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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中的
Ⅱ以人为本

”

潘 尔 春
(川 北医学院 人文社科学院 ,四 川 南充 637007)

柄要 :马 克思主义哲学是以人为出发点,以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归宿的终极关怀人的哲学。
“
以人为本

”
始终

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之中,是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里 ,“ 以人为本
”
就是指人

是现实世界之
“
本

”
、价值之

“
本

”
和历史之

“
本

”
,实 现人的全面发展是其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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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较长的一个时期里 ,“ 以人为本
”
似乎在

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之外。但事实上 ,“ 以人为本
”

始终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之中,是 马克思主义

皙学的基本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把哲学之
Ⅱ
本

Ⅱ
归结为人 ,以 人为出发点 ,以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为归宿.真正体现着对人的终极关怀 ,而且还揭示了
Ⅱ
以人为本

”
的深沉根据和科学内涵 ,为

“
以人为本

”

莫立了科学的人本学基础。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

野中的
“
以人为本

”
的思想 ,有助于我们牢固确立

“
以

人为本
”
的理念 ,自 觉坚持

“
以人为本

”
的科学发展

醒.推动社会全面进步。

- 人是现实世界之
“
本

”

哲学之
“
本

”
,首先是指本体论意义之

“
本

”
,即世

界的本原和终极本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中 ,

¨
以人为本

”
的首要旨意就是指人是世界的本原和终

极本质。马克思指出 :“人始终是一切实体性东西的

本贡。
”
E1彐 (52页 )但 马克思所说的世界不是旧哲学

斫谓的与人无关的
“
抽象世界

”
,而 是指现实世界即

人生活于其中、并通过人的实践活动不断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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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属人的世界。它
“
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

接存在的、始终如
一

的东西 ,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

产物 ,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
”
匚2彐 (48页 )。 人就是

这个属人的世界——现实世界之
“
本

”
。

对世界终极本质和本原的追求 ,是一个非常重

要的哲学传统。自哲学产生以来 ,哲学家都要追问

世界的终极本质 ,任何哲学都必须回答世界的本原

问题。对世界本原的不同回答 ,既是不同哲学派别

形成的基础和依据 ,也是构成它们之间的根本区别

之所在。以
“
物

”
、
“
心

”
为本 ,分别衍生和形成了唯物

主义、唯心主义哲学派别。但在传统本体论哲学中 ,

人被边缘化了。世界之
“
本

”
要么是思维 ,要 么是存

在。人从来就没有被确立为
“
本

”
,也没有被当作

“
本

”
看待。正如恩格斯所言 :“全部哲学 ,特别是近

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 ,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

题。
”
传统本体论哲学所提出的问题固然有其合理性

和重大意义 ,但 由于它不理解世界的属人性 ,离开

人、人的现实生活、人的实践活动 ,去追问世界的终

极本质 ,从而把世界看作是离开人的虚妄的抽象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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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哲学成了没有人、无视人的生活的抽象思辨 ,哲

学也就失去了其应有的批判现实的意义。针对这种

存在着严重缺陷的本体论哲学 ,马克思决心要创立

一种
“
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

”
来代替

它 ,以 实现对传统本体论哲学的历史性变革。

对传统本体论哲学的变革 ,不是对本体论问题

的简单否定 ,而是要把哲学追求的世界之
“
本

”
置于

现实的人及其生活实践中来考察。马克思认为 ,传

统本体论哲学的根本失误 ,就在于它离开现实的人

来抽象地理解世界 ,把世界看作是虚妄的存在物 ,在

此基础上抽象地谈论世界之
“
本

”
是毫无意义的。因

为
“
被抽象理解的,自 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割开来

的自然界 ,对人来说也是无
”
匚刂(335页 )。 因此 ,传

统本体论哲学所指向的对象及其讨论问题的基点 ,

必须转向到人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上来 ,才能使

哲学不至于成为抽象的空谈。基于这样的思考 ,马

克思把自己新哲学所关注的世界锁定为人生活于其

中的现实世界 ,并 以现实的人为哲学的出发点 ,论证

和揭示现实世界的属人性及其本质。当哲学的视角

转向到现实的人及其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 ,人作

为现实世界之
“
本

”
的思想便呼之欲出了。

现实世界不是外在于人的世界 ,而 是属人的世

界。它既不是自然界直接呈现给我们的,也不是某

种神秘力量作用的产物 ,而是人的创造性实践活动

的结果。人的
“
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

产 ,正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基础
”
匚2彐 (49页 )。 人

就是通过自己积极能动的创造性实践活动 ,使现实

世界处处烙上人的印记 ,而 呈现出深刻的属人性。

现实世界客观存在着的三项 :自 然界、人类社会和精

神世界 ,都是人 自我创设的杰作。自然界对人说来

无疑具有先在性 ,但它作为现实世界的一部分 ,并不

是与人无关的纯粹 自然存在物。它是人既按照
“
物

的尺度
”
,也按照

“
人的尺度

”
重塑过的自然界。因为

人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界并非天然地都完全适合人的

需要 ,“世界不会满足人 ,人 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

变世界
”
匚3彐 (ls3页 )。 今天人类还必须依赖着、并在

其中生活着的自然界 ,是人类世世代代创造的人化

自然 ,是
“
在历史中⋯⋯形成的自然界 ,是真正的、人

本学的自然界
”
E1彐 (3o7页 )。 而人类社会是人和人

之间的社会关系结合而成的集合体 ,一方面它是人

为了能够存在和发展必须采取的结合形式 ,是人们

之间的相互协作。
“
为了进行生产 ,人们便发生了一

14

定的联系和关系 ;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

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 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

产
”
E2彐 (362页 )。 另一方面 ,它 又是人的实践活动的

产物和结果。
“
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

的生活过程中产生
”
匚2彐 (z9页 ),各种社会关系都是

从以一定的方式进行实践活动的一定的人群中发生

的。因此 ,人是社会关系的参与者和创造者 :是人类

社会的缔造者。至于精神和意识则是人高度进化的

产物 ,是人的思维的结晶。而
“
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

切近的基础 ,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 ,雨不单

纯是自然界本身 ;人 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

自然界而发展的
”
匚4彐 (517页 ),意识的产生、发展以

及人独特的精神世界的形成和日益丰富多彩 ,最根

本的动力就是人的实践活动。因此 ,人不仅是 自然

之
“
本

”
、社会之

“
本

”
,而且也是意识和精神世界之

“
本

”
。这样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就发展史上首

次确立了人的本体地位 ,赋予了人本体论的意义 ,不

仅为现实世界奠立了真正的人本学基础 ,而且也实

现了对传统本体论哲学的历史性变革。

人作为现实世界之
“
本

”
,“ 以人为本

”
就是要以

人为根本原则 ,把人看作一切事物的前提、最终的本

质和根据 ,密切关注人和人的世界 ,一 切从人出发 ,

以人的维度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二 人是价值之
“
本

”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
“
本

”
的追求 ,不仅是求真 ,也

是求善 ,是科学性和价值性的统一。马克思把现实

世界之
“
本

”
归结为人 ,强 调

“
人就是人的世界 ,就是

国家 ,社会
”
匚2彐 (1页 ),从根本上确认了人是世界上

最有价值意义的生命存在 ,肯定了人的尊贵和重要。

因此 ,在 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中,人 还是价值之
“
本

”
,“ 以人为本

”
具有价值论的意义。

肯定人的尊贵和重要 ,是一个悠久的思想。在

古代东方社会 ,人们在与
“
天帝

”
、
“
天命

”
观念和专

制统治的抗争中,发 出了
“
不畏于天

”
呼声。更有开

明的统治者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解决好人的问题对

于
“
本理固国

”
的重要性 ,提出了

“
仁者爱人

”
、
“
民贵

君轻
”
等主张。古希腊人虽然敬神 ,创 造了一个又一

个
“
神话

”
,但希腊人的思想中却充满了对人性的讴

歌 ,对人的快乐、幸福的向往和赞美。普罗泰戈拉的
“
人是万物的尺度

”
的箴言对人的价值、尊贵和重要

进行了最高的肯定。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

家们 ,把斗争的锋芒直指宗教神学和等级制度 ,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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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尊严 ,强调人的个性和 自由 ,用 人性取代神性 ,

用人权取代神权 ,用 人道主义取代神道主义 ,抹去了

人身上神的灵光。18世纪法国战斗唯物主义者 ,继

承了人文主义的思想精华 ,对宗教神学和 17世纪资

产阶级哲学的神学不彻底性进行了坚决的批判。他

们一方面公开宣布上帝不过是
“
人的想象创造的虚

构物
”

,“ 上帝创造世界是一种妄想
”
,打倒了上帝 ;另

一方面全面论证了人的 自然本性 ,为人的尊严和价

值寻找理论支撑。德 国古典哲学家经过理性 的思

考 .对 人本思想进行了再次升华。康德提出人为 自

然立法 ,强调人是 目的不是手段 ,对人的存在和价值

结子了高度重视和莫大的肯定。黑格尔以其思辨哲

学的方式 ,肯定了人是积极能动的主体 ,极力弘扬人

葑主体性。费尔巴哈虽然没有真正理解现实的人 ,

旦他推崇人 ,深刻揭示了宗教的实质是人的本质的

自我异化 ,确 立了人的主导地位 ,为人的价值和尊严

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近代以来的人本主义思想家 ,或从人的自然本

佳出发 .或从人的理性出发 ,积极肯定了人的价值、

尊责和重要 ,为人是价值之
“
本

”
思想的确立 ,发挥了

不可低估的作用。但是他们所谓的人 ,不 是现实的

丿、.雨 是拍象的人。作为他们全部理论基础的人佳

论 .是 扫象的人性论。因此 ,人作为价值之
“
本

”
在他

f1郛 里缺乏真正科学的理论支撑。马克思批判地继

承了近代以来的人本主义思想的合理因素 ,立 足于

现实芝人及其实践活动 ,深 刻揭示 了人是价值之
¨
本

¨
的棂据 ,全面阐发和确证了人是世界上最有意

义葑土命存在以及人尊贵和重要。

左马克思的思想中 ,人作为价值之
“
本

”
,人 的尊

贵私重要 ,是人通过 自己的本质活动—— 实践来 自

我型设和确立的。实践是主体人与客体对象世界之

胃髭动而现实的双向对象化活动 ,它 是既塑造着与

k自 身相适应的对象世界、又塑造着与对象世界相

适宜的人的辩证统一过程。一方面 ,人通过实践活

≡ .把 自己的本质力量 (生 命力、意志力 、精神力量 )

t=i于对象世界 ,不 断把对象世界改造成为为我需

要妁世界 ,以 满足人的需要。
“
人的万能正是表现在

忆把整个 自然界——首先就它是人的直接的生活资

△雨言 ,其次就它是人的生活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

具△言—— 变成人的无机身体
”
匚5彐 (49页 )。 这个过

≡ .是 塑造与人 自身相适应的对象世界的过程 ,是人

主夏狩值、创造价值 ,使物形成对人的价值、满足人

的需要的过程。在这里人是价值之源 ,人 自己创造

价值来满足 自己的需要 ,表 明了人具有世界上其他

存在物所不具有的创造价值的价值 ,这是人的最高

价值意义所在 ,是 人对 自身的肯定和尊重。另一方

面 ,人凭借 自己特有的实践活动 ,不仅把人从 自然界

中提升出来 ,超越于 自然界的其他存在物 ,而且还创

造出了自己独有的新型进化发展方式——社会文化

的进化发展方式。这就使人能够积极地适应外部世

界的变化 ,避免像动物那样产生在生物遗传进化中

由于单纯的自然选择作用而常有的退化现象乃至遭

遇物种灭亡的厄运。这个过程 ,是塑造着与对象世

界相适应的人的过程。借此 ,人始终处于宇宙物质

进化的最前列 ,代表着宇宙物质进化的方向和未来。

既塑造与人 自身相适应的对象世界 ,又 塑造与对象

世界相适应的人的实践活动 ,赋予了人纵横于天地

之间、经纬世界万物的资格 ,人也由此而成为世界上

最有意义的生命存在。因此 ,肯定人的尊贵和重要 ,

充分考虑和满足人的需要 ,是天经地义的。

马克思还对资产阶级在理论上宣扬抽象的人性

论和人道主义 ,标榜人的尊贵和重要 ,而在实践中却

奉行
“
钱本主义

”
,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他认为 ,在资

本统治的王国 ,人成了金钱的奴隶 ,人 的需要及其满

足只服从于资产阶级获取利润的狭隘 目的 ,劳动仅

仅是谋生的手段 ,是劳动的异化 ,从而也是人的本质

的异化。
“
对劳动者来说 ,劳动是外在的东西 ,也就

是说 ,是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 ;因 此 ,劳动者在 自

已的劳动中并不肯定 自己,而是否定 自己∴·⋯劳动

不是需要的满足 ,而 只是满足劳动以外的其他各种

需要的手段
”
匚5彐 (47页 )。 在这个异化的社会里 ,资

产阶级以牺牲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来谋求他们 的发

展 ,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发展处于被压制甚

至被扼杀的境况。在资产阶级心 目中 ,只 有他们才

尊贵和重要 ,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 民根本就没

有什么尊贵和重要可言。因此 ,共产党人的历史任

务就是要对这种使人的本质异化和非人化的社会进

行彻底的变革 ,建立
“
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

有
”
匚5彐 (73页 )的 理想社会——共产主义社会 ,把人

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 自己。社会主义制度的建

立 ,为实现
“
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

”
创立

了历史前提 ,“ 以人为本
”
的理论与实践的统-第 一

次真正成为了可能。

人作为价值之
“
本

”
,“ 以人为本

”
就是要坚持人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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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目的和手段的统一 ,关注人本身生存和发展的命

运 ,确认人是世界上最有价值意义的生命存在 ,肯定

人的尊贵和重要 ,充分考虑和满足人的需要。

三 人是历史之
“
本

”

马克思主义哲学之
“
本

”
,又指历史之

“
本

”
。唯

物史观认为 ,历史是人的活动史 ,人是历史的主体 ,

是社会历史的
“
剧作者

”
和

“
剧中人

”
。

“
人是全部人

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基础
”

;“历史什么事

情也没有做⋯⋯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

切而斗争的 ,不是
‘
历史

’,而正是人 ,现实的活生生

的人。
‘
历史

’
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 自己目的的工具

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 自己

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
匚6彐 (l18-119页 )。 因此 ,在 马

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中 ,人也是历史之
“
本

”
,“ 以人为

本
”
具有历史观的意义。

人作为历史之
“
本

”
,不在于 自然界的造化 ,更不

是神灵的安排 ,其深刻的根源在于人及其实践活动。

历史不像 自然界那样对人及其实践活动具有先在

性 ,它始于人及其实践活动 ,并随着实践活动的展开

和深人不断地向前演进。一般地说 ,从人 出发去研

究历史,是 能够揭示历史之谜的。在马克思之前 ,除

宗教神学外 (因 为它从根本上拒斥人),旧 哲学家们

也曾看到了人对于历史的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表达

了人是历史的主体 ,是历史之
“
本

”
的见解 ,并试图从

人出发去探讨历史 ,但是由于他们不了解实践活动

的意义 ,不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 ,而

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他们至多只看到了人的

思想、意志、精神的力量 ,却 没有揭示出隐藏在人的

思想、动机后面的深刻物质动因。黑格尔虽然认为

人的思想、动机后面
“
还有应 当加 以探究 的别的动

力 ;但是它不在历史本身中寻找这种动力 ,反而从外

面 ,从哲学 的意识形态把这种动力输人历史
”
E7彐

(2⒛ 页)。 因此 ,旧 哲学最终都对历史作出了唯心主

义的理解 ,把历史归因于人的思想、意志或精神 ,甚

至于是少数
“
英雄人物

”
的思想、意志或精神 ,进而从

根本上否定了人民群众对于历史的创造作用。就连

费尔巴哈这样的唯物主义者也
“
自己背叛了 自己

”
,

陷人了唯心史观的泥潭。唯心史观没有正确揭示历

史之谜 ,也就不可能为人作为历史之
“
本

”
提供科学

理论的支撑。

人作为历史之
“
本

”
的真正确立 ,是 马克思主义

唯物史观的伟大贡献。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考察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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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也以人为出发点 ,但它不是抽象地谈论人 ,而是把

人理解为
“
现实的人

”
,亦 即实践活动着的人。因而

它
“
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 ,而是从物质实践出

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
”
匚2彐 (43页 )。 马克思认为 ,物

质生产实践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
“
人们为了

能够
‘
仓刂造历史

’
,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 ,首

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

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 ,即 生产物质生

活本身
”
匚2彐 (32页 )。 物质生产实践所凝结成的直接

成果 ,就是社会生产力。社会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

决定着人们的交往方式以及社会经济结构 、政治结

构、文化结构 ,也就决定了整个社会的状况和社会历

史的面貌。因此 ,“ 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

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
”
E2彐 (81页 )。 生产力和社会交

往形式(社会生产关系)的 矛盾运动 ,构 成了社会最

根本的矛盾运动 ,推动着社会历史向前发展。因此 ,

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是历史最深刻的基础和根本内

容。人类历史就是物质生产劳动的发展史 ,“全部所

谓世界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的诞生 ,是 自然界

对人说来的生成
”
匚5彐 (84页 )。 而从事物质生产实践

的主体是人民群众 ,“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
”
E6彐

(1∝ 页),人 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这样 ,马

克思就把历史牢牢置于人的实践特别是人民群众的

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基础上 ,揭开了历史之谜 ,为历

史奠立了科学的人本学基础 ,从根本上否定了唯心

史观 ,实现了对旧历史观的彻底颠覆。

唯物史观的人本学思想 ,是 正确理解马克思主

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关键。但在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

期里 ,我们恰恰忽视了这—点。人们在解读马克思

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时 ,往往过分强调其唯物的(社会

物质条件)因素 ,没有看到人及其活动对于唯物史观

生成的意义。以至于人们常常把社会主体化 ,并将

社会归结为物质条件或关系。历史也就主要地被理

解为社会物质条件的变化、发展过程 ,人在历史中被

置于被决定的状况。这样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似乎只见
“
物

”
,不见人。这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

于
“
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

”
、
“
人们

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
的精辟见解 ,也在一定程度上

不自觉地迎合了反马克思主义者攻击马克思主义
“
见物不见人

”
、
“
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消失了

”
的

论调。在实践中,也使我们经常把社会凌驾于人之

上 ,过多地强调人是社会的人 ,忽 视社会是人的社



潘尔春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中的
“
以人为本

”

会。因而在发展问题上 ,片面强调社会的发展 ,尤其

追求经济的增长 ,对人的发展重视不够。以为社会

发展了 ,人 自然也就发展了。坚持
“
以人为本

”
,就是

要回归到马克思主义人本学的意义上 ,重新认识历

史和社会 ,自 觉地纠正我们先前的错误理解和片面

认识。

人作为历史之
“
本

”
,历史就是依靠人并且是为

了人的人类创造活动过程。
“
以人为本

”
就是要相信

人、团结人、依靠人 ,尤其要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 ,凝

聚群众的力量 ,促进社会发展进步 ;又要使我们的发

展为了人 ,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 民。无产阶

级政党要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把实现好、

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根

本准则。

四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
“
以人为本

”
的终极 目

标

哲学对
“
本

”
的追求 ,是终极意义的追求。一种

哲学以什么为
“
本

”
,就 以什么为终极追求的目标 ,并

从根本上反映和体现出它对人的态度问题。传统本

体论以思维或存在为本 ,忽 视了人的存在。神本主

义以神为本 ,取消了人的存在。而所谓钱本主义、官

本主义则以金钱或官位为本 ,背叛和否定了丿、的存

在 =马克思强调
“
人本身是人 的最高本质

”
二2彐 (9

页,· 把对
“
本

”
的追求最终归结为人 ,表 明了他对人

的世界的高度关注和对人的终极关怀。马克思主义

哲学从诞生之 日起 ,就 以对现存世界的革命化改造

为己任 ,把终极追求的 目标直指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的理想殿堂。因此 ,在 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中 ,实现

人的全面发展是
“
以人为本

”
的终极 目标。

马克思认为 ,实 现人的全面发展是人消除了异

化、自由地支配 自己的本质要求和不可剥夺的权利。

因为人只有全面发展 ,才能
“
以一种全面的方式 ,也

就是说 ,作 为一个完整 的人 ,占 有 自己的全面的本

贡
”
E5彐 (77页 ),成为完整的人 ,真正的人。因而

“
以

人为本
”
从根本上说 ,就是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针

对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人的本质的高度异化 ,人

蔹肢解和片面化 、畸形化发展的现实 ,马克思提出了

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基本原则和核心内容的共产

主义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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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葑自由发展是一切人 的 自由发展的条件
”
匚2彐 (273

页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人 自身发展的理想状态 ,

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
以人为本

”
的终极 旨趣和根本

目的。马克思毕生致力于对现存世界理论与实践的

批判 ,就是为了给人的全面发展及其实现提供科学

理论的指导。

人的全面发展 ,是 指每个人充分 自由的发展。

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学说深刻而丰富 ,就其主要之

点 ,可 以概括为这样三个方面。

第一 ,人 的类特性即自由自觉活动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认为 ,“ 自由自觉活动
”
是人的类特性 ,是人的

活动与动物活动的本质区别。人的全面发展首要的

就是指人的自由自觉的本质活动的全面发展。这里

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活动的独立 自主性、自由自觉

性和积极能动的创造性等各种能力的全面发展与充

分发挥。
“
任何人的职责、使命、任务就是全面地发

展自己的一切能力
”
E1彐 (33o页 )。 二是指人的活动

的丰富性、完整性和可变动性。
“
在共产主义社会

里 ,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

任何部门内发展 ,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 ,因 而使我有

可能随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 ,明 天干那事 ,上午打

猎 ,下午捕鱼 ,傍晚从事畜牧 ,晚饭后从事批判 ,但并

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
”

匚2彐 (37-38页 )。 全面发展的人必须是独立 自主、自

由自觉和创造性等能力的全面发展和充分发挥的个

人 ,这是人表现和确证 自己本质的内在力量。通过

这些能力的发展和发挥 ,实 现人对对象的全面而深

刻的占有 ,使活动的内容丰富、充实 ,从而全方位地、

多方面地确证和占有人自身的本质。同时,就活动

的形式而言 ,应该消除人的活动的片面性 ,代之以活

动的多样性、完整性和可变动性。这样才能使人在

多方面活动中积聚、交换和运用自己的能力 ,培育和

锤炼人全面的能力体系 ,丰富人的本质。

第
·二 ,人的社会特性即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和

合理建构。与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的全面发展相适

应 ,人必须创造和发展全面而丰富的社会关系 ,并合

理地建构自己所拥有的这些关系,在这些社会关系

中均匀地发展自我的全部特性。全面而丰富的社会

关系的创立并进行合理建构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

内容。马克思指出 :“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或设想

的全面性 ,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的全面性。
”
E8彐

(34页 )每一个人必须创立并合理建构全面的社会关

系,并借助于自己的本质活动进行普遍的交往 ,才能

在心理、情感、信息等方面得到交流 ,彼此取长补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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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个人逐渐摆脱个体的、职业的、地域的和民族的狭  的人是与社会关系、交往条件相适应 ,具 有特殊素

隘性 ,褪去外在的差异性而 日益融合 ,又使 自己不断  质 、品格、气质、性格、情感的人 ,他既是 自然的主人

丰富、充实和完善 ,日 益个性化。          和 自身社会结合形式的主人 ,从而也是 自己的主人。

第三 ,人 的个性的全面发展 即实现 自由个性。    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学说 ,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实现 自由个性 ,就是个人作为有个性的个人而与他  终极关怀人的最高升华和印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人相区别 ,自 由地按照自己的意志和愿望积极、充分  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
以人为本

”
的终极 目标 ,也是

地表现 自身的个性魅力和丰富性 ,这是人的全面发  共产主义的本质和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在实现人

展的根本内涵和最高体现。有个性的个人是消除了  的全面发展的必经阶段——社会主义社会 中,我们

一切 自发性的完整的个人 ,他是对私有制条件下
“
偶  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为指

然的个人
”
的根本超越和否定。自由个性的人 ,就是  导 ,正确处理好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 ,充分考

人的自然潜能、肉体组织、心理结构和人的需要、自  虑和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 ,为 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

我意识、思想道德观念等的全面发展和完善。这样  件 ,努力提高人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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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ism in the View oF Marxist Phi1osophy

PAN Er-chu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orth sichuan Medical Co1lege9 Nanchong, sichuan637007, China)

Abstract:Marxist ph⒒ osophy is a ph⒒osophy of ultirnate human concern,which takes human-

ism as its startingˉ point and overall human development as its end。  Humanism is always in the

view of⒈压arxist phⅡ osophy and is a basic thought of it。  In this view, humanism refers to that

man is the essence of real world,value and history, and reahzation of overall human development

is its ultimate aim。

Key words:Marx; humanism; real world essence; value essence; history essence

E责任编辑:苏雪梅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