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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共产主义信仰并没有否定传统信仰世界中的价值体系，而是在继承与批判的基础之上形成

了自我独特价值体系。在共产主义信仰体系中，它首先是以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为基础，以人

类个体自我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其生命价值的永恒性来自于理论自身的自我批判与自我超越。
因此，对于信仰的继承性而言，在共产主义信仰的体系中，也同样存在信仰价值体系中社会人在现

实社会中对其存在的感知与未来世界的价值向往。对于超越性而言，共产主义信仰的价值体系是

建立在人类社会实践基础之上，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在现实的世界中对其自身理论进行价

值批判与超越并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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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是人类在现实社会中的一种精神寄托与精

神期望。它虽然将自己定格在精神的价值属性上，

但它的最终旨趣在于精神理念中的终极性关怀。人

类信仰在一定的社会文化中产生、发展、运作。因

此，无论是何种信仰实体存在，不论其自觉与否、愿
意与否，归根到底都是建构在社会存在基础之上。
当然，在现实的多种信仰实体中，不一定都承认自己

产生于现实的社会关系之中，或者将自己的精神实

质定格在社会实践关系之中。共产主义信仰却有着

不一样的勇气与气魄，在继承传统信仰价值体系的

同时，也在批判基础上超越了传统信仰的价值体系，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信仰世界。

一、信仰价值存在的逻辑证明

人类信仰往往都是建构于人类自身的本性之

中，恩格斯说: “即使是最荒谬的迷信，其根基也是

反映了人类本质的永恒本性。”［1］这种本性正是人

类对生命意志存在的一种寄托，也是人类在其所处

的社会背景、生存条件以及社会实践的过程中长期

积累而形成的。因此，人类信仰除了是一种生命意

志的寄托外，它也预示着一种价值的应然性与价值

超越性的辩证统一。
对于信仰来说，最初来自于人类自身的生存意

识以及对生命意义的超越。因此，人类在信仰面前

首先最直接地体现为战胜死亡与对生命意义的探

寻。无论是早期的人类，还是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人

们，总会避免不了像海德格尔所说的“向死而生”的

生命归宿。这难免显得有些悲观。然而，人类之所

以关注死亡，并非是仅仅关注生命的存在，而是在真

正地了解死亡与理解死亡，以此来真正实现生命的

意义存在。在现实的社会中，人类正是以“生存下

去”这样的勇气激励自己，并以此作为生命存在的

直接动力。正如卡西尔所言: 人“用以与死相对抗

的东西就是他对生命的坚固性、生命的不可征服、不
可毁灭的统一性的坚定信念。”［2］由此可见，人类信

仰的产生，来自于人类本身坚定的生存欲望。正是

因为对生命欲望的存在以及对生命意义的体悟，才

有了人类在世界存在中独特的意义。同无限时空相

比，生命不过是无限时间存在过程中那一瞬间，“朝

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说的就是此意。然而，

在生命的存在世界中，人类却是例外，至少他试图打

破这一宿命。因为，他们不仅意识到了生命的开始

与结束，而且也意识到了生命不仅是人的肉体之存

在，更应该是意义的延续。因此，信仰是人类内在心

灵的一种勇气与虔诚，“我们不拟再用，‘异化’的眼

光去看待宗教，人们绝不是为了宗教而宗教、为了崇

拜而崇拜、为了信仰而信仰，人们的这一切的最初动

机和最终目的只是为了自己的生存，为了自己更好

地生存。‘为了生存’的价值信念不仅是一般信仰

的底色，也是一切宗教信仰的底色，贯穿在后来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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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中的核心仍然是来自于生命底色的这个价值信

念。”［3］而这个价值信念往往支撑人类在现实世界

中生命意义的永恒存在，因此，所谓哲学世界中的
“精神不死”以及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三不朽”说的

都是此意。
当我们将信仰定格在人类坚持生存的生命意志

的时候，便不难发现，信仰的实质就是对人类自我现

实世界的感悟，是在人类内在的价值机制中发展的。
信仰首先来自于人类个体自我的意识与自我感觉。
没有自我意识与自我感觉的个体无法从现实的世界

中提炼出价值意义与价值的信念，也无法从生命的

世界中形成坚定意志，更谈不上形成信仰。人类信

仰的价值世界固然存在着无限的价值权威，但其还

是要从人类的此在世界开始，从个体自身的自我意

识与感觉开始，并以此为基础，将这种价值延伸至社

会存在的过程之中，即体现为“类”的一种关系，是
“群体”的关系。当人类将自己从自然的世界中分

离出来的时候，靠的就是这种人类自身俱来的“群

体”力量，使自我在自然中获得生存的机会，并在这

种机会中形成了主体与客体、自身与外物以及个人

与他人、社会之间的社会关系。在群体的社会关系

与价值关系中，人类形成了一个超越自我个体存在

的精神世界，并以此蕴含在人类的信仰世界中，维系

人类在现实世界中价值体系，当他律的规范、制度以

及道德一旦转变为自我内在的价值信仰的时候，信

仰在现实的社会中就会以价值应然性的一面呈现在

社会现实之中。伴随着人类在此在世界的实践过

程，人类会逐渐地将这种应然性积淀成人类共有的

一个内在精神模式，即人类主体世界中的价值自律

性。这个模式会为人类全部实践行为的目的与动机

制定应有的方向，这就是人类信仰在此在世界的应

然性。
无疑，信仰的魅力不仅在于此在世界中的价值

应然性，关键它还体现人类对信仰价值世界的追求

以及赋予了人类价值终极世界的关怀。在人类历史

的发展进程中，尽管人类一直是以自我能力不断提

升的姿态出现，但是他们面对自然界与人类自身社

会的时候，他们所有的能力都会显得非常的有限。
因此，对于存在的哲学思维而言，人类始终是以“第

二性”的形式出现，这就决定了人类存在的“无根

性”与“无果性”。人类无法把握自己未知世界中的

存在样式，总是会在现实世界中为自我假设一个绝

对意识的存在，并在此基础上将绝对意识上升至终

极性的价值关怀，并指向人类总体的旨归。而信仰

就是在绝对意识与终极性关怀的基础之上形成的，

也形成了价值世界中的终极性价值。我们可以看

到，“由于信仰价值的超现实性的特质，它最后所昭

示的目标天然性地就是一个融真善美于一体的价值

载体，这正是信仰价值之高于知识价值、伦理价值和

审美价值的独特之处，也是信仰价值之区别于其他

价值的内在根据。因为人类绝不是为了坑害自己才

渴望绝对和关切终极的，而是为了自己生存得更美

好才去渴望绝对和关切终极的。从古到今，人类哪

里有一种信仰所昭示的目标、所蕴含的境界是不真
( 可以是信念之真) 不善不美呢? 上帝、耶稣、安拉、
真主，乃 至 共 产 主 义，哪 一 个 不 是 真 善 美 的 化 身

呢?”［3］在无解的彼岸世界中，恰恰是信仰赋予了人

类对未知世界的精神寄托。这样，人类便可在现实

的此在世界中获得了存在的生命意志，而对于未知

的世界则赋予了憧憬与向往，甚至是在实践过程中

的探索。因此，即使是在绝对意识与终极的价值世

界中，信仰还是以动态的形式出现，在信仰的灵魂深

处，体现着人类对信仰世界中真善美价值灵魂的追

求，并以此作为在现实世界中对自我行为的反省。
正因为如此，信仰才成为人类在此在世界中的一种

价值追求，而同维系此在世界中的现实的价值关系

以及人类的自我行为往往是一种否定与被否定的辩

证互动和价值互依关系，并在此关系中，无论是个体

还是群体，他们总是在信仰的价值体系中寻找着自

我心灵的归宿。

二、共产主义信仰中的经典理论

同所有信仰的实体一样，共产主义信仰也是人类

自我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生命意志的集中体现，

也是对现实此在世界的价值评判，也是人类对未来世

界的一种憧憬与价值向往。然而，不同于一般信仰的

是，共产主义信仰首先是以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为其存

在基础，是社会历史的必然产物，从根本上区别于其

他信仰的存在形式。并且，在众多形式的信仰中，个

体的人或群体的人与信仰的对象之间往往都是处于

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甚至人们将信仰称之为自

我的“异化”。共产主义信仰也意味着一种对未来世

界的美好憧憬，同样也存在着价值指引的绝对性，然

而这种价值绝对性并不是以“虚拟的价值构想”为基

础，而切实是以此在世界可感知价值存在为基础。因

此，要想真正把握共产主义信仰，不仅要对信仰的价

值存在进行再一次认识，更为重要的是真正认识共产

主义信仰存在的实质之处。
1．共产主义是建立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基

础之上的
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继承与批

判的基础上形成的，就如同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

一样，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马

克思首先强调要实现共产主义首先得肯定资本主义

社会中私有制存在的积极性与合理性的一面，必须

理解“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本质”［4］。马克思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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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是在封

建社会里造成的。在这些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发展

的一定阶段上……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再适应

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取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以及

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

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5］32-33在《共产党宣言》
中还肯定了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还起过

非常革命性的作用，“它破坏了一切封建的、宗法的

和田园诗般的关系; 开拓了世界市场，使得一切国家

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还造成了农民的民

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

格局; 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6］274-277。因而，对

于共产主义的实现而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为共

产主义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然而，马克思并不是一个终极论者，他肯定资本

主义存在的积极性与合理性的一面，并不意味着他

仅仅停留于对资本主义的赞颂。他更加深刻地意识

到，资本主义社会在大力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

时，也为自己埋下了灭亡的必然性，即在资本主义的

发展过程中“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

武器; 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

的工人，即无产者。”［6］278 因此，在马克思看来，资本

主义社会的发展最终必然走向内在的自我否定的境

况之中，这种否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这是社会

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必然结果，马克思明确指出: “社

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

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 这只是生产

关系的法律用语) 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

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

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

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7］对于共产

主义而言，首先就要将社会从阻碍其发展的桎梏中

解放出来，消灭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私有制，将社会资

本从私有转变为社会全体成员通过劳动而获得的财

产。因此，对于共产主义而言，消灭私有制，就是要

解决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矛盾，使得生产关系适应生

产力发展，为生产力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因此，共

产主义崇高理想不是马克思自己凭空想象而出的，

由于它是建立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之上，是人类

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从而也就使得共产主义理想

显得崇高的同时，也显得科学、理性与现实。
2．共产主义实现的是人类主体性话语的回归与

全面自由的发展
共产主义信仰同其他宗教信仰有着本质区别，

宗教信仰虽然可以为人提供精神上的寄托，也可以

予以心灵上的解脱，但在信仰宗教的过程中，人始终

是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宗教信仰中宗教实体对于

人来说，它一直是处于一种彼岸世界的幻影。而马

克思对宗教实体存在的批判与揭露，就是希望人民

撕碎宗教锁链上那些“虚构的花朵”，“采摘新鲜的

花朵”，抛弃宗教的“虚幻幸福”，追求人民的“现实

幸福”。马克思将此过程推演为: “真理的彼岸世界

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
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

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

迫切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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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因此，在共产主义信仰的世界

中，从来就没有将人类置于虚拟的价值世界中。共

产主义不仅要对虚拟的彼岸世界进行批评，而且也

对现实世界中的异化实体进行批评，以此真正实现

人类自我的解放与自由。
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在此岸世界中实现了人在

社会存在中的主体性，实现了人对自我本质的真正

占有。“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

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

的真正占有; 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

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

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4］81 马克思的

上述论断勾画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几个关键点:

①人类对劳动的绝对占有，在马克思看来，这是对人

类自我主体本质的真正占有，马克思甚至将劳动看

作是人的生命意志，只有实现了对劳动的真正占有，

才能实现人类自我在社会存在中的真正本质以及人

类在此岸世界中的自由。马克思说: “劳动过程结

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

者的想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8］在劳

动过程中“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

志的和自己意识的时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

动。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有

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

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或者说，正

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就是

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对象。仅仅由于这一

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6］46 只有实现了劳

动过程中真正的自由，才能实现人在此岸世界中的

真正的主体性，并能够在劳动过程中体现自我的自

由意志。②共产主义在强调人的解放同时，也在强

调这是对整个人类的解放。也就是说，在共产主义

看来人的主体性话语权与全面自由的发展是以社会

性的形式出现的，不仅仅局限于个体自身的存在。
在《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中的人的

解放，必须突破个体自身的存在局限，把它放置于人

类整个社会背景下，“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

人自己。”［9］433在共产主义实现的过程中，将人类与

人的个体存在统一在一起，因此，“只有当现实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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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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

社会力量当做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

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9］443可见，在未来

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主体性话语权回归以及全

面自由的发展，既是指个体在人类社会关系中以
“总体人”的形式出现，并以此实现人在社会存在中

的社会意义。③共产主义认为人最终实现他的本质

还在于同自然以及人类自身内部的最终融通。在资

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劳动的异化性，自然与人之间的

关系不仅是客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而且，因为异化

的存在，自然已然失去其存在的独立性，它以资本的

形式来压迫与剥削人，是自然对人的一种统治。人

与自然之间的异化，也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在

资本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资本契约

关系，人已经异化为一种资本存在。共产主义则是

对资本社会中异化现象的扬弃，将自然变成人化自

然界，即人的本质在自然界中得以公开的确证。与

此同时，共产主义还恢复了人与人之间的直接关系，

并使每个人都能真正享受到自我在劳动过程中真正

实现自我。因此，在共产主义社会中，这是一种完整

的自然主义与完整的人道主义，“这种共产主义，作

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

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与自然之间、人
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的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

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

真正的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

就是这种解答。”［9］81

3．共产主义的“终极价值”在于“批判的武器当
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在共产主义信仰的世界中，也存在着价值的“终

极性”指导。然而，不同于宗教存在中的价值终极性，

共产主义信仰是建立在此岸社会的发展规律基础之

上。在宗教的信仰世界中，其存在的终极性价值是不

容置疑的，且与现实社会中存在着很大的价值差距，

是一种虚幻的、停止的、神圣的价值存在。而共产主

义信仰中的价值归宿性不存在真正的“终极性”，一切

的信仰价值都是建立在科学的、理性的社会总结与分

析的基础之上，这才为共产主义信仰在现实的社会中

赢得了真正的价值魅力，并让人类以信服的心态予以

接受。而一切以“神性”作为实体的信仰，总会因为
“神性”的面纱被揭开而终结。不仅如此，共产主义信

仰的价值生命还存在于对以往社会的批判以及对自

身的自我批判基础之上，对私有制的批判，消灭私有

制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并以此为基础，实现生产

力的极大发展，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真正实现人类的按

需分配。因此，共产主义的信仰价值还来源于一种
“革命的动力”，也就是说，共产主义信仰不以价值的
“终极性”作为自身生命价值的归宿，它更注重的是一

种在实践世界中行动，马克思说:“共产主义对我们说

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与之相适应的理

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

现实的运动。”［10］40“实际上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

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

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9］48 这种“反对

和改变事物的现状”也必然包括对共产主义自身的改

造，“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

肮脏东西，才能建立社会的新基础。”［10］78只有在批判

的价值基础上形成的共产主义才能为人类在社会存

在中创造极佳的条件，前文所说的人类主体话语权回

归、自由全面发展以及人在社会、自然界中自我的真

正实现，这一切都来自于共产主义自身的批判精神。
这才是共产主义信仰生命不息的价值所在。

三、信仰价值世界中

对共产主义信仰存在的价值证明

共产主义信仰也在秉承着传统信仰的价值存

在，在它的信仰体系中，也同样首先定格在人类在现

实社会中的生命意志; 也同样存在着对社会的种种

现实进行价值批判; 在价值的“理想世界”中树立一

个宏大的价值理想，作为人类追求的价值目标。但

同时也要看到，共产主义信仰不同于传统的信仰价

值体系，它在社会实践的关系中，在批判与超越的基

础上形成了独特的信仰体系。
当卡西尔将生命意志与死亡的抗争联系在一起

的时候，预示着人类在自然界与现实社会中生命存

在的不可征服与信念的坚定。无论是人类自身的个

体还是人类社会整体，人类在社会中的坚强意志往

往也是通过抗争的形式出现。我们看到，在共产主

义经典理论中也充实着人类强烈的生命意志，其往

往都是以揭露、批判、革命作为其主要关键词。共产

主义信仰通过揭露宗教信仰的虚拟性，将信仰的实

体从天上下放到了人间，人类在信仰的过程中可以

进行自我理性的分析，并确立了人类在信仰面前的

地位。因此，共产主义信仰是人类自我的信仰，在确

立共产主义信仰的过程中，人类自我价值灵魂得以

真正地实现与解放。人类在实践世界中的开拓精

神，使共产主义信仰中的价值体系一直处于一种开

放的状态中。因此，对于共产主义信仰而言，自身的

价值开放意味着对自我价值的否定与超越，这便是

一种生命的意志。共产主义信仰的开放性在人类对

精神自由的追求过程中得以证明，并以价值开放的

形式与自由的价值态度，充当着人类在精神信仰过

程中的“终极价值”关怀。除此之外，马克思还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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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过去的阶级社会中，一个阶级“为了有可能压

迫一个阶级，就必须保证这个阶级至少能够勉强维

持它的奴隶般的生存的条件。”［5］39 而在资本社会

中，这一现状并没有得到改善，而是“越来越降到本

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变成赤贫者。”［5］39 因此，

对于共产主义社会而言，要想改变这一状况，必须通

过社会革命，以此获得在社会存在中的劳动权利。
这也意味着，在共产主义的信仰体系中，社会存在的

生命意志也是通过革命的形式实现的，只有通过革

命的形式，才能逐步实现人类的解放与社会的进步。
社会变革的意志在暗示着，人类社会总是会以更加

先进的社会形态取代老旧的社会，并使之不断地完

善与发展。
在共产主义的信仰世界中，所有的价值实体都是

处于现实的此岸世界中，只能在人的世界中予以确

立，并且将人类主体在实践过程中自我的能动性取代

传统信仰过程中“终极价值”。也就是说，共产主义信

仰是在现实社会中的人的实践关系基础上形成的。
可以这样认为，马克思对异化劳动批判，实质而言就

是对人类所处的现实社会关系进行批判。通过这种

批判提升人们对自我社会关系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关

系的反省，来重新确立社会关系中的价值法则，在这

种价值法则中真正确立人在社会关系以及自然关系

中的主体性，在共产主义经典理论中人类所向往的真

正的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就是人类在现实社会关系

中自我价值批判与自我超越的结果。所以，在共产主

义社会中，“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在一定意

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

真正人的生存条件。”［11］95“个体生存斗争”不仅意味

着动物世界中为物质生存进行拼斗，也意味着人类在

资本社会中异化劳动的消失。对于人类社会而言，共

产主义并不是人类社会的终极存在。在共产主义的

信仰世界中，人类以现实的社会关系为基础，以唯物

史观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这就保证了共产主义

信仰既是一种完全的世界观，更是一种全面的信仰体

系。人类在共产主义信仰的世界观中，一方面以在现

实社会关系之中改善自我的行为，以“善”的社会公共

价值标准来严格要求自我，提升自我的价值灵魂; 另

一方面，对社会整体而言，这也是全人类的一种共同

信仰，不仅提升个体的价值灵魂，也会提升人类整体

的价值灵魂。因此，在共产主义的信仰世界中，并不

回避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也不回避个体利益的存在。
只不过对这些物质利益的追求，并没有和共产主义崇

高的信仰发生本质上的冲突，而是在共产主义信仰的

精神指引之下，人类会以崇高价值觉悟自觉地处理好

物质与精神、个体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人类主体利

益与自然存在之间的关系。这才是人类社会在共产

主义信仰世界中所形成的真正的人道主义与自然

主义。
在共产主义信仰的世界中，唯物史观、共产主义

以及理想主义之间的关系是紧密联系的，对其中之

一的否定，则意味着共产主义信仰的体系无法成立。
因此，对于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而言，他也是一个

理想主义者。马克思说: “人是类的存在物……人

把自身当作现有的生命的类来对待，当作普遍的、因
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11］95马克思在这里将

人上升为一种类的存在物，指的是在人类社会的关

系中存在着一种超越个体差异而存在的普遍性与整

体性。所谓的人类整体意志，指的就是将人类在社

会实践关系中具体行为实践进行价值升华，从具体

的差异个体存在中提升出一种价值的绝对目标，并

能够在现实的社会实践关系中，使得所有人类个体

行为的选择都能与之发生关系，并能够让个体在社

会存在中真实感觉到意义的存在与自我行为的改

善。这便是共产主义信仰世界中的“终极价值”，按

照“类”的整体意志缔造人类在现实社会中属于自

己的真正生活。“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

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就是说是这

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5］57 所以，

共产主义信仰不承认人在现实社会中的高低贵贱，

而只承认人具有“类本质”的本质特征，每个个体在

社会存在中都有展示自我自由的权利。共产主义以

人的“类本质”让每个个体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真

正体悟到存在的意义与生活的价值，具体而言，主要

表现为这几个方面: ①人类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能

够完全占有自己，并能够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塑造自

己。②延伸个体在社会存在中的价值意义，在享受

与遵循人类自我的自然属性的同时，也在超越人类

的自然属性，并延伸至人类社会的关系之中，去实现

人的社会价值存在。③人化的生活世界与人化的自

然世界并存，人类依据科学的理性精神与人文精神

来创造崭新的自然世界与生活世界，并以此不断地

完善人类自我。④自由与美的享受。人类的发展离

不开现实的社会关系与自然的外部环境，只有当生

活的意义以人类自由意志为最终目的的时候，人才

能真正实现在社会中自由地发展。共产主义不仅使

人类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实现了自我的价值，而且

自然的客观对象不再是人类的工具，而是意志的一

种体现。实现了人与社会、万物之间的一种融通，在

享受意志自由的同时，也真正享受到了美的存在。

四、结 语

毫无疑问，共产主义信仰同其他信仰一样，都会

给现实社会中的人以精神、心灵上的帮助，对未来世

界予以“价值性预支”。然而，不同的是它们关注的

重点不一样，或者说它们所借助的表现实体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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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仰的世界中，有的主要借助于“鬼神世界”，有

的借助于“自然世界”，有的借助于抽象的“精神世

界”等。而所有的这些信仰往往都会同现实社会中

人类主体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距离，并以此在人类之

间形成现实神秘之感与终极性价值。因此，人类在

这些信仰体系之中是没有主体性可言的，所谓的精

神寄托，只不过是将自己完全地受命于它者而已。
这种绝对的信仰只是在表达“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

或 是 再 度 丧 失 自 己 的 人 的 自 我 意 识 与 自 我 感

觉。”［9］453只是表明，在彼岸世界的信仰体系中，没有

把人在现实社会中的真实本质于信仰体系中真正实

现，而是变成了一种虚幻的现实性。人类不可能对

信仰的对象提出质疑，更不能提出超越。这些都应

该算是信仰体系中的价值宿命。
而共产主义信仰却不同，在它的信仰体系中，它

将自己完全建构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框架之下。
因此，它首先关注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提出人类社

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走向，以批判的精神对现实社会

进行价值批判与社会改革，形成与社会发展相适应

的社会关系，以此为人类的自由发展提供现实社会

基础。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不但使我们成为以共产主

义信仰为绝对目标的理想主义者，而且还要成为一

名现实共产主义者。对于共产主义信仰而言，也确

实如此，它将自己从抽象的纬度转变为现实的纬度。
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并不意味着要

脱离现实的社会关系，仅仅表明在人类社会历史发

展过程中，其实现的道路艰辛与遥远而已。从人类

历史发展的规律而言，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

必然趋向。同时，共产主义既有着自身的哲学理论

体系，但又不局限于自己的哲学理论体系中，而是将

自我的理论体系转化为实践。在批判与革命的基础

上，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性矛盾，并以此提出

了建设性的理论主张。其次，共产主义的理论构想

能够在现实社会的实践中得以实现。“历史的全部

运动，既是这种共产主义的现实的产生活动即它的

经验存在的诞生活动，同时，对它的思维的意识来

说，又是它的被理解到和被认识到生成运动。”［11］120

这就是说，理论从实践中来，同时又能转化为现实实

践行为。最后，在共产主义信仰的理论体系之中，其

绝对的意志来源于对自我理论体系不断的价值批判

与自我超越。
可以看出，共产主义并没有因为信仰体系中价

值的绝对性，而使自己脱离于现实社会，它具有现实

性、科学性以及时间性，它的生命之树在于对自我体

系在现实的社会中不停地自我批判与超越。从现实

的角度而言，共产主义信仰也经受了各种非议与考

验。今天，在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社会意识形态中，

人们更加注重的是对利益的追求，并且取得了比过

去更好的物质生活，在这样的背景下，难免会有人提

出质疑。其实，在共产主义信仰的价值理念中，人类

不仅仅是对物质的享受，它还是人类对理想主义的

捍卫，并以此坚定自己的意志，以此来指导人们的行

为选择。特别是多元价值并存的今天，我们会看到

人们在享受丰富物质的同时，同时也带来了意识形

态上的迷惑。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坚持，就是对虚无

主义的坚决抵制，更是能够保证人们在现实社会中

的全面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

过程，我们需要一个长期的远大的目标作为指导，共

产主义信仰以其自身所独有的科学性以及价值魅

力，能够承载这一历史重任。有了共产主义远大理

想作为指导，才能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保持正确的

方向，与时俱进，真正地实现社会和谐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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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into Faith Home of Chinese Communist /
LIU Jianjun( School of Marxism，Ｒ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100872，China)
Abstract: The real communist must have faith which is
determined by the nature of the Party instead of by
individual members themselves． Although the Party is
not a pure group of faith，it has belief attributes and
belief requirements for the Communist． The belief of
the Communist refers to communism belief or Marxism
belief，which is also called people-oriented belief．
Such belief has long history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 and changes from utopian to science．
The scientific communism belief includes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the world prospect of materialism，the
ideal of communism，the fundamental belief of serving
the people and the free and all-round pursuit of life．
Among them， the ideal of communism and the
fundamental belief of serving the people are the focal
points of the belief system and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wo points is the essence or the soul of the communism
belief． At present，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for China
to emphasize the significance of belief of serving the
people pertaining to the content of communism belief．
Key words: belief; communist; communism; serving
the people; lofty ideal

Ｒesearch into Present Situation of Post-90s College
Students＇Marxism Belief in China /HUANG Mingli，
et al ( School of Marxism，Hohai University，Nanjing
210098，China)
Abstract: In the current era of value diversity，the
scientific and firm belief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settling
down and getting on with pursuit of any person． It is
shown that although Marxism belief is the mainstream
belief of college students，the number of the students
who recognize that believe in Marxism only accounts for
40% ． However，the students who actually deal with
problems based on the fundamental method of Marxism
accounts for 70% ． At the same time，there are 40%
students who feel puzzled or lack of belief． They lack
of the ability of judgment and choice． The main reason
of Marxism belief crisis of college students lies in the
textbook of Marxism theory being short of attraction and
practical function． Moreover， the universities have
discrimination policy toward Marxism course，which
may have impact on students’belief． It is indicated
that there is positive relationship among study
performance，economic status of one’s family and
Marxism belief． The number of the student Party
members’who believe in Marxism surpasses that of
non-Party members． To develop college students’
Marxism belief，the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textbook of

Marxism should be full of theoretical innovative ideas．
It also proposes that the universities should change
their education idea by focusing on value rationality
instead of instrumentalism． Finally，it points out that
socialism practice have advantage over capitalism in
efficiency and fairness．
Key words: Marxism; belief; Marxism belief;
Communism belief

Communism: Inheriting and Transcending Value
System of Belief World /LIU Chenggang，et al
( Guiding Center of Employment，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inheritance and criticism of
the value system of traditional belief world，
communism belief forms its own specific value system．
Communism belief firstly is on the basis of inexorable
law of social historical development，which aims at all-
round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 and its immutability
stems from self-criticism and self-transcendence．
Therefore，with regard to belief inheritance， in the
system of communism belief，social persons know the
existence of themselves in reality and long for the value
of future society． In view of transcendence，the value
system of communism belief is built on the practice of
human society，which corresponds with the inevitabl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and must implement value
criticism and transcendence in real world to improve
unceasingly．
Key words: Communism; belief; value; practice;
transcendence

Current Challenge of Spiritual Pursuit of Chinese
Communist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GU
Jianghong， et al ( School of Marxism， Hohai
University，Nanjing 210098，China)
Abstract: To settle down and get on with the pursuit，
Chinese Communist should have noble spiritual
pursuit． At present，the spiritual pursuit of Chinese
Communist faces with the problems，such as spiritual
slacking，shaking ambition and belief，lacking spiritual
incentive，and so on． To ensure the fundamental
condition of moving on， it is important to enhance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provide essential material
found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societ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t the same time，it maintains
that the important method to confirm spiritual pursuit of
Chinese Communist is to increasingly improve the
cognitive and understanding of Marxism to stimulate the
solid belief of Marxism and strengthen the significant
role of system in the process of spiritual construction．
Key words: Chinese Communist; spiritual pursuit;
challenge;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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