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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马克思的人的观念的历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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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在如何理解马克思关于人的观念的问题上，哲学界存在着两种趋向：一种趋向是按照启蒙思想的模式来理解

它，另一种趋向是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来理解它。前一种思路是把马克思的思想启蒙化，后一种思路是把马克思的思想后现代主

义化。准确地把握马克思关于人的观念就必须分清马克思的思想与这两种思想的区别，从而说明马克思的思想的当代价值。 

  关 键 词：马克思；人；现代；后现代 

  作者简介：王晓升，哲学博士，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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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启蒙思想家的人的观念 

  启蒙思想家的人的观念是针对封建等级制度而提出来的。在西方社会，封建的等级制度是由基督教神学的观念来提供正当性

的保证的。按照基督教神学的观念，上帝创造了人，也创造了其他各种动物，创造了世界上的其他许多东西。上帝在创造这许多

东西的时候，是把人作为最根本的东西，或者简单地说，上帝是以人为“本”的。上帝说，他所创造的其他东西，比如，动物等

是供人驱使和食用的。这就是说，上帝也非常关心人的生命和疾苦，关心人的生存和发展。但是，宗教神学的这种人的观念是一

种等级观念。既然上帝创造了人，那么很明显，上帝就不是人，而是神。究竟是把人当本还是当末，这全凭上帝的意志。为了贯

彻上帝的意志，上帝还训练出一批圣人。这批圣人听从上帝的意旨，贯彻着他的关于人的观念。基督教的这种神学观念在世俗生

活中被制度化。在基督教的制度体系中，各个等级的牧师控制着社会秩序，他们也按照宗教的观念关心人。但是，这种制度最终

演化为压制人、迫害人的封建等级制度。这批牧师最终对信徒们穷征暴敛，他们满嘴节欲仁义，而背后却是男盗女娼，肉欲横

行。这是尽人皆知的历史事实。 

  启蒙思想家就是在批判这种神学观念的基础上来理解人的。启蒙思想家对人的理解中最突出的是如下几个方面的观念。 

  第一，人是理性存在物。各种各样的政治制度、社会观念等都应该放在理性的天平上重新思考。在这里上帝的存在受到了质

疑，它无法在人们的经验知识中得到论证。在他们看来，上帝不过是人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既然上帝是人自己创造出来的，那

么上帝的观念也是人创造出来的。各种宗教的信条不是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律令。按照上帝的观念，所创造的各种制度也应该被

放在理性的天平上加以重新思考。 

  第二，人是自由的。按照康德的观念，人是自己给自己制定法律，或者说，人自我立法。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不必遵循外在

的任何权威，比如，外在的道德规范或者法律规范。从这个意义上，人是自由的。当然，人在自己给自己立法的时候，要遵循一

种可普遍化的原则。这就是说，当人给自己立法的时候，人不是随意进行的，人要进一步思考他所制定的法律是不是可以普遍

化。如果在普遍化的过程中不导致自我矛盾，那么这就意味着，一种道德原则或者法律规范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这就是说，人要

寻找一种对于所有人都适用的普遍的道德规范和法律。 

  第三，人是目的，而不仅仅被当做手段。虽然上帝也可以把人当做目的，但是在上帝那里，人没有自主性，完全是一个被动

的客体，是被创造的存在物。而人是目的的观念则表明，人自己是主体，是自由而理性的存在物，他根据自己的意志和观念来行

动。在这种行动中，他当然把自己作为目的，即使他在自我牺牲的时候，这种自我牺牲的行动也是他自己的自我抉择。或许，他



就是把这种自我牺牲看做是达到自己人生目的的手段。在这里，人是目的，是人自己把自己当做目的，而不是上帝或者其他什么

人把自己当做目的。人自己是意识和意志主体。 

  按照启蒙思想家对人的这种理解，所有的人都是自由的、平等的。这里的人是一般的、抽象意义上的人。他们按照这种人的

观念而建立了相关的政治制度。按照这种政治制度，所有的人都有自由的权利，包括财产权、言论自由的权利、结社和集会的权

利。这种权利对于所有的人来说，都是平等的。这种人权的观念被许多西方学者看做是普遍适用的道德观念。用当今社会的流行

术语来说，这是普世价值。资本主义制度就是建立在这种普世价值的基础上的。启蒙思想家对人的这种理解，通常被称为“人道

主义”。 

  二、马克思对“人道主义”的批判 

  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在理论上是反人道主义的。他是从科学主义的视角来看待马克思关于人的观念的。虽然我们不赞同他

的这种理论视角，但是，他的说法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在1845之前，马克思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启蒙思想家关于人的思

想的影响。这就是他停留在对人的抽象理解上。在那里，他所理解的人都是“一般的人”、“抽象的人”。在《1844年经济学哲

学手稿》中，马克思所讨论的人的“类本质”，就是一般人，所有的人所共同具有的本质。这与启蒙思想家所理解的人在本质上

是一致的。而当马克思在1845年对费尔巴哈进行批判的时候，马克思所针对的正是这种抽象的人的观念。 

  在马克思看来，世界上的人是千差万别的，而抽象的人的观念只讲“一般的人”，而忽视了人和人之间的差别。马克思在

1844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已经注意到了无产阶级的特殊社会地位，并由此来强调在德国实现人类解放的可能

性。当然，在这里，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的思想主要还是建立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观念的基础上，强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并

借此来实现德国人的解放[1]16。而在1845年，马克思则明确地告别这种抽象的人的人道主义构想，提出了具体的个人的观念。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强调，人的本质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1]60。马克思的这个思想就与《1844年经济学哲

学手稿》中所说的人的本质是劳动的观念有很大的差别了。人的本质是劳动的观念是启蒙思想对人的理解的继续。按照启蒙思想

家的看法，人是理性的存在物，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那么人作为有意识的、理性的存在物如何表现出来的呢？这就是通过劳

动。马克思的这个观念中留下了深刻的黑格尔主义的痕迹，而黑格尔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把笛卡尔关于人的自我意识的观念

的推向顶峰：人从外化自己的意识的行动中确认自己的自我意识。虽然马克思从劳动的角度来理解人的本质，颠覆了黑格尔的唯

心主义观念，但是其思想框架并没有超出启蒙思想。而当马克思强调，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时候，马克思的思想超出了

启蒙思想家。在这里，马克思认为，人是处于社会关系之中的，而每个人所处的社会关系是不同的，每个人在本质上是有差别

的。正是基于马克思对于人的本质的这种新理解，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对于人的抽象理解，认为费尔巴哈所说的人是“类”，

而个体是“类”中的样本。因此，在费尔巴哈那里，人的本质被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

的普遍性”。[1]60显然，在这里，马克思和费尔巴哈对人的理解是完全对立的。马克思所强调的是有差别的个人，而费尔巴哈

所强调的是“类”，是人和人之间所具有的“普遍性”。为此，马克思说：“费尔巴哈设定的是‘一般人’。而不是现实的历史

的人。”[1]75现实的历史的人都是有差别的个人，而“一般人”，是抽象的人，普遍意义上的人。当费尔巴哈讲人的解放的时

候，他所说的，就是这种抽象的一般人的解放。这种解放就是启蒙思想家所说的所有人的抽象的平等和自由。 

  对于马克思来说，不仅费尔巴哈对于人的理解没有超出启蒙思想家的人道主义观念，而且青年黑格尔派的其他成员也没有超

出对人的这种抽象理解。他们继承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观念，“从人的概念、想象中的人、人的本质、一般的人中能引伸出人们

的一切关系”[1]101。这如同启蒙思想家一样，他们从所有人的自由和平等的观念出发来建构人和人之间的一切关系。对于人和

人的社会关系的这种颠倒了的理解还导致一种人道主义的历史观。马克思曾批判说：“他们把我们所阐述的整个发展过程看做是

‘人’的发展过程，从而把‘人’强加于迄今每一历史阶段中所存在的个人，并把他描述成历史的动力。这样，整个历史过程被

看成是‘人’的自我异化过程”[1]130。 

  与这种人道主义观念不同，马克思强调的人是具体的、历史关系中的个人。马克思说：“各个人的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不

过当然是处于既有的历史条件和关系范围内的自己”[1]119。个人从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和现实状况出发而形成社会结构和国家

[1]71。全部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67。这些不同生活条件中的个人会结成一定的阶级[1]118。人们通

过阶级之间的斗争而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和解放。启蒙思想家所强调的是“人类解放”，而马克思所强调的是每个人的自由和解

放。马克思所理解的共产主义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294马克思的这个思想恰好与启蒙思想

家完全相反。启蒙思想家所强调的是一切人的平等和自由，而马克思所强调的是每个人的自由。 

  那么每个人的自由和一切人的自由究竟有什么差别呢？其中的差别就在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中，人作为一个类获得了自由。

但是“在现今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范围内，所谓自由就是自由贸易，自由买卖。……关于自由买卖的言论，也像我们的资产阶级

的其他一切关于自由的大话一样，仅仅对于不自由的买卖来说，对于中世纪被奴役的市民来说，才是有些意义的，而对于共产主

义要消灭买卖、要消灭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和消灭资产阶级本身这一点来说，却是毫无意义的”。[1]228启蒙思想家在讨论人的平

等自由的时候，这种自由也包括政治自由。而他们所说的平等的政治权利只是形式上的平等，而不是实质上的平等。人作为一个

类所获得的自由，比如政治自由，并不等于每个人都自由。一些人由于没有文化，虽然获得了自由言论的权利，但是，他们无法

表达自己的意见。人虽然都平等地获得了财产权利，但是，一些人却没有财产。财产权利对于他们来说毫无意义。正因为如此，



在对待个人权利问题上，马克思强调，平等权利是资产阶级的权利，“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共产

主义社会应该“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2]304－305。在这里，马克思不是完全否定资产阶级权利，而是强调，仅

仅实现资产阶级权利还不够，我们要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眼光来看待权利。或者说，我们不能满足于抽象的人和抽象的权利。 

  我们不能不遗憾地指出，当前哲学界对于马克思的人的观念的理解中存在着一种把马克思的人的观念启蒙化的趋势。这种趋

势主要表现在抽象地讨论人和人的解放，比如抽象地讨论普世价值。在他们看来，自由、平等、人权是一视同仁地同等地适合于

所有的人。从马克思的思想的角度来说，问题不在于他们提出一般意义上的人的权利、平等和自由，而在于他们停留在这种抽象

的人的观念上，停留在启蒙思想中，而并没有进一步从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中谈自由、平等和人权。这就与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启

蒙观念如出一辙。 

  三、后现代主义的人的观念 

  与马克思一样，后现代主义者也反对抽象地讨论人和人的权利，他们也批判抽象的人道主义观念。在他们看来，资产阶级人

道主义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问题是，在他们对于人的抽象定义中，人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而这就产生了对于其他

生物的否定。人对于动物的保护也是以人为目的的，而动物不过是人实现自己目的手段而已。在生态学上，这被称为“人类中心

主义”。第二个问题是，在对于人的一般理解中，人和人之间的差别被内化了，种族主义出现了。就这个方面，我们以鲍德里亚

和拉克劳、墨菲的思想来说明后现代主义关于人的观念的基本特征。 

  在鲍德里亚看来，在原始人类那里，只有他们自己部落的成员才是“人”，非本部族的人则是“他者”。在原始人类那里，

“人”代表着一种尊严，这就如同成为绅士一样。这并不意味着其他人不是人，而意味着自己和他人的身份上的差别。而在现代

文明的发展中，人的概念被普遍化了，所有的人都是人。在普遍化了的“人”的概念中，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人和人之间的差

别被否定了。或者说，在现代社会的人的概念中，人们确立了人的普遍标准，有差别的他者是被否定的。在这里，他人变成了非

人。鲍德里亚说：“今天，所有人都是人。普遍性的基础在其他地方，只存在于这种重言和重叠中：正是在这里，‘人’获得了

道德法和排他律的力量，因为，‘人’当下就确立了自己的结构副本：非人。人甚至只是对这种非人的确立，人类进步，文化进

步，只不过是一连串的歧视。这些歧视不断地使他人成为非人，即宣布‘他人’无效。”[3]193在鲍德里亚看来，在古代社会，

不存在普遍的人的标准，不存在人和非人之间的差异标准，而只存在差异，这种差异甚至是巨大的，会导致人和人之间的生死斗

争。而在现代人类有了普遍的标准，这个关于人的标准否定了人和人之间的差异。鲍德里亚认为，正是在对人的抽象理解中，在

对人的差别的否定中，种族主义出现了，人和人之间的歧视出现了。他说：“我们的有关‘人’的无差异概念反倒导致歧视的出

现。”[3]194这是因为，现代社会确立了一个人的标准，比如，人是理性的存在。如果是这样，那么，思维能力有缺陷的人，比

如，儿童和疯子就不是人，是“非人”。人类文明的进步就是通过禁闭儿童和疯子而得以实现的。而人们所确立的人的标准是按

照“正常人”确立起来的。正常人是人，而他人则是边缘人，他们是其他类别的东西，他们受到了歧视。穷人、不发达国家的

人、性非常的人、知识分子、女人都受到了歧视和排斥。因此，鲍德里亚说：“正常性的精髓将是：在极限情况下，在一个最终

获得普遍性的社会中，所有‘类别’都被排斥、隔离、驱逐，正常性和普遍性最终将在人的符号下混淆在一起。”[3]195这就是

说，启蒙运动所倡导的人道主义，从表面上看，强调了人和人之间的平等，而实际上抽象地否定了人和人之间的内在差别。而当

人和人之间的内在差别被否定的时候，人们所提出的关于人的定义，无论是理性的存在还是会劳动的动物，都是以“正常人”为

标准的。而与这种标准不一致的人就不是“人”，被排斥在“人”的概念之外。种族主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对于妇

女、老人、病人的歧视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虽然后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一样强调人和人之间的差异，反对抽象的人的概念，但是，马克思和后现代主义是不同的。在马克

思看来，虽然人和人之间有差别，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人和人之间还是有共同之处的。比如，人是有确定的身份的，人的身份

是有差异的。有不同身份的人会构成一个阶级。但是后现代主义却进一步否认人的确定身份，否认不同身份的人可以构成一个阶

级。拉克劳和墨菲从后结构主义的角度来理解人：社会中有许多不同的要素(element)，这些要素是没有确定性的，或者说还没

有完全被纳入到社会结构中，而一旦纳入社会结构中，这些要素就变成社会中的结构化了的环节(moment)。而把这些要素结合起

来的方法就是链接(articulate)[4]110－111。显然，这里包含了后结构主义的思路。按照后结构主义的符号学观念，所有的差

异符号都是没有确定的意义，而差异符号(如字词)的意义是在一定的句子结构中或者话语结构中被规定的。在拉克劳和墨菲看

来，把这些要素联系起来就是话语(discourse)。但是，在话语结构中字词的意义也是开放的，是可以被取代的

(displacement)。而人就是社会中的要素，人作为社会中的差异要素也是没有确定身份的，而这种身份只是在一定的社会链接中

才会出现。即使如此，这种身份也不是固定的，而是变化的。在一种链接中获得一种身份，而在另一种链接中人则获得了另一种

身份。从这个意义上，工人不是人的固定身份，把人说成是工人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链接的结果。在一种链接中，人成为工人，

而在另一种链接中，人可能是保守主义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不能用某种本质主义的定义来规定人。 

  鲍德里亚也有类似的看法，在他看来，现代社会中的人都成为“大众”。大众中的人是没有社会关系的。这些人没有确定的

身份，也不能构成一个阶级或者某个对立的团体。我们不能说其中的某个团体是工人阶级或者资产阶级。用鲍德里亚的话来说，

“‘阶级’、‘社会联系’、‘权力’、‘地位’、‘机构’等概念……只有模糊的观念”。[5]4－5这就是说，传统社会学中

所使用的这些概念在后现代社会中已经不适用了。在这里，社会学应该终结[5]4。 



  在传统哲学中，人被看做是有自我意识的，因此只有人才有可能成为主体，其他物体却因为没有意识所以不能成为主体。虽

然人有时也成为客体，甚至成为自我塑造的客体，但是，人是主体和客体的统一。而这种统一性在自然中就不存在。鲍德里亚对

于人是主体的观念提出了质疑。在他看来，人的身体本身就无所谓统一性。在不同的时代，对于不同的人来说，人的身体就具有

不同的意义。从医学的意义上来理解，没有意识的身体就是尸体；对于宗教来说，人的身体如同动物的身体，充满了肉欲，应该

被克服的肉欲；从经济学上来说，人的身体就是劳动工具，人的身体的理想模型就是机器人[3]175。按照弗洛伊德主义的思想来

理解人的身体，那么人的身体就是性符号。实际上，人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是什么，它是模糊的，没有统一性的。用鲍德里

亚本人的话来说：“主体的同一性每时每刻都在解体。”[3]248这与笛卡尔以来的意识哲学所强调的主体观念是对立的。笛卡尔

强调，我思故我在，并由此而确立了我是主体。从笛卡尔到黑格尔，人都被作为主体而确立起来。与笛卡尔以来的意识哲学不同

的是，马克思强调了社会结构对人的改造作用，突出了人的客体地位，注重人是主体和客体的统一。 

  四、马克思思想的历史定位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关于人的观念与启蒙思想的差别在于，马克思虽然承认人的普遍性，承认资产阶级关

于人的观念的正确性，承认它们在消灭奴役制度上的意义，但是，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观念还不够，它没有考虑到不

同的人之间的差别。而后现代主义反对从普遍性的角度把人纳入某个概念框架中，而突出强调了人和人之间的差别。这无疑是有

意义的。但是，他们反对从某种固定的身份的角度来理解人，在他们看来，只有当人被纳入某个社会框架中，人才有某种身份，

而一旦这个框架发生转换，那么人的身份就不同了。比如，鲍德里亚说：“它(大众)没有社会性的‘现实’。这与真正的人口、

身体或者社会群聚没有关系。任何阐明其性质的努力都不过是要把它重新纳入到社会学中，并把它从无特异性中挽救出来。这种

无特异性甚至与相等(即相等个体的无限相加：1＋1＋1＋……这是社会学的概念)无关，这种无特异性与中立性的东西有关，也

就是说，既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5]6社会学把人作为一个类来理解，看不到人的差别，人口就是相等数字的相加，他们忽视

了人和人之间的差异。而人和人之间是有差异的，但是，这种差异也不能被固定化。人和人之间的差别只能叫“无特异性”

(indistinctness)。这就是说，人和人之间虽然有差别，但是这种差别是不确定的。虽然，人的身份是不确定的，但是，这也不

意味着所有的人都一样，而只是说，他们没有特异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既不是这个人，也不是那个人。 

  从这里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对于人的理解和后结构主义对人的理解上的差别。马克思所理解的人是处于一定社

会关系结构中的人，他是从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理解人；而后结构主义则拆除社会结构(解构)，从社会结构的解体的角

度来理解社会中的个人。笔者认为，一个社会中同时存在着两种相反的趋势：结构化和解构化的趋势。一方面，人和人的社会关

系趋向于固化，比如，布迪厄所说的，教育把社会等级再生产出来的情况，比如富人区和穷人区的出现，等等，都是社会结构化

的表现[6]71。另一方面，人和人之间既定社会关系解体的趋势，比如，社会变迁过程中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加剧的趋势。马克

思的理论所强调的社会中的结构化趋势，而后现代主义者所强调的是解构化趋势。 

  马克思对人的这种独特理解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在启蒙的时代，资产阶级思想家高举人道主义的旗帜，强调人和

人之间的普遍平等。这是为了对抗封建等级制度的。因此，启蒙思想家从一般的、普遍的意义上理解人。而在资产阶级革命取得

胜利、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并逐步完善的时候，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逐步形成。在这样的情况下，马克思从社会结构角

度分析人，强调人和人之间的阶级差别。于是，马克思反对启蒙思想家的抽象的人的观念，反对启蒙思想家所讨论的抽象的人

权、自由、平等和正义。而后结构主义则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背景下提出来的。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国家采取了诸多社会福

利措施，人们即使不劳动也能够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资本的有机构成提高了，活劳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由机器来取代。资本家

对于工人的活劳动直接剥削程度减低了。工人甚至不劳动也能够获得工资，比如(失业救济金)，在这里工资与工人付出的劳动没

有关系[3]25－27，它只是用来维持资本主义社会体系的，由此它是“带毒礼物的标志”[3]61。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人不是原来

意义上的工人，而资本家也不是原来意义上资本家了。这就是说，马克思时代，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决然对立正在逐步化

解。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后结构主义者否定了人的身份的确定性。这无疑也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关

于人的观念既不同于启蒙以来的现代思想(modern)，也不同于发达工业社会的后现代(post－modern)思想，而是当代

(contemporary)思想。马克思的思想处于现代和后现代之间。 

  当今的中国既不是处于封建社会，也不是发达工业社会，而是处于封建社会解体、工业化尚未完成的历史阶段。马克思的思

想完全适合于分析当今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既不能简单地套用启蒙的思想来解答中国现实中的问题，

也不能用后结构主义的观念来分析中国现实，而必须用马克思的思想来看待中国社会的现实。就人的问题来说，一方面，我们承

认一般意义上的人权、自由和平等的意义；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一般意义上的人权、自由和平等的局限性，从更加实质性的

意义上来推进人的自由和平等。比如，当前中国的户籍制度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和人之间的平等权利的实现；另一方面，社

会边缘群体出现了，抽象的平等权利的制度无法保证他们的利益，比如艾滋病人、同性恋者等。因此在一般地强调人的平等权利

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其中的局限性，看到人和人之间的差别。为此，我们必须坚持从马克思的人的观念出发来思考和解答当前

中国社会中的问题。 

  “以人为本”作为一种工作方法，就是要求我们的党员干部在工作中，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要地位，把人民群众的

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于是，这就要求，我们党的干部在工作中一方面从一般的人的角度来促进人的普遍的自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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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到各种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和要求。我们认为，作为一种工作方法，这是完全符合马克思的关于人的观

念的。但是，如果人们从一般的抽象的哲学理论角度而从字面意义上去理解这个词，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人学”理论而咬文嚼

字，那么这就不妥了。显然，从字面上来看，“以人为本”，就是把人当做本，那么究竟是谁把人当做本呢？从逻辑上来说，把

人当做本的东西必定不是人，如果是人的话，那么这就会出现智者派所说的那个理发师悖论。如果把人当做本的是“神”，那么

这就是一种神学意义上的人的观念。既然神可以把人当做本，那么它也可以把它当做末，把它当做实现自己的目的的工具。因

此，笔者认为，我们切不可对“以人为本”进行过度的“人学”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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