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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Manifesto) is a pro-
grammatic docu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It marks 
the birth of Marxism, and is one of the most far-reaching works on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ideological revolution of human beings, which contains 
rich humanistic thinking. On the basis of understanding the creation back-
ground of the Declaration, this paper deeply explores the text's emphasis on 
human nature and its concern for the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and considers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of Marxist humanis-
tic thinking in China. These will provide important practical inspiration for 
China’s current development, open up a path of Moder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an innovative way, and inspire the caus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make new lea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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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共产党宣言》(简称《宣言》)的问世预示着无产阶级的革命者从此有

了科学理性的世界观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是世界各国无产阶级解放运动

的指南，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重要思想武器，归根到底是全人类最终

解放、自由发展的伟大旗帜。“全人类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是《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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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旨所在，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人学思维在本书中的最终归宿。不同于《德

意志意识形态》中“人学”的片面性和抽象性，《宣言》更加关注人的现实

性，将理论运用当人的实际生活中去，从更广泛的层面去分析人性、人的价

值及人的自由解放。本文立足于新时代的大背景全面诠释《宣言》蕴涵的人

学思想，主要从文本的创作背景、人学思维的基本内容、人学思维的当代价

值这三个方面着手，进一步探究马克思人学思维在本阶段的先进性，继而为

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二、《宣言》的创作背景 

任何一种理论思维的出现都不是凭空而来的，都是建立在特定的社会条

件基础上的。《宣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是马克思

在理论研究和理论斗争中形成的科学性产物。该著作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现象，

而是在丰富的时代背景下必然产生的理论成果。 

(一) 经济发展背景 

物质决定意识，一种思想理论的诞生必定深受那个时代的经济物质发展

的影响。19 世纪的经济不断出现新的发展形式，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形

式的改变导致很多社会矛盾的激化。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严重影响民众

参与生产的积极性，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遭到破坏，由此也日益暴露出资

本主义不可避免的短板。这些经济领域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物质经济

条件，也是推动《宣言》问世的重要经济动力。 
第一次工业革命促使了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当时已经初步完成工业革

命的西欧各国已经在本国内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随伴着资产阶级发展势头

日益迅猛，社会逐渐出现了与之对立的工人阶级。特别是 1825 年的经济危机，

更是进一步激化了已有的社会矛盾，工人运动愈发激烈。作为一个新生的阶

级，严重缺乏经验的工人阶级在运动中屡屡碰壁，在反对资产阶级、计划缓

和社会矛盾的活动中充满曲折。面对现实问题，马克思开始从理论层面为加

速工人运动继续向前探寻新的出路。由此，他们立足于现实处境投身到大量

的理论研究中，在深刻批判了空想社会主义不足的基础上完成了《宣言》的

写作，国际工人运动从此有了科学的真理性指导。 

(二) 政治运动背景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经济领域矛盾的激化势必导致政治运动充斥着更为

激烈的斗争。《宣言》正是在政治运动的催生中出现的：“欧洲三大工人运

动”就是影响《宣言》创作最重要的政治因素之一。该运动爆发于 19 世纪

30~40 年代，《宣言》正是在 19 世纪的 40 年代正式问世，这就表达了“工

人运动”的政治现实对理论的形成有不可替代的鼓动作用。“三大运动”催

促欧洲的无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并在历史纵向发展的继承中扮演着更

加突出的角色。实际上，“三大运动”没有达到预想的革命效果，活动的结

果也很残酷，与无产阶级的诉求仍有较大的距离。但正是运动的失败和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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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负面影响，才传达了工人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要劈波斩浪的信号。

另一方面，无产阶级想最终掌握政治的领导权力，就必须要有正确的思想观

念保驾护航，形成满足自己阶级需要的理论支撑；同时也需要通过暴力运动

提高自己的威慑力，实现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 
无产阶级通过持续组织独立的政治运动，逐步体会到要想推翻资产阶级

的专制就必须明确自己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任务，掌握资本主义制度究竟是一

种什么样的制度，以及究竟如何去推翻这一制度，从而实现自身的解放。换

言之，创造一种强有力的科学理论指导具体的政治运动，才是无产阶级最为

迫切的现实需要。以上这些因素也再次从政治支撑和阶级基础层面呼唤《宣

言》的横空出世，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增添了耀眼的光芒。 

三、《宣言》蕴涵着丰富的人学思维 

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维虽然没有明确的定义，但贯穿在众多的文本之中。

该人学思维始终围绕着“现实的人”这一原点，坚定地把“人”设定为历史

发展的根本主体，明确打破种种约束实现人之本性的彻底解放。《宣言》在

某种程度上足以被称作马克思主义的人学宣言，对“自由人联合体”的分析

是它的逻辑归宿和实际旨归。该著作通过对资产阶级现实活动的非人性质的

分析，批判资产阶级对人性的践踏，形成了独特的人学视野，并影响着马克

思其他思想的发展。 

(一) 从重视人性培养的方面来说 

《宣言》中的人学思维，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对人性的重视。此文本主

要通过批判资产阶级对人性的摧残等不良现象，来阐述无产阶级对人性培养

的特殊关注。 
首先，揭露资产阶级无视人性，肆意践踏。《宣言》认为资产阶级破坏

了之前的封建伦理观念，同时以“自由、平等”等看似高尚的词语来代替之。

但是，资产阶级所谓的自由、平等并没有现实意义，只是为了维护自身统治

的口号而已。正如《宣言》中说道的：“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

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取代了自力挣得的自由”([1], p.3)。资本主义的社会

到处弥漫着利己主义的迷雾，生活在此状态下的人们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自由

平等。高度市场化、功利化的社会环境，造成了人际关系的疏远、冷漠、无

涉和隔阂，这也是资产阶级矛盾重重的基本原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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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本成为

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主体，原本独立、活泼的人竟成了资本的傀儡。“资本主

义披着发展人性的外衣，实质上却压迫人民对资本的专制统治俯首称臣”([1], 
p.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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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建立在金钱之上的人性，早已被践踏得不堪入目。 
其次，正视人性的彰显，表现人道的关切。《宣言》聚焦于人的具体现

实的活动，直面资产阶级针对人性问题的片面性和孤立性，展示出无产阶级

的现实生存际遇，在人学的传播中时刻正视彰显人性。该著作表明必须使用

废弃践踏人性的私有制的过渡手段，才能促成人作为人的本质，拯救人的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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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性和主体性。通过不断提高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保障人们平等、自由践行

价值追求的举动去逐步消灭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在此基础上走向共产主义，

实现人性最大水平的发挥，这也是无产阶级的最高奋斗目标和价值追求。《宣

言》始终贯彻人性的思维，这也为我们更好地理解马克思的人学思维提供了

全面的材料，同时为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贡献了基础性的指导作用。 

(二) 从关注人的发展价值的方面来说 

《宣言》始终坚守从个体出发考虑全体进步的基本精神，因此提出要以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条件去实现“一切人的自由发展”。该著作对人之

价值的关注主要表现为“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两个方面。 
首先，重视人的解放。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

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雇佣劳动是资本的极大条件。[3]与资产

阶级形成鲜明的对比，无产阶级想要成功地争夺政权，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

会，就必须完全摒弃资产阶级的自私与苛刻，勇于打破雇佣的枷锁。因此，

马克思在《宣言》中提出“人的解放”的号召来解救处于水深火热的劳苦大

众。与此同时，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人类解放和政治解放的区别，全面分

析了二者的互促互动关系。就马克思主义的视角而言，政治解放旨在利用革

命的方式把政权牢牢把握在无产阶级手中，为自身夺取彻底的政治权利和政

治自由；人类解放则是指在政治解放的基础上，从世俗的枷锁束缚中解放出

来获得充实的精神自由，实现自身精神层面的追求。如此说来，政治解放是

实现人类解放的基础，人类解放是更高层次的政治解放。正如马克思在《宣

言》中所讲：“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本身也不能得到解放。”

([4], pp.322-323)这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所提倡的人的解放肯定不是资产阶

级的形而上学式的假惺惺，仅仅是少数人得到利益满足的狂欢，而是在每个

人都得到解放基础上的踏踏实实的“全人类的解放”。马克思毕生追求的共

产主义社会正是在“全人类的解放”得以实现的社会形态。生活在这样社会

形态的人类已达到彻底解放的状态，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能得到全方位地保障，

完全粉碎了以放弃多数人利益的方式来满足少数人特权的畸形社会。《宣言》

中凸显人之解放的重要性和急迫性，实现人的解放是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

实际上，只有打破囚禁大众的桎梏去追求每个人的解放，才能达成人的自由

全面发展。 
其次，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重

要命题，也是实现人的现代化的根本目标。[5]马克思主义人学思维在《宣言》

中最重要的体现就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论断，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

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符合唯物史观的方法论要求，体

现了社会客观规律性与人的主观目的性相统一的特征。马克思在《宣言》中

用了大量的篇幅解释了其所要寻求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囊括的具体内容，主

要包括这样几个层次：一是人类劳动实现自由，二是人在自然界中重获自由，

三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创造自由。[6]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是人的“自由发

展”，认为存在于社会现实中的活生生的个人是发展的主体。这种“自由发

展”要求人的个性、人格、创造性和独立性最大限度地“不受阻碍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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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自由发展”是“全面发展”的前提，如果一个人的“自由发展”都不可

能实现，那么何谈“全面发展”呢？同时，马克思主义所寻求的是人的“全

面发展”，既是人的本性、本领的协调发展，也是人的天然本质、社会本质

和精神本质的共同提高，还是人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其他各领域实际权利

的真确实现。因此，马克思首创性地提出哲学家们不应该只是停留在理论上

的解释世界，更需要深入实践去改变世界这一推论。在他看来，实现人的自

由全面发展也需要落到实处，以无产阶级运动的方式塑造创造美好生活的主

体，即自由的、发展的人。 

四、《宣言》中人学思维的时代价值 

《宣言》中讲述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人学思维有巨大的理论和实践意

义。列宁曾如此评论《宣言》的重要地位：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而鲜明的

语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观。[8]该著作蕴涵的科学理论为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认

识世界和改变世界提供了一盏明灯，其中阐释的新世界观是工人运动高涨的

根本所在。《宣言》彰显的人学思维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毕生为之奋斗的

人生理想和社会目标，特别是上文提到的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更是

凝练成他们对人学进行深刻认识的成果。 

(一) 理论价值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宣言》始终是一座里程碑式的著作，

其中的人学思维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它从根本上体现了对人类的终极关怀，

对人类解放和全面发展的强烈关注。从联系的观点看，《宣言》中的人学思

维非但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同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社会主义的制度等不

可分割的，自始至终都紧紧围绕着社会主义的运动进行理论上的思考。此外，

延续了一百多年的社会主义运动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也表明了“人”在社会主

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再次验证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既是社会主义本质的

具体体现，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奋斗目标。 
《宣言》中的人学思维充分说明人的解放和发展是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

终极目的，滋养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标。为中国在不同时期理性处

理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的关系，持续探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实效性办法；

为如何加快和谐社会的构建等现实问题提供了独特的思想指引。正是在这样

一份高屋建瓴的人学宣言的理论指导下，以人民发展为中心的创新性理论才

能在中华民族开花结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实现一次次的飞跃。即便是

在如今洋溢着新气象的时代，延续马克思主义人学思维的中国化发展仍然是

我们不懈的追求，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以人为本”治国理念的根基，也是中

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国梦”的理论导航。 

(二) 实践价值 

《宣言》中的人学思维从现实社会的具体领域和活动去关怀人性、人学，

把人学研究的逻辑自觉与无产阶级的现实运动相结合，使人学视野获得开放

式发散，并有着现实的皈依。恰如“两个必然”总结论，诚然是工人阶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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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斗争的直接结果，但更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要求。[9]在
已大步踏上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赶考路的特殊背景下，中国更要加紧生产

力的发展，继续挖掘《宣言》人学思维的实践价值，以“两个必然”结论引

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之追求。从现实情境看，不论是直面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的“大考验”，还是宣告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不论是中国人民在中

国共产党的根本领导下创造出源源不断的中国奇迹，书写了一幕幕中国式的

精彩篇章，还是新时代的中国人切实得到前所未有的全面发展等等，都是马

克思主义的人学思维在华夏大地铿锵有力的践行，都是《宣言》中的人学思

维实践价值的体现。 

五、结语 

立足当下成绩，展望未来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维必将继续发挥它

不可置疑的时代价值。《宣言》蕴涵着的丰富的人学思维从理论角度为新时

代中国的再创辉煌筑牢根基，以哲学政治经济学的思路为中国实现新飞跃赋

予扎实的支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赓续发展，其中不负人民的理念适应了社会发展的要求，是对《宣言》中的

人学思维特别是人全面发展理论的守正创新。当下社会主义矛盾的变化，人

们对精神需求的渴望更加强烈，对自身的发展愈发重视综合性因素等等，无

不表明马克思主义人学思维的现实性。一系列的现实成果也是在新时代继续

挖掘《宣言》人学思维研究价值的根本依据。 
实践证明，只有坚持正确的理论指导去真正关注人性的健全发展，在中

国这片土地上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才能助力中国共产党这一

百年大党自觉汲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精神财富，带领中国人民在“两个

大局”中加快“两个结合”的步伐，坚定迈向新的发展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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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浅析《共产党宣言》中的人学思维 

摘要：《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性文

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对人类社会变革和思想革命影响最为深远

的著作之一，蕴涵着丰富的人学思维。在了解《宣言》创作背景的基础上，

深入探究该文本对人性问题的重视和对人之自由全面发展的关怀，思考其中

的马克思主义人学思维在中国的具体运用，有利于为中国当下的发展提供重

要的现实启示，有利于创新开辟中国式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激发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渐进取得新的飞跃。 

关键词：《共产党宣言》，人学思维，中国式现代化，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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