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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共产党宣言》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伟大实践纲领，不仅对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

新历史观等进行研究，还从经济之人、政治之人、自由之人三方面对人进行了详细而又深刻的研

究，阐明了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及其状态，以及达成这一目标的路径选择，从而论

证了科学发展观这一科学构想的实践合理性。因此，《共产党宣言》中“人”的研究应该而且必

须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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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产党宣言》中是否有“人"

1．问题的缘起及其回答

《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中是否有

“人”的解答可以从马克思那里是否存在“人学空

场”的回答中得到。

自萨特提出“在马克思那里存在着一个人学

空场”这一论断后，马克思的人学研究便成为显

学，为各国学者所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阿尔

都塞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上的人道主义，是从

客观历史规律而非人学逻辑达到人的解放；罗马

尼亚的吉别安院士认为马克思先于舍勒把人学看

成独立的学科，从而力图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就

是人学等等，他们都试图说明马克思那里是充满

着人学理论的。这就间接地证明了标志着成熟的

马克思主义公开问世的著作——《宣言》中是应

该有“人”的。关于这一点，我国的研究是从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的，经过多年的研究，基本上

达成了共识：马克思全部学说的本质及其一生的

诉求就是人的解放，他对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

批判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解放，实现人的全面

自由发展。这一共识是通过研究马克思著作中有

关人的问题的论述达成的，即对《博士论文》、《黑

格尔法哲学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哲

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1857—1858年经济

学手稿》、《资本论》(第一卷)、《哥达纲领批判》

等著作研究得出的。

因此，从应有和实有的角度来看，《宣言》中

是否有“人”的解答是十分明了的。

2．《宣言》中“人”的确证

《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指出：“贯穿《宣

言》的基本思想：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

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

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

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

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

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

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

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

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

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

来。”【lJ252这一论断使得国内大多学者在对《宣

言》的研究上存在着一种思维定势，同时由于《宣

言》在传人中国的过程中，一方面受苏联教科书

体系式理解的影响，一方面要适应中国革命实践

的需要，因此，对《宣言》的研究比较偏重于阶级

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新历史观等方面，而对《宣

言》中的“人”发表意见的就很少了。其实，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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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话中可以发现“人”的存在，即当时社会是资产

阶级和无产阶级并存并且相互斗争的资本主义社

会，而共产主义的来临则是无产阶级实现了对资

产阶级的伟大胜利。

同样，对《宣言》正文部分，大多学者认为第

一章阐述的是阶级斗争理论，第二章阐述的是无

产阶级专政理论，第三章、第四章阐述的是非无产

阶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对于各种反对

党派的态度。这里主要是新历史观和共产主义学

说的内容，好像并没有“人”的踪影，但并不能以

此来否定《宣言》中有“人”。事实上，正文内到处

是充满着“人”的，最为明显的就是正文章名，无

论是“资产者和无产者”，还是“无产者和共产党

人”，乃至“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它

们都与“人”密切相关，是阶级关系中的人；再仔

细阅读各章内容，就会发现各章内容是无时无处

不谈“人”的，如第一章揭示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

级的产生根源与历史作用，第二章讲述了无产阶

级和共产党人的关系，等等。

因此，从对《宣言》序言和正文的分析，可以

看出《宣言》中有“人”的论断是正确的。

3．《宣言》中对“人”的重视

首先，对为何重视《宣言》中“人”的研究进行

说明。正如前面所述，过去对《宣言》的研究强调

阶级与阶级斗争，是因为思维方式和现实需要两

方面的原因。因此，随着思维方式的转变和现实

需要的变化，对《宣言》研究的重点也将发生转

移，即思维方式上从强调世界观、方法论转变为强

调价值观，现实需要上从服务于无产阶级革命转

变到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而价值观与社会主义

建设之间的共通点就是人的问题。所以，《宣言》

中“人”的研究理应得到重视。

其次，对《宣言》中“人”的重视当中的“人”

的概念进行说明。正如《从抽象的人到具体的

人：青年马克思哲学思维模式的重要转变》一文

指出：“在之后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

斯则明确地提出了文明社会运行过程中的阶级逻

辑，明确地把阶级和阶级斗争作为自己的基本原

理，把阶级分析方法作为自己特有的基本方法，并

由此阐明自己的新历史观和共产主义学说。人的

问题进入了具体的层次——作为阶级成员的存

在。”瞄"5政治又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文明的政治

应为经济的持续发展保驾护航，而经济、政治乃至

整个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的解放，是人的自

由自觉。因此，《宣言》中“人”主要是经济之人、

政治之人和自由之人。而其中自由之人才是《宣

言》中“人”的本质内涵，它是对经济之人和政治

之人扬弃的必然结果，是人的最终形态。

最后，对《宣言》中“人”的重视的哲学意义进

行说明。《宣言》通过对经济之人、政治之人的分

析来阐述自由之人，这一理解是对马克思唯物史

观的坚持，它阐明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

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原理，论述了人民群众是历

史的创造者这一观点，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

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这一规律；是对马克思方法

论的坚持，它主张运用联系、发展、矛盾的方法，透

过社会的基本实际看到社会的本质，从现实的具

体的视角揭示人的丰富而又真实的内涵，达到对

人的认识的科学的自觉；是对马克思价值观的坚

持，它通过论述经济之人、政治之人下人的不自

由，阐述了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及

其状态，论证了自由之人的必然性，体现出对人的

一种终极关怀。

二、《宣言》中的“人"是怎样的人

1．经济之人

《宣言》所描述的“人”是代表经济利益之人、

推动经济发展之人、饱受经济奴役之人。

首先，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是私有经济占主

体，多种经济利益并存的社会，由此也就产生了为

自己的经济利益而相互斗争的不同的个体或集

团。资产阶级作为私有经济的代表者，为保证自

己的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和免受冲击，先是用工场

手工业代替了封建行会的工业经营方式，接着又

用现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从而使生产资

料集中起来，使财产集中到少数人的手里。而现

代大工业的发展、生产资料的集中、机器的广泛使

用成为生产过程中的必然，这就催生了大量运用

机器的劳动队伍——现代工人阶级。当现代工人

意识到自己的经济利益必须得到尊重和满足的时

候，他们便联合起来，与资产阶级作斗争。此外，

当时社会中代表封建贵族利益的封建主义者，他

们戴着为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利益的面具，故作

高调地对资产阶级进行控诉，但这种控诉实际上

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社

会主义者，他们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去批判

资产阶级制度，企图恢复工业中的行会制度和农

业中的宗法经济；代表德国小市民利益的德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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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他们用被阉割了的法国

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来对付资产阶级的

统治和工人起义，等等。

其次，代表不同经济利益的个体或集团在社

会发展长河中发挥着不同的推动作用。马克思、

恩格斯的唯物史观揭示了一个新的阶级的产生是

经济发展的结果，而当这个阶级代替原有统治阶

级的时候，经济的发展必将获得新一轮的突破。

资产阶级产生的基础，即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是

在封建社会中得以形成和发展的；资产阶级登上

历史舞台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与封

建制度斗争的结果；资产阶级在取得阶级统治后，

它不但促进了经济的长足发展，而且它所创造出

的新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

力还要多，还要大。"【lJ研但资产阶级对社会经济

发展的贡献并不是他们身体力行的结果，这一切

都是建立在对工人即无产阶级剥削的基础上的。

因此，无产阶级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体，无产阶

级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才是最大的、最直接

的，在某种程度上，无产阶级状况成了衡量一个国

家工业发展状况的标尺。

最后，社会经济在无产阶级的推动下得到高

速发展，但这并没有使无产阶级得到解放，反而被

异化，被经济所奴役。具体表现为：第一，作为经

济生产的主体，当他创造的产品越多，他本人占有

的就越少，最终他也变成廉价商品，受市场波动的

影响。第二，生产过程变成了外在的，而不是他本

质需要的东西，劳动者在劳动中并不肯定自己，而

是否定自己；并不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并不

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肉体力量和精神力量，而是使

自己的肉体受到损伤，精神遭到摧残。第三，工人

的劳动不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他们就像士兵一样

被组织起来，受到资本家的监视和奴役，受到机器

的奴役，每天只是重复着那些极其简单、极其单调

和极容易学会的操作；劳动再也不是人区别于动

物的本质特征，一切的劳动除了生命的延续外完

全是为了实现资本家的资本积累最大化。第四，

人与人关系发生异化，人与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

金钱关系、利害关系，就再也没有其他联系了。正

如《宣言》中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

向来令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

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

雇的雇佣劳动者。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

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

金钱关系。”⋯275无庸讳言，阶级的关系、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只是单一的用金钱维系着的经济关系。

2．政治之人

《宣言》说：“资产阶级的这种发展的每一个

阶段，都伴随着相应的政治上的进展。”LlJ274经济

的发展必然要体现在政治上的进步，从而进一步

地保护经济利益的不受损害和继续发展。．在资产

阶级社会中的无产阶级也是如此。

首先，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进展表现为：从封

建统治下的被压迫等级发展到武装的和自治的团

体，再到组成独立的城市共和国、组成君主国中的

纳税的第三等级，再到工场手工业时期与贵族相

抗衡的势力，成为大君主国的主要基础，最后才在

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独立统治地位，成为统

治阶级。相较于此，无产阶级也经历了不同的发

展阶段。起初是单个的、某一工厂的、某一地方的

工人，随着工业的发展和工人相互联合，无产阶阶

的力量不断壮大，开始成立反对资产者的同盟，后

来，他们组织成为政党。

其次，当阶级产生后，他们就会利用一切手段

来保障自己的利益，突出的表现为阶级斗争。资

产阶级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害，不断发动

斗争，有反对贵族的斗争；有反对同工业进步有利

害冲突的那部分资产阶级的斗争；有反对一切外

国资产阶级的斗争；有反对无产阶级的斗争。而

无产阶级也通过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来争取利益，

有最初通过毁坏商品和机器的政治手段来实现自

己的经济目的；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第一次

大搏斗——1844年巴黎六月起义等。此外，资本

主义社会中其他阶级也为自身的利益在低声地叫

嚷着，有代表贵族利益的封建主义者，一方面唱着

资产阶级的衰歌，另一方面对工人阶级采取暴力

措施；有代表德国小市民利益的德国的或“真正

的”社会主义者，一方面诅咒资产阶级的统治，宣

扬资产阶级制度的缺陷，另一方面又充当着镇压

工人阶级运动的皮鞭和资产阶级炮弹的甜蜜的补

充，等等。

最后，《宣言》描述了未来人的政治形态，即

“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

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

就失去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

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如

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

合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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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

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

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

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枞

也就是说，未来社会不存在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

级的统治和压迫，未来社会中的人没有政治形态，

每一个人是自由的人，未来的社会是自由人的联

合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

条件。

3．自由之人

自由之人是《宣言》所描述的共产主义社会

条件下的关于人的本质的最高表现状态，是对资

本主义社会经济之人、政治之人扬弃的最终结果。

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有力回击了资

产阶级对共产党人的诽谤，向人们展示了自由之

人在经济、政治上应有的内涵。第一，通过否定资

本是个人力量，提出资本是一种社会力量，从而改

变资本的社会性质，消灭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的

阶级性，避免出现资本为少数人所占有的状况，实

现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第二，通过否定雇佣

劳动制度下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异化，从而改变

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

让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成为扩大、丰富和提高工

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第三，通过否定建立在资

本之上、建立在私人发财之上的家庭，从而改变人

与人之间只是利害关系、金钱关系的状况。第四，

通过否定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阶级性，来消灭人

与人之间的阶级对立、阶级压迫，从而改变人与人

之间的敌对关系，等等。

同时，作为自由之人成为共产主义社会的题

中之义，理当通过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然性得到充

分彰显。《宣言》对这个“必然性”的揭示是从资

本主义社会中内在的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

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展开，即“社

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

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

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

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

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

制的存在受到威胁。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

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1】绷此

外，《宣言》中还通过阶级斗争来揭示，即压迫阶

级要取得统治地位，最低的要求就是让被压迫阶

级有能力来维护其自身生存的条件，而资本主义

社会中的工人并不是这样，他们随着工业的进步

而越来越难以生存，贫穷和饥饿的增长速度远远

大于财富的增长。阶级斗争成了解决这一矛盾，

推进社会迈向共产主义的重要手段。

三、《宣言》中“人"的研究的当代意蕴

基于对《宣言》中的“人”是怎样之人的回答，

可以看出《宣言》是围绕人，至少没有离开人的，

是为人的解放探寻路径、寻找规律的，即只有到共

产主义社会才能最终实现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自

由发展。但共产主义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社

会各方面不断发展和完善的最终结果。因此，共

产主义社会中的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实现必然经

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社会主义是人类迈向

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中，

“人”的生存状态如何、应该如何，是值得我们深

入思考并着手解决的问题。为此，《宣言》关于这

一问题的思考，为我们提供了方法上的正确指导。

即主要从经济之人、政治之人和自由之人的逻辑

理路去展开分析和探循，以期最终实现人的全面

自由发展。

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

中，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不失时机地明确

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伟大战略。科学发展观

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围绕这个核心所应采取的

方法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无论是经济建设、政治

建设、思想文化建设，还是社会建设，在这“四位

一体”的整体建设过程中，毫无疑问，“人”是其出

发点和最终归宿，所以不难看出，科学发展观既是

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生存和发展思想的

真正继承，又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思想在新的历

史条件下的——特别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条件下的重大发展。所以，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

重温马克思、恩格斯《宣言》中关于“人”的解放学

说，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首先，从经济之人的层面上看，科学发展观第

一是关注创新型人才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这一作用的发挥突显在为创新型人才所决定的自

主创新能力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二是关注作

为中国主体的农民的生存与发展。将农业、农村、

农民问题定位为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的大

事来抓，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着力解决好农

业现代化建设、新农村建设等问题，实现农民的增

产、增收，培育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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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三是关注我国不同区域内人的全面协调发

展。继续实施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

北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

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总体战略，实现东、中、西部

区域内人的全面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四是关注资源和环境的开发利用与人的生存与发

展。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加强能源资

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尤其对与人的生存和发

展息息相关的土地、水等资源的节约和水、大气、

草原等环境的保护。

其次，从政治之人的层面上看，科学发展观关

注的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人的主体地位的

尊重、人的民主权利的保障和人的根本利益的维

护。具体而言，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

核心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而如何实现人民当家

作主，第一位的是扩大人民民主，保证各个层次、

各个领域公民有序地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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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特别是发展基层民主；

然后是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

治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

等发展的权利；最后是加强行政体制改革，建设服

务型政府，更好地服务于人民；完善制约和监督体

制，保证权力始终为人民谋利益。

最后，从自由之人的层面来看，科学发展观回

答了为谁发展、靠谁发展、发展成果如何分配等问

题，以人为本是最基本的原则，是其他所有思想的

基础，是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

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

社会主义社会下人的自由自觉，为实现共产主义

社会下人的彻底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打好基础。

总之，对待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要思想，既要

有继承，更要有创新，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

永葆青春与活力，才能发挥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建设中的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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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mmunist Manifesto聃a practice program of great proletarlan revolutionary movement．It not only On class struggle．

proletarian dictatorship，historical idea，but also from economic姗，political m蛐，free mall three舳pects to carry OR the de—

tailed and profound discussion，illuminates the communist society of human free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and its condition，

and achieve this goal path choice，thus it demonstrates the concept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concept in the practice of this scien·

tific rationality．Therefore，”human”in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should and must be gi咖at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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