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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马克思人学研究从关注人的现实问题开始、

以解决人的现实困境为目标、以实现人的幸福为

归宿，自始至终致力于实现人的解放与自由而全

面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以人民为中心”重

要论述的本质内涵和价值诉求是以促进人的全面

发展为核心，是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中国化

的生动阐释。

一、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流变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

要组成部分和马克思人学思想的核心，是在批判

继承黑格尔、费尔巴哈等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在

不断地自我否定中经历了从初步探索到不断发展

再到逐步成熟的动态演变过程。其理论发展大致

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初步探索阶段，即从《博士论文》

到《论犹太人问题》时期。马克思在青年时期就

表现出了为全人类服务的坚定信念，这为后来潜

心研究全人类的解放和自由发展奠定了良好基

础。马克思人学思想的萌芽深受黑格尔哲学的影

响。在《博士论文》里，马克思通过对比伊壁鸠

鲁与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发现了原子偏斜论

中所蕴涵的人学价值，形成“个人自由”思想。

马克思认为人要勇于打破束缚自由意志的所谓的

外在必然规定，将人“从直线中解放出来”，获

得现实的自由。《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对于人

的问题的认识，已经经过了实际斗争的洗礼。马

克思深刻地批判了普鲁士专制政府对人的精神自

由的践踏。马克思此时已经认识到要实现人的发

展必须深入到现实世界、展开实际的政治斗争，

正如马克思所言：“现在我们来到坚实的地面上

演戏”。《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期，马克思认

识到了黑格尔哲学存在的问题，开始转向费尔巴

哈的人本哲学，其历史唯物主义的人学研究道路

也自此展开。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批

判了将人的发展的世俗问题抽象化、宗教化的问

题，指出只有将无产阶级转化为物质力量，通过

现实的社会革命，才能实现人的真正解放。

第二阶段：发展定型阶段，即从《1844 年经

济学哲学手稿》到《共产党宣言》时期。《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马克思对于人的研究

依然受到费尔巴哈“类本质”思想的影响，但马

克思认识到了人的类本质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

即劳动，认为只有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才能实现人

的全面发展。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产

生的异化对于人的本质的吞噬，并指出扬弃异化

的唯一途径只能是通过人的自觉的实践活动。自

《神圣家族》开始，马克思全面批判了青年黑格

尔派的自我意识，开始思考“现实的人”的问题，

明确认识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指出了无产

阶级通过政治斗争解放自身的历史使命。《关于

费尔巴哈的提纲》时期，马克思彻底清算了费尔

巴哈的旧唯物主义的错误，产生了新的世界观的

天才萌芽，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

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马克思从物质

生产和再生产的实践出发，详细论述了“现实的

个人”的思想，把人的发展问题置于现实基础之

上，唯物史观也由此形成。《共产党宣言》发表

标志着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正式形成，

□  戴春勤  张亚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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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宣言》中全面论述了阶级斗争和共产

主义理论，提出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

人的终极形态以及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强调了

无产阶级革命对于实现全人类的自由解放和全面

发展的决定性意义。

第三阶段：完善成熟阶段，即《资本论》时

期。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深入地分析了人的

发展问题，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推动人的全面

发展理论走向成熟。首先，马克思深入资本主义

生产关系内部，全面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从

一开始对人的可能性和全面性的激发，到资本的

不断膨胀，使人的全面发展逐渐被掩埋、侵吞，

再到不断追求剩余价值的最大化而产生种种伪善

和欺骗，最终成为制约人的全面发展的桎梏的过

程，揭示了人的本质被资本这一华丽外衣遮蔽的

现实，并深入物质层面论证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的现实条件和过程，使人的全面发展不再是单纯

的逻辑推演。其次，马克思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入手，全面阐述了劳动对人的解放与发展的现实

意义，确立了人在生产中的客观地位，找到了实

现人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马克思在《资本论》

中用唯物史观的科学观点论证了人的自由而全面

发展的现实可能性，并深刻揭示了只有每个人的

自由而全面发展才是人的真正归宿、才符合人类

历史的发展规律、才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

二、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习近平

“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习近平“以

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奠定了科学理论基础，为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当代实践提供了客观依据，

为新时代党的执政及奋斗目标指明了前进方向。

1. 唯物史观为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

论述奠定了哲学基础。唯物史观贯穿马克思人的

全面发展理论的全过程，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奠

定了科学理论基础。“现实的个人”的思想作为

马克思人学思想的逻辑起点和唯物史观确立的前

提，对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具有深

刻启示。马克思强调人不是单纯生物学意义的抽

象类本质，人之所以为人，是人能够自觉进行实

践活动，并且随着人的实践活动的不断丰富，人

越来越成为社会关系中的人、成为动态发展过程

中的人。从“现实的个人”开始，马克思真正把

人的问题从天国拉到人间。习近平“以人民为中

心”重要论述以马克思“现实的个人”的思想为

基石，立足于中国人民的现实，不断为满足人民

的现实需要而奋斗。群众史观为习近平“以人民

为中心”重要论述提供了根本理论遵循。马克思

对于人的研究促进了唯物史观的确立，又在唯物

史观的指导下，马克思更加科学且深入地研究了

人的问题，他提出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真正创

造者和推动者的群众史观。这一发现彻底颠覆了

唯心主义历史观下的“精英论”，人民群众的历

史主舞台的地位第一次得到确认。中国共产党长

期以来就在群众史观的指引下，形成了具有自己

特色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习近平“以人民为

中心”重要论述坚持以群众史观为导向，结合中

国共产党长期以来的执政经验和群众工作方法，

时刻坚持人民立场，进一步确立和保证了人民主

体地位。

2. 人的实践性本质的发现为习近平“以人民

为中心”重要论述的当代实践提供了重要启示。

人因为实践活动而区别于其他任何存在物，从来

没有实践之外的人。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

学手稿》中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

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人随着实践活动

的不断深入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因此劳动实践是

连接人和自身全面发展的纽带、是实现人的全面

发展的现实路径。受人的实践性本质启发，“以

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更加注重发掘人的自觉性、

能动性来促进社会发展。马克思的“现实的个人”

思想之所以具有跨时代的意义，正是因为他看到

了人的实践性本质，彻底与以往唯心主义视域下

研究“抽象人”的错误倾向划清界限，正如马克

思批判费尔巴哈的那样“他把人只看作是‘感性

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人的实践性本质

的确定充分肯定人的价值与作用，并且马克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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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对实践的人的研究，进一步认识到了人的社会

性，分析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联

系和作用，强调：“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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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在实践中不断发掘自身潜能，实现自我完善，

人通过实践达成了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

实现了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统一。马克思还进

一步强调了物质实践活动的决定性意义，指出：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

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而人作为物质生活

的主体力量，也同时进行着政治实践和精神实践。

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在不断改造着主观

世界，因此人的实践活动涵盖了人的全部生活的

方方面面。人的实践性本质的发现对中国共产党

历来的工作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习近平“以人

民为中心”重要论述将人的自觉实践作为推动社

会发展根本动力，并不断通过科技革新等手段创

新实践活动形式、丰富实践活动内容、全面激发

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活力，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创

造条件。

3. 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思想为习近平“以

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指明了价值取向。人的自

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人学思想的本质核心和

最高价值追求，马克思要求“人以一种全面的方

式，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习近平“以人民

为中心”重要论述受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思想

的深刻启发，以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为其最高追

求目标，带领全党不断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而努力奋斗。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入

手，深入挖掘造成人的现实困境的根源。马克思

发现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劳动异化导致人的

片面、畸形的发展，揭开了资本主义社会表面的

自由、平等伪善面纱下的唯利是图的丑陋面孔，

启发广大劳动者更清楚地认识到了自己的现实处

境，并揭露了导致此种处境的深层原因，号召广

大的无产阶级应该充分发挥其能动性和自觉性，

为摆脱这种非人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而进行正义的

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实现人的全面

发展为其价值追求。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

要论述更加坚持人民至上的执政原则，始终以满

足人民的需要为现实关照、不断为实现人的幸福

而奋斗。

三、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对马

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创新发展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以马克思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根本立场，结合新的时代背

景充分拓宽了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视野，

更加注重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相关原则在新的历史

条件下的具体实践，实现了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

理论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

1.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是群众

史观的充实和发展。首先，“以人民为中心”重

要论述把人民作为党和国家事业的根基，这是群

众史观在新时代的全新践行。在发展中，我们党

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始终坚持一切发展以服务

人民为指针，不断改革制约人民权益落实的体制

机制，创新保障人民权力行使的各项政治制度，

全面保障人民主体地位，坚决依靠人民发展。习

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更加注重党同人

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做令人民群众满意的公仆。其次，“以人民为中

心”重要论述坚持把增进民生福祉、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作为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新时代，

我们党坚持群众史观原则，始终把促进人的发展

作为治国理政的价值追求，并把促进和保障人民

长足发展作为重要考量。我们党提出“五位一体”

的总布局，经济上强调要不断推动高质量发展，

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积累丰富的物质基础。政治

上强调要充分发展民主政治，进一步健全政治制

度、丰富民主形式，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促进

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政治保障。文化上强调要不断

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兴盛，发展人民群众喜

闻乐见的多样文化形式，注重人民精神启迪，推

动建立文化自信，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营造浓厚

的文化氛围。社会建设上强调要坚持人民性的基

本原则，不断发展和改善民生，尤其是关注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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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人民群众的发展，无论从政策上还是精神

上都要给予更多的支持和保障，保证在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道路上一个也不掉队。鼓励引导全体

人民参与到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中来，

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创造和谐的社会环境。在生

态建设上强调要以人民更长远、更健康的发展为

向度，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提供健康的生态屏障。“五位一体”总布局以促

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主线紧密联系成一个有机整

体，以全新的举措充实并发展着马克思的群众史

观。为遏止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我们党在紧要

关头立即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措施，始终坚持防

疫工作以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首要原

则，团结带领全体人民众志成城投入到了疫情防

控狙击战中。目前，我们已经取得了防疫的战略

性胜利，虽然近来疫情在局部地区仍有出现，但

我们没有丝毫懈怠，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进行

疫情的常态化防控，有效阻断了疫情的大面积蔓

延。这次疫情防控充分证明了我们党在新时代群

众工作的重大成效，充分证明只要我们心怀人民，

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就能够同人民群众一同跨越险

滩、赢得胜利。

2.“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人的自

由而全面发展思想的时代要求。人的自由而全面

发展是马克思人学思想的终极关怀，是人的发展

的理想状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 , 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是习近

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在新的时代条件下

对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概念的时代阐释 , 这一

阐释既符合中国的文化传统，又赋予人的自由而

全面发展以具体形态，鼓舞人民士气、增强人民

信心、激发人民热情。

首先，“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再

单纯注重人民物质层面的需求，开始立足当前现

实促进人更加全面、更高层次、更为协调的发展。

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新时代满足人

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全新实践。“四个全面”以

促进当下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以新的发展理念

为导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立足全局，以提高人

民生活水平为目的，是实现新时代下人的全面发

展的关键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坚持“以人为本”

的改革方向，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决心和气

魄谋划全局，破除制约人的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是实现新时代条件下人的全面发展的关键一招；

全面依法治国立足建立更加健全的法治体系，坚

持“法安天下、德润人心”的德法并举的治理方法，

是实现新时代条件下人的全面发展的法治保障；全

面从严治党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继续发扬批评与

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坚持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

更好统领各项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实现新时

代条件下人的全面发展的政治牵引。“四个全面”

发展布局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现阶段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辩证统一的整体。

其次，“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新

发展理念为抓手和路径，确立了新时代促进人的

全面发展的价值引领。“创新”发展是在传统动

能面临淘汰的状况下，改变驱动力，发展新动能，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激发人的创造活力的必

然手段；“协调”发展要求调节好各领域、各环节、

各要素之间的平衡与和谐 , 促进城乡间贫富的协

调，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自身的协

调发展；“绿色”发展要求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原则，强调“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

境”，为促进人的发展提供安全的生态保障；“开

放”发展要求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是新的历

史条件下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手段；“共享”

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共同富裕、共享成

果才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才有

可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五大发展理念在推动社

会全面开放、全面进步、协调发展的过程中促进

了人的全面发展。

3.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所蕴涵

的全球化思想是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丰富

发展。马克思通过分析资本的全球化的扩张，发

现了人在动态的发展过程中最终会成为世界历史

的人，并且指出“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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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 这说明建构“真正共同体”是实现人的

全面发展的先决条件。当下，随着全球化趋势的

不断加强，世界各国越来越成为休戚与共的利益

共同体，这也证明了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的潮流

以及人的发展趋势判断的科学性，习近平总书记

睿智地洞察到这一点，“以人民为中心”思想中

贯彻了深刻的全球化思想内涵。党的十八大报告

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习近平“以人

民为中心”重要论述基于马克思的“真正共同体”

思想在当今时代格局下的全新阐述和生动实践，

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更加长远的意义。

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各国要深刻认识

到自己在全球发展过程中所承担的责任和使命。

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要消除各个国家的差

异，而是在彼此尊重“个性”的基础上“和而不同”，

就是通过国家间的优势互补，形成各尽其能、各

取所需的发展状态。人类目前所面临的资源、环

境、疾病等越来越多的全球化问题与危机促使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任务更加紧迫，随着全球化

问题的日益严重化和扩大化，各个国家安危与共。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性暴发也充分反映了传

统的“各人自扫门前雪”的治理模式已经严重滞

后，共建开放、合作、共享的“百花园”才是解

决全球问题的正确方式。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既具有重要理论

意义，又具有深刻的实践意义，从理论上看，共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使得“文明冲突论”不攻自破，

打破了西方传统的“零和博弈”思维，同时也是

对于某些国家违背全球发展大势推行霸权主义和

强权政治的强烈反对和抨击。共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构想丰富了马克思的“真正共同体”思想的

内容。从实践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找到了世界

各国利益这个最大同心圆，不仅为中国发展提供

了全新方案和选择，还使得世界各国都可以共享

中国的发展机遇，共享全球资源。同时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各个国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

机会，有利于推动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这

无疑是为促进全人类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创造必

然的条件。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价值在

于始终沿着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足迹，始终坚

持着社会主义的原则，又能结合历史条件的变化

提出新的时代问题，并指导解决问题，不断促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蓬勃发展。与此同时，也要

清楚地认识到当下我国依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依然还只是我们不懈追求

的理想目标，在这个特殊阶段，我们必须树立忧

患意识，坚持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基

本原则，坚持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

的指导，不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而奋斗，不断为实现人的更加全面的发展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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