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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之一，在于对社会重大现实问题的哲学回答。马克思哲学紧紧围绕人的本质，提出人的解

放命题，即人类最终将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带来了充满活力的新中国，同时也把我

国带进了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矛盾凸显的并存期。人本价值的回归不应该是一种口号的宣传，而应该立足于社会现实，从

根本上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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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价值的回归，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基础，亦是社会主义的

本质价值取向。立足于中国国情，重温马克思对人的解读，从人、社会

这两个层级的视野来分析，我们发现以“人本价值的回归”为灵魂，以

“社会层级的改造”为切入点，实现两者间的积极互动，才能更好的解

决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种种障碍。

在物质利益充斥着市场经济的今天，行政价值取向是立足于

“物”，还是立足于“人”，是人为物服务？还是物为人服务？改革开放

30 年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物质世界的富裕并不

意味着生活的更加幸福。人们发现，精神空虚与堕落越来越严重，越

来越找不到归属感，似乎现实的社会越来越冷酷无情，到处充斥着市

场的无情的“经济人”，人不是越来越自由了，反而越来越受外界的控

制了。

重蹈资本主义将精神上的堕落换取相对丰富的物质生活吗？时

代呼唤人本价值取向的回归。

如何实现人本价值的回归呢？“马克思透过物与物的关系把握到

人与人的关系，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透视到资本主义的本质，从而揭

示了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经济或社会财富的

增长以牺牲个人的平等发展、自由发展和全面发展为代价。具体而言

就是：物对人的统治，人仅仅成为创造物质财富的手段，使人不能真正

发展；资本占有劳动，人成为资本的奴隶，使人不能平等发展；机器支

配人，人成为机器的一个零件，使人不能自由发展；分工限制人，使人

不能完整发展。”①马克思看到了物对人的统治，人成为资本的奴隶了。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始终围绕现实人的生活世界展开价值取向的

研究，处理好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处理好社会物质财富

与精神财富的关系。始终站在人本价值的立场来构思发展的思路，在

面临与人本价值这个根本的价值取向相违背的短暂的利益选择时，一

定要果断的放弃。

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今天，“以人文本”的价值取向被放在了十

分重要的位置，在当今社会主义价值取向中处于核心的统领地位，是

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灵魂。那么，实现人本价值的回归，应该从哪一

个角度来入手？

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他说：“人的

本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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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观点是十分明确的，不能将人看成一个只具有自

然属性的个体，而应该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考察人。而社会关系的生

成，其基础不是别的正是“社会的生产方式”。社会生产方式制约和影

响了人们的思想、感情、欲望等等一切可以称之为“上层建筑”的东西。

因此，“上层建筑”要获得解放，归根结底必须把它们从生产方式中解

放出来。而要做到这一步，立足中国的国情，当务之急就是对社会层

级结构加以改造。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行了深刻地批判，主要体现在他

的异化劳动的批判。他曾通过将人与动物的比较中形象地说明了异

化劳动的实质。“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

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

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他自己的生活对

他是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异化劳动把

这种关系颠倒过来，以至人正因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才把自己的生

命活动，自己的本质变成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③在这里，由于资

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资本家由于掌握了生产资料，迫使劳动者将劳动

成为谋生的手段，使劳动者成为自己劳动的对象。正是由于阶级的这

种对立，使得异化劳动得以存在。“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

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

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的地发挥

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是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吹残。”④

那么，对于社会主义的中国，阶级的对立已经消除，这并不表明现

阶段中国消除了异化劳动的根源。某种程度上，在我们的这样一个社

会主义国家，阶层之间的差距正在扩大，异化劳动正在形成和加深。

在中国，最突出的特点是“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两极分化，中坚阶

层不足。“弱势群体”常常得不到社会的保护，被迫的进行异化劳动。

农民工甚至连工资都拿不到，温家宝总理曾亲自帮助农民工讨工资，

由此可见农民工生存环境之差、权利保障之弱。

如果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了激活生产力

而采取的价值取向的话，那么改革开放 30 周年的今天，“公平优先，兼

顾效率”则应该得到本来应有的价值地位。“没有社会各阶层之间的

利益的合理调整和良性互动，没有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富裕，哪里有什

么和谐社会可言”⑤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展开的必然结果

才会是和谐社会的生成。我们决不允许社会阶层间的差距无原则的

拉大下去，这是从根本上违背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的。

人本价值的回归与社会层级改造，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的与手

段的两个层面，两者之间相互配合，才能让生活在社会主义中国的人

民生活得更加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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