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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马克思的实践人学包含着抽象的人与现实的人的统一、科学与价值的统一以及理

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科学人学辩证法。抽象的人与现实的人的统一就是抽象的人包括一切现实

的个人, 现实的人是抽象的人的特殊表现形式; 科学与价值的统一表现为马克思人学注重人

的历史活动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注重人的生存状态的 /应有0 与 /现有0 的统

一、注重经济学的实证分析与人的价值分析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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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的实践人学道路, 是建立在科学的人学辩证法

基础上的。它在本质上注重的是考察人的生活世界的辩证

方法, 而不是建构人学体系。从马克思的文本看, 他的实

践人学始终贯穿着科学的人学辩证法, 这些科学的人学辩

证法归纳起来主要有抽象的人与现实的人的统一、科学与

价值的统一以及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等。

   一、抽象的人与现实的人

相统一的人学辩证法

马克思批判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抽象的人, 这里的抽象

人是脱离现实、脱离历史和脱离实践的抽象的人。马克思

并不是反对一切抽象, 对那种合理的抽象, 他是赞成和提

倡的。马克思对抽象人的批判主要是针对当时德国青年黑

格尔派的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青年黑格尔派

的主要观点是: 认为 / 实体0、 / 自我意识0、 / 唯一的我0

等精神在社会历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 德国人在政治上的

自由, 只能随精神上的自我解放而实现。马克思尖锐地批

判了青年黑格尔派脱离德国现实, 仅仅用 / 实体0、 / 自我

意识0、 / 唯一者0 等抽象的范畴来反对世界, 而不是实际

地改变这个现实世界。这里, 马克思批判的青年黑格尔派

的抽象人, 是脱离了德国现实世界的纯粹的抽象的人。

马克思对抽象人的批判还针对费尔巴哈的 / 类本质0

观点。费尔巴哈认为人的类本质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的人

类感性的社会关系, 只有 / 爱0 才能使人上升为 / 类0。马

克思在 5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6 第六条, 集中批判了费尔

巴哈的 / 类本质0 思想, 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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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2从这句话里, 以及马克思后来的文本可以看出, 马

克思批判的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主要在以下以下方面: 脱

离了现实社会关系的人。马克思批判道: / 在费尔巴哈那

里, 本质只能被理解为 -类. , 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

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0 122这里指出了

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是脱离了现实社会关系的人; 脱离了

历史的人, 即 / 撇开历史进程的孤立个体0 ; 脱离了感性实

践活动的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合著的 5德意志意识形

态6 里, 进一步批判了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指出: /费尔

巴哈仅仅把人理解为 -感性对象. , 而没有看到现实存在

的, 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感性活动的人。0 132
这句话进一

步说明, 费尔巴哈仅仅把人理解为感性意义上的人, 而没

有把人理解为从事实践活动的人。

概括起来讲, 马克思批判的抽象的人是脱离了现实社

会关系、脱离了历史和脱离了感性实践活动的人。也就是

说, 马克思通过对以往抽象的人的批判, 把他的人学视野

主要集中到了对现实人的生存与发展命运的关注上。然而,

马克思对以往抽象的人的批判, 并不是持完全否定的态度。

马克思在 5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6 中关于人的类特性是

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的思想就是对以往抽象人的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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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类意义上的人并不完全是马克思思想不成熟的表现。

在 5手稿6 以后, 马克思虽然把人学视野主要集中到了对

现实人的生活世界的关注上, 但对普遍人性和人类意义上

的人的关注一直贯穿在马克思后来的著作中。比如, 他对

未来社会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设想和对人类解放的

追求。

这就是说, 马克思人学视野中的人也包含有对抽象的

人的关注。这种抽象的人与以往马克思所批判的抽象的人

既存在某些共同之处, 但是也有着根本的区别。共同之处

是两者都承认人类意义上的人, 都承认共同的人性, 这种

人类意义上的人是抽象的。根本的区别在于:

第一, 马克思关注的共同人性主要是人的社会性。以

往唯心主义把人理解为精神方面的某一属性, 而旧唯物主

义主要把人理解为生物学意义上的人, 他们主要在于追问

/ 人是什么0 的问题, 还是在 /实体人学0 的框架内对人给

以关注。马克思把人的类本质理解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

动虽然带有抽象性, 但是, 它高度概括了人不同于动物的

本质特征。这种对抽象的人的关注不是在追问 / 人是什么0

的问题, 而是在关注 / 人怎样成为人0 的问题, 是在 / 实

践人学0 的框架内对抽象的人的认识。

第二, 马克思对抽象的人的关注其着眼点和立足点都

是为了现实的人, 即为了认识和引导无产阶级的生存与发

展, 为了改变无产阶级的生存与发展命运。

第三, 抽象的、类意义上的人在马克思的人学视野中

并不是独立存在的, 而是存在于现实的人身上的, 是与现

实的人相统一的。

以上这三个方面, 是马克思在抽象的人的问题上实现

的深刻变革。从这种变革当中可以看出, 马克思肯定的是

与现实社会、与历史、与实践相统一的人类意义上的抽象

的人。

在马克思的人学视野中, 抽象的人与现实的人是统一

的。从马克思的文本和思想发展的逻辑看, 马克思人学视

野中的 /人0 也包括抽象的人。在马克思那里, 抽象的人

是类意义上的人, 即人类。人类具有共同的人性, 就是所

有的人应当具有人所应有的自由自觉性和创造性。抽象的

人是对一切现实社会中非人性生存状态的否定和对人的平

等、人的自由、人权等人的价值的肯定。比如: 对自由、

平等、人的全面发展的追求是一切时代人们的共同的人性

追求, 这种人性追求是类意义上的, 或者说是抽象的人的

追求, 也是现实的人的追求。正如恩格斯指出: / 一切人,

作为人来说, 都有某些共同点。在这些共同点所及的范围

内, 他们是平等的。0 142对人的抽象有合理的抽象, 也有不

合理的抽象。合理的抽象是指从具体的人出发, 从中抽象

概括出人的一般本质的认识, 这正是马克思所倡导的。而

不合理的抽象则是从原则出发, 从一般的人出发研究人,

这是马克思所反对的。马克思在 51857) 1858 年经济学手

稿6 中以一般的生产为例, 说明了合理的抽象。他指出:

/ 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 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

定下来, 免得我们重复, 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0152这个

合理的一般的抽象, 本身就有许多具有不同规定的部分,

有些是适合于一切时代的, 有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列宁

也说: / 物质的抽象, 自然规律的抽象, 价值的抽象等等,

一句话, 一切科学的抽象, 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

反映了自然。0162这就是说, 合理的抽象不是离开具体差别

的纯粹的抽象。抽象的人也是对一切时代, 或某些时代现

实的人所共有的人性的概括和提升。离开现实的人, 具体

的人的纯粹抽象是不存在的。

马克思的人学虽然包含了对抽象人的认识, 但更强调

的是现实的人。现实的人, 就是处在客观的现实世界中,

受客观的物质生活条件制约的不同群体与个人。它主要体

现出如下特征: 客观制约性, 就是受特定物质生产条件的

制约; 合规律性, 人不仅要依据对象的尺度来活动, 还要

遵循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 多样性, 不同社会历史发展时

期, 以及同一个历史条件下, 个体的人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实际上, 抽象的人与现实的人在马克思的人学视野中

是统一的。在马克思那里, 抽象的人与现实的人之间的关

系就是普遍性与特殊性、一般与个别的关系。人的普遍性

存在于人的特殊性之中, 人的特殊性是普遍性的表现形式。

同样, 抽象的人包括一切现实的个人, 现实的人是抽象的

人的特殊表现形式。如果没有了抽象的人本价值关怀, 人

的活动和行为将会缺少批判性、与超越性, 将会缺少必要

的价值尺度。然而, 如果撇开了人的现实性、历史性和实

践性来谈抽象的人, 来讲人权、人的自由和人的价值, 就

会显得内容空洞, 苍白无力。具体来说, 抽象的人与现实

的人的统一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人的类抽象是现实人生存和发展的价值评判尺度。马

克思人学最核心的理念就是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它

体现了马克思的人类性胸怀。正是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作为价值尺度, 马克思批判了在资本主义现实社会中, 工

人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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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 而是

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工人物化为机器, 成

为畸形的、片面发展的人, 而资本家受资本的驱使, 变为

金钱的奴隶。在 5共产党宣言6 里, 马克思批判道: /在资

产阶级社会里, 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 而活动着的个人

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0172

人的类抽象是在现实人的发展过程中生成的。人的本

质和发展规律, 体现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人的实践活动

中, 也体现在同一个历史时期, 不同的个体身上。所以,

类的抽象性只有通过现实人才能生成, 只有通过现实的人

才能够把握。当然, 人的抽象和人的现实的统一是辩证的

发展过程。现实的人在表现人类性的抽象时, 有时是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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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有时是反面的。这就需要我们透过现象深刻把握有关

人的普遍本质和发展规律。

从以上几个方面可以看出, 马克思视野中的人是抽象

人与现实人的统一, 这种人学辩证法的理论意义在于: 在

人成其为人, 在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本价值理念

引导下推进现实人的生存与发展, 将使人的活动与行为更

加具有自觉性。在现实人的生存与发展进程中不断地使人

成其为人, 不断地生成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 将会使类

抽象不再变得那么虚幻; 其实践意义在于: 对于正确把握

和贯彻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理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一

方面, 以人为本要关注共同人性, 就是要强调区别于动物

的类的规定性, 使人成其为人, 尊重人权、人的价值, 尊

重每个人的合理需要、创造个性与创造能力。这种对共同

人性的关注, 有利于突出 / 人本0 价值, 有利于在实践中

树立尊重人和开发人的价值观念, 有利于整合与凝聚各方

面的力量, 促进人和社会的共同发展; 另一方面, 以人为

本更要关注个体的差异性。共同人性不是独立存在的, 而

是存在于个体的人身上, 只有通过个体的人才能表现出来。

所以, 以人为本更要关注个体的差异性。这就要求在贯彻

以人为本的理念时, 应尊重不同劳动者的利益诉求、权利

诉求和公正诉求。只有在 / 人本0 价值理念的引导下, 尊

重不同个体的合理诉求, 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理念才能激

发社会活力的同时也能促进社会的和谐。

二、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人学辩证法

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 是马克思人学中最重要的和

最具有革命意义的人学辩证法, 是马克思人学辩证法的核

心。马克思的整个人学思想都贯穿着这种辩证统一的思想。

科学与价值的统一, 就是关注客观条件对人的制约的同时,

也注重人的自觉的能动性和创造性; 关注理想人性的同时,

也注重研究人的现实生存状况; 关注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的价值性的同时, 也注重通过物质财富、社会的发展为人

的价值追求创造现实条件。这种科学与价值相统一的方法,

要求人们应在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条件基础上谈人

的自由和全面发展, 谈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

马克思的人学思想实现了科学与价值的统一。其体现

于他通过剩余价值理论揭露了资产阶级剥削工人阶级的秘

密; 通过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 找到了人类政治解放的途

径; 通过对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探寻, 创造了相应的社会

经济和政治制度, 找到了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道路;

通过现实的革命实践去最大限度地争取和维护无产阶级的

权益。所以, 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

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有机统一、是价值原则与科学原

则的有机统一。这种统一具体表现在:

第一, 注重人的历史活动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

一。合目的性, 是马克思价值原则的重要表现。合目的性,

旨在说明人的活动是有意识的、主动的、能动的和有创造

性的, 即马克思理解的人的活动是自主的、自由的。合目

的性, 也就是按照人的需要和目的来考察问题。马克思在

5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6 中从人与动物相区别的角度把人

的类本质特征规定为自由自觉的活动。 / 一个种的全部特

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 而人的类特性就

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0182虽然, 在 5手稿6 里, 马克思

对人的类本质的规定还不够成熟。但马克思从价值的角度

对人的本质做出了准确的概括。在马克思后来的思想中,

他始终以人的这种类本质的规定作为评判工人阶级的生存

状态的价值准绳。然而, 马克思人学并不是仅仅从人的活

动的合目的性的角度来考察现实人的问题。马克思人学的

根本变革在于把人的合目的性的活动建立在了合规律性基

础之上。

合规律性, 是马克思人学科学性的一个重要表现。它

旨在说明人的活动是受自然、社会和历史的制约。人的活

动虽然是在需要的支配下, 指向人的目的, 但马克思主要

还是把人的这种合目的性的活动建立在了客观规律的基础

上。其表现在 : 马克思后来把人的本质规定为现实的社会

性。在 5德意志意识形态6 中, 认为个人是什么样的, 取

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同时, 马克思把这些对人

的本质的规定作为价值尺度来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生

存境遇和发展命运, 从而使得马克思对工人生存状态的关

注, 不仅仅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同情, 更主要的是能够站在

科学的角度, 揭露造成工人异化生存境遇的根源在于分工

和私有制, 并提出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消灭私有制, 解放全

人类的历史任务。

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表现在马克思各个阶段

的人学思想中 : / 5博士论文6 对人的自由的关注, 着眼的

是人同周围世界的相互作用; 5莱茵报6 时期, 着重谈论的

是人的自由的实现同社会经济关系的制约关系; 5费尔巴哈

提纲6 又从人的社会客观制约性方面谈论人的现实本质;

在 5共产党宣言6 和 5资本论6 中, 马克思对人的自由、

人的个性的关注始终建立在客观制约性基础之上。0192马克

思后来的研究之所以转向经济学, 也就是要把对资本主义

的非人性的价值批判, 建立在对劳动和资本的科学分析基

础之上。对待经济问题, 主张既要按照经济自身运行的客

观规律来理解, 又要对经济活动与经济问题给以人文关怀。

所以, 马克思的人学思想对现实人的关注始终体现了合规

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第二, 注重人的生存状态的 / 应有0 与 / 现有0 的统

一。/ 现有0 , 即 / 现有世界0 , 特指 / 旧世界0 , 马克思对

此主要持批判态度; / 应有0 即 / 非现有的世界0 , 特指

/ 新世界0 , 主要是对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追求。马克思

主张, / 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0。1102 / 旧世界0 在马克

思那里包括两个方面 : 一是旧的制度, 有经济制度, 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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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制; 还有旧的政治制度, 比如普鲁士的专制政府; 旧

的文化制度, 比如书报检查制度等。二是, 由这些旧的制

度造成的非人性的生存状态, 即人的片面发展和畸形发展。

对 / 旧世界0, 即对 / 现有世界0 的批判和对 / 新世界0 ,

即 / 应有0 世界的追寻, 贯穿于马克思的全部著作中。比

如, 马克思早在 5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6 的政论文

章中, 反对书报检查制度对人的自由的践踏。在 5德法年

鉴6 时期, 提出了现代国家政治异化的思想。所谓政治异

化就是指人的现存与本质彼此相分离。在 5< 黑格尔法哲

学批判> 导言6 中, 马克思把揭露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

当作哲学迫切的任务, 于是, 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

批判, 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 对神学的批判变成

对政治的批判。在 5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6 中, 马克思

尖锐地批判了工人异化的生存境地。在 5共产党宣言6 中,

也是在批判旧世界中提出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设想的。/ 代替

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 将是这样

一个联合体, 在那里,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

发展的条件。01112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理想追求, 始终是以

对人和社会现实的客观分析为依据, 始终以对资本主义社

会的现实矛盾和客观发展趋势为依据。

第三, 注重经济学的实证分析与人的价值分析的统一。

马克思人学的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

他非常注重从社会经济发展中分析人本身的发展。从马克

思的 5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6 到 5经济学手稿6 ( 1857-

1858年) , 再到 5资本论6, 他始终是把经济学的实证分析

与人的发展问题联系在一起。也正是这种结合, 使得他对

人的研究不是仅仅停留于简单的、抽象的分析, 而是把人

的价值问题建立在了经济学的实证、科学的分析基础上,

因而使得人的发展问题具有了现实性和可能性。如, 在

5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6 中, 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分析,

就是建立在经济学的实证分析基础之上的。在 5经济学手

稿6 ( 1857- 1858 年) 中, 马克思主要谈的是货币、资本等

经济学问题, 实质上也是在谈经济问题和人的问题的关系,

也就是物与人、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从 5经济学手稿6 中

人的发展的 / 三形态0 理论, 即 / 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

赖关系基础上的人的独立性和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上的自

由个性0 中可以看出这个特征。马克思在 5资本论6 中对

剩余价值的分析, 也并不仅仅是在揭露经济问题, 而是通

过剩余价值的揭示, 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开辟现实的道

路。总的来说 , 以经济学的实证分析为基础来研究现实人

的发展问题是马克思的科学与价值相统一的人学辩证法的

重要体现, 也是马克思人学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人学辩证法

马克思非常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他在 5博士论文6

中阐明了这样的思想: 哲学必须积极地作用于现实, 这就

是对现实的批判和改造。哲学的批判和改造基本上是属于

理论性的, 哲学上的实践本身就是理论的。实践是一种批

判, 它在本质上来衡量个别的存在, 从理论上来衡量特殊

的现实。后来, 他在 5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6 中针对费尔

巴哈脱离感性实践活动的人进一步指出: / 人的思维是否具

有客观的真理性, 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 而是一个实践

的问题, 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 即自己

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 自己思维的此岸性。离开实践的思

维) ) ) 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 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

的问题。01122所以, 以往的人学缺乏革命性, 在于它没有将

人学理论同实践结合起来, 来诉诸对客观世界的改造。马

克思的人学理论是为革命实践服务的理论武器。/ 哲学把无

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 同样, 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

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

人民园地, 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01132 / 理论在一个国家

实现的程度, 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

度。01142理论不能靠自身去实现, 来自实践的理论只能通过

回到实践中指导实践来实现。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还要靠

无产阶级, 或者人民来实现。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 / 批

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

力量来摧毁; 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 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理论只要说服人, 就能掌握群众; 而理论只要彻底, 就能

说服人。所谓彻底, 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 人的根

本就是人本身。01152总之, 在马克思人学理论中, 理论与实

践是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 马克思的人学理论并不是

抽象的说教, 也并不是对未来社会的空想, 它是一种真正

革命性的、战斗性的, 号召无产阶级铲除非人性的社会根

源, 从而解放无产阶级, 解放全人类的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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