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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人民性冶思想的逻辑嬗变和当代价值

朱建伟1,徐摇 军2

(1. 国防大学 政治学院,上海 201703; 2.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36)

摘要:人民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话语,“人民性冶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在马克思主

义理论体系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进入历史情境、回顾经典文本,马克思“人民性冶思想的

内核大致经历了从自由意志到理性复归、从抽象到具体、到最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演变。
深刻理解这一思想的逻辑嬗变,对帮助我们理解马克思“人民性冶思想的深刻内涵,领会马克思

主义的起源和初心使命,准确把握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冶的发展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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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人民冶这一概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一

个重要范畴,“人民性冶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

格。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理论是时代的产物,“人民

性冶思想是马克思在探索时代问题、回应时代声音

时产生的理论结晶。 和其他思想的形成过程一样,
马克思在阐述“人民性冶思想时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而是伴随着马克思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及其对德国古

典哲学的批判,经历了从萌芽到形成再到逐步成熟

的过程。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回到马克思“人民性冶
思想的历史语境中去分析其思想内核,梳理其在马

克思思想进程中的历史演变,展现并揭橥“人民性冶
思想的时代意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人民性冶思想的基本含义及其理论价值

“人民性冶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在马克

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马克思

主义旗帜鲜明地向全世界表明其人民性的立场:
“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为绝大多数人谋利

益的独立自主的运动。冶 [1]477这一思想凸显了马克思

主义的政治立场和阶级立场,使马克思主义区别于

历史上各种其他意识形态。 “人民性冶这一品格是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无产阶级用来实现自身解放

和全人类解放的“思想闪电冶的重要原因。 与此同

时,马克思主义作为正确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

学说,“人民性冶思想与规律性思想(合目的性与合

规律性)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这是因为人民是历史

的创造者,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反映了社会

发展的基本趋势和客观规律。 中国共产党建党 90
多年和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的实践表明,坚持“人民

性冶思想,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人民的利益作为党

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
在马克思的经典文本中,“人民冶一词的内涵不

是一成不变的。 在其早期著作中“人民冶主要是指

普通民众,是与封建贵族和资本家相对的概念。
《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及之后的作品中

“人民冶的概念更多地带有阶级属性的意味,“巴黎

公社时期的人民包括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中等资

产阶级、农民甚至外国工人,而大土地贵族、高级僧

侣、奴隶主、金融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即资本家是

排除在人民之外的冶 [2]。 “人民性冶作为马克思学说

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体现在马克思不同的探索

阶段。 马克思笔下的“人民性冶指的是一种价值取

向,即坚持人民至上、以人民群众为本的价值追求。
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对“人民性冶的表述并不像阐

述“异化冶“共产主义冶等概念时那样系统和详尽,而



是通过对现实问题的关切和解答来隐性表述的。 马

克思“人民性冶思想的内涵主要是通过“人民冶的概

念来表达的,但我们在研究时还应该将视角扩展到

诸如“工人阶级冶 “无产阶级冶 “被压迫阶级冶等范

畴,因为马克思经常用这些范畴来指称“人民冶。 正

如“资本冶的概念在马克思思想中随着对资本主义

批判的不断深入历经了一系列演变一样,“人民性冶
的思想内核也随着马克思思想进程的演变经历了从

自由意志到理性复归、再经由抽象到具体、最后发展

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样一个嬗变历程。 同

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虽然“人民性冶思想的内核随

着历史的变迁而发生变化,但是马克思对“人民性冶
的探索却始终未变,“人民性冶始终是马克思学说中

一个永恒的主题。
二、“人民性冶思想的逻辑嬗变

回顾马克思的思想历程,“人民性冶思想经历了

从孕育到萌芽、再到形成并逐步成熟的一番嬗变,这
一嬗变背后的逻辑是他在寻找革命主体过程中随着

对“现实的人的解放冶的理解逐渐深入进而逐步展

开的,其嬗变过程可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由意志的“人民性冶:中学时期到

《博士论文》。
这一时期是“人民性冶思想的孕育阶段。 马克

思在中学毕业作文中就已经表露出对广大人民的关

切:“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

幸福的人。冶 [3] 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的马克思已经

能够将个人的职业与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联系在一

起。 虽然此时的马克思只是在情感上表露出对人民

的关切,但不能否认的是,自此以后,如何给占人口

绝大多数的人民带来幸福成为马克思毕生的价值追

求。 马克思最早明确使用“人民性冶这一概念可以

追溯到写于 1839 年的 《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

记》,笔记中记载着这样一句话:“所以这些哲人和

奥林帕斯山上的诸神的塑像一样极少人民性;他们

的运动就是自我满足的平静,他们对待人民的态度

如同他们对待实体一样地客观……只要这些神谕还

没有人民性,它们就是人民的。冶 [4] 马克思认为虽然

古代的这些哲人“用主观性冒充为主观的原则冶,但
古代哲人的主观性不能被误认为是属于人民的,无
论他们怎样接近人民,这些哲人终究是没有人民性

的。 这段文字是马克思在撰写《博士论文》时做的

笔记摘要,当时马克思加入了“博士俱乐部冶。 此时

的马克思深受高举“自我意识冶大旗的青年黑格尔

派影响,以至于马克思在确定论文研究方向时把古

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作为研究重点,因为这不仅仅

是属于黑格尔庞大体系中的“自我意识哲学冶,更是

“理解希腊哲学的真正历史的钥匙冶 [5]189。 不消说,
此时马克思和“博士俱乐部冶的其他人一样,把“自
我意识冶当作普鲁士时代精神的代表,认为“自我意

识冶体现了呼唤追求自由与解放的时代精神。
当时,随着资本主义萌芽在德国的产生与发展,

新兴的资产阶级强烈要求挣脱宗教神学的羁绊,在
政治领域和宗教领域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
面对这种呼声,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旗帜鲜明地

写道: “不应该有任何神同人的自我意识相并

列。冶 [5]190马克思和青年黑格尔派一样,高举“自我

意识冶的大旗对宗教神学做出了近乎无神论的批

判。 根据马克思当时的理解,他认为伊壁鸠鲁哲学

体系中的原子偏斜运动“打破了命运的束缚冶,是
“胸中能进行斗争和对抗的某种东西冶 [5]213,这种东

西就是自由意志,其哲学寓意就是“自由冶。 虽然马

克思少年时期就受到启蒙思想和人道主义的熏陶,
但此时他所论述的“人民性冶更多地还是抽象意义

上的人民性,即自由意志的代表。 其目的也是为了

反对天上的神和人间的国家专制统治,是为了证明

批判精神的合理性,是为作为被统治阶级的人民的

自由意志在哲学上寻求合法性与合理性。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博士俱乐部冶成员的马克

思虽然和青年黑格尔派站在一起,但他对“自我意

识哲学冶始终持有保留的接受态度。 因为此时的马

克思已经发现伊壁鸠鲁哲学中体现出的自由意志是

“出世冶的自由,不是“入世冶的自由。 因为自由意志

代表的自由“不是在定在中的自由,它不能在定在

之光中发亮冶 [5]228。 做出如此判断的马克思已然意

识到虽然作为自由意志的人民性具有鲜明的批判性

的一面,但是依然存在抽象的、主观性的缺陷。 自由

意志不能脱离现实,相反它要从天国复归到现实的

土壤中,要从现实世界中引出理性,这也就为马克思

下一阶段“人民性冶思想的演进埋下了伏笔。
第二阶段,理性复归的 “人民性冶: 《莱茵报》

时期。
经过前期的孕育,这一时期是马克思“人民性冶

思想的萌芽阶段。 从柏林大学毕业后,获得耶拿大

学博士学位的马克思因为鲍威尔被解除教职而放弃

进入大学任教的想法。 1842 年 4 月马克思开始为

《莱茵报》撰写稿件,开启了他的《莱茵报》生涯。 虽

然这一时期不到一年的时间,但从“人民性冶内涵考

量,仍应划归于一个相对独立的阶段。 《莱茵报》期
间马克思用大量篇幅详细论述了“人民性冶的思想,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中有这样一段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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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报刊的人民性……这一切对诸侯等级的辩论

人说来都是不合心意的。 他甚至要求各民族的报刊

成为表现他的观点的报刊,成为上流社会的报刊,还
要求它们围绕个别人物旋转。冶 [6]153马克思认为厚重

的历史画卷理应是由浓墨重彩的如椽巨笔来绘就

的,自由的报刊充其量只是水彩,单凭水彩无法完成

历史画卷的绘制,但是水彩作为一份不可或缺的颜

料同样参与历史画卷的绘制。 自由的报刊不能仅仅

围绕个别人物,不能只发出官方的声音,还应发出人

民的呼声。 针对普鲁士当局颁布的书报检查令,马
克思虽然是站在黑格尔理性立场上进行批判的,但
在哲学立场上却与黑格尔有着质的区别。 在这一时

期马克思强调思想的客观性,“思想之为客观的,思
想之为理性,就在于它的‘人民性爷冶 [7]。 马克思替

广大劳动人民鸣不平,认为“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

圣经冶 [6]176。 法律是应该符合人民性的,只有自由的

出版物才是顺应人民性的,而普鲁士政府要求必须

使用“谦逊冶等字眼的书报检查令只能是对人民性

的一种践踏。
人民性内涵的演变是伴随着马克思对黑格尔理

性的批判展开的,这一时期的“人民性冶更多地表现

为对理性复归,是对黑格尔有保留的批判,还属于抽

象的人民性。 在黑格尔庞大而又完整的体系大厦

中,理性主要分为主观理性、客观理性和绝对理性。
其中绝对理性扬弃主观理性和客观理性,从而成为

主观理性和客观理性的真理。 因此,客观理性在绝

对理性中找到了它真正的哲学真理。 “黑格尔的绝

对理性也就是指绝对、绝对精神、理念或上帝。冶 [8]

从这一点看,黑格尔从绝对者出发,最终又回到了上

帝。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已经对宗教展开了近乎

无神论的批判,他意识到自我意识的主观性缺陷后,
在寻求理性的同时就不能容许自己再回到黑格尔的

绝对理性中去。 因此马克思用“人民性冶对黑格尔

的理性进行修复,试图让理性复归到现实的土壤中

去。 马克思把理性理解为人民性,一方面很好地承

袭了启蒙思想的精神和《博士论文》期间自由意志

的立场,另一方面很大程度上强调了思想的现实性。
马克思强调自由的出版物才是属于人民的出版物,
只有具有人民性的出版物才能保证思想的客观性。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自由报刊是人民

精神的洞察一切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

现。冶 [6]179中共中央编译局在编辑《马克思恩格斯选

集》第一卷《掖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业导言》一文中的注

释中说,该文“标志着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

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冶。 此时的

“人民性冶还是介于抽象的自由意志和现实的人之

间。 随后马克思接二连三地遇到了“令人困惑的物

质利益难题冶,他看到了非法在立法,看到了法律背

后的物质利益。 而黑格尔的学说无法为这些现实难

题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马克思意识到再也不能站

在黑格尔主义的立场上了。 随着马克思对现实问题

思考的不断深入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的展开,随
着马克思完成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批判,人民性

思想也将真正进入形成时期。
第三阶段,从“抽象的人民性冶到“具体的人民

性冶:《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至《德意志意识形态》。
这一时期是“人民性冶思想的真正形成时期。

宣布退出《莱茵报》编辑部后,马克思为了解决困扰

他的“物质利益难题冶,借助黑格尔的辩证法对黑格

尔法哲学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批判。 针对黑格尔国家

决定市民社会的学说,马克思持截然相反的观点,认
为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冶,
马克思借助严谨的逻辑论证宣布了人民是国家制度

的缔造者。 随后,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

思一方面承认资产阶级革命带来的政治解放的功

绩,另一方面也认识到政治解放的局限性,即“政治

解放本身并不就是人的解放冶 [9]。 马克思首次提出

并论述了人的解放问题。 人的解放就是现实的人的

解放,归根到底,就是人民的解放。 那么如何才能实

现人的解放呢? 马克思认为:“德国人的解放就是

人的解放。 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

产阶级。冶 [10]要实现人的解放的关键在于哲学和无

产阶级的联姻,哲学提供理论武器,无产阶级提供物

质武器。 这里的人的解放就是人民的解放,就是从

“抽象的人民性冶到“具体的人民性冶,“具体的人民

性冶这一命题既是对理性复归的继承,也昭示着马

克思此后的探索方向。
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还在耕耘着哲学的

田地;但是在他用批判的犁开出来的垄沟里,人民性

的幼芽已经生长起来,并且在转入政治经济学批判

的过程中很快就扬花抽穗了。 在写作《1844 年经济

学哲学手稿》期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分化的

加剧,工人阶级数量也随之增加,并逐渐成为社会群

体的主体阶层。 正如马克思强调的:“劳动生产了

宫殿;劳动生产了美;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
劳动生产了智慧。冶 [11] 269鄄270在马克思看来,工人阶级

是劳动者的主体,是他们通过双手创造了物质与精

神财富,从这一点出发,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无疑是

属于“人民冶范畴的。 为了实现人的解放,只有进入

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在手稿第三部分,即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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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冶为核心的共产主义学说时

强调:“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

积极的扬弃,……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

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冶 [11]297 马克思在手稿中对资

本主义社会展开了批判,这一批判背后体现的正是

其“人民性冶思想。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马克思还是

承继了费尔巴哈“作为类的个人冶的思想,还没有完

全进入“现实的人冶。
随后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超越了费尔巴哈

的“对象性活动冶开始进入“现实的人冶的领域。 正

如恩格斯在 1886 年对这部作品做出的评价:“这个

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
是由马克思于 1845 年在 《 神圣家 族 》 中 开 始

的。冶 [12]马克思、恩格斯通过驳斥鲍威尔等青年黑格

尔派认为“批判的批判冶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阐述

了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真谛:“批判的批判什么都

没有创造,工人才创造一切。冶 [13]22与此同时,马克思

认为人民的队伍将不断扩大,即“历史活动是群众

的事业, 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 必将是群众队伍的

扩大。冶 [14]104进入“现实的人冶后,马克思与恩格斯合

作写下了被公认为唯物史观形成标志的《德意志意

识形态》,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完成对黑格

尔和费尔巴哈的批判,清算了以往的理论信仰,超越

了从前的哲学体系,用如椽大笔书写了“现实的个

人冶的概念。 “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并不是任意想

出的,……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

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冶 [14]23 在这个阶段中“人民性冶
思想集中表现为从“抽象的人民性冶到“具体的人民

性冶,表现为人的解放,是把人民从“异化冶状态中解

放出来,人民是真真切切的“现实的,活生生冶的人,
正如马克思描述的那样,甚至带有一点浪漫主义乌

托邦色彩的画面:“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

打猎, 下 午 捕 鱼, 傍 晚 从 事 畜 牧, 晚 饭 后 从 事

批判。冶 [14]37

第四阶段,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 “人民

性冶:《共产党宣言》至《哥达纲领批判》。
这一时期是“人民性冶思想的成熟时期。 众所

周知,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第一个纲领,《宣
言》的发表是无产阶级新世界观和科学社会主义诞

生的标志。 此时马克思的思想已经进入成熟期,他
笔下的“人民性冶指的是广大普通民众的自由而全

面发展的人民性。 在《宣言》中,马克思的人民性思

想展现出开放性的一面,那是因为“中层等级的下

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

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

了。冶 [1]474无产阶级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代表

着不分民族和等级的人民的共同利益。 《宣言》中

的人民就是无产阶级的同义词,但人民又不止于是

无产阶级,还包括那些诸多即将跨入无产阶级阵营

中的社会阶层。 《宣言》中的人民性集中体现为“自
由而全面发展冶,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

自由发展的条件。冶 [15] 只有先获得个人的自由发展

才能进而实现全面发展,即人的自由发展是实现全

面发展的前提。 1852 年马克思在《宪章派》中写道:
“一切条顿民族最初所共有的古代习俗所以能够作

为传统延续到 19 世纪,就是因为它不必承担很大的

费用和风险,就能给不列颠的阶级议会披上一件人

民性的外衣。冶 [16]通过这段论述,马克思揭露了资产

阶级口中所谓“人民性冶虚假的一面。 马克思通过

揭示虚假的“人民性冶的本质来阐述真正的“人民

性冶所应有的含义。 这里所阐述的“人民性冶是针对

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发展的片面性而言的,应该理

解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民性。 广大工人在异化劳

动中沦为“机器的单纯附属物冶,忍受着精神与肉体

的双重折磨。 关于这一点的描写,在卓别林的作品

《摩登时代》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自由而全面发展是人民彻底摆脱“异化冶状态

的人民性,此时,人民不再被当作手段,而是作为目

的。 马克思提倡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民性是摆脱

了异化劳动的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的体现,是超越了

“人的依赖性冶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和“物的依赖性冶
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民性。 马克思之所以创作《资
本论》,其目的就是揭示剩余价值的秘密,唤起工人

的觉醒,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提供理论武器

和路径支持。
1871 年,轰轰烈烈的巴黎公社运动宣告失败

后,马克思随即写下了著名的《法兰西内战》。 文章

认为,在巴黎公社时期“人民冶回到了它的本真含

义,指的是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

阶级在内的推动社会进步的阶层,巴黎公社所做的

斗争就是为真正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所做的努

力。 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马克思进一步阐述

了“人民性冶思想实现的长期性,“在共产主义社会

高级阶段,……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

之后,……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

能,按需分配!冶 [17]435鄄436马克思认为只有到达共产主

义的高级阶段,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然而,这一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只有经过几代甚至

几十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 马克思同时还作出如下

判断:“它的为一切文明国家的工人所共有的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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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必然产生的结果,将是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

合。冶 [17]437“人民性冶思想的外延进一步拓展了,马克

思把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主体———人民,由资本主义

社会扩展到整个世界、扩展到全人类。 在这个意义

上可以说,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人
民性冶思想的价值归宿和逻辑终点。

三、正确把握马克思“人民性冶思想的当代价值

“人民性冶思想是马克思进行实践探索的理论

产物,在对现实的人的关注中马克思逐步形成并完

善了“人民性冶思想。 这一思想的逻辑嬗变从一个

侧面印证了马克思一生的思想转变历程。 在价值立

场上,马克思始终把人民性作为自己毕生追求的价

值取向;在思想进程中,马克思始终坚持把人民置于

发展的视域中,不断拓展人民性的内涵,不断对人民

性思想进行丰富与完善;在方法论上,马克思看到了

无产阶级对于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所潜藏的巨

大能量。 “人民性冶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品

质,从来就没有止步于马克思的时代,随着时代的变

迁,“人民性冶思想的光芒不仅从未黯淡,反而愈发

耀眼。 实践证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

共产党对于“人民性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建党 90
多年和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取得伟大成就的一条重

要经验。
今天深刻把握马克思“人民性冶思想,对于正确

把握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冶的发展思想具有重要

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第一,“人民性冶思想是“以人民为中心冶发展思

想的理论源泉。 马克思关于“人民性冶思想的探索

始终都保持着对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关切,这也是促

使他不断地调整并丰富“人民性冶思想内涵的直接

动力。 马克思从对宗教的批判转向对法的批判,最
终转向对现实的批判,始终不变的是对人民利益的

关切。 习近平将“人民性冶的内涵界定为“人民性的

重点就是人民利益冶 [18],彰显出人民性就是保障人

民的利益,就是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

体人民。 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明确提

出了“以人民为中心冶的发展思想。 这一思想回答

了“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冶的基本问题,体现了

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 马克思“人民性冶思想强调

“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质冶,实现了对人的本质的全面

占有就实现了自由全面发展。 “以人民为中心冶的

目的正是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逐步实

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在治国理政的诸多方面,习
近平一直坚持并贯彻这一发展理念,始终把人民的

利益高高举过头顶,这一理念与马克思对“人民性冶

的探索是一脉相承的。
第二,“人民性冶思想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重要基础。 “人民性冶思想也是具有世界眼光和人

类价值的思想,是有着世界历史意义的思想。 马克

思在“世界历史冶理论中提出“自由人的联合体冶,已
经在寻求超出民族和国家界限的全人类的解放之

路。 矗立在时代潮头的习近平结合当今世界发展现

状,站在全人类文明的高度思考世界人民发展的命

运问题,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冶 [19],其目的是

实现全人类的幸福,实现世界人民的幸福,这一点与

马克思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冶具有本质契合之处。
第三,“人民性冶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

跳出“历史周期律冶的价值指引。 马克思“人民性冶
思想逻辑嬗变的一条主线就是对广大人民的关切,
就是不忘初心,这也是“以人民为中心冶的发展思想

的核心要义和终极旨归。 党的十九大报告开宗明

义:“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

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冶 [20] 2019 年 5 月 31
日,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冶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再次强调不忘初心的重要性。 不忘初心就是

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就是要

坚持马克思“人民性冶思想,将其作为每一个共产党

员的价值指引。 坚持“人民性冶思想就是把“以人民

为中心冶作为行动指南。 党的十九大审议通过的

《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在总纲中增写“以人

民为中心冶的发展思想,以党的根本大法的形式确

立了“以人民为中心冶的发展思想的指导地位。 历

史和实践一再证明,坚持把“人民性冶作为马克思主

义最鲜明的品格是党的事业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
无论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 无论怎样发

展,都不能忘记“人民性冶的品格。 坚持以“人民性冶
思想作为价值指引,中国共产党必将跳出“历史周

期律冶,必将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夺取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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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gical Evolution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f Marx謖s Thought of
"The People鄄Oriented Character"

ZHU Jianwei1, XU Ju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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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People" is the core word of Marxism discourse. " The people鄄oriented character" is the most distinctive character of
Marxism and occupies an important place in Marxist theory. Reviewing the classical texts shows that the core of the " the people鄄
oriented character" thought has undergone the evolution from free will to rational return, from abstraction to concrete, and finally to the
realization of man 謖 s free and all鄄round development. The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logical evolution of this thought will help
comprehend the deep connotation of Marx謖s thought of " the people鄄oriented character" , the origin and original aspiration of Marxism,
which has a strong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value.
Key words:Marx;the people鄄oriented character;logical 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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