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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幸福生活”的内涵、实现路径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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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何谓幸福生活? 与以往快乐主义者、德性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解答不同ꎬ马克思立足唯物主义历

史观ꎬ剖析幸福生活的三重内涵ꎬ阐释了幸福生活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双重维度的生活ꎬ是个人生活和社会生

活融为一体的生活ꎬ是自我幸福和他人幸福互为前提的生活ꎬ确立其唯物观主义幸福观ꎮ 为实现人的三重内涵

的幸福生活ꎬ马克思提供了三条路径ꎬ他指出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之上的“按劳分配”是实现幸福生活的必由

之路ꎬ建立在按劳分配之上的“正义社会”是实现幸福生活的场域ꎬ自由的生活方式是人幸福生活的真实样态ꎮ
马克思对幸福生活内涵的阐释及其实现路径在当代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ꎬ它超越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幸福

观”ꎬ开启了现实人“自觉的幸福意识”ꎬ为建构美好幸福生活指明了方向ꎮ
〔关键词〕唯物主义历史观ꎻ幸福生活ꎻ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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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人的生存意义而言ꎬ幸福是人类追求的永

恒话题ꎬ什么样的生活是幸福的呢? 不同时代的

人基于不同历史境遇给予了不同的答案ꎬ纵观整

个西方哲学史ꎬ不外乎从快乐主义、德性主义和

理性主义这三个层面来界定幸福ꎬ这三种界定反

映了不同历史时代人类对幸福认知的差异性ꎬ但
这些界定都局限在个体或理论层面ꎬ而没有触及

到现实生活世界ꎬ只能是一种纯粹理论层面追求

的幸福观ꎮ 与此不同ꎬ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社

会人的异化过程中ꎬ超越传统形而上学的幸福

观ꎬ建构现实人三重内涵的幸福观ꎮ 中国共产党

人秉承马克思主义幸福观ꎬ把为人民谋幸福和为

民族谋复兴确立为其初心和使命ꎮ 为此ꎬ中国共

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破坏一个旧世界ꎬ建设

一个实现人民幸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世界ꎬ
走中国式现代化之路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ꎮ

一、马克思对“幸福生活”内涵的阐释

什么是幸福生活? 马克思立足人类社会历

史认为幸福生活是物质和精神双重维度都得到

实现的生活ꎬ人的物质幸福是其精神幸福的前

提ꎬ精神幸福是物质幸福的升华ꎬ没有物质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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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可能有精神幸福ꎬ仅仅停留在物质幸福是一

种底层幸福ꎬ精神幸福是人的一种精神生活价值

追求ꎮ 为此ꎬ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劳

动”所带给工人的肉体摧残和精神折磨ꎬ希望通

过劳动解放实现工人的幸福生活ꎬ使劳动成为工

人本质力量的展现ꎮ 人不是离群索居的存在物ꎬ
他在本质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ꎬ因此ꎬ幸福

生活应该是个人生活融入社会生活的同时ꎬ社会

生活成就着个人生活ꎬ在实现自我幸福生活的同

时成全他人幸福ꎮ 然而ꎬ在资本主义现实世界中

并没有看到这种幸福景象ꎬ看到的是人与人之间

雇佣关系所带来的不幸福生活ꎬ看到的是人对资

本追逐中的痛苦生活ꎮ 马克思坚持唯物主义历

史观阐释了人的幸福生活的内涵ꎬ并在实践中为

人类幸福生活奋斗终生ꎮ
(一)幸福生活是物质和精神双重维度的生

活

马克思并没有像传统哲学家那样以抽象的

方式阐释人的幸福生活ꎬ也没有像宗教学者那样

以“上帝”至善来引领现实人的生活幸福ꎬ相反ꎬ
他把人回归到现实生活世界中ꎬ为人的幸福生活

寻找现实出路ꎮ 为此ꎬ他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国

民经济学形而上学和黑格尔理性形而上学ꎬ“如
果说有一个英国人把人变成帽子ꎬ那么ꎬ有一个

德国人就把帽子变成了观念ꎬ这个英国人就是李

嘉图ꎬ一位银行巨子ꎬ杰出的经济学家ꎻ这个德国

人就是黑格尔ꎬ柏林大学的一位专任哲学教

授ꎮ” 〔１〕即李嘉图的国民经济形而上学把人物化ꎬ
黑格尔的理性形而上学把人抽象化ꎮ 马克思批

判其目的在于把人还原到现实生活世界当中ꎬ
“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ꎬ就是要求人

民的现实幸福”ꎮ〔２〕 人最基本的幸福是人物质生

活的满足ꎬ人为了满足物质生活需要就要进行物

质生产ꎬ因此ꎬ人类历史第一个需要确定的事实

就是进行物质生产ꎬ“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

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ꎮ 因此ꎬ第一个需

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

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ꎮ” 〔３〕 马克思克

服了传统快乐主义和德性主义为了精神幸福克

制甚至否定肉体组织存在合理性的缺陷ꎮ
马克思认为物质生活是人幸福生活的前提

条件ꎬ人只有在物质生活得到满足的情况下ꎬ才
能从事哲学、宗教和艺术等精神生活的寻求ꎬ如ꎬ
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既没有物质生活的幸福ꎬ
也没有精神生活的幸福ꎬ“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

是肯定自己ꎬ而是否定自己ꎬ不是感到幸福ꎬ而是

感到不幸ꎬ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ꎬ
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ꎮ” 〔４〕但物

质生活满足并不一定意味着精神生活幸福ꎬ如ꎬ
资本家的不幸福不是因为物质贫穷而是因为物

质太富足ꎬ即物质富足精神贫穷ꎬ资本家没有实

现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双重维度的幸福ꎮ 就资

产者与无产者两大社会阶级而言ꎬ资产者处在一

个物质幸福与精神幸福的分裂之中ꎬ无产者处在

物质和精神的贫穷线上ꎬ整个社会都处在一个不

幸福的状态之中ꎮ 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

尤其是经济制度当中ꎬ寻找人生活不幸福的根

源ꎬ这就是造成两大对立阶级的资本主义生产资

料私人所有制ꎬ并用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之ꎬ从
资本主义社会生长出来并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

基础的共产主义社会ꎬ它才能真正实现人的物质

生活和精神生活双重维度的幸福生活ꎮ
(二)幸福生活是个人和社会融为一体的生

活

在马克思看来ꎬ个人与社会之间是辩证统一

的ꎬ人的存在方式取决于社会生产方式ꎬ同时人

也可以变革社会生产方式ꎮ 从人类历史生产力

发展水平来看ꎬ资本主义创造生产力的极大发展

确实是人类社会一大进步ꎬ本应给人类创造一个

相对舒适幸福的生活环境ꎮ 然而ꎬ以资本作为社

会目标、以雇佣作为社会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造

成了人不幸的状态ꎬ穷人为生存就要进行“所谓

违法活动”ꎬ“如果男人拦路抢劫或是破门偷盗ꎬ
女人偷窃和卖淫ꎬ有谁可以怪罪他们呢? 但是国

家才不关心饥饿的滋味是苦还是甜ꎬ而是把这些

人抛进监狱ꎬ或是放逐到罪犯流放地ꎮ” 〔５〕在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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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生存权利都没有的社会中ꎬ何谈有个人幸福

呢? 这样社会的法律也没有任何意义而言ꎬ只能

使穷人越穷ꎬ越来越对社会失去信任ꎬ甚至是敌

意的ꎬ当“他们意识到用和平方式进行革命是不

可能的ꎬ只有通过暴力变革现有的反常关系”ꎬ〔６〕

因为对饥饿、死亡的恐惧大于对法律的恐惧ꎮ 即

使物质富有的资产者也未必会认为自己生活幸

福ꎬ因为他们时刻关注着资本及其利润的实现ꎬ
再加上无产者的抗议和罢工ꎬ造成了他们精神上

的紧张和不安ꎮ
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沦为一种物化的存在ꎬ成

为“资本”形而上学的追随者ꎬ一切都在资本的

架构之中ꎬ人与社会之间的偏离造成了人沦为了

物ꎬ具体来说ꎬ工人为了“生存之物”不断地出卖

自己ꎬ到处兜售自己ꎬ只有这样才能获得人的生

存权ꎬ至于“发展权”对工人而言则是一种“奢侈

品”ꎻ资本家为了“资本”疯狂地寻找世界市场ꎬ
以各种方式从工人那里获得更多的 “剩余价

值”ꎮ 人与人之间处在冰冷的金钱关系之中ꎬ人
和社会成为“资本”运转的工具和手段ꎬ“资本”
成为一种无所不能的神圣的权力在支配着人和

社会的运作ꎬ人丧失了作为崇高目的存在ꎬ马克

思把这种对“资本”的崇拜称为是“商品拜物教”
或“拜金主义”ꎮ 人是社会发展的产物ꎬ“人不是

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ꎮ 人就是人的

世界ꎬ就是国家ꎬ社会ꎮ” 〔７〕因此ꎬ人的生活状况是

社会生活状况的缩影ꎮ 人为了能够生存ꎬ就要进

行物质生产ꎬ社会怎样生产就决定了人是怎样存

在的ꎬ雇佣劳动生产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雇佣和

被雇佣的关系ꎬ工人处在被雇佣的地位ꎬ资本家

处在社会财富支配地位ꎬ这是一种现代社会的奴

役形式ꎮ 人包括资产者在内都处在“资本”的摆

布之中ꎬ以“资本”起伏或悲或喜ꎮ 焦虑、不安、
恐惧是资本主义社会最显著的特征ꎬ人和社会都

处在一个不幸的生活状态中ꎮ 马克思分析了资

本主义社会不幸福的社会根源ꎬ建构一个全新的

社会样态ꎬ即“共产主义作为私有财产的扬弃就

是要求归还真正人的生命即人的财产ꎬ就是实践

的人道主义的生成一样ꎮ” 〔８〕 只有这样才能实现

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的统一ꎮ
(三)幸福生活是自我幸福和他人幸福互为

前提的生活

马克思认为幸福生活应是个人幸福与他人

幸福的统一ꎮ 在一般情况下ꎬ幸福总是局限在自

我幸福的追求之中ꎬ或许是因为幸福具有主观性

特征ꎬ这一特征决定了幸福具有个体差异性ꎮ
如ꎬ每个人的需求不同ꎬ对需求的满足也不同ꎬ幸
福感也是不同的ꎬ物质缺乏者因物质满足而感到

幸福ꎬ精神缺乏者因精神满足而感到幸福等ꎬ幸
福虽因个体差异性呈现出不同样态ꎬ无论这种样

态如何不同都是一种“自我幸福”ꎬ在整个社会

中ꎬ自我幸福与他人幸福不应当是冲突的ꎬ而应

当是一致的ꎬ然而在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中ꎬ
自我幸福与他人幸福之间是对立的ꎬ表现在无产

者物质匮乏与资产者物质富足之间的矛盾和冲

突ꎬ无产者物质生活的不幸与资产者物质生活过

剩之间形成了鲜明对比和反差ꎬ确切地说ꎬ资产

者的物质富足是建立在无产者不幸生活之上ꎬ因
为无产者作为社会主要劳动者ꎬ他所创造的劳动

产品不属于自己所有ꎮ 由此而知ꎬ资本主义社会

出现了“自我幸福”和“他人幸福”的分离或异

化ꎬ这种分离或异化造成了无产者的极大痛苦ꎬ
此痛苦不仅表现在他物质生活的贫乏ꎬ而且还表

现在他生产的商品与自己相对立ꎬ“在劳动中耗

费的力量越多ꎬ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己的、异
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ꎬ他自身、他的内

部世界就越贫乏ꎬ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ꎮ” 〔９〕工

人与资本家这种幸福的对立ꎬ源于“资本是对劳

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ꎮ 资本家拥有这种权力

并不是由于他的个人的特性或人的特性ꎬ而只是

由于他是资本的所有者ꎮ 他的权力就是他的资

本的那种不可抗拒的购买的权力”ꎮ〔１０〕

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各个阶级状况来看ꎬ
“自我幸福”与“他人幸福”的分裂表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无产者物质贫乏与资产者物质上的富

足ꎻ无产者为了生存而展开就业竞争造成的“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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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者”之间的不幸生活ꎻ资产者物质上的富足与

精神上的不安和焦虑ꎻ无产者自身的物质和精神

的赤贫ꎮ 这四个方面都是马克思所看到的当下

资本主义社会“自我幸福”与“他人幸福”异化的

表现ꎮ 为了克服这种异化状态的不幸ꎬ马克思倡

导“自我幸福”与“他人幸福”的统一ꎬ建构一个

自由自足的社会形态ꎬ即产品经济社会形态下的

自由人的联合体ꎮ 这样一来ꎬ才能克服资本主义

社会“自我幸福”与“他人幸福”分裂或异化ꎬ实
现“自我幸福”与“他人幸福”统一ꎮ

二、马克思“幸福生活”的实现路径

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和物化造

成人生活的不幸福ꎬ甚至造成人的人格分裂和精

神痛苦ꎬ为了解决人的异化生活状态使人过上真

正的幸福生活ꎬ马克思不仅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

无情批判ꎬ而且分析了实现人幸福生活的机制和

条件ꎮ 人是社会历史的产物ꎬ人要想获得幸福ꎬ
就需要有一个合理的社会形态ꎬ只有在合理的社

会形态中人才有可能实现自身的幸福ꎮ 正义社

会的前提应当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

的按劳分配ꎬ即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

的“按劳分配”是人获得幸福生活的必由之路ꎬ
正义社会是人获得幸福生活的场域ꎬ自由的生活

方式是人幸福生活的真实样态ꎮ
(一)生产资料公有制之上的“按劳分配”是

人幸福生活的必由之路

在人类社会资源有限的条件下ꎬ怎样才能让

人觉得幸福和快乐呢? 怎样在分配合理的同时

又能让人感到幸福呢? 这一直是人类探讨的主

要问题ꎬ对此问题ꎬ休谟从社会伦理道德视角ꎬ解
答了在社会资源有限的情况下ꎬ人的诸如慷慨等

各种美德是解决资源有限性的路径ꎬ与此不同ꎬ
马克思给予了明确的回答:在公有制基础上的

“按劳分配”是实现人幸福生活的必由之路ꎮ 只

有建立在合理社会生产方式之上的“按劳分配”
才是真正的“按劳分配”ꎬ否则就是一种表面肤

浅的、虚假的“按劳分配”ꎬ如在«哥达纲领批判»

中庸俗的社会主义者所阐释的“按劳分配”就是

一种虚假的“按劳分配”ꎬ从表面上看ꎬ只要劳动

了就能拿到工资ꎬ不劳动就没有工资ꎬ就获得不

了物质财富ꎮ 对此现象马克思进行了政治经济

学分析和批判ꎬ分析真正的“按劳分配”应当是

按照工人劳动力实际创造价值进行分配ꎬ即工人

创造了多少物质财富就应当获得多少的物质财

富ꎮ 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事实却不是这样ꎬ在
«资本论»中ꎬ马克思分析了不变资本与可变资

本之间的内在关系ꎬ可变资本主要指向是劳动者

即“活劳动”ꎬ社会财富主要通过工人这一“活劳

动”创造出来的ꎬ扣除不变资本的磨损和投入成

本的话ꎬ剩余价值绝大部分应当归工人所有ꎬ这
才是真实的“按劳分配”ꎬ然而现实正好相反ꎬ工
人创造的财富与收入严重失衡ꎬ而资本家却占有

了大量的社会财富ꎬ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合理的

分配现象呢? 马克思从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

等各个环节进行考察ꎬ揭示了社会生产决定了社

会分配、交换和消费ꎬ指出社会的生产方式决定

社会的分配方式ꎬ对抗性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对抗

性的分配方式ꎬ“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

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ꎬ这里所说的对抗ꎬ
不是指个人的对抗ꎬ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

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ꎻ但是ꎬ在资产阶级社会的

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ꎬ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

抗的物质条件ꎮ” 〔１１〕

马克思批判了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

之上的所谓的“按劳分配”是造成人生活不幸的

根源ꎬ他认为真正的劳动应当是人的一种内在需

要ꎬ因为真正的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现ꎬ人
的本质力量的展现又要通过社会对劳动的肯定

而得到认可ꎬ社会对劳动的认可主要通过分配方

式来认可ꎬ劳动的多或劳动创造价值多ꎬ社会就

要通过分配方式给予补偿ꎬ补偿的方式应当是有

劳动能力的“多劳多得ꎬ不劳不得”ꎬ这才是正确

的合理的公平的分配方式ꎬ人通过公平正义的分

配方式找到自身社会存在的价值和意义ꎬ从而确

定他在社会中存在的价值和意义ꎬ人通过劳动创

—８１—

　 ２０２１. １１学术探索



造价值的目的是对自身的认可和肯定ꎮ 然而ꎬ在
资本主义社会中ꎬ工人创造劳动产品或价值却是

对自身的否定ꎬ劳动不是人的一种本质力量的展

现ꎬ而是人的一种谋生的手段ꎬ人在劳动中感受

不到幸福ꎬ劳动产品也不是自我价值的肯定或确

证ꎬ而成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同自身相对立ꎬ劳
动产品没有通过正确的分配方式回归到人本身ꎬ
结果人同自己的劳动活动、劳动产品处在一种分

裂之中ꎮ 工人不能从自己劳动产品中体现自身

的价值ꎬ因为劳动产品不是他的本质力量的展

现ꎬ他从劳动产品中只能直观到劳动产品所带来

的资本ꎮ 因此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使得劳动产

品、劳动活动和劳动者之间分裂ꎬ使人陷入不幸

福之中ꎮ 这种不幸福的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私有

制ꎬ建立在这种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不合理

不公正的分配方式直接制约了现实人的幸福生

活ꎬ为了解放人类ꎬ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

无情的批判ꎬ批判生产资料私有制及其基础上的

分配方式ꎬ为人类幸福生活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

础和分配方式ꎬ指明了未来人类社会是建立在生

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的“按劳分配”以及生产

力极大发展基础上“按需分配”ꎬ这是人类幸福

生活的直接前提ꎮ 所以ꎬ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

基础之上的按劳分配是人实现幸福的必由之路ꎮ
(二)按劳分配之上的“正义社会”是人幸福

生活的场域

怎样才能实现社会合理的分配以满足人们

直接的物质生活需要呢? 这就需要一个正义社

会ꎬ正义社会是一个不仅仅指分配上的正义ꎬ而
且囊括社会制度、劳动正义和教育公正等在内的

全方位的社会正义ꎬ其中社会制度正义是一切正

义的前提ꎬ当代政治哲学家罗尔斯从程序正义上

肯定了社会制度的正义是首要正义ꎬ并从学理上

阐释了社会正义的各种原则ꎬ即权利机会均等原

则和经济差别原则ꎬ这些原则是在“无知之幕”
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ꎬ就其现实性而言ꎬ这种理

论带有很大的假设ꎬ因为人不可能生活在“无知

之幕”的假设当中ꎬ而且在一个等级森严、种族歧

视的国家ꎬ机会均等也是不可能的ꎬ即富人和穷

人、黑人和白人的社会机会不可能一样ꎬ由此带

来的各种不平等就会随之而来ꎮ 就社会价值取

向来说ꎬ社会“正义论”作为社会价值理想对于

调节社会失衡的确是一种不错的方式ꎬ但无论如

何这种正义是一种没有改变社会实质的社会正

义理论ꎬ其目的在于调和穷人与富人之间的矛

盾ꎬ并以关注弱者的方式来缓解社会矛盾ꎬ从而

以这样的方式来表达社会正义ꎮ 从实用主义原

则来说ꎬ这一理论确实把社会制度的正义性提到

议程上来ꎬ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的矛盾ꎬ同
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唤起人类社会对自身制度建

构的反思ꎮ 但就社会改革的彻底性而言ꎬ他没有

像马克思那样以彻底革命方式来变革社会现实ꎬ
不可能实现全体人的真正幸福生活ꎮ

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正义现实ꎬ
表现在资产者对无产者的压迫和奴役ꎬ他并没有

以改良社会制度的方式来缓解两个阶级之间的

矛盾ꎬ而是分析产生两个阶级对立的社会根源ꎬ
即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ꎮ 在私有制中ꎬ“谋取人

的生存的惟一手段是获得资本ꎮ 工人拥有的惟

一手段是劳动ꎮ 劳动不仅没有使工人更接

近目标ꎬ而且使工人越来越远离目标ꎬ使他不断

地更深地陷入贫穷ꎮ” 〔１２〕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

财产私人所有制所造成的两极对立ꎬ并站在无产

者的角度批判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ꎬ力
图利用各种方式唤起无产者的觉悟ꎬ为自身的生

存、自由和发展不断地奋斗ꎬ呼吁无产者以暴力

革命的方式打破现有的社会关系ꎬ目的在于回归

人应有的生活样式ꎬ人应当像人一样活着ꎬ要求

回归人的主体性ꎮ 为此ꎬ他站在无产者的角度来

阐释新社会形态所产生的阶级条件ꎬ同时以无产

阶级作为社会主体重新建构一个相对公平正义

的社会ꎬ即共产主义社会ꎬ并认为这一社会是一

个正义社会ꎬ因为这样的社会实现了生产资料公

有制ꎬ实现了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完美的结合ꎬ
实现了人的自身解放ꎬ在这样的社会里ꎬ每个人

才能找到自身生活的尊严和自由ꎬ才能实现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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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幸福生活ꎮ
马克思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人生活不幸福

的社会根源ꎮ 自阶级社会产生以来ꎬ阶级斗争从

来没有停止过ꎬ它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直接杠杆ꎬ
也是人获得幸福生活的方式ꎬ资产阶级通过阶级

斗争变革了封建社会原有的社会结构ꎬ推动社会

生产力极大发展ꎬ但他把一切现存关系都纳入以

资本为轴心的“现金交易”之中ꎬ“资产阶级撕下

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ꎬ把这种关

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ꎮ〔１３〕亲情关系也被纳

入了“金钱关系”之中ꎬ以资本作为轴心的社会

结构ꎬ不可能有幸福生活ꎮ 当然ꎬ物质生活的满

足是幸福生活的最基础保障ꎬ但不是最终目的ꎬ
人的精神生活中包括生活价值诉求、亲情、爱情

等在内是人的幸福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ꎬ但这种

幸福感被金钱关系给异化了ꎬ是什么导致了这种

异化? 那就是不正义的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

所有制ꎮ 为实现人真正的幸福生活ꎬ马克思引领

工人进行阶级斗争ꎬ打破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

制ꎬ建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正义的社会

主义社会ꎬ这一正义的社会是个人获得幸福生活

的场域ꎮ
(三)自由的生活方式是人幸福生活的真实

样态

自由是什么? 马克思认为自由是对必然性

的认识ꎬ即认识规律并合理地运用规律为人类服

务ꎮ 马克思揭示了人类发展的规律ꎬ“无论哪一

个社会形态ꎬ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

来以前ꎬ是决不会灭亡的ꎻ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

系ꎬ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

以前ꎬ是决不会出现的ꎮ” 〔１４〕 马克思发现了人类

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ꎬ在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基

础上ꎬ营造人类更自由的生活方式ꎮ 就自由内涵

而言ꎬ人类对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认识得越多就

越深刻ꎬ他在自然面前和社会面前就越从容ꎬ他
的生活就越自由ꎬ他就越幸福ꎮ “无知”的人性

不是自由的表现ꎬ反而是自由的束缚ꎬ因为不知

道自然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性就必然在必然

规律性面前碰壁ꎮ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ꎬ人类

对必然性的认识越来越多ꎬ他的自由度就越来越

高ꎬ随着人类认识的不断深入ꎬ人类将由“必然王

国”的生活状态进入到“自由王国”的生活状态ꎬ
即ꎬ人类将会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ꎮ

自由的生活方式是人类通过长期实践活动

达到的ꎬ人类在长期的实践活动中不断地创造着

属于自己时代的自由ꎬ古代人思考自然存在的基

础ꎬ思考“世界”的本体ꎬ即通过对自然的必然性

认识来实现人在自然界中的自由ꎬ这种自由基于

对自然规律认识的基础上来实现ꎬ目的在于摆脱

自然界的束缚ꎬ在此意义上ꎬ亚里士多德把自由

视为人的本性ꎬ自由的本性使得人对自然界和人

类社会充满了好奇ꎬ哲学的活动就在于摆脱人类

自身的愚钝ꎬ即追求“智慧”ꎮ 从人的本性来说ꎬ
追求“智慧”是人类实现自由的方式ꎬ人在追求

智慧的过程中能够自由并合理安排自己的生活

方式ꎬ使人的主体地位得到提升ꎬ所以说ꎬ人的自

由与人的主体觉醒之间具有内在关联ꎬ只有随着

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ꎬ人对自由程度的要求才能

提高ꎬ同时人也就越自由ꎮ 在近代时期ꎬ人类的

主体性得到明显的提升ꎬ人的实践能力也在不断

地提升ꎬ自然科学的发展增强了人类主体的自

信ꎬ再加上近代的“启蒙运动”ꎬ“理性”在人的启

蒙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ꎬ人在启蒙过程中ꎬ体
会到自身的自由和自主ꎮ 当然ꎬ马克思所强调的

自由是在自主基础上的自由ꎬ同时也是人在认识

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基础上的自由ꎬ否则盲目的

自由就是一种无知的人性的自由ꎬ而不是真正的

自由ꎮ 近代“启蒙运动”确实是人类理性自由的

发展时期ꎬ它曾推动了人类社会快速地发展ꎬ人
在主体自由的基础上创造了无数科学技术成果ꎮ
随着人类主体自由提升的同时ꎬ人类被理性冲昏

了头脑ꎬ把“理性”作为一个至高无上、无所不能

的存在ꎬ理性作为一种“工具理性”支配着人类

现实生活世界ꎮ 康德认为真正的启蒙运动是人

类能够自觉地运用自己的理性ꎬ而不是依赖他人

理智指导或屈从权威ꎮ 当理性启蒙变成一种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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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不能的工具时ꎬ人的自由就变成了一种任性的

自由ꎬ这时人的实践越强ꎬ人就越被动ꎬ从而日益

成为理性主义的奴役ꎬ现代哲学家对科学技术的

追问和反思ꎬ目的在于纠正盲目的实践活动和任

性自由ꎮ 其实ꎬ当人盲目、任意地进行实践活动

时ꎬ自由已不再是人的主体性的发挥ꎬ反而是对

人的主体性的限制ꎬ人类给自己编织了一个理性

奴役之网ꎮ
马克思认为“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ꎬ自

由是人类在时间上的空间拓展ꎬ他指出了自由是

一个历史产物ꎬ随着历史的发展ꎬ自由的内容、方
式也是不同的ꎮ 古人以摆脱自然的束缚为自由ꎬ
中古时代的人以服从上帝的旨意为自由ꎬ这都是

虚假的自由ꎬ近代以摆脱基督教的统治作为自

由ꎬ现代人以摆脱理性主义统治作为自由等等ꎬ
人类摆脱了所生活时代的限制或探索自然界和

社会发展规律以实现人类的自由ꎬ人类觉得这是

最幸福的ꎬ这种幸福甚至超过了任何物质上的幸

福ꎬ如果说物质上的幸福只是最基本的幸福满足

的话ꎬ那么在自由基础上的幸福是最高级的幸

福ꎮ 为了人类能够更好地实现自由ꎬ就应当把握

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ꎬ对于自然规律而言ꎬ科学

技术以惊人的速度在发展着ꎬ对于社会规律ꎬ马
克思揭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ꎬ同时也揭示

了现存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剩余价值规律”ꎬ
就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剩余价

值规律”这两大社会规律而言ꎬ马克思已经是非

常伟大了ꎬ正因如此ꎬ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高度

地评价了马克思两大发现ꎬ一个伟大思想的终结

给人类社会历史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思想损失ꎬ这
不仅仅是一种思想损失ꎬ更是人类自由、幸福生

活的损失ꎮ 到目前为止ꎬ人类社会都无法回避马

克思提出的“资本”本质及其对人类的支配ꎬ人
类社会的不自由或压抑更多的是受资本这种抽

象物的支配ꎬ“萨伊宣称资本是普通的盗窃ꎬ在最

好的情况下是法律认可的盗窃ꎮ 在亚当斯密

看来ꎬ一笔资本的占有者ꎬ恰恰是通过这种占有

获得对劳动及其产品的统治ꎬ即一种真正的支配

权ꎮ” 〔１５〕这正是马克思所要解决的问题ꎬ也是人

类无法回避的问题ꎬ因此ꎬ人类要想获得自由ꎬ就
应当从资本这一抽象物的奴役中解放出来ꎬ只有

这样才能找到真实的幸福ꎮ 为此ꎬ马克思不断进

行人类解放ꎬ把人从神圣形象中和非神圣形象中

解放出来ꎬ把人从物化和异化中解放出来ꎬ把人

从抽象概念和原理中解放出来ꎬ以回归人本真的

自由的生活样态ꎮ

三、马克思“幸福生活”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ꎬ剖析幸福生活

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双重维度、个人和社会融

为一体、自我幸福和他人幸福互为前提的生活ꎬ
并建构了实现幸福生活内涵的可行路径ꎮ 马克

思指出人类社会将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

主义”社会ꎬ这个社会是一个以人类幸福为价值

目标的社会ꎬ在这样社会中ꎬ劳动不是人的一种

谋生的手段ꎬ而是人内在的一种生活需要ꎬ人在

劳动中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ꎬ人的主体性得到充

分地发挥ꎬ人的精神生活得到享受或自我满足ꎮ
因此ꎬ马克思所建构的幸福生活超越了传统形而

上学的“幸福观”ꎬ开启了现实人“自觉的幸福意

识”ꎬ为人类社会幸福生活的实现指明了发展方

向ꎮ
(一)超越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幸福观”
传统幸福观比较典型的是快乐主义和德性

主义幸福观ꎬ其追求的是一种永恒的幸福ꎬ因为

内心宁静的快乐和德性具有长久性的品质ꎬ这种

品质是人希望得到纯粹精神的幸福ꎮ 在传统哲

学价值观中ꎬ物质的东西是流变的、短暂的、转瞬

即逝的ꎬ精神的东西是长久的和永恒的ꎬ永恒不

变的存在应当是流变事物存在的根基ꎬ传统幸福

观是一种“形而上学”价值追求所使然ꎮ 这种形

而上学最大的特点是永恒性和自因性ꎬ所谓的永

恒性就是它是不生不灭的ꎬ比如亚里士多德的

“神实体”、中世纪的“上帝”、莱布尼茨的 “单

子”、康德的“物自体”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等
等ꎬ这些不动的永恒的存在都是形而上学追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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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ꎬ同时这些永恒的存在又是自因的ꎬ它推动

世俗世界不断地产生现实事物ꎬ因此ꎬ现实人生

活在“本体”这一“存在的奴役”之下ꎮ 这种“本
体”追求的世界观深深地影响着世俗人的幸福

观ꎬ人的幸福就寄托在心灵安宁的存在ꎬ因为这

种存在能够给人带来“快乐”ꎬ这种快乐绝不是

一种转瞬即逝的快乐ꎬ而是人内心中一种永久的

快乐ꎬ古人认为精神上的快乐则具有永久快乐的

特质ꎮ 永恒存在除了能够给人带来快乐之外ꎬ还
能塑造或激发人内在的德性ꎬ人的德性是人之为

人存在的价值ꎬ德性是人的永恒的品质ꎬ与快乐

相比ꎬ德性这一品质能够给人带来更长久的幸

福ꎬ人的德性一旦形成就具有长久性ꎬ正是如此ꎬ
在西方传统哲学中ꎬ德性主义幸福观占据着重要

的地位ꎮ
马克思的幸福观把人从传统纯粹精神追求

的幸福观引向了现实生活的幸福追求之上ꎬ人要

回归人的世界ꎬ这里的人是一个现实的人或实际

的人ꎬ人要在现实生活世界中寻找切实的幸福而

不是虚幻的幸福ꎮ 人的现实幸福首要的是人的

物质生活的满足ꎬ所以人类历史第一个生产首先

是物质生产ꎬ当人的物质幸福满足达到一定程

度ꎬ人的精神幸福追求就会燃起ꎬ物质幸福和精

神幸福达到了统一的幸福才是人的真实幸福ꎮ
在此意义上ꎬ马克思的幸福观给传统纯粹精神幸

福观奠定了物质基础ꎬ同时也使物质幸福和精神

幸福有机结合起来ꎬ在此可以说ꎬ马克思的幸福

观超越了传统的幸福观ꎬ马克思的幸福观是一种

现实的幸福ꎬ不是虚幻的幸福ꎬ它是多维的幸福

不是单调的幸福ꎬ它是人间实践的真实幸福ꎬ它
反对以神圣实体或上帝幸福来奴役人间的幸福ꎬ
“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

西出发ꎬ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

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ꎬ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ꎮ
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ꎬ而且从他们

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

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ꎮ” 〔１６〕 因此ꎬ
可以说ꎬ马克思打破了传统哲学所倡导的人在

“本体存在”奴役之下的幸福观ꎬ建构了现实人

真实生活的幸福观ꎮ
(二)开启了现实人“自觉的幸福意识”
回顾整个西方哲学史ꎬ可以看到人类生活境

遇就是不断地从奴役中解放出来ꎬ以实现人类自

身的幸福ꎬ人类最初的奴役生活主要表现在“存
在本体奴役”当中ꎬ也可以称为人生活在“本体

论”奴役之下ꎬ“巴门尼德是这个传统的主要创

始人ꎬ他主要是个本体论者ꎮ 再没有比巴门尼德

的存在更抽象的概念了ꎮ” 〔１７〕“存在”作为一种本

体支配着人类对永恒追求的价值取向ꎬ“存在”
本身是一个抽象的逻辑概念ꎬ人受这一抽象逻辑

概念的奴役ꎮ 存在对人的奴役可以称为本质主

义的肆虐ꎬ这种奴役以一种宗教极端的方式存在

着ꎬ即中世纪基督教上帝对人的“奴役”ꎬ上帝是

主人ꎬ人就是奴隶ꎻ理性是主人ꎬ人就是奴隶ꎻ如
果社会是主人ꎬ人就是奴隶ꎻ如果国家是主人ꎬ人
就是奴隶ꎮ 人经历了从上帝、理性、社会和国家

形而上学中解放出来ꎬ这种解放也是实现人的自

由和幸福过程ꎮ 在马克思看来ꎬ旧哲学的主要缺

陷在于使人陷入各种奴役之中ꎬ首先人受制于自

然必然性的奴役ꎬ寻找自然必然性就成为古人的

一种历史使命ꎬ在此意义上ꎬ马克思肯定了伊壁

鸠鲁的原子偏斜论ꎬ因为它象征着人的自由ꎬ必
然中蕴含着某种自由的可能性ꎬ这种自由性因人

对必然性的追求而日益萎缩ꎬ人建构了“上帝”
这一永恒的必然性支配着世俗生活ꎬ人如果有自

由的话ꎬ也是一种服从的自由ꎬ在实质上ꎬ这是一

种不自由的体现ꎮ 为了自由ꎬ人的自我主体性不

断地觉醒ꎬ打破了基督教对人的奴役ꎬ在这一点

上ꎬ马克思肯定了费尔巴哈在历史中的贡献ꎬ“费
尔巴哈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ꎬ从世界被二重化

为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ꎮ 他做

的工作是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ꎮ” 〔１８〕

现在的任务ꎬ也就是费尔巴哈没有继续深入的任

务ꎬ即“世俗自身中的分裂及其造成的矛盾”ꎬ这
只能通过实践的方式进行批判ꎮ 马克思立足实

践对思辨唯心主义哲学进行批判ꎬ思辨唯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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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提是建立在宗教意识和观念之上ꎬ“宗教的

统治被当成了前提ꎮ 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关系逐

渐地都被宣布为宗教的关系ꎬ继而被转化为迷

信———对法的迷信ꎬ对国家的迷信等等”ꎮ〔１９〕 法

和国家形而上学决定了从宗教摆脱的人受国家

和法的奴役ꎬ进一步说ꎬ人受现实国家和法律制

度的奴役ꎬ正因如此ꎬ马克思从实践出发力图把

人从国家形而上学和法形而上学中解放出来ꎬ即
把人从“无人身理性”中解放出来ꎬ把人从资产

阶级国家和法律中解放出来ꎬ实现人的全面自由

的发展ꎮ
马克思的幸福观唤醒了现实人“幸福意识自

觉”ꎮ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ꎬ现实的人即无产者却

没有幸福意识的自觉ꎬ或者说ꎬ虽然他们知道自

己的不幸福ꎬ但不知道什么样的生活是真正的幸

福ꎬ没有一个正确的价值指向ꎬ工业所谓文明的

社会掩盖了现实人不幸福的事实ꎬ“完全社会化

的和文明化了的人可能是完全无个性的人ꎬ可能

是奴隶ꎬ却觉察不到这一点ꎮ” 〔２０〕 为了唤醒工人

幸福意识的自觉ꎬ马克思直接参与工人斗争ꎬ为
工人阶级指明革命的方向和道路ꎮ 马克思为当

代文明社会的人开启了幸福意识的自觉ꎬ当代人

生活在一个相对文明和多元文化的时代ꎬ与传统

社会相比ꎬ人确实生活在物质相对富足的时代ꎬ
这个富足的时代是工业社会的产物或商品经济

的产物ꎮ 就人的物质生活而言ꎬ人基本上实现了

物质的富足ꎬ因此ꎬ人有可能陷入一种物质富足

的崇拜之中ꎬ比如“金钱主义”和“享乐主义”ꎮ
所以ꎬ在科学技术发达的时代ꎬ人应当寻找多维

的幸福ꎬ努力实现人的物质幸福与精神幸福的平

衡ꎬ兼顾个人幸福与他人幸福和社会幸福全方位

幸福的实现ꎬ只有在明确了幸福的方向和实现方

式之后ꎬ人才能真正过上幸福生活ꎮ 中国共产党

坚持马克思幸福观ꎬ把为人民谋幸福和为民族谋

复兴作为初心使命并一以贯之ꎬ自觉地团结带领

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ꎬ坚持新发展理

念ꎬ构建新发展格局ꎬ新发展阶段实现高质量发

展ꎬ为实现人民共同富裕ꎬ实行脱贫攻坚战略ꎬ构

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ꎬ在人民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的情况

下ꎬ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ꎬ以增强人

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ꎮ
(三)为建构美好幸福生活指明了方向

从宏观来说ꎬ人类幸福有两重指向:物质上

的幸福和精神上的幸福ꎮ 此两种幸福ꎬ马克思认

为物质幸福是精神幸福的基础ꎬ而精神幸福是人

最高境界的幸福ꎬ如果精神幸福是以宗教方式得

到满足的话ꎬ那么这种幸福则是一种精神虚假的

幸福ꎬ因为宗教是现实人对现实苦难的反抗ꎬ这
种幸福缺失了物质保障ꎬ因此只能是一种虚幻的

幸福ꎬ而不是一种真正的幸福ꎮ 人类之所以把精

神幸福寄托在宗教中ꎬ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

人的生命有限性使人对某种幸福的实现失去了

信心ꎬ人在有限的生命中无法实现无限的幸福ꎬ
就把希望寄托给宗教ꎬ即通过宗教的方式来实

现ꎬ宗教的这种实现方式则是一种虚幻的方式ꎬ
是现实人对现实苦难生活的理论反抗和表达ꎬ可
以称为是一种虚假的幸福ꎮ 当人类的物质得到

满足的同时ꎬ人类把自身的幸福更多地投向精神

幸福ꎬ精神幸福是人类最高层次的幸福ꎬ就物质

幸福和精神幸福相比较而言ꎬ人更是一种精神存

在物ꎬ在此意义上ꎬ可以说人是一种有灵性的存

在物ꎬ这种灵性驱使着人类对精神家园的寻求ꎮ
马克思为人类指明的美好幸福生活是以一

种渐进式的方式来实现ꎬ而不是一蹴而就的ꎮ 就

人的物质生活幸福的满足而言ꎬ马克思指出人类

历史第一个前提就是满足个人的肉体组织的需

要ꎬ因此其首要任务就是进行物质生产ꎬ这是人

实现物质幸福唯一现实的途径ꎮ 物质生活作为

人实现幸福的前提ꎬ但不是人幸福的全部ꎬ在物

质生活幸福的基础上ꎬ实现人的精神生活幸福ꎮ
然而ꎬ物质生活幸福与精神生活幸福在资本主义

社会中以制度的方式使得两者分离ꎬ结果是精神

幸福凌驾于物质幸福之上ꎬ成为人的一种虚幻的

没有根基的目标ꎬ这体现了唯心主义哲学所要阐

释的内容ꎬ所以ꎬ马克思的首要任务就是要颠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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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人的幻化的世界观ꎬ把人立足于现实生活世

界ꎬ在现实生活世界中建构人的真实的幸福生

活ꎬ以克服传统哲学在虚幻世界中假设的人的幸

福生活ꎬ“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ꎬ就是

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ꎮ 要求抛弃关于人民处境

的幻觉ꎬ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觉的处境ꎮ” 〔２１〕

马克思给人的幸福生活提供了阶级条件、社
会物质条件和思想条件ꎮ 阶级条件就是无产阶

级专政的人民当家做主的幸福生活ꎬ社会物质条

件就是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和社会生产资料

公有制ꎬ这是人幸福的社会物质保证和制度保

障ꎮ 因此ꎬ人类要想获得真正的幸福就得大力发

展生产力ꎬ在此基础上建构人类各种各样的精神

幸福ꎬ诸如人类科学精神、艺术创造、美学设计等

等ꎮ 当然ꎬ在人类精神幸福追求的过程中每个人

的思想与社会的思想应当是一致的ꎬ只有这样ꎬ
人和社会物质生活在思想上才能达到一致ꎬ而且

人类立足于人的现实生活条件基础上才能制定

合理的分配方式ꎬ从而实现人的公平和正义的生

活方式ꎬ这样一来ꎬ个人特殊利益和国家共同利

益才不会分裂ꎬ而是相互依存的关系ꎬ在这样的

社会中ꎬ人的全面幸福的生活才是可能ꎮ
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幸福观ꎬ把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相结合ꎬ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ꎬ形成了

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成果ꎬ寻找到

一条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ꎬ确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按劳

分配方式ꎬ引领中国人民不断为幸福生活奋进ꎮ
当今中国毅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ꎬ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

展进步的根本保证”ꎬ〔２２〕这也是中国人民过上幸

福生活的重要制度保障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是人民和历史的选择ꎬ其首要任务依然是发

展ꎬ发展方式和目标是依靠人民和为了人民ꎬ实
现发展成果全民共享ꎬ“发展依然是当代中国的

第一要务ꎬ中国执政者的首要使命就是集中力量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ꎬ逐步实现共同富裕”ꎮ〔２３〕 “博
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国人民创造的! 历久弥

新的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培育的! 中华民

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是中国人民奋斗出来的!” 〔２４〕中国共产党血脉在

人民、根基在人民ꎬ因此其奋斗目标就是让全体

中国人民都过上美好幸福生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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