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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青

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是民族的未来，“中国

梦”是我们的，更是青年一代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需要依靠广大青年的不断努力。

要提高青年人的理论素养。理论是科学化、系统化、观念

化的复杂知识体系，也是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

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青年正处于世界观、方法论形成的关键时

期，特别是在知识爆炸、文化快餐消费盛行的今天，如果能够

静下心来学习一点理论知识，对于提高他们分析问题、辨别是

非的能力有着很大的帮助。

要提高青年人的政治理论素养。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是

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回首近代

以来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展望中华民族充满希望的未来，我

们得出一个坚定的结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

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建立青年人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就必须要对他们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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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

育。

要提高青年人的创新能力。创新是推动民族进步和社会发

展的不竭动力，培养青年人的创新能力是全社会的重要职责。

但创新从来都是继承与发展的统一，它需要知识的积淀，需要

理论素养的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人类社会最为重大的理论

创新，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助于青年人创新能力的提

升。

要培养青年人的远大志向。“一个民族只有拥有那些关注

天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如果一个民族只是关心眼下脚

下的事情，这个民族是没有未来的。”马克思主义是关注人类

自由与解放的理论，是胸怀世界、关注人类的理论，青年人志

存高远，奋发有为，应该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自己，胸

怀世界，关注人类。

正是基于以上几点考虑，我们编写了这套《马克思主义简

明读本》系列丛书，以便更全面地展示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知

识。希望青年朋友们通过学习，能够切实收到成效。

韩喜平  　  

201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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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人”可以说是他关注的中心主

题。马克思把自己的一生都用来追求人类的幸福和解放，“为

人类谋福利”（马克思语）是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马克思

的这种追求，是与他所身处的资本主义时代背景密切相关的。

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们在资本主义制度的统治下，受

到剥削和压迫，处于一种片面发展的状态，因而是没有自由可

言的。因此，马克思在以《资本论》为代表的一系列政治经济

学批判的著作中，对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压迫和束缚，进行了

细致的研究和强烈的抨击与批判，具体深入地揭露了人在资本

主义社会中的不幸生存境遇。并且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以唯物

史观和辩证法作为分析资本主义的科学方法，论证了人类解放

的主体力量、现实道路、物质基础等。马克思的这种对人类解

放的追求，在中国得到了继承和发展。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

来，一直以马克思的人类解放理论为指导，将它与我国的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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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情相结合，在理论和实践上对适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人

类解放思想与道路展开了孜孜不倦地探索。这使有中国特色的

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理论得以形成，它为推进人类解放的伟大

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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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马克思对人类解放的毕生追求

第一节　马克思以前的人类解放追求

“解放”一词源于拉丁语liberal，它在西方语言里和“自

由”的含义相同，即当我们提到liberate、liberation、liberty

等词汇时，它们既可被译为“自由”，同时也可被译为“解

放”。在《辞海》中，“自由”一词，共有三种解释：一是指

从束缚和虐待中摆脱出来获得解放；二是指对必然的认识和对

客观世界的改造；三是指自己能为自己做主。而“解放”一般

则是指摆脱束缚，如人从奴役状态——精神上和肉身上的不自

由状态摆脱出来就可以被称为解放。

解放可以被分为“宗教解放”和“政治解放”等形式。宗

教解放是指人从宗教的压迫和束缚下摆脱出来获得自由。政治

解放是指人从专制和集权的支配、压迫和暴力中解放出来，获



马克思主义简明读本

004

得一种政治上的平等和自由。

在历史上，“人类解放”一直都是人们极其渴望与向往的

事情。对于人类解放，古今中外的无数有志之士都进行过孜孜

不倦的探索与追求。在西方，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自从古希

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向人们呼吁“认识你自己”之后，人

类就踏上了寻求自由与解放的漫漫征途。之后的文艺复兴、启

蒙运动和空想社会主义运动，都是人们为实现人的解放所开展

的现实活动。真正的“解放”追求，是在18世纪西方开展启蒙

运动以后，才逐渐展开的。

在马克思之前，有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空想社会主义

等对于人类解放的探寻。虽然它们对于人类解放，作出了很多

具有重要启迪意义和价值的思考，但由于它们各自存在的局限

性，并没有真正得出科学的看法与观点，因而最终成为乌托邦

式的空想。马克思的人类解放追求，与这些思想之间有着密切

的关联，是对它们批判地继承。因此，为了使我们能够清楚地

把握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的追求，有必要先对这些解放运动作

出介绍和说明。

文艺复兴是从14世纪开始的一场人类思想解放运动，它

首先是以意大利为中心兴起的，并很快波及到整个欧洲。文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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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运动凸显出了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

者，反对中世纪的宗教思想和文化对于人的压抑和束缚，推崇

人的个性解放与个人自由，对人的尊严和价值、人的智慧和力

量等予以了充分肯定。

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者认为，中世纪的宗教思想认为神

是万物的创造者，人也是神创造的产物，并且人由于犯了“原

罪”被贬入凡间，因此只有信仰宗教，对神服从和膜拜，才能

重返天堂，由此，在宗教的统治下，人的本性无法得到充分地

发展，人是不可能有自由的，更谈不上拥有尊严了。而在这些

人文主义看来，人是自由的，是万能的，并且是高于一切事物

的存在，人可以达到一切他所要追求的目标，可以按照自己的

意志做他所想做的一切，因此人是伟大的、有尊严的存在物，

人应该顺应自己的本性来生活。

对此，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但丁指出，人之所以区别于

动物，就在于人有理性和自由意志。他认为，人类最自由的时

候，就是他被安排的最好的时候。人可以通过行动达到自由和

获得幸福。彼特拉克呼吁，“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

幸福”，这句话成为当时人文主义者的至理名言，它表达了人

们在宗教统治下追求自由和解放的渴望。薄伽丘提出，人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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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聪明的、灵活的、强壮的、受过教育的全面发展的人。他还

要求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反对宗教和封建主义的道德束缚。

这种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对于反对神权和封建

制度，把人从二者的统治中解放出来，提升人的尊严和价值起

到了重要作用。

始于18世纪上半叶的启蒙运动，是一场以理性为基础、

对封建专制制度和宗教制度进行猛烈抨击和批判的声势浩大的

运动。在当时，启蒙思想家高举理性的旗帜，把理性作为唯一

的并且是至高无上的权威，对其他一切现存事物进行评判。在

他们看来，在理性之外不存在任何其他的权威，宗教、自然、

社会、国家等一切事物都必须接受“理性”这个法庭的无情审

判。他们认为，封建专制制度和宗教使人的理性被窒息，结果

导致人们长期处于愚昧和苦难的状态中，而理性权威的恢复，

则会消除社会中存在的一切罪恶与灾难，建立人们梦寐以求的

尽善尽美的理想社会。

这些启蒙思想家的主张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一是反对封

建的政治制度以及由此导致的特权、专制和不平等，要求政治

解放，呼吁民主、平等与自由。他们认为，人们只要摆脱了封

建专制的统治，就可以步入解放的康庄大道。二是在思想上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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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封建迷信和宗教蒙昧主义带来的苦难性和危害性予以揭露和

批判，倡导用理性主义和唯物主义来反对统治人们一千多年的

宗教，对于人们应享有现实人间的幸福权利予以充分肯定。三

是要人们去追求理性和自主，从对上帝的信仰、蒙昧、迷信中

走出来，期望建立一个符合永恒正义的“理性王国”。

在人类争取自由解放的历史上，启蒙运动起了巨大的影响

作用。它为资产阶级清除封建神学思想的影响，彻底推翻封建

主义社会制度开辟了道路。但由于启蒙思想家以永恒不变的人

性、理性为基础，来对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予以说明，而没有

以现实为基础，把对解放探求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这就致使

启蒙思想家没有发现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没有

找到实现理想社会的现实力量，从而不能找到实现人类解放的

正确途径。同时，他们也不了解阶级斗争作为阶级社会历史发

展基本动力的重要意义，因此，他们对于一切政治行动、特别

是一切革命行动予以排斥，而只是对资产阶级王国的理性和道

德诉求抱有极大的期望，希望以此来实现解放，其结果必然是

令他们的人类解放的愿望落空。

这具体表现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以及发展，只使少

数人即资产者获得了暂时的解放，而并没有为全人类建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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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王国；资本主义社会处于一种贫

富悬殊、两极分化的不平等状态之中；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

的发展只是一种片面的发展，人的价值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体

现；人们之间的友爱和互助在充满生存竞争、弱肉强食的资本

主义社会也变得消失殆尽。

总之，启蒙运动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的解放。对

此，马克思说道，启蒙使人们所获得的解放，只不过是资本主

义社会的政治解放，这并不是真正的人的解放，在资本主义社

会，人们虽不再因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受歧视，但却仍会因经济

地位的不同而受歧视。即在资本主义社会，自由、平等的帷幔

掩盖着人们经济地位的不平等。

空想社会主义的诞生，是以英国思想家托马斯·莫尔在

1516年所著的《乌托邦》一书的问世为标志的。在此书中，莫

尔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首次天才性地指

出，要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端，就要用社会主义来取代资本主

义，并提出了对共产主义的简单规划。在莫尔看来，乌托邦一

词的含义为“福地乐土”或“乌有之乡”。在这以后，“乌托

邦”就被用来比喻人们所有幻想中的理想世界。

空想社会主义通过17世纪至18世纪的发展，到了19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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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了顶峰。在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是英国的圣

西门、傅立叶和法国的欧文。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和

丑恶现象猛烈抨击和批判，并要求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没有

压迫的、每个人都得到全面发展的真正合乎理性的理想社会。

如，圣西门的“实业制度”、傅立叶的“协作制度”、欧文的

“共产主义公社”等，都是比较完整的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构

想。

圣西门认为，人人都要互助互爱、如同兄弟般相处，每个

社会都应当为改进最穷阶级的精神和物质生活而工作。他还提

出了通过建立一个按个人能力分享权利和利益的实业体制，来

改变有闲阶级不劳而获、人压迫人的社会现象的设想。傅立叶

剖析了社会商业活动中人们为牟取私利存在的欺骗与不道德的

情景。在他看来，建立一个共同生产、共同消费与共同生活的

组织，将会使人的全部本能得以充分发挥。欧文通过建立新和

谐公社，来改善工厂工人的状况，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

由于空想社会主义者理论的不彻底性和自身的阶级局限

性，这些实验活动最终都失败了。对此，马克思指出，空想社

会主义还没有摆脱私有制的影响，因此，只不过是以特殊的方

式表现了人道主义的原则。但是空想社会主义所取得的思想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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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却是不可磨灭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学说的建立，

正是以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个人的理论为基础，对它们

批判的继承而产生的。正如恩格斯所说，虽然这三个人的学说

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

大的智士之列的，因为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

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

马克思正是沿着前人追求人类解放的道路，踏上了他的追

求人类解放之路。

第二节　人类解放是马克思的毕生追求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人”可以说是马克思关注的中心主

题。马克思几乎把自己的一生都花费在用来追求人类幸福和寻

求人类解放道路的理论与实践活动中，“为人类谋福利”是他

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

这正如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所说的那

样：“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

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事业，参加现代无

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马克思，才使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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