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zT卷第 4期
2000年 7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Joumd of⒊ chuan Normd U“versity(social soences Ed刂 on)

VoI。 27,No。 4

July,2000

论以人为本

吴 军
(四川师范大学 政法系 ,四川 成都 610“8)

摘要∶人是世间的最高存在 ,是 自然(人 化 )、 社会及其 自身的主体。以人为本是对人在

宇宙间独特地位、作用的肯定 ,是 社会进步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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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人为本的历史沿革

以人为本观念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

演变过程。

原始人处于图腾崇拜时期 ,社 会是以 自然为

本。他们尊崇 自然、服从 自然以至被肆虐的自然

灾害所奴役 ,屈 服于 自然的支配。他们把 自然物

当着 自己的祖先崇拜 ,每 种 自然物都给予神的称

谓 ,如 风神、雨神、树神等等。人完全处于被 自然

支配奴役的不人道的愚昧境地。随着社会生产力

的发展 ,剩余产品的出现 ,原始公有制被私有制所

代替 ,人类相继进人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

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建立了私有制的专治制

度 ,社会进人以杈为本的状态。奴隶主凭借手中

的财产所有权及其政治权力 ,将奴隶视为仅能说

话的工具 ,任意奴役 以至杀戮。古罗马的斯巴达

克起义是对这种残酷压迫统治的反抗。封建社会

虽然比奴隶社会前进了一步 ,农 民有了一定 自由 ,

但国家权力仍然只掌握在少数地主阶级手里。封

建地主及其权贵们仍然可以凭借手中权力统治、

奴役、压迫、剥削农民。欧洲中世纪是以神为本的

社会。教会是最大的封建主 ,他们拥有巨额财富

和巨大的政治力量。社会讲神权不讲人权 ,讲神

性不讲人性。封建统治者还假以神的面目、神的

意志 ,任意奴役人、剥夺人的一切权利 ,把人变成

神的奴仆。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人类进人资本主义社会。

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以钱为本和以科学管理为本

的社会现实。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等价交换原则

的刺激下 ,出 现了以钱为本的现实 ,金钱成了万能

的魔方。钱可以买到世界上的一切 ,包 括人的尊

严、灵魂。马克思在《1“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申

刻划这种现实 :“ 货币的特性就是我——货币持

有者的特性和本质力量。因此 ,我 是什么和我能

够做什么 ,这决不是由我的个性来决定的。我是

丑的 ,但是我能给我买到最美的女人。可见 ,我并

不丑 ,因 为丑的作用 ,丑的吓人的力量 ,被货币化

为乌有了。我——就我个人特点而言——是个跛

子 ,可是货币使我获得二十四只脚 ,可见我并不是

跛子。我是-个邪恶的、不诚实的、没有良心的、

没有头脑的人 ,可是货币是受尊敬的 ,所以它的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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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者也受尊敬。货币是最高的善 ,所 以它的持有

者也是善的。
”
[1](116-117页 )马 克思在这里最

深刻地说明了金钱在社会中的地位 ,它左右人们

的⊥切 ,人成了金钱的奴隶。

资本主义由自由阶段进人垄断时期以后 ,资

本家为了追求高额利润 ,竭 尽全力提高劳动生产

率 ,出 现了以科学管理为本的现实。美国工程师

泰勒等人创立了
“
科学管理

”
法。他们研究工人

操作的时间和动作构成 ,制 定出标准的操仵方法

和时间定额 ,按标准操作方法对工人进行训练 ,明

确划分管理职能和作业职能 ,使 管理专业化。这

种方法确实提高了劳动效率 ,降低了生产成本 ,但

它却使工人沦为机器的附属品,使人受机器的指

挥 ,工人毫无自我可言。电影《摩登时代》是对这

种现实最生动、形象的表现 ,连吃饭这种人最起码

的生存权都被机器快速地操作 ,人还有哪一点尊

严、自主可言 ?

社会主义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为 实现

以人为本提供了社会基础和现实可能。社会主义

社会为实现以人为本的社会现实提供了前提条

件。但是 ,由 于社会主义各国、各民族、各地区的

历史、传统的影响和对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解

的偏差 ,在 实行计划经济形式中都不同程度地出

现了高度集中的经济指挥和权力控制。就中国而

言 ,既有几千年封建集权的积淀 ,又有对社会主义

理解的偏差 ,所 以在社会主义建设 50年代历史

中 ,难以避免地存在着新形势下的以权为本的现

实。权力支配、指挥着一批人 ,让一些人在权力面

前失去 自我 ,失 去真诚和 良心。十年
“
文化大革

命
”
更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挥动权柄 ,制 造冤假

错案。改革开放 ⒛ 多年来 ,国 家在经济、政治、文

化等方面都取得了惊人的进步 ,但在ˉ些地区和

部门 ,仍存在以权为本的情况c与此同时 ,在 建立

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 ,在价值规律、等价交换原则

的刺激下 ,一些人头脑里又出现了以钱为本的观

念 ,以 为有了钱可以买到权 ,买 到人格、灵魂以至

人的生命。现实的中国社会是三种本位搅合着人

们的思想 :以 人为本、以权为本、以钱为本。

从历史角度和社会发展的前途看 ,人类应该

倡导以人为本的观念 ,追求以人为本的实践 目标。

因为人是社会的主体 ,人是世间唯一能创造一切

的最高存在。

二 以人为本的内涵和理论根据

以人为本的实质是指人类的一切活动都要以

人的生存、安全、自尊、发展、享受等需要为出发点

和归宿点。人既是从事一切活动的手段又是 目

的 ,不能只把人当手段而忽视、否认人是 目的这一

根本问题 ,离开人是 目的的根本性问题 ,一切活动

都将失去意义 ,亦或都将置 自己于不人道的野蛮

境地。

马克思认为人的需要即人的本性。人的需要

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内在因素和动力 ,也是人类社

会存在和发展的深层动因。人为了满足 自己多种

需要而从事各种社会活动 ,在这些活动中又产生

出更新更多的需要 ,从而推动人们从事更多更新

的实践活动。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 ,社会的发

展、科技的进步的动力和灵魂都只能是人 自身。

人是世界的主人 ,是世界发展的动力、手段 ,也是

世界发展的 目的。以人为本是 由人的本性、人在

社会、自然、思维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的 ,也是

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 ,更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

物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人是世间的最高存在物

第一 ,人是 自然的最高产物。在人的身上集

中了自然物所具有的全部精华 ,同 时又产生了其

他一切 自然物所不具有的特性、属性和活动规律。

人依靠 自己的力量创造 自己的生存条件 ,这 一点

是人以外的任何 自然物都不具有的。人通过劳动

创造了人所独具的强大生存能力。人的自然存在

力是很弱的 :既无爪牙之利 ,也无羽翼之便 ,既无

脱皮换毛之功 ,也无地藏冬眠之能 ,但是人成为地

球上最强大、分布最广的动物 ,完全是依靠人的劳

动和智慧。人类的这种生存能力使他可以不完全

依赖环境的恩赐 ,而可以根据 自身的需要去改造

环境、使环境来服从人的需要。

第二 ,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人有-个敏于

思维的大脑 ,能对客观世界有选择地进行反映、认

识 ,从而揭示客观事物的本质、规律并按人的需要

对客观事物进行观念的建构 ,然后指导人的行动

去改变不符合人需要的客体。特别是人的自我意

识作为意识的核心 ,更是在创造人 自身 ,在改造 自

然和社会中起着重要作用。所谓 自我意识是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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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反省意识 ,对 自己的活动、思想、感情、愿

望、需要以及区别于他物的性质、地位、作用和由

此形成的与他物关系的认识。自我意识是人作为

主体的本质内涵 ,也是人从事 自主性、能动性、创

造性活动的必要前提。当人在进行创造性活动的

时候 ,就能 自我反省、自我尊重、自我控制。人的

这种意识能力或思维能力也就是人的智力。这种

智力在人的全部能力中起着主导作用 ,人的体力

劳动器官的活动只有在思维的控制下才能发挥向

客体传递主体信息的作用。人有了这种智力 ,就

能以观念形式反映环境和人 自身及其两者的关

系 ,形成 自己的主观世界 ,并 以观念的形式处理 自

身与环境的关系 ,创 造出适合 自身需要的新观念

体系 ,进而用这种新观念去控制外物的变化 ,把环

境中不适合 自身需要之物改造成适合 自己需要的

事物。更重要的是 ,人通过 自我意识不断地 自我

完善、自我超越。

第三 ,人是世间唯一能从事创造活动的存在

物。所谓创造就是生产出前所未有的东西 ,或 眷

说从事前人和同时代人没有从事过的有助于人类

文明发展的、并为人类提供了积极成果的活动。

只有人才能从事创造性活动 ,因 为只有人才具有

意识能力、创意能力。其一 ,人创造了人类社会。

人为了生存必然进行生产劳动 ,从而结成人类社

会群体。从家庭到氏族到部落、国家 ,人与人之间

形成独特的经济、道德、政治关系 ,人成为社会关

系的总和。其二 ,人创造了人化 自然。自在 自然

不能满足人的需要 ,因 此 ,人一开始就把 自然作为

自己认识和改造的对象 :在 自然物的基础上创造

出原物没有的结构、属性和功能 ,以 满足人的需

要 ,使 自在 自然变为人化 自然。在深度上 ,人类实

践活动深人到地球深处 ,作 用于 自然物质的深层

结构 ,从微观、超微观层次进行原子裂变、生命合

成、破译密码、基因移植。在广度上 ,人类实践的

影响不仅遍及地球的每个角落 ,而且直接影响地

球表层的生物圈、大气圈、水圈、岩石圈的状况。

其三 ,人创造了人 自身。自然的人化过程也就是

人的自我创造过程。人在创造 自己生存的自然环

境、社会环境以及科学技术、物质、精神财富的同

时 ,也 在不断地创造 自己的生理、心理、知识、技

能、思想、道德等各方面及其认识和实践能力 ,也

创造了自己的超生命的本质。总之 ,人 既是 自我

的生产者 ,又是 自我活动的产品。人通过 自己的

创造性活动 ,自 己选择 自己 ,自 己决定 自己 ,自 己

创造 自己 ,自 己完善 自己 ,自 己发展 自己。人是 自

己生活和历史的造物主 ,是 自己的主宰和上帝。

在人之外、之上 ,没有超人的上帝、天理 ,也没有支

配人命运的神秘力量。人的 自我创造是无限的 ,

这是因为人的欲望是无限的。主体人往往把 自我

欲望的无限性转换为 自我创造的激情冲击波 ,不

断地刺激着 自我创造的进行。加之 ,自 然和社会

对人施加的压力 ,发 出的挑战 ,提供的机会都促使

人不断地永远地进行创造。

综上所述 ,人高于其他生物的特点 ,是高度的

可塑性、可变性和 自觉性 ,能有 目的地造就 自己的

能力。从本质上讲 ,人代表着宇宙 目前最高的质 ,

拥有代表 目前宇宙的地位。

(二 )人是 自然(人化 )、社会和 自身的主体

所谓主体是指具有主体意识和对象性活动能

力、从事具体对象性活动并成为活动及其产品的

支配者和控制者。这个界定包含四层含义 :第一 ,

具有主体意识 ,即 主体对 自己作为客观对象的能

动施动者的地位、自身价值及其内在需求的一种

自觉认识 ,也就是说主体人一定是思维意识正常

清醒的人 ;第 二 ,具有对象性活动能力 ,即具有从

事实践活动的能力 ,即具有从事实践活动的能力 ;

第三 ,从事具体对象活动的人 ,即是现实的、参加

具体实践活动的劳动者 ,而不是抽象的非现实的

人 ;第 四 ,具有对产品的支配、控制权的主人 ,而不

是被支配者。这样看来 ,主体人并不是一般的人 ,

更不是其他生命物质 ,而是具有四个基本条件的

自觉的人。

主体人最根本、最深刻的性质是主体性 ,而主

体性具体表现为实践性、能动性、创造性和 自主

性。这些属性是一切其他生命现象不具有的。而

且人的主体地位、主体属性都不是天生的 ,也不是

自封的 ,而是由实践活动、语言符号、意识的建构

等条件铸成的。劳动实践使人与环境区分开来 ,

并形成主体、客体和工具三个系统。在三个系统

的相互作用、相互促进 中逐渐提高了人的主体能

力 ,强化了人的主体地位。而语言符号的出现使

人的活动呈现两个世界 :客 观对象世界和主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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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世界。主观意识使人具有抽象、联想、推理等思

维能力 ,行动前有 目的、打算、蓝图,行 动后有总

结、概括、改进新的行动目标等思维操作 ,使人的

世界里出现了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序列 ,也 出

现了这里、那里 ,此方、彼方等空间区别。更为重

要的是语言符号使人类容易交流、传递信息、积累

经验 ,使人类的知识、能力的发展呈现一种积累加

速效应 ,从而放大和加强了人的主体性。意识系

统的建构使人具有了超越性 ,能 够超越自然物的

状况 ,创造出一个人化世界来。超越 自我使 自己

不断改进、改善 ,从而不断强化着 自己的主体地

位。正由于此 ,才使人成为自然、社会、自身的主

体。

当人面对自然时,人能把自然作为认识和改

造的对象 ,在 自然物上创造出新的结构、属性和功

能 以满足人的需要 ,使 自然服从人的需要。面对

社会 ,人能自觉地根据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 ,通

过改革(包括革命 )调 整不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

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 ,创 造新的

能够推动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经济、政治关系。

面对自己,在实践关系中,人作为实践主体 ,总是

根据自己日益发展着的需要和能力 ,在认识客体

的本质和价值属性的基础上 ,在 改造客体的过程

中不断超越自己所处的现实存在 ,使 自己的生存

和发展水平始终处于不断的更新中。而且 ,人总

是在对象性活动中不断反观自已,将 自己作为观

念的客体进行观察、分析、自审、自我评价 ,从而不

断地改变和完善着人的生理、心理结构及其各种

能力。

综上所述 ,人作为自然、社会、自身的主体 ,总

是在对象性活动中,既按人的需要 (内 在尺度 )又

按客观对象的本质和规律 ,创造着自然、社会和人

自身 ,不断地把人类推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三 )人是一切价值形态中的最高价值

所谓价值是指客体属性对主体需要的有用的

满足。价值关系是一种属人的关系,具有属人的

性质。正如马克思所说 ,价值
“
实际上是表示物

为人而存在
”
[2](325页 )。 任何一种价值 ,无论

是充饥、解渴、还是真、善、美 ,都是一种
“
为人属

性
”
,为人而存在。如果满山是黄金 ,而无人的需

要 ,黄金又有何用?叉有何价值呢?所以,价值唯

属人 ,为人而存在 ,只 有人才是价值主体 ,一 切离

开人的物 ,包括高等动物黑猩猩也成不了价值主

体。

而客观事物的 自然属性、特性、结构等能直接

满足人的需要是有限的。-般都需要经过人的实

践活动 ,依据人的需要(内 在尺度 )按 客观事物的

本质、规律进行改造、创造才能实现满足人和社会

需要 ,才能成为有价值的现实。人是一切价值的

创造者 ,人具有任何物都不具有的创造价值的价

值。人是万物价值的本源 ,万物价值的尺度 ,离 开

人和人的需要 ,不要说价值创造不可能 ,就连价值

的关系都不存在。尤其是当社会进人到工业经济

时代 ,社会生产的决定因素已不是空间、能源和耕

地 ,决定因素是人 口质量的改善 ,也就是人力资本

的问题。人力资本是唯一能增值的因素 ,其他一

切因素包括空间、能源、耕地和生产工具等等离开

人都是一堆
“
死物

”
。它们本身不可能增值 ,因 为

它们本身不可能 自动为人的需要、为社会的需要

而改变 自己的属性、结构和功能。只有人才懂得

自己需要什么 ,怎么满足需要 ,又 怎么无穷地创造

出新需要 ,不断地为满足新需要而进行无限的创

造 ,也就永无止境地为社会为他人创造财富。-
句话 ,人是一切价值形态中的最高价值。

当然人要成为人力资本 ,为 社会创造更多价

值和财富 ,还有一个投人的问题 ,那就是通过正规

教育、职业培训。人只有不断地学习 ,不断获取各

种知识、信息 ,丰富 自己的头脑 ,才能积累智力资

本 ,创造出人间奇迹来。

三 以人为本的实践操作和社会意义

社会以人为本的实践操作主要应从以下三个

方面考虑。

(-)在人与 自然的关系中走
“
自然一人道主

义
”
之路。所谓

“
自然人—道主义

”
是指人类要从

自己的本性出发 ,而不是从
“
故土

”
、
“
都市

”
这些

异已的存在出发 ,让人性回归 自然 ,让 自然符合人

性。大都市要回归 自然 ,“ 自然村
”
要走 向人性 ,

这是人类本性必然要指向的生存环境 目标。

为什么要让 人 性 回归 自然 呢?恩 格斯说 :

“
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 自然界 ,

存在于自然界的。
”
[3](518页 )我们的意识 ,不论

看起来是多么超感觉的,总是自然的产物,归根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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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是物质的人脑的机能。人来 自自然 ,依赖 自然。

因此 ,必然把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规范推广到人对

自然的行为规范 ,更 自觉地尊重 自然的本质和规

律 ,更切实地关心、爱护 自然 ,把保护 自然与改造

人类结合起来 ,使人类更加适应 自然。从而使 自

然也更加人性化 (更 符合人的生存、发展需要 ),

更好地为人服务 ,更切实地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

只有这样才能逐步走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最佳

境地。

(二 )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中 ,党 和政府在制定

方针政策时要以有利于人的生存、发展为出发点

和归宿 ,而不能见物不见人 ,或把人放在次要的服

从位置 ,不把人当目的 ,只 把人当手段。

改革开放以来 ,邓 小平首先注意到人的重要

性 ,提出
“
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 ,社会主义和改

革开放能不能坚持 ,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 ,

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 ,从一定意义上说 ,关键在

人
”
[4](380页 )。

“
要注意培养人

”
[4](380页 )。

这些都阐明了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与人的关系。

人是发展的中心 ,人是一切发展的根本。只有以

人为本才能促进人与社会的共同发展。有人说 ,

社会是人的社会 ,社会是人为的社会 ,社会是为人

的社会。这是很深刻的。其-,社会是由人组成

的;其二 ,社会是人创造的;其三 ,社会是为人服务

的。没有人就没有一切 ,以 人为本是社会主义的

本质。

(三 )在思想领域 ,实行多元文化 ,倡导
“
百花

齐放、百家争鸣
”
的方针 ,为人的个性和创造性的

发展提供宽松的舆论环境。

人是一种肉体的、灵魂的、生理的、心理的、行

动的综合体。他存在的需要也是多方面的 ,在众

多需要中,除 了生存需要的物质条件外 ,对人而

言 ,作 为文化动物 ,他 的精神性需要显得尤为重

要。当一个人精神世界充满理想、愿望、追求时 ,

他可以在精神王国里驰骋 ,建构他未来所需要的

一切 ,甚至他可以忽视现实中物质生活的暂时不

是 ,以及社会关系中出现的不顺、不满、痛苦、悲伤

等等。反之 ,当 一个人的现实物质生活很丰富 ,而

常神空虚 ,那无疑是将自己降到了一般动物的水

平 c

人的一切兴奋、快乐、幸福、痛苦、悲伤等等情

感体验 ,都是由思想意识等精神体验传输给心理、

肉体的。人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思想上的痛苦 ,人

最坚韧伟大的力量也莫过于精神的力量。精神的

力量是充满理性的力量 ,这种力量使人获得了价

值、尊严以及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

怎样才能让人的精神处于宽松和谐的良好环

境中呢?

第一 ,实行多元文化。所谓多元文化 ,就是承

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 ,让多种文化并存。

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人类历史上 ,各 民族、

地区、国家由于各 自的历史、经济、政治的不同 ,他

们必然都有 自己民族的独特文化。任何 民族、国

家对此都应给予尊重、承认而不能简单、生硬地加

以排斥 ,压制。事实上 ,人类总是在多种文化的碰

撞、磨合、交融中 ,摒弃糟粕 ,吸取精华 ,发展完善

自己的。而且人类在各种文化的磨合中 ,还 可能

凝聚人类的共同观念 ,推动人类共同利益的发展。

第二 ,坚 持
“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
的方针。

承认多元文化的存在 ,就必须在政策上给予存在

的合理性 ,只 要是符合人类利益的有利于社会、人

类进步的文化、观念就应允许它存在。即使有不

利于人和社会发展的观念、文化意识存在 ,也用不

着害怕。要相信群众的识别能力 ,相信真理一定

会战胜谬误。再说 ,人只有在鉴别谬误 中才能增

长知识和才干。不见谬误也就难以识别真伪 ,更

说不上抵制、排除谬误了。

在思想领域实行多元文化 ,提倡宽容 ,会为人

的发展提供一个宽松和谐的舆论环境 ,让人的个

性、创造性得到伸展的空间。人们不会再用一种

价值标准去轻率地批判另一种价值观念了。

以人为本的社会意义是重大的。

第一 ,以 人为本有利于人 自身的生存发展。

以人为本 ,将人看成是社会、自然、人 自身的主体 ,

人在实践活动中就必然根据 自己日益发展着的需

要和能力 ,在改造客体的过程 中不断超越 自己所

处的现实存在 ,使 自己的存在和发展水平始终处

于不断的更新 中。同时 ,在创造对象物过程中还

能体会到 自身的想象、感知、悟性等方面的潜力 ,

从而增强 自信心 ,努力发展完善 自己。

第二 ,以 人为本能极大地调动人的 自觉能动

性。以人为本 ,人成为生产实践、处理社会关系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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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以及科学实验的主体 ,他们必然发挥 自身的能  社会每一次进步都带给人 -定 的解放。反过来

动性、创造性、自主性来完成主体的责任。特别是  说 ,人的每一次进步或解放也表征着社会的进步

在市场经济中 ,各实践主体都要参与市场竞争 ,耍  和发展。以人为本表征着人类社会已经艰难地走

不断战胜对手 ,占 领市场 ,就必须不断挖掘 自己的  过以 自然为本、以神为本、以杈力为本以及 以金

潜力 ,不 断地创造出新成果 ,才能占住市场 ,战胜  钱、关系为本的历史 ,进到了一个民主、进步、文明

对手。市场推动着主体人充分地发挥 自己的能  的历史阶段 ,还人以应有的尊严、独立、自主的地

力。                     位。这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第三 ,以 人为本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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