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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克思本人从未对“社会主义”进行过明确的定义，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

研究者所指称的“社会主义”更多地来自对《哥达纲领批判》中共产主义发展阶

段的解读。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首次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
义做了区分。事实上，社会主义的秘密蕴含在马克思的社会概念之中。可以

说，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的主张。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目

标，而共产主义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现实运动即中介。对马克思社会主义概念的

辨析，一方面有利于对学界以往关于社会主义的流行观点进行反思，另一方面

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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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主义是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

稿》（以下简称《手稿》）的理论旨趣。但在笔记

本Ⅲ《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的结尾部分中，马

克思指出，共产主义“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

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形态”［１］１９７，相反，“社会主义

是人的不再以宗教的扬弃为中介的积极的自我

意识，正像现实生活是人的不再以私有财产的

扬弃即共产主义为中介的积极的现实一

样”［１］１９７。这里，马克思一反常态，首次对社会

主义和共产主义做了区分，更让人费解的是，仿

佛社会主义是比共产主义更高的发展环节。那

么，社会主义该如何界定？社会主义是人类社

会形态吗？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是否可

以被理解为《哥达纲领批判》中共产主义两个

发展阶段的差异？等等。回答这些问题的基础

是厘清《手稿》中的社会主义概念，其实现路径

是对《手稿》中社会概念的揭示。

　　一、《手稿》中社会概念的文本解读

　　在《手稿》中，社会是马克思直接阐述共产

主义思想所依仗的重要范畴。通过研读文本，

我们认为，马克思对社会有一个系统的论述，集

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１．社会的本质：扬弃了私有财产和异化条

件下的人的关系

马克思曾说：“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

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

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即社会的存在的复

归。”［１］１８６因此，对社会本质的解读理应从马克

思的论断———“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即社会

的存在”开始。

在《手稿》中，马克思借用费尔巴哈“类本

质”概念，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人

的生命就是人的本质的外化，就是人的本质力

量的展开。但在私有财产条件下，宗教、家庭、

国家等表现为人的生命的异化。值得注意的

是，宗教、家庭、国家等人的存在究其实质是人

的本质外化的结果，只不过是以异化的形式存

在罢了。很显然，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就意

味着人占有人自身，进一步说，积极扬弃私有财

产“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合乎

人性的存在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其中，“自

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即社会的存在”旨在说明

这样一个论断———“合乎人性”＝“社会”。而

且，“合乎人性”与“社会”在原文中均被用黑体

着重标示出来。“合乎人性”是人占有自身本

质力量对象化的结果，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

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结果是“自己的”。这样

就十分明了，社会的本质就是人对人的生命即

对人本质外化结果的占有，亦即人占有人自身。

这一思想在１８４５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中得到延续，马克思指出，“新唯物主义的立脚

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１］５０２。

２．社会的本真状态

社会表征的是人占有人自身，社会的本真

状态即应然状态是人与自然的统一、人与人关

系的和谐。

（１）人与自然的统一

在人与自然的统一方面，马克思指出，社会

“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

的人道主义”［１］１８７。

人与自然相统一的主要表现是自然界的人

化，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然界的实现了的

人道主义”，或者说自然界具有了属人的本性，

并成为人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属人的自然”

展现的是人的本质，也就是说它实际上是自然

界的一部分。因而，“属人的自然”预示着“自

然界的真正复活”。这样，自然就是人，人就是

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就表现为人与人的关系。

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界应该是“人的现实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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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界”，而谈论那种在人类社会出现前业已存

在的、没有人为痕迹的自然界是没有任何意义

的。进一步讲，自然和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而

这种一致的状态被马克思表述为“社会”，即

“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

这是社会是人与自然相统一的文本依据。

（２）人与人关系的和谐

“我从自身所做出的东西，是我从自身为

社会做出的，并且意识到我自己是社会存在

物。”［１］１８８这是表征社会是人与人关系和谐的文

本依据。

在马克思看来，作为人的活动的产物（在

资本主义条件下具体表现为商品）是“我”对象

性活动的结果，同时，也是“我”“为社会做出

的”。这是因为，人的对象性活动是人是否具

有社会属性的唯一标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商

品交换把这一点表达得淋漓尽致。具体说来，

“我”生产的产品只有被社会接受才具有价值，

只有成为交换价值才有意义。当然，这与马克

思所理解的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的本质是格格不

入的。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纯粹

是物的关系，或者说，他人只是“我”实现自身

价值的手段，人与人之间是矛盾的、斗争的，概

言之，他人是手段、工具。那么，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理应如何呢？马克思主张要实现“人和人

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１］１８５，而解决的进路在

于“我”“意识到我自己是社会存在物”。这无

非是说，人与人之间并不存在绝对对立的关系，

相反，别人在消费、利用“我”的对象化产物的

时候就是在确证“我”自身的存在。也就是说，

别人的存在并不能成为“我”发展的障碍，相反

是在确证我的存在及其本质。简言之，只要意

识到别人是在确证“我”自身的本质，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就是和谐的。

可见，只要人彻底意识到自己是社会存在

物，即自己面对的对象世界是人的本质的确证，

那么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必然是和谐统一

的。值得强调的是，既然自然是属人的自然，而

这样的自然恰恰是人的本质的确证，人与自然

的关系就是人与人的关系。反过来，人与人的

关系也制约着人与自然的关系。我们今天所面

对的严峻的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人与人的关

系问题。这是一个值得深思和研究的课题。

３．社会的异化状态及其解放路径

马克思所理解的社会是人在占有自身基础

上所实现的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统一的状态。

但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社会出现了异

化状态，而异化根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异

化劳动，占有片面化、感觉片面化是其具体

例证。

异化劳动是马克思早期批判资本主义的核

心范畴。异化劳动有四个规定，其内在逻辑为：

“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

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

化。”［１］１６３马克思指出，“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

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１］１６３。所谓“人同自身

相对立”就是人无法占有自身，就是人无法占

有自己的劳动成果（商品）。这样，为了实现自

身利益，人必然视他人为工具，人与人的关系必

然是敌对的，而自然也必然成为被支配、被征服

的对象；换句话说，人与自身的对立引起了人与

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对立、紧张。社会的异化状

态体现在马克思对人的感觉的论述中。

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力量具有丰富性，

人才具有视觉、听觉等，同时人也应该占有这

些。反观现实，人的占有方式却是片面、单纯的

占有。具体来说，这样的占有方式“使我们变

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

我们所拥有的时候，就是说，当它对我们来说作

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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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简言之，在它被我们

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１］１８９。

占有的片面化境遇与马克思所指称的资本

主义条件下人的感觉的异化直接相关。在马克

思看来，既然人与对象世界的关系是丰富的，人

对对象的感觉也应是丰富的、全面的。但是，在

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囿于粗陋的实际需

要”［１］１９１，人的“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被

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

替”［１］１９０。

人的感觉由片面到全面的实现路径是积极

扬弃私有财产，对此，马克思指出，“对私有财

产的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

放”［１］１９０，“私有财产不过是下述情况的感性表

现：人变成对自己来说是对象性的，同时，确切

地说，变成异己的和非人的对象……他的现实

化就是他的非现实化，就是异己的现实”［１］１８９。

换句话说，私有财产作为人的对象化活动的创

造物，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性体现，扬弃私有财

产就是占有人的本质、人的生命。占有人自身

是实现“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的

前提，占有人自身的中介在于对私有财产的扬

弃，“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

的积极的扬弃”［１］１８５，因此，我们可以说，实现社

会解放的途径、中介是共产主义，“只有到了共

产主义社会，人才是真正的‘完成了的人’，而

在此之前的人（包括当代人）都是‘非人’，社会

（包括当代社会）都是‘非社会’”［２］４。

综上所述，我们可将马克思对社会的系统

论述做如下描绘：社会→社会异化状态→社会

本真状态。而由异化状态到本真状态实现的途

径是私有财产的扬弃亦即共产主义。

　　二、社会主义的内涵界定

　　在《手稿》中，马克思从未对“社会主义”进

行确切的界定，而这恰恰是我们研究的意义所

在。在厘清社会这一概念的前提下，我们尝试

对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相关论述进行解读，以

期揭示马克思社会主义的内涵。这样，社会与

社会主义的关系就一目了然了。

马克思说：“但是，因为对社会主义的人来

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

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

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形成过

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但是，

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已经不再需要这样的中

介；……社会主义是人的不再以宗教的扬弃为

中介的积极的自我意识，正像现实生活是人的

不再以私有财产的扬弃即共产主义为中介的积

极的现实一样。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

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

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共

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态和有效的原

则，但是，这样的共产主义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目

标，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形态。”［１］１９６－１９７这段话是

马克思在《手稿》中对社会主义最集中、最全面

的论述，当然也是我们界定社会主义内涵的文

本依据。

１．社会主义是人的“积极的自我意识”

首先，我们需要交代马克思“社会主义”概

念的产生背景。

在该段引文前，马克思谈到了人是如何产

生的问题。关于人的产生问题，有人提出“来

自一个因为荒谬而使我无法回答的观点”：“谁

生出了第一个人和整个自然界？”［１］１９６具体说

来，这些人是从人和自然的外部去寻找他们存

在的根本。这样，宗教、绝对精神等开始充斥到

人的意识中。这就是说，人的主体性毫无在场

的痕迹，即使有人的“出场”，也只是被遮蔽在

神秘的、抽象的事物之中，如黑格尔眼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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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只是“绝对精神”外化的产物。引文中由

“但是”这一转折词引出了社会主义，对人是如

何产生问题的解答是社会主义出场的背景。

那么人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呢？马克思认

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

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

程”，就是说，世界历史———人和属人的自然界

的产生过程都是“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

程”。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人的劳动”主要

是指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化、人的对象性活动。

马克思指出，对人和自然界产生过程的理解，应

坚持这样的理念：“人通过生儿育女使自身重

复出现，因而人始终是主体。”［１］１９５－１９６这就是

说，“人在克服了私有财产以及与之相关的异

化之后人的本质，包括人的社会本质，回归人自

身，人成为真正的人”［３］３３。

人通过自身而产生，这是一个直观的、无可

辩驳的事实。更难能可贵的是，社会主义的人

对此有自我意识，所以，马克思说，“社会主义

是人的不再以宗教的扬弃为中介的积极的自我

意识”。对“不再以宗教的扬弃为中介”的把

握，是揭示马克思社会主义另一个命题———社

会主义不再需要中介的关键所在。

２．社会主义不再需要中介

既然社会主义的人对自身的产生有自我意

识，人和自然界的存在就无需借助它们之外的

任何事物来确证。这样，人和自然界并无任何

神秘色彩可言，以往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

存在物，在实践上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这是

一个很简单的常识。当人意识到他自己就是自

身（包括自己对象化了的自然）存在的前提时，

所谓的鬼神、上帝、意志等存在物将被否定，将

会无处遁形，也就是有神论被否定。无神论是

对有神论的否定、消解，是通过否定上帝等来确

证人的存在，来彰显人的本质。关于无神论对

有神论的否定是我们熟知的宗教的扬弃。正如

马克思所指出的：“无神论，作为对这种非实在

性的否定，已不再有任何意义。”［１］１９因此，社会

主义“不再以宗教的扬弃为中介”。

而反观共产主义，它却需要一定的中介。

我们知道，无神论是通过否定有神论这个中介

来达到肯定人的本质的目的的。对人的本质的

肯定是共产主义的根本要义。于是，展现在我

们面前的便是这样一个谱系：有神论→无神论

→共产主义。就是说，无神论是连接有神论和

共产主义的纽带即中介。在经济领域中，共产

主义是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它是人向人

自身复归的中介。从是否需要“中介”来说，社

会主义是比共产主义层次更高的一个概念。

３．社会主义是人类发展的目标，而共产主

义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

私有财产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产物，无

论其如何支配人、奴役人，追根究底它还是人的

本质力量的体现，只不过是以异化的形式存在

而已。而共产主义作为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

弃，是对人自身本质的肯定，也就是马克思所说

的“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肯定的就是人的

本质。因此，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最近将

来的必然的形态和有效的原则”，但是，它只是

“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

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这就是说，共产

主义只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手段而已，并不是

人类发展的目标。因为，共产主义即“私有财

产的积极的扬弃并不是世界史的终极目标，而

是人类继续向前发展的基础”［４］。“下一段历

史发展”是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是人的

不再以宗教的扬弃为中介的积极的自我意识，

正像现实生活不再以私有财产的扬弃即共产主

义为中介的积极的现实一样”［１］１９９。此外，在马

克思那里，共产主义还是具体的实践活动。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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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说道：“要扬弃私有财产的思想，有思想上

的共产主义就完全够了。而要扬弃现实的私有

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１］２３１－２３２

通过对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论述的解读，

可以发现，社会主义的实现并不像共产主义那

样借助于无神论等中介来完成，是“人的积极

的自我意识”。综合我们在第一部分对社会的

解读，我们认为：所谓的社会主义是对社会的即

人如何占有人自身的思考，是马克思批判资本

主义市民社会和建构未来社会的产物，并不是

我们现在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形态。

　　三、马克思早期社会主义探析的时

代价值

　　马克思在《手稿》中对社会主义的探析，有

助于我们对学界一些流行的观点进行再审视，

也可以对我国当今的社会主义实践予以回应，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１．理论意义：把握新时代的历史方位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把共产主义

划分为两个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和

高级阶段，列宁继承这一思想，并把共产主义社

会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我国目前所处的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

的初级阶段，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

社会第一阶段”的初级阶段。但是，这里的“共

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就社会生产力发展水

平及由此产生的所有制、分配方式而言的，也就

是经济意义上的概念，两者的关系是发展程度

差异的问题。而《手稿》中的“共产主义”与“社

会主义”是站在哲学角度上论述人如何占有人

自身的问题。“社会主义”表征的是人占有人

自身，“共产主义”只是人实现占有人自身的中

介，两者是目的和手段的关系，是性质方面的不

同，而不是发展程度的差异。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中国共产党人

带领中国人民进行艰苦的探索，邓小平根据社

会主义发展现实，特别是人的生活窘境，对社会

主义的本质进行了科学论述，认为贫穷不是社

会主义，落后也不是社会主义，并提出社会主义

的发展阶段问题，认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处于并

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划

分，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国实行了改革开

放，充分利用资本和市场的力量助力社会主义

发展。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依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重点突出

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作出我们进入了社

会主义新时代的科学判断。这里需要指出的

是，这个“新时代”所处的时代依旧是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

列宁确认“社会主义”概念后，无论是中国

共产党人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是新时

代，我们都自觉遵循和秉持了《手稿》中“社会

主义”概念的核心旨趣———实现人的本质，促

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新时代处于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是通往未来新社会———共产主义的必

由阶段。

２．实践价值：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

会主义”的认知

马克思在《手稿》中并没有明确提出“社会

主义”是一种社会形态，马克思主义者以具体

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提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

义的必然性，尽管较未来的共产主义而言处于

低级阶段，但并不否认它是比资本主义更符合

历史发展趋势的新的社会形态，我国明确提出

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我国现阶段

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

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人们对共产主义

特别是社会主义的前途问题产生了种种疑虑，

甚至认为社会主义穷途末路了。不过，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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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终究会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日益体现

出来。２００８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不少人由过去

习惯“向西看”转而“向东看”，试图从社会主义

中国这里寻找答案和药方，寻找“华盛顿共识”

之外的另一种选择［５］。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的成功使社会主义“中国模式”备受世界青睐，

甚至很多国外学者对“中国模式”大加赞扬，现

在所谓的“资本主义越来越像社会主义”都在

说明社会主义原则的科学性、合理性。但一个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当今世界仍是一个资本主

义占主导的格局，社会主义的发展任重道远。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问题，一方面我

们应始终坚持社会主义不动摇，坚持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方面，我们应不断深化对

社会主义的认识，不能偏离马克思在《手稿》中

所指出的“社会主义”的本义，不能借社会主义

的名义践踏每个个人的利益，要为实现个人真

正成为人本身、为个人成为一个占有自身的人

创造条件。针对“宁肯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

富的资本主义”的谬误，邓小平针锋相对地提

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落后也不是社会主义，

“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

主义要求的”［６］。我们可以明确地说，那种使

人不能占有人自身、不能使人成为有自我意识

的人的社会主义不是我们所追求的社会主义。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同样也是坚持

社会主义原则不动摇。社会主义原则主要体现

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本质要

求；二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核心价值追

求；三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目标。

这三个方面规定了中国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

主义，也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不可动摇的三个

基本遵循。

参考文献：

［１］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

［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２］　鲁品越．唯物史观灵魂与唯心主义体系构造法

则的矛盾：马克思的第一个历史哲学体系及其

历史地位［Ｊ］．河北学刊，２０１５（２）：１．

［３］　安启念．辩证唯物主义还是实践唯物主义：再

读马克思［Ｊ］．学术月刊，２０１１（３）：３２．

［４］　奥伊则尔曼．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及

其解释［Ｍ］．刘丕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１：７９．

［５］　陈理．深刻理解新时代的依据、内涵和意义

［Ｊ］．党的文献，２０１９（３）：３．

［６］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３卷［Ｍ］．北京：人民出

版社，１９９３：１１６．

·４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