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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书是对马克思自我实现思想展开的专题研究。马克思

的自我实现思想是指现实个人在自我与外界关系的展开中，

现实个人基于对自我所处状况认知生成的、以个体全面自由

发展为目的的能动实践过程。马克思关于自我实现思想是在

直接继承德国古典哲学对于“自我”（Selbst）概念探讨的基

础上，通过反思古典政治经济学对经济人的生存规律，融合

社会主义思想中对个人权利和实现人权社会形态，对现实个

体自我的生存状态、类属关系、实践活动以及人类整体未来

发展方向的思考。

这种思考并不是空泛的概念累积或抽象的逻辑推演，而是

一个基于人类历史发展具体过程的现实理论，是囊括多种作用

于人类发展的异质性（经济、政治、历史、观念）要素的思想。

其异质性（heterog）要素体现在：马克思论述自我实现的思路

包括两个性质不同的方面。一是，现实的个人以自身全面自由

发展为目标的实现过程。另一是，现实的个人在一定关系中的

真实生存状态和具体生存环境。这两个方面相互异质的原因在

于，马克思研究的人是现实的身处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的个人，

虽然现实个人的实践目标是属于自己的全面自由发展，但由于

现实的每一个体自我的自然属性的不同、在物质生产当中所占

的地位不同，及所处的环境（地域、历史发展阶段）不同，所

以每一个人（他或她）现实活动所生产出的社会关系及其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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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不尽相同。但这种异质性的要素统一于现实个体自我的社

会关系中，并在个人破除异化、实现自身自由、全面发展的过

程中相互作用。因此，自我实现的前提是对自己现实生活状态、

所属关系及其发展道路的有效觉知，实现方法是通过个人的自

主活动（实践），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条件下，运用交往和人

与人之间的普遍联合，破除加之于自我的异己关系和自我存在

的异化状态而创造的一种新型的社会关系。

本书从梳理马克思关于自我实现思想来源入手，通过分析

德国古典哲学时期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对自我实现结构的奠基

与冲突，黑格尔派及费尔巴哈对自我实现思想的反思与批判，

近代政治经济学对市民社会中经济人、劳动价值思想及社会主

义思想对人自我所有和现实权利的伸张与追求，阐述马克思关

于自我实现思想的思想来源，勾勒其整体的理论背景。并通过

考察马克思对其思想资源的反思、批判，阐明马克思对近代西

方自我实现思想的继承和超越，勾勒这一思想的发展历程及其

演变逻辑；结合对马克思在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批判反思，剥离

人类有目的的劳动对社会发展的动力作用，挖掘人类劳动对自

我发展的双重性，说明马克思走上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逻辑与

事实的科学的思想发展道路；再现马克思对社会主义思想的清

算中，超越传统社会主义思想的观念性和空想性过程，明确实

现自我自由和解放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内容和条件，从科学的、

革命的角度对共产主义予以说明的历史。

全书通过分析马克思关于自我实现的具体结构，梳理了马

克思从现实个人生存事实出发的“自我”辩证逻辑建构，及从

唯物史观出发对人类解放道路的系统阐释的思想前提，论述每

一个人的自由发展与自由人联合的目标、依靠生产力发展与人

们的普遍交往的条件、人破除自我异化的积极行动的方法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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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原则，从马克思对统一于现实自我并相互作用于个体自我实

现过程的两个思想方面出发——现实的、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

自我实现道路中的方法的探索以及对于现实自我生存状态的理

论探索，阐明马克思关于自我实现思想的具体内容。并通过结

合后马克思时代西方学者对于马克思关于自我实现思想的多样

化发展路线，利用这一思想在现代西方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的

解读折射出的历史镜像，展现马克思关于自我实现思想的内在

结构和生命活力。

全书共分为六个部分。每个部分都分别对应一个章节，此

外还有六个附录。书中的正文部分的具体章节安排和逻辑展开

都在导论中体现了出来。而六个附录分别为：1.“自我”哲学

概念的理论构型分析；2. 从康德哲学到马克思哲学隐含的内在

逻辑——论近代哲学人类学的构筑要素与延异路径；3. 论黑格

尔辩证法中的内在关系；4. 论形而上学与“形”的关系；5. 现

代性视域下马克思“自我”思想探析；6. 自我的张力——马克

思“自我”观初探。这些文章都是近年来我对于马克思自我实

现问题的思考，可以说是本书成文的必要准备。其中，附录 1、2、

5、6 是对马克思“自我”问题的直接思考，是分别从观念史发

展、逻辑传承、内在关系和张力框架方面展开的研究。附录 3、

4 是从哲学史进展方面对马克思自我实现问题展开的前提性分

析。马克思自我实现思想与黑格尔辩证法和传统形而上学具有

无法分割的内在联系。

本书受到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

经典著作大众化通俗方法研究（L13AkS005）、辽宁省社科基

金委托项目：马克思“自我”观研究（项目编号 L16WSZ022）

和 2017 年度沈阳建筑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青年项目：

社会主义“平等”价值观之人本学意蕴的相应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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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提出马克思自我实现问题的背景和依据

本书是对马克思自我实现思想的专题研究。马克思的自我

实现思想指称现实个人在自身与非自身（自然、他人、类、人

类整体）关系的展开中，现实个人基于对自身所处状况认知生

成的，以自身全面自由为目的的实践发展过程。

目前国内外学界对于马克思关于自我实现思想的基本共

识是马克思自我实现的理论目标是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和解放。但因为自我实现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关涉作为自身存

在的人与理想人类概念之间的作用关系，实存的个人的自身

存在状态以及现实个人在运动发展中趋向理想人类概念的动

力、方法、途径和价值等问题，加之马克思汉译著作中自身

（selbst）一词的灵活翻译 a，目前国内学者对马克思自我实

现思想的研究尚未深入。

a　 selbst 在马克思著作中译名的灵活性体现在，selbst 在与人相关时，译者根据上

下文语境将其翻译为：“自身”“本身”“自我”等。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论

犹太人问题》《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例，selbst 在其

中分别被译为“自身”“自我”“自己”和“本身”。

第1章  绪论：重思自我实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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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自我实现思想研究⿻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在于，我们对于“自我（Selbst）”

（英语“Self”）a 概念的理解问题。“自我（Selbst、Self）”

在印欧语系中具有固定的语法使用规则及语意，并且“自我”

（Selbst）在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过程中被哲学家赋予了与人

类实现其自由的结构、动力、方法等相关的形而上和主体性含

a　“selbst”在印欧语系中是一个反身代词，在句子中指代主语，表示“施动者把

动作在形式上反射到自己身上，与施动者及其动作之间形成互指关系”。“selbst”
单独出现时没有含义，其含义只能体现于句子框架内对主语对象的指代中。目前

国内学者对于西方哲学中“selbst”的译名不统一。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学者多

将“selbst”译为“自我”，指称句子结构中的第一人称主语，并以此表现句子

主语的主体性含义。但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随着现象学著作的传入（现象学的

口号是：“Zurück zu den Sachen selbst”），现象学所强调的 selbst 及其所形成

的前缀 selbst 带有“自主”的含义，表示“原本的”“反身方向”“整体的”“自身”（参

见：倪梁康 . 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 [M]. 上海：三联出版社，2007:430），这

样的“自身”只在论及主体意识时才表示“自我”。因此 90 年代之后学者通过

对于“selbst”译名的反思，挖掘近现代哲学中 selbst 概念的进展脉络。其代表

人物及观点有：倪梁康先生主张将近代哲学中的“自我意识”（Selbstbewusstsein）

改译为“自身意识”（参见：倪梁康 . 自识与反思 [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6），并认为“自身”比“自我”更能反映出句子结构中其所指称的第一人称

主语的整体性和先在性。先刚先生通过重译《精神现象学》，指出黑格尔的“das 
Selbst”概念，指出“das Selbst”对应“自为的精神”，代表的是辩证发展过程

中自主运动的精神自主体，这种精神自主体只有在意识层面才可被称为“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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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绪论：重思自我实现问题

义 a。马克思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和批判者，他曾指出

“关于人的科学本身是人在实践上自我实现 (Selbstbetätigung)

的产物”b，在共产主义社会条件下“劳动会成为吸引人的劳动，

成为个人的自我实现 (Selbstverwirklichung)”c。马克思在文本

a　在由 Eva Moldenhauer 与 Karl Markus Michel 负责编辑的“G. W. F. Hegel Werke 
in Zwanzig Bänden，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ein， Erste Auflage，

1969-1971”《 格 • 威 • 弗 • 黑 格 尔 二 十 卷 著 作 集 》，也称“理论著作版” 
（Theorie-Werkausgabe）黑格尔全集中的第三卷：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在原

文中明确定义并使用了 das Selbst 这个概念，das Selbst 概念在原文中出现了 57
处之多。但在之前的《精神现象学》（精神现象学 [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3）汉译本中，贺麟先生和王玖兴先生根据上下文语境，将其译为“自身”“本身”

等译名，未能将这个概念的译名统一。2013 年出版的《黑格尔著作集 3：精神现

象学》，先刚先生对“das Selbst”概念进行了统一，译为“自主体”，并进行说

明。先刚先生指出：das Selbst 是“在《精神现象学》里面频繁出现的术语翻译。

就通常而言，‘an sich’和‘selbst’都是‘自身’的意思，但是当黑格尔将它

们改造成为大写的名词，并作为一对重要的概念来加以使用，那么这里显然包含

着重大的意味，绝对应当值得重视”（ 参见：黑格尔著作集 3：精神现象学 [M]. 北

京：人民出版社，2013：28）。在贺王译本中“‘das Selbst’被随机地译为‘自己’、

‘自我’、‘自我’（或主体）、‘自我’（或个人）等等，这些译法是大有问

题的”，因为 das Selbst 与 Subjekt（主体）相对应”，并且“从头到尾都是一个

自行运动的‘主体’”“它在狭义精神层面——才可以被称作‘自我’或‘我’”。

（参见：黑格尔著作集 3：精神现象学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0）

b　德文原文为：die Wissenschaft vom Menschen ist also selbst ein Produkt der praktischen 
Selbstbetätigung des Menschen 参 见：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Werke. Berlin 1968, 
Band 40, S. 562，虽 然 德 文 Selbstbetätigung 直 译 为“ 自 身 活 动”， 但 根 据 马

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货币”一节论述此处的上文，“erst durch 
die entwickelte Industrie, i. e. durch die Vermittlung des Privateigentums, wird das 
ontologische Wesen der menschlichen Leidenschaft sowohl in seiner Totalität als in 
seiner Menschlichkeit; die Wissenschaft vom Menschen ist also selbst ein Produkt der 
praktischen Selbstbetätigung des Menschen（只有通过发达的工业，也就是以私有

财产为中介，人的激情的本体论本质才能既在总体中，又在人性中存在）”，马

克思以人性和本体论作为人的自身实践活动的结果，因此 selbstbetätigung 译为“自

身实现”是合适的。

c　Karl Marx. 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otischen Ökonomie. Berlin: Dietz-Verlag, 
1953: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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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自觉使用“自我（Selbst）”范畴进行论证，这显示了马克

思对于德国古典哲学中“das Selbst”a 概念的掌握以及他对传

统哲学自我实现理论的批判、改造。

但是，由于汉语中没有与印欧语系中“selbst”对应的语

法结构和语意及对应的概念发展历史，致使国内学界对于马克

思“自我”范畴的译名难以统一，虽然近年来随着西方哲学文

本的大量转译、“马克思学”的蓬勃发展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德文版）b 成为公开文本等，关于马克思自我实现思想被逐

a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明确批判过黑

格尔的“das Selbst”概念，但因为新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按照马克思思想的

发展脉络和分期，将这一概念转译为不同的名称。其具体表现在《论犹太人问题》

中被译为“自我”，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被译为“自我”（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06），在《德意志

意识形态》中被译为“人本身”。

b　本书选用德文版马恩全集为：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Werke. Herausgegeben 
vom Institut für Marxismus-Leninismus beim ZK der SED. Berlin: Dietz-Verlag, 
1956。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又称“蓝皮版”，是除《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 ( 曾译作“国际版”或“原文版”) 之外马克思恩格斯的

著作集中最权威和最接近经典著作原貌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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