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网提示：采用本网信息，务经授权并注明本网域名。

      
  

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一脉相承

———读毛泽东的《关于人的基本特性及其他》

2006-4-24  杨金华  阅读767次

     

    1943年,为了回答刘少奇关于人性、是非、善恶等问题的求教,毛泽东就相关问题作出了批示,批语

的主要部分就形成了《关于人的基本特性及其他》一文。在文章中,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阐

发了他对人的一般属性、精神特性以及社会特性的认识,并分析了人的属性在层次上的差异,指出社会性

是人的基本特性。同时强调只有从人的社会性出发才能正确地判断是非善恶、客观地评价历史人物,廓

清了当时在人的属性及其评价问题上的混乱局面。认真解读这篇著作,对于今天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

思主义人学理论,形成唯物主义历史观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人的属性具有多层次性 

    

    人在社会活动过程中必然要与自然、他人和整个社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处于各种关系之中的人

就是一个自然存在物、有意识的存在物和社会存在物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在活动中表现出各种各样的

性质、特性、特点,这就是人的属性。毛泽东在文章一开始就提出:“事物的历史是无穷的,事物与事物

的相互关系是无穷的,因而其属性是无穷的。”既然在这里要阐述的是对人的基本特性的看法,那么“事

实”指包括人在内的一切事物,承认事物“属性的无穷性”,也就承认了人的属性的丰富多彩性。人作为

一种自然存在物,必然和自然界其他动物具有某种共同的属性,这就是自然属性,比如人和动物一样有食

欲、性欲等等;但人又是一种与自然界其他动物不同的存在物,具有与动物性不同的精神性(意识性),主

要指人的知、情、意,这就是人之为人的特殊性,即人的精神属性。同时,人必须在社会中产生、在社会

中成长、在社会中发展,必须在动态的社会实践中扮演一定的社会角色,即人还具有社会性。这就说明,

人的属性具有多层次性,是自然属性、精神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体。既然人的属性是一个多层次的系

统,那么必须把人的属性的各个方面综合起来,才能确定人的基本特性。“人是机器”、“人是理性的动

物”这些看法就是孤立地抓住人的属性的某一方面,正如毛泽东所批评的“所谓‘全面暴露’,实只其有

限的一些部分、一些片断”。这样得出的结论就必然是非科学的。   

    

    二、自然性是人的一般属性 

    

    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毛泽东坚持这一唯物主义立场,在文章中指出人由

动物分化产生,即他说的人是“从猴子变来”的,“人是物质发展的一个高级形态”。就决定了人不可能

超越自然,人的力量再大也永远无法改变自然界的优先性、基础性。人作为生命有机体要维持其生存必

须具备必要的自然基础,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来满足其作为自然存在物的肉体需要,如空

气、水、粮食、衣服这些东西。是人,总要吃饭;人们从事的社会活动方式有异,活动的目的有别,但是吃

饱了以后才能从事活动这一点却是相同的。毛泽东在文中强调,人既然是由猴子变来的,那么,“人是动

物,不是植物、矿物,这是无疑的、无问题的”。人不是植物、不是矿物,而是作为有生命的存在物,有肉

体,跟动物一样也要吃、喝、繁衍后代等等,这就规定了他与自身之外的自然的关系。具有自然赋予他自

身的自然力和生命力,这些力量作为禀赋和能力,需要从外部得到满足。然而,维持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

的最基本的生活资料,都取自于自然界,也就说明人不仅产生于自然而且还要受制于自然。正如马克思所

说:“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

物: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

受限制的存在物。”这就说明自然性是人的一般属性,一方面,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另一方面,人

也必须受制于自然,一刻也离不开自然。肯定人和自然的一致、人与动物的联系,承认人的自然性和动物



性是毛泽东确定人的基本特性的出发点。   

    

    三、高级精神现象不是人的基本特性 

    

    人的精神属性就是人的“主观世界”,它指人有意识、有理性、有思维、有情感等等,即我们平常所

说的知、情、意。人的知、情、意产生了人的精神生活,产生了人的活动不同于动物活动的“自觉能动

性”。动物固然也有心理活动,但这种活动由于不能和自身在环境中的活动建立密切联系而永远无法超

出本能的范围,也就永远不可能形成对象意识和自我意识,更不可能支配肉体的活动去改造环境。人的精

神活动的实质不在于一般的心理而在于抽象的理论思维。凭借抽象思维,人才能把自己所处的世界区分

开来,形成对象意识和自我意识:能够由世界的表象深入到世界的内部,形成关于对象的表象意识和本质

意识。毛泽东说:“一切动物都有精神现象,高等动物有感情、记忆,还有推理能力,人不过有高级精神现

象。”就说明人的精神现象和动物的精神现象是有区别的,高级精神现象能够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但

是在历史上,有的思想家把理性、情感、意志等精神现象作为人的基本属性,看作人的存在的本身。对

此,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赞成,但并不因此否认人有精神现象,也不否认人的精神现象也是人区别于动物

和人之为人的重要特征之一。马克思就说过“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和动物

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诚然,把理性、意识、思想这些高级精神现象当作人的基本特性,当然能把

人与动物区别开来,但它不能产生出人的各种属性并使之得到逐步发展,即不能从根本上使人成为人。毛

泽东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具有精神现象的思想,把理性、精神、思维看作人的属性,但对这一属

性的理解如同他对人的自然属性的理解一样,是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出发的。他不仅仅是从理性本身说

明人与动物的不同,而是更进一步,从人与自身活动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社会的关系上把握人

与人的区别。毛泽东强调:“人首先是社会的动物,资产阶级总是强调人的理性(精神),我们不应如

此。”人“不是因有较猴子高明的思想才与它们区别开来,这是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分水岭”。   

    

    四、社会性是人的基本特性 

    

    社会劳动使人和动物相分离。毛泽东继承了恩格斯劳动创造人本身的思想,认为正是在古猿本能的

劳动形式的发展中,制造工具的活动逐渐经常化、固定化,而成为一种必然的普遍现象,“自从人能制造

石枪、木棒以从事生产,人才第一次与猴子及其他动物区别开来”。从此,“人猿揖别”、猿变为人,猿

群转变为人类社会。人的社会实践最初是从制造和使用工具开始的,制造工具的劳动就成为人的一个根

本标志,并由此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因此,“原始人与猴子的区别只在能否制造工具一点上”。动物的

活动是被动适应环境的一种盲目的本能活动,动物只是消极地依赖自然界,它们本能的无目的的活动,仅

仅把自身的天然器官作为手段,并以自身的变化来适应自然环境,从自然界摄取现成的生活资料以维持生

命。而人的劳动,则是在一定的主观目的即某种价值观念的策动下进行的自觉活动,是主体自觉支配和改

造客体的能动的创造性活动。正如马克思所说:“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比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

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就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好了。”通过劳动,人从对象中获取信息、知

识、能量等,从而又丰富、充实和发展了人自身。劳动既创造了一个有利于人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外部环

境,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还改造了人自身,提高了人的素质。毛泽东在文中指出:“人最初

是不能将自己同外界区别的,是一个统一的宇宙观。随着人能制造较进步工具而有较进步生产,人才能逐

渐使自己区别于自然界。”人之所以与动物有本质的区别,正是因为人和自然界发生的关系是靠一定的

人与社会的关系来实现的,是在理性指导下的实践基础上达成的,这就使人和自然界的关系高于动物与自

然界的关系。所以毛泽东说“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人是从事社会生产的动物”。 

    

    人是社会的存在物。毛泽东虽然承认人是从猴子变来的,有自然性、动物性,但并不认为自然性、动

物性是人的基本特性。因为如果只是孤立地看人的自然性,只能看到人是动物,不是矿物、植物,还不能

说明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于是“人是什么一种动物,这就成为问题,几十万年直至资产阶级的费

尔巴哈还解答得不正确,只待马克思才正确地答复了这个问题”。这是因为,人和自然的关系归根到底是

从更深刻的层次上反映了人与社会的关系。每一个人的存在和发展不仅以自然为前提,更以社会为基础,

个人不能不受他所属的社会的制约。人和自然界发生的关系,必须依靠一定的人与社会的关系才能实

现。马克思曾说过: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



的动物。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

一样,是不可思议的。人类社会是每个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环境,它规定着人的现实的存在及其本质

和属性,离开人类社会就无法理解现实的活动着的人。也就是说,任何人类个体,实际上都是属于一定的

社会形式、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的,人的自然存在以人自身的自然和人之外的自然为关系对象,而人

的社会存在则以他人以及社会关系为对象,离开社会的纯粹抽象的个人,是从来就不存在的。所以,毛泽

东指出:“当作人的特点、特性、特征,只是一个人的社会性———人是社会的动物,自然性、动物性等

等不是人的特性。” 

    

    人的自然属性也具有社会性。自从人通过打磨第一块石头起,人就和猴子相“揖别”了,就始终处在

社会之中。这时的人就不再是单纯的自然存在物,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社会存在物。即“自从人脱离猴

子那一天起,一切都是社会的,体质、聪明、本能一概是社会的”,一切都具有社会性了。就是说,在几十

万年的劳动调教下,人的脑、手、五官、本能这些原来属于人的自然存在的器官或属性,就社会化了。

“拿体质说,现在人的脑、手、五官,完全是在几十万年的劳动中改造过来了,带上社会性了,人的聪明与

动物的聪明,人的本能和动物的本能,也完全两样了。”人作为有生命的存在物,有肉体,跟动物一样也要

吃、喝、繁衍后代等等,但是人的这些自然属性已经不同于动物的属性,人的吃穿住行和生育繁殖等生理

活动,与动物的同类活动相比,有着天壤之别。在人的自然属性中渗透着社会性,体现着人们的理性。正

如马克思所说:“饥饿总是饥饿,但是用刀叉吃熟肉来解除的饥饿不同于用指甲和牙齿啃生肉来解除的饥

饿。”这便是说,人的自然属性———饥饿,是具有了社会性的饥饿,它不同于动物的饥饿之自然性:虽同

是自然属性,但人的自然属性是具有鲜明的理性和社会性的自然性。如果只看到人的自然属性和动物属

性的一致性,而忽视人的自然属性中渗透的社会性,就看不出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人的一切遗传都是

社会的,是在几十万年社会生产的结果,不指明这点就要堕入唯心论。”毛泽东再次强调社会性是人的基

本特性。人和自然的关系归根到底是从更深刻的层次上反映了人与社会的关系。人在社会中产生、在社

会中成长、在社会中发展,正是由于人的社会属性的影响和作用,自然属性才成为人的属性。 

    

    人的社会特性会打上阶级的烙印(一定历史时期)。既然人是社会的人,就具有社会属性,这是必然

的。但是在社会关系中处于不同地位的个人,有着不同的物质利益,具有不同的要求、思想和感情,每个

人的社会属性的具体内容和表现方式,也就有所不同。不仅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不同的社会形态中,人的

社会属性有着不同的表现,就是在同一历史时代、同一社会形态中,个人的社会属性也会有不同的表现。

在人群分化为阶级的社会里,人的归属主要是个人对阶级的归属,社会关系主要表现为阶级关系,人的社

会性突出表现为阶级性,在许多方面都打上阶级的烙印。所以,毛泽东在此强调“人是从事社会生产的动

物,人是阶级斗争的动物(一定历史时期)”〔20〕。从人的社会特性出发分析处于阶级社会的人,就会看

到人的社会属性中包含的阶级性,在阶级社会中,人的阶级性是社会性集中而突出的表现。具有对抗性质

的生产关系就会表现为互相对立的阶级关系,而作为这种关系承担的人们,便具有阶级对立的性质,因而

他们的社会性就表现为阶级性。用超阶级的、超历史的抽象的观点,去说明人的社会性、解释社会历史,

是唯心主义的。   

    

    五、人的社会性是判断是非善恶、评价历史人物的理论基石 

    

    把握道德评价的尺度,理解道德行为的合理性,必须和它的历史性、社会性结合起来,这是马克思主

义的基本观点。从根本上看,人们确立和调整道德体系,进行道德评价,最终是以对人性的理解和对社会

生活的利益要求为基础的。对人的属性的不同理解,以及对社会利益关系“应当怎样”的把握,是构成不

同时代、不同阶级的形形色色道德要求的直接原因。“所谓是非善恶是历史地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地发

展的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统一,不同阶级的不同真理观,这就是我们的是非论。道德是人们经济生活与

其他社会生活的要求的反映,不同阶级有不同的道德观,这就是我们的善恶论。”毛泽东在此强调,人们

总是根据对人性的理解,根据一定群体的利益愿望,来构造确定善恶的尺度、是非的标准,把那些符合自

己人性观念、有利于一定阶级或群体的现象视为善或是,反之,则视为恶或非。不从人的社会性出发,脱

离人的活动的社会历史条件来考察善恶是非,力图寻找到一种对一切时代、一切阶级都适用的永恒普遍

的道德尺度,最终只能导致道德评价的不合理性。 

    

    任何历史人物都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活动,并且都要受到当时社会条件的制约。我们对历史人



物尤其属阶级社会的历史人物的分析,不仅要看历史人物所属的阶级在当时所处的历史地位,而且要看历

史人物的活动代表了他的阶级的那种倾向;不仅要对历史人物的阶级归属做出一般的分析,而且要通过特

定阶段的阶级关系对历史人物的特殊性格和特殊的影响做出具体的说明。所以,毛泽东指:“剥削阶级当

着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苏格拉底、资产阶级,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看

法。”评价历史人物除了注重阶级分析外,还要注意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发展,强调过去、现在、将来的

有机联系。那么,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就必须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不能凭空想象,不能以今天的观点

去理解以前的历史。要把历史人物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具体社会背景中去分析,既不能把历史人物理

想化而任意拔高,也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苛求历史人物。所以,毛泽东说“王阳明也有一些真理。孔孟有

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只有从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发展的动态过程中去评价历史人

物,才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观。 

    

    

    杨金华,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讲师 

   来源：《毛泽东思想研究》2006年第1期 网站编辑：宋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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