共产主义是人的解放的社会形式，其基本原则是每个人自由

而全面的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无非是人的发展的两个不同的方面；个人

能力充分发展是最大的社会财富和社会生产力，等等。①马克思总是从“物”

的东西的深层和背后，力图揭示出人和自然、人和社会、人和人的关系，及

                                                        
① 韩庆祥．马克思人学思想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 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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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和人的本质所在。可见，马克思在人学史上的贡献，不在于他是否提供

了一个完整的人学理论体系，而在于他使人学成为一种科学，并提供了一系

列具有重要意义的基本思想和方法。 

正因为马克思的人学思想，在马克思的著作里并不集中和系统，“国内

外学术界有一种意见认为，马克思拒斥人的学说，马克思的思想中不包括人

学思想，不存在马克思主义人学这样的问题”①认为马克思哲学是“人学空

场”。因此，笔者就要抱着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态度，来理解和研究马克

思人学理论中的核心和基础问题——人性和人的本质问题。也就是说，要尽

量避免主观臆断，而应以马克思的著述为依据，力图反映和忠实于马克思人

学思想的本来面目。理解了马克思在人性和人的本质问题上的真实观点，这

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意义。当然，还不能拘泥于一些具体的文字，要力图揭示

其内在的精神实质。 

 

第二节  马克思的人性观的形成和发展 

 

马克思的人学思想是在批判继承前人关于人的学说的基础上形成和发

展起来的。最主要的是在批判继承以往人道主义传统并吸收了同时代思想家

的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在他所进行的革命实践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  

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经历了一个由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转化过程。这个变

化是从 1842年《莱茵报》时期开始，到 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完成。1841 年马克思写作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

然哲学的差别》时持的是唯心主义观点。该年 7月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不同地

点同时研究费尔巴哈新发表的文章《基督教的本质》。马克思、恩格斯都深受

费尔巴哈著作的启发，转向了唯物主义。因此，马克思的人学思想也经历了从

                                                        

① 袁贵仁．马克思的人学思想．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 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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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唯心主义到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再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演变过程。 

《博士论文》（1839年初—1842年 3月）是马克思的第一部哲学著作，

它鲜明地表现了马克思对于人的问题的关心。论文探讨的是德谟克利特的自

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之间的区别。马克思由“原子的本性是自由”

得出由原子构成的人的本性也是自由的。此时，论文持的是黑格尔的唯心主

义观点。论文的主要目的是要阐明人与环境的关系，以便通过改造环境来争

取人的自由。 

1842 年《莱茵报》时期，马克思为《莱茵报》写了关于出版自由问题的

政治性文章，提出“不仅用矛头而且用斧头”为自由而战斗。马克思原来接受

黑格尔关于人性的理解，也认为人的本质是理性。马克思在省议会辩论中，维

护人民利益，批判普鲁士封建国家，将理性具体化为自由，认为自由是人所固

有的本性。在谈到出版自由问题时，马克思说：自由应当扩展到全体人民，全

体人类，因为自由本来是人的特性。此时，马克思开始向唯物主义转变。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的人学思想建立在彻底的唯物主义

立场上，在人的问题上与黑格尔划清了界限。马克思指出：“‘特殊的人格’

的本质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体的本性，而是人的社会特质。”
①
显

然，此处的人的特殊社会本质不是费尔巴哈所说的人的自然属性，而是人的

社会属性。马克思把被黑格尔颠倒了的国家与理念、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

间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马克思提出现实的人的理性，与黑格尔的所谓国

家合乎理性有根本区别。马克思说：“人也只有在自己的类存在中，只有作

为人们，才能是人格的现实的理念。”
②
这样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国家不再是

理性抽象的产物，而是现实的人的创造物；同样，理性也不再是人的本质，

而是人的属性之一。这是马克思的人学思想的一大进步。 

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对鲍威尔把国家摆脱宗教这一资产阶级

                                                        
①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卷，1956年版，第 270页．   

②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卷，1956年版，第 2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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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主义的有限要求提高为一般人的解放的目的进行了批判。马克思把关于

未来社会的观念第一次表述为人的解放，把资本主义取代封建制度称作政治

解放。认为政治解放为人的解放创造前提。“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

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变成市民社会的成员，变成利

己的、独立的个人，另一方面把人变成公民，变成法人。只有当现实的个人

同时也是抽象的公民，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人劳动、

自己的个人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

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

成。”
①
在这里马克思把人的本质具体到生活、劳动和社会关系问题上，显然，

是唯物主义的人性论。 

在 1844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第一次阐述了工人

阶级的历史作用的论点。这一认识标志着他最终转到共产主义。马克思在此

处把社会的改造与人的发展问题联系起来，把社会的改造作为人的发展的手

段看待，因为“人并不是抽象地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

就是国家，社会。”
②
马克思大声疾呼：“运用物质的武器和理论的武器，双

管齐下，进行批判战斗”，“必须推翻那些使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

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
③
马克思此时把人与社会、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

紧密地联系起来。提出了只有打破压迫、奴役人的社会关系，人才能获得解

放。这在马克思的人性和人的本质思想的形成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及以后著作中，认识到了停留在

从自我意识和人的类本质上来思考问题的局限性，认识到了只有从人出发、

从人的活动和物质生活及人所处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出发，才有助于分析

人性和人的本质，以便更好地解决人的问题。马克思将辩证法运用于人性问

                                                        
①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卷，1956年版，第 443页．    

②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1995年版，第 1页． 

③ 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恩格斯全．第 1卷，1956年版，第 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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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分析上，从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关系上把握人性。指出人不但是自

然存在物，而且是社会存在物和有意识的存在物。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从人的实践出发，指出人的本质

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样，完成了从抽象的人转向现实具体的人的关键

一步，做到了从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的统一中去把握人性。马克

思以实践的唯物主义克服了唯心主义，又超越了形而上学的旧唯物主义。 

从以上的简述中可以看出，关于人性和人的本质问题，从黑格尔到马克思，

整个思想进程是从黑格尔的理性人到费尔巴哈的有血有肉、有意志、有感情的

自然人，再到马克思的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之中具有现实、具体的人。马克思的

人性和人的本质理论是对以往种种人性和人的本质理论的扬弃。人性和人的本

质理论几经曲折回旋，终于在马克思这里得到了唯物、科学、全面的解释。 

 

第三节  基本概念的厘清 

 

要理解和研究马克思的人性和人的本质思想，首先要对人性和人的本质

的概念加以理解。因为在对马克思的人学思想的研究中，人们对他关于人性

和人的本质的思想的理解分歧较大。这是导致理论纷争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因此，就有必要弄清楚马克思关于人的属性、人性、人的本质、人的本性这

些马克思人学的基本概念的区别和联系。 

 

一、人的属性、人性、人的本质 

人的属性是一个外延最大的概念，指人的全部属性，即指人在与他人和

他物发生关系时表现出来的人的属性，它只能在关系中存在。①人的属性是

                                                        
① 韩庆祥．哲学的现代形态——人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第 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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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层的东西，属于存在的范围，包括人的一切性质、特征、特点等。 

第二个层次的人的基本属性，就是人性，人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各种

特性或属性的总和与概括。”①人性有很多，如，人的需要、思维、语言、审

美、劳动等等。 

人性和人的本质包括人与动物的共性和人的特性，是更深层次的东西。也

是人的属性，但同其他属性相比，它们能表明人之所以为人并且区别于其他动

物。人性和人的本质是人的基本属性。人性和人的本质在历史上是不分的，在

中国历史上，“人性”实际上往往被理解为“人的本质”。如果把人的本质理解

为根本的属性，而人性是人的许多基本属性，则可以澄清许多理论上的混乱。 

第三个层次是“人的本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最根本特性，即人的

本质属性。”②人的本质只有一个，是人的最基本的属性或最基本的人性，它

是人性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人的属性、人性、人的本质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人的属性”、“人性”与“人的本质”的关系图 

 

人的属性可以分为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作为血肉之躯，人

与其他高等动物一样具有多种自然属性和本能，但不能把人的自然属性和本

                                                        
① 冯 契主编．哲学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 18页．   

② 冯 契主编．哲学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 26页． 

人的属性

人性 

人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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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等同于其他高等动物的自然属性和本能，因为人的有些自然属性和本能是

其他高等动物所没有的，而那些为其他高等动物所没有的自然属性和本能是

在社会中表现出来的，不能不带有社会的印记。也只有带有社会印记的人的

自然属性才能把人和其他动物区别开来，才是人性，如手足分开、直立行走、

人脑等，但这些属性也是在与社会属性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① 

任何一个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都能把人和其他动物区别开来，这种属性

就是人性，如思维、语言、审美、社会交往等等。某些动物也有社会组织，

也有心理活动，但都属于本能或自然的范围，同人的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是

有本质区别的。人性都是社会的产物，都是后天的。 

 

二、人的本性、人性、人的本质 

在马克思那里，人的本性既与人的本质不同，又与人性不同。它主要“指

受人的肉体组织制约的、人与生俱来的和人本身不可或缺的规定性，是自然

而然地制约人的一切行为的原初特性。”
②
人的本性是和“天性”一词的含义

等同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明确把人的本质和人的本性区别

开来：交往形态以及个人的关系和社会关系“在意识中表现为从一般人的概

念中、从人的本质中、从人的本性中，从人的自身中产生的规定”。
③
此外，

当马克思谈到人的本性时，往往与人的自然欲望和生理需要以及天性联系在

一起，
④
当谈到人性时，又常和人的美好的品质相联系。可见，人的本性与

人的本质、人性是不同的。那种把人的本性等同于人的本质、人性的观点，

容易把人的本质、人性抽象化，把人的本性夸大化。 

在马克思那里，人的本性与人性、人的本质还有其联系的一面。人的本

                                                        
① 黄楠森．人学的足迹．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 58页． 

② 韩庆祥．哲学的现代形态——人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 3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卷，1965年版，第 199-200

页． 

④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卷，1972年版，第 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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