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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巴黎手稿》作为马克思从经济事实出发论述无产阶级阶级地位和人类解放道
路的重要文本，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成中占有重要历史地位。以思想政治教育的视角来审
视《巴黎手稿》，我们发现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包含精辟的思想政治教育论
断，也为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发展在基本立场、主客体关系、研究方法等方面提供了重
要启示。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巴黎手稿》；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707（2020）6-0037-05

作为马克思基本完成两个转变之后的一部重
要著作———《巴黎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马
克思在旅居巴黎时期（1843年 10月到 1845年 1
月）的著述，这是“青年马克思第一次将国民经济
学、德国古典哲学与共产主义理论结合起来的建
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尝试，也是他第一次以
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1]。
由于包含着一些不成熟的思想，学界对其在马克
思主义发展史上地位的评价莫衷一是，但是在思
想政治教育学的视域中，《手稿》毋庸置疑是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的重要文献。

一、《手稿》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

《手稿》是马克思思想形成过程中重要的文
本，是“新唯物主义”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它从经济
事实出发论述了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和人类解放
道路。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视角来研读《手稿》，可
以发现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学思想。

（一）《手稿》中人的本质理论强调人具有活动
自由、有意识等特性，奠基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
教育的人学基础
马克思对人的本质进行了崭新界说。他指出：

“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
的性质”。[2]162 首先，人的生命活动是自由的活动。
活动是人的存在方式，人的自由说到底就是人的
活动的自由。其次，人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活
动。人把“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
自己意识的对象”。[2]162也就是说，人总是不断地思
考自己的生命活动，并根据自己的意识进行自己
的生命活动。而人的自由和有意识的特性必然把
人引向发展，在《穆勒评注》中，马克思从社会交往
的角度说明了人的发展本质，认为“人的本质是人
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
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3]24。

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成和发展是人
类“自由的有意识的”特性的呈现，是尊重这一特
性的实践活动。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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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者是主导者，在整个过程中要体现出主导性、
自觉性、创造性和前瞻性；另一方面，受教育者是自
由的、有意识的、有目的的现实的人，具有明确的自
我意识能力、独特的价值判断能力、强大的自我驱
动实践能力以及反观自省的能力。这意味着，马克
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把“自由的有意识的”人
作为逻辑起点和最终归宿，教育过程必须要合乎人
性、适合人性、尊重人的主体性和主观能动性。
（二）《手稿》中人的需要理论阐明人具有精神

生产生活的需要，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
育的独特价值

人的需要理论贯穿了《手稿》始终。马克思指
出，人的需要是人追求自己对象的本质力量，是人
的一种“内在的必然性”[2]194。“全部历史是为了使
‘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
成为需要而作准备的历史（发展的历史）。”[2]194人
与动物一样有与生俱来的生存性需要，但是作为
有意识的类的存在物，人超越了生存需要，以更高
层次的学习、交往、道德、审美、教育等发展需要为
基本需要。这些需要由人的本质所派生，与人自由
自觉的活动相一致，真正符合人的本性。“因为对
某种物的需要最明显、最无可争辩地证明：这种物
属于我的本质；物的为我的存在、对它的占有，就
是我的本质的属性和特点。”[3]26 并且，人的需要不
仅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内在驱动力，而且是人的社
会关系产生和发展的根源。

思想政治教育生发于人的需要并且满足于人
的需要。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的社会性和精神性
实践活动，满足了个人和社会的发展需要。一方
面，思想政治教育通过理论灌输和文明教化，提高
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养，满足了人求
知、向善、审美等精神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另
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凝聚社会共识，涵养社会心
态，构建社会信任，引导个人更好更快地融入社会
生活，为社会的科学治理、良性运转提供了精神支
撑，进而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由此可见，思想政
治教育是源于人的需要，其过程就是不断满足人
的精神生活需要和全面发展需要的实践过程。这
也意味着，我们思想政治教育要从影响和制约个
体需要的利益机制出发，既观照宏大叙事，也要关
切微观生活。

（三）《手稿》中劳动实践理论凸显进行劳动教
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政
治教育的内容体系
“劳动（实践）”是《手稿》中的关键概念。马克

思认为劳动将人的意识和感性的外部世界连接起
来，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表现形式。首先，劳动满足
人的自身需要。劳动不仅满足人的物质生产需要，
而且满足人的精神生产需要。“劳动生产了美”“劳
动生产了智慧”，人在劳动中“自由地发挥自己的
体力和智力”，人的价值得到充分尊重，人的创造
性得到充分发挥，由此人在劳动中“肯定自己”“感
到幸福”“感到自在”“觉得舒畅”[2]158-159。其次，人在
劳动中发展自身。劳动创造了生产关系，使人由自
然人转变成社会人，在改变着外部世界的同时也
发展着自身。自由自觉的劳动，彰显了人的自主意
识，正是在劳动中不断发挥自己的智力、情感、意
志等本质力量。

马克思在《手稿》中对劳动价值的阐明，突显
了劳动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劳动教育是促进
人的全面发展的有效手段，但是近年来很多人认
识不到劳动的真正价值，对劳动教育产生误解，使
得劳动教育在学校中被弱化、在家庭中被软化、在
社会中被淡化。事实上，劳动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需
求，而不是谋生的手段；劳动是自由自主地创造幸
福生活的源泉，而不是痛苦折磨的根源；劳动是劳
动者能力的发挥，而不是生命的耗损。思想政治教
育不能忽视劳动对人的塑造作用，要重申劳动价
值，弘扬劳动精神，在全社会营造出崇尚劳动的良
好风气，通过劳动教育历练人的坚强意志、激发人
的创新精神，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四）《手稿》中共产主义理论指出要扬弃异化，

实现人的本质的复归，指明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政
治教育的重要目的

共产主义理论是《手稿》中最具革命意义的理
论。马克思批判了过去种种十分粗陋的共产主义，
认为它们都“不过是私有财产的卑鄙性的一种表
现形式”。[2]185据此他提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
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
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2]185在资
本主义社会，异化劳动导致了他人对劳动者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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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占有，而在共产主义社会，劳动者可以自由
的对待自己的劳动产品，彰显人的本质力量。对异
化的“物”的扬弃只是表象，真正的共产主义还是
要通过对异化的人的扬弃才能实现。也就是说，真
正的共产主义绝不是单纯追求对“物”的占有，而
是为了追求人的彻底解放与全面发展，使人成为
真正的人。

在《手稿》中，马克思提出要进行无产阶级革
命。而“异化的扬弃包括两个方面”，[2]186不仅包括
物质层面，而且包括精神层面。思想政治教育是
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内容，搞无产阶级革命，必
然要在人们的精神灵魂深处闹一场革命。马克思
说：“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
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
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
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
工作。”[4]171这既是物质生产的革命，也是精神生
产的革命，它一方面消除产生劳动异化的私有
制；另一方面则要在实践中改造被异化的人性，
在思想上无产阶级重塑人性的光辉。在无产阶级
社会中，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就是实现人精神领
域的革命，将人从异化中解放出来，成为一个充
分发挥本质的人。在当下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
重点就是要坚持用先进思想理论来教育人、引导
人、培养人、塑造人。

二、《手稿》中精辟的思想政治教育论断

《手稿》中不仅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学
思想，还包含着一些深刻、严整、科学的思想政治
教育论断，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提供了理
论指引。
（一）论断一：人的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
马克思在《手稿》中提出：“所谓人的肉体生活

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
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2]161首
先，“人直接地是自然的存在物”。人的物质世界和
精神世界都依赖着自然界。人的精神世界建立在
自然界的基础上，自然中的一切存在都是人的感
觉的对象，自然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2]161其次，
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2]161。人通过实践对自

然界进行改造，自然表现为人的作品，展现人的精
神世界。因而自然界也是人的一部分，是“人化的
自然”。在实践中，人被对象化，对象被人化，人成
了自然的人，自然也成了人的自然，人与自然在双
向互动中达到统一。

人的精神世界依赖自然界而存在，而人又在
实践过程中，把自然界改造为人的精神世界的现
实存在。这为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人与自然的关
系提供了启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
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5]10。思想政治
教育要将生态意识教育纳入到工作视野中，积极
培育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观，将生态文明意
识根植在每一个教育对象心中。首先，思想政治教
育要培养认知。将科学的生态伦理观念灌输给受
教育者，让这种观念植根于社会生活，成为社会共
识，打破以往对待自然与人关系的精神文化痼疾。
其次，思想政治教育要引导行动。将受教育者的视
角引入到现实生活中，使其在对现实的生态危机
直观认识的基础上，自觉产生生态保护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
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6]176

（二）论断二：感觉在自己的实践中直接成为
理论家

马克思在讨论对私有财产的扬弃实现了人的
感觉的解放时提出了这一论断。他指出感觉不是
像黑格尔所说那样通过自我批判来成为理性，而
是通过感性的对象化活动（实践）成为理论家，来
探求人与世界的本质。在这里的感觉是一种社会
性的关系，实践是感觉能够成为理论家的途径，人
通过实践来感受对象，认识世界。马克思认为只有
通过真正的感觉才能成为理论家，即只有“眼睛成
为人的眼睛，正像眼睛的对象成为社会的、人的、
由人并为了人创造出来的对象一样”，[2]190人真正
成为感觉的主体，而且人化的自然真正成为感觉
的客体并且为人所掌握时，思辨而又唯物的感性
实践才能揭示自然界和人的本质。

马克思关于感觉的思想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
了实践指引，思想政治教育要关注人的感觉和感
性活动，不能忽视感性的独特价值。首先，感性是
认识的前提。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感性对象性活
动，感性连接了人与外部世界，没有了感性就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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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性认识的对象，思想政治教育就根本无法开
展。再次，感性具有强烈且直接的效果。相较于理
性判断的产生需要进行思考与比较，感觉的判断
是直接快速的，更能真实、生动地反映个人的内
心想法。思想政治教育要抓住感性这个突破口，
关注受教育者的希望、理想、信念甚至是怨意与
偏见，利用环境渲染和情绪干预等手段，使用文
学影视作品、英雄模范事迹等生动具体的感性素
材开展教育，以情感人、用情化人，培养丰富的、
有全面而深刻感觉的人，以此来提升受教育者的
获得感。
（三）论断三：如果你想感化别人，那你就必须

是一个实际上能鼓舞和推动别人前进的人
马克思在批判货币颠倒的特性时提出了该论

断，这是他对理想的社会道德原则的阐释，“你就
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2]247

他指出金钱买不来勇气，也买不来爱情，你想要
鼓舞他人的精神世界，那你就必须拥有振奋人心
的特质。人在自然中不断进行对象化的互动活
动，正因如此人与自然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并对对象产生影响，而这些影响是人自身的意识
与个人特征所决定的。所以，“如果你想感化别
人，那你就必须是一个实际上能鼓舞和推动别人
前进的人”。[2]247

马克思的这一论断对我们培养思想政治教育
专业人才有重要启迪。首先，要提升教育者的科学
素养。“传道者自己首先要明道、信道”[7]，“让有信
仰的人讲信仰”[8]。只有教育者本身的知识水平、理
论素养、道德素质、政治素质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才能被吸引、被感化，从而达到
思想意识上的共识。其次，要培养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者的人文精神。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就是研究人
的学科，而教育更是积极的情感互动过程，只有教
育者有效激发受教育者积极的情感体验，才能将
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与目标内化为受教育者自身
的思想意识与信念。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不仅要
摆脱刻板的教育模式，而且要摆脱刻板僵化的说
教和高高在上的姿态，深入受教育者的内心世界，
通过富有哲理的内容、丰富动人的情感和平和亲
切的形象，达到打动人、改造人、培育人的效果。

三、《手稿》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启示

《手稿》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和论断不仅为
思想政治教育学提供了理论基础，而且为当代思
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一）《手稿》所蕴含的唯物史观，为思想政治

教育指明了基本立场
《手稿》是马克思阐述唯物史观的发端。《手

稿》的发表，如马尔库塞所指出的那样，使“关于历
史唯物主义的由来、本来含义以及整个‘科学社会
主义’理论的讨论置于新的基础之上”。[9]93马克思
在剖析市民社会的经济基础时初步形成了唯物史
观的初级脉络和基本框架。首先，他以劳动实践为
切入点研究历史，指出劳动和劳动者决定了全部
的世界历史，这是唯物史观的前提。其次，他从生
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角度研究社会历史的发
展。人在实践中产生生产关系，异化劳动和私有财
产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表现。
最后，提出共产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最终
目的是实现人的解放。
《手稿》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在社会历史中

的决定作用，为思想政治教育指明了唯物主义的
根本立场。思想政治教育要以人民群众的利益需
求为导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开展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即要明确“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活
生生的人。在工作过程中，它无疑要把人放在中心
位置，关心人的痛苦、忧愁、烦恼、幸福乃至价值等
现实问题，而不是为工作而工作，为完成上级布置
的任务而工作。”[10] 当代思想政治教育要眼中有
“人”，要注重人文关怀，将“现实的人、具体的人”培
养成有丰富情感、有生活追求、有健全人格的人。
（二）《手稿》所呈现的主客体辩证法思想，为

思想政治教育理解和把握教育主客体关系提供了
重要启示

在《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从唯物主义立场
把实践的观点引入认识论，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
的认识论。马克思的实践辩证法与黑格尔的感性
辩证法相对立，是基于实践活动的辩证运动，具体
表现为主体与客体间的互动，是能动与受动的辩
证统一。主体通过实践对客体产生作用，客体在此
过程中对主体形成认识为主体提供反馈，进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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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下一轮的互动，在此循环往复之下，客体带有了
主体的情感力量成了主体的一部分，主体也通过
本质力量的确证实现了其超越性，主体与客体实
现了统一。

马克思的主客体辩证法思想为思想政治教育
理解和把握主客体关系提供了启示。一直以来，由
于对主客体关系的僵化理解，学界对思想政治教
育客体主动性的认识存在争论。关于思想政治教
育主客体关系，学界出现了“主客体转化说”“主客
体双角色说”“双主体说”等各种观点。“思想政治
教育研究中的主客体争论，起因于如何安顿受教
育者的能动性问题，症结在于能否从客体概念中
引申出能动属性。”[11]马克思的主客体辩证法思想
为思想政治教育中客体的能动性和主体的主体性
之惑提供了解决思路。主体和客体是相互依存、共
同发展的一体关系，不是对立关系，也不存在完全
的服从关系，二者互为对象，互相提供势能。因此，
思想政治教育要深刻认识主客体关系的灵活性，
把握他们的统一性，并且把这种理念运用到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中。
（三）《手稿》所实现的从思辨向实证的研究方

法转变，为思想政治教育学提供了研究方法的重
要遵循

在《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研
究，在认识论层面向经验主义靠拢，实现了由思辨
向实证的研究方法转变。在此之前马克思把“哲
学”和思辨看做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方法，但是随
着他对现实问题研究的日渐深刻，他开始反思自
身的研究方法，力图摆脱思辨的唯心主义和形而
上的束缚，从客观事实出发来研究现实问题。而
《手稿》研究政治经济学，其对象和性质决定了其
方法论天然的带有实证主义色彩。因此，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序言中马克思直接指出：“我
用不着向熟悉国民经济学的读者保证，我的结论
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
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2]111 在此，他直
接表明了自己实证的批判者的身份。

马克思以人的实际经验为基础的实证研究方
法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方法提供了基本遵循。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创建 36年来，取得了长足的发
展，但是在科学性和实证性方面仍有不足，制约着

学科的全面铺展和纵深发展。实证研究法是一种
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措施，它以因果规律和理性
为基础，通过素材的收集与展示将结论一目了然
地呈现出来，增强了研究的科学性与可信度。这就
要求我们要在科学抽象法的指导下系统灵活地使
用实证法，建立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学方法系统。
在这样的方法论体系下，做到在一般规律的基础
上分析特殊现象，从整体上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学
科的科学化发展。

参考文献：
[1 ] 韩立新.“巴黎手稿”：马克思思想从早期到成熟期
的转折点[J].哲学动态，2014,（7）．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 979．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 2．

[5]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
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 7．

[6] 习近平.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 6．

[7] 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开创我国高等
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N].人民日报，201 6-1 2-09．

[8] 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贯彻党
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N].人民日报，
201 9-03-1 9．

[9] 复旦大学哲学系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 西方学者论
《1 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上海：复旦大学出
版社，1 983．

[1 0] 邱柏生.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的若干问题
[J].思想理论教育，2006,（4）．

[1 1 ] 刘建军.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难题的哲学求解[J].
教学与研究，201 6,（2）．

[责任编辑 赵静]

2020年 6月
第 6期 总第 312期 理论探讨

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