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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迈向“自由人联合体”的实践必然 

李鹏程 

梧州学院管理学院  543003 

【摘  要】总书记深刻洞察人类社会发展趋势，顺应历史进步潮流，凝聚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创造性地提出了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其根本目的就是更好地推进人类文明发展，更快地推动人类社会进步，最终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
的发展。“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
共同体。”这一理念直面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超越西方政坛和思想界设置的理论陷阱，坚定维护人类历史发
展是依靠人民创造的基本观点，包含对所有生活共同体及其价值观的尊重与接纳。本文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迈向
“自由人联合体”的实践必然进行分析，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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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of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e practice towards "union of free men" is inevi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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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deep insight into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human society, follow the trend of historical 

progress, condensed the era theme of peace and development, creatively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human destiny 

community, its fundamental purpose is to bette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faster to promote the 

progress of human society, and finally realize the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everyone."We should inherit 

and carry forward the purposes and principles of the UN Charter, build a new typ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eaturing 

win-win cooperation, and build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This concept faces up to the great 

changes unseen in the world in a century, transcends the theoretical trap set up by the western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circles, and firmly maintains the basic view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history is created by the people, and includes 

the respect and acceptance of all living communities and their valu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actice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moving towards the union of "free men"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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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由人联合体”思想是《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

言》）中的重要思想，其文本依据为《宣言》中经典论述：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

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

由发展的条件。”对这一思想的研究，学界多在“未来社会

的科学设想”“人类期待实现的价值目标”等维度展开。而

且，对“自由人的联合体”的阐释多在“马克思”或“马克

思恩格斯”的视角进行，相比而言，专论恩格斯对这一思想

形成贡献的成果极少（学界在阐释恩格斯的贡献时，多局限

于其对《宣言》发表的贡献）。 

1 自由人联合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界定 

“共同体”这个词是一个舶来品，它的词根最早可以追

溯到拉丁词汇 Communit（团体），本身就包含联合、同盟的

意思。如今它被广泛运用于不同领域，根据所处的学科背景、

政治影响和理论范畴等被赋予不同属性，比如政治共同体、

生态共同体、国家共同体等。总的来说，共同体主要是指，

“人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基于某种主观或客观原因，这

些原因主要包括共同的利益、目标、观念、种族等等，形成

的不同层次的组织或团体，既可指有形共同体，也可指无形

共同体。”马克思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出发，深刻论述人类历

史上的共同体关系时，他指出：共同体具有不同形态，大致

包括“自然共同体”“抽象共同体”“虚幻共同体”“真正共

同体”等。通过对原始社会的群落、氏族关系进行探究，加

之分析当时社会物质生活生产力的发展条件和程度，他指

出，“自然形成的部落共同体，是人类占有生活客观条件和

再生产生活自身并使之物化活动的客观条件的第一个前

提。”也就是说，“自然共同体”是指一种客观的物质活动和

物质载体，它是人们在充分积累物质财富和深刻发展生产力

的基础上所形成的。这种“自然共同体”极大程度上提高生

产水平和能力，并且为物质积累和资本形成提供客观的条

件。可以说，“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带来的一切关系是资本

主义社会关系形成的基础和前提。而后资本积累不断加剧、

商品经济迅猛发展，取而代之的是“抽象共同体”，即马克

思谈到：“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相互依赖的。”

高度发展的社会分工逐渐“炸毁”原有旧的氏族制度，人与

人之间的利益关系、阶级关系分歧越来越大，以致于不可调

和，利益和阶级对立产生了各种社会矛盾甚至演化为暴力革

命，这催生“虚幻共同体”。表面上是人类共享生产力发展

和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美好硕果，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

“美好共同体”，实则上该共同体内部从未达成过统一和公

平。对此，马克思清醒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共同体之

所以是不真实的、虚幻的，是因为它所代表的利益不是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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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仅是少数大资本家利益的维持工具，团体的主要组

成部分即无产阶级被排挤在外，国家机器的形成和运行是为

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服务的。 

2“自由人联合体”建构的必要性 

2.1 资产阶级社会秩序整体上呈现“社会战争”状态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每个人都在竭力地谋取私利，从而

社会成员之间形成激烈的竞争关系。“各个资本家同其他一

切资本家进行斗争，各个工人同其他一切工人进行斗争；所

有的资本家反对所有的工人，而工人群众也必然要反对资本

家集团。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种到处都很混乱、

到处都在剥削的现象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６０

２具体而论，资本家之间为了获利彼此竞争，大资本家在竞

争中排挤小资本家，不可避免的后果是实力较差的小资产阶

级破产，从而小资产阶级从有产阶级逐渐转变为无产阶级即

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工人之间为了工作或生存彼此竞争，

工人们在竞争中互相抢夺用以谋生而数量有限的工作机会，

造成的后果是总有一部分人成为失业者，而这些失业者由于

无法生存而最容易成为发动革命的社会群体。这些矛盾终将

汇集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阶级之间的尖锐对立之中，

而他们之间的贫富差距愈大，这种敌对现象就愈尖锐。 

2.2 资产阶级社会增加了犯罪需求和犯罪行为 
恩格斯认为“竞争支配着人类在数量上的增长，也支配

着人类在道德上的进步。谁只要稍微熟悉一下犯罪统计，他

就会注意到，犯罪行为按照特有的规律性年年增加，一定的

原因按照特有的规律性产生一定的犯罪行为。资产阶级靠工

人阶级的劳动牟利却无视甚至残害他们的生命和健康。恩格

斯将这种行为称之为“社会谋杀”，这是一种赤裸裸的犯罪，

但在资产阶级统治范围内，他们掌握社会利益链和规则，法

律和公正仍允许这种犯罪行为肆意存在。 

3“自由人联合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之间的高度

契合性 

3.1 生成逻辑的一致性:现代性弊端的现实反思 
“自由人联合体”生成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虚幻共同

体”中的现代性弊端的诊断过程中。马克思首先对“虚幻共

同体”作了“病理学诊断”，即“虚幻共同体”之所以“虚

幻”，是因为这一共同体是作为异己力量而凌驾于个人之上，

从而将人从“个人的个人”转变为“阶级的个人”。在他看

来，资本主义现代性归根到底是由“资本逻辑”所决定的，

在这种由“资本逻辑”主导的“虚幻共同体”中，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则被披上一层“物”的薄纱，而在受到物的束缚后，

人便沦为一种孤立封闭的抽象存在，由此处于这一异化环境

中的人们渴望进入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并可以实现自由全

面发展的美好社会。这一美好社会就是马克思借以揭露“虚

幻共同体”迷雾而主张构建的“自由人联合体”。正如伊格

尔顿所说，“马克思正是在现实逻辑的自相矛盾中找到了一

个完全不同的未来的轮廓”。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并没有

完全否定资本主义现代性，反而指出其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摆脱了过去受地缘界限的狭隘封闭关系而逐渐发展为世界

范围内的普遍交往，从而促使自然共同体向现代共同体的转

变。然而，这种现代共同体却没有向人类提供充分展现其才

能的手段，反而作为独立的东西凌驾于个体之上，没有从根

本上普遍地代表每个人的利益与价值追求，毋庸说实现人类

的真正自由了。由此马克思指出通往“自由人联合体”需要

在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变革社会关系，破解“虚幻共

同体”用来禁锢人类自由的异化外衣，进而从根本上消解资

本所造成的现代性弊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作为一种冲破

“民族－国家”界限的新型治理体系与交往模式，同样是在

继承“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就”基础上，时刻反思并寻找

驯服当前社会中存在的现代性弊端。当今世界正处于危机与

挑战相互交织的动荡局势之中，既面临着世界经济增长乏

力、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等传统性发展危机，又面临着肆

虐全球的流行疾病等非传统性安全威胁。世界人民皆面临着

“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 

3.2 对空想社会主义者理论构想的超越 
在人类解放问题上，与启蒙思想家相比较，空想社会主

义者是站在劳动群众的立场上对资本主义进行深刻地批判。

他们力求广大劳动者从奴役中解放出来，提出了人的全面发

展思想，并对未来社会进行了一些极具启发意义的预言。圣

西门的“政治是关于生产的科学”的思想;傅立叶提出的劳

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一种享乐，可使人的全身心得到

充分的发展的观点;欧文对分工的批判性反思等思想为马克

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提供了直接思想材料。其中最具革

命意义的是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必将被更美好的、

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取代。但其局限性在于空

想社会主义者以是否合乎人类的理性为判断标准，还没有真

正地发现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运动的规律，没有从这种矛盾运

动的规律中找到社会发展的未来必然趋势。马克思继承了这

些思想之后，一个很大的贡献就是为空想社会主义者头脑中

的构想找到了它存在的现实根据和他未来社会发展中的必

然性。唯物史观的发现，找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由此，各个社会形态都应该放到整个历史生成的视野中去看

待，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人类历史的一个特定阶段，并不能如

空想社会主义般全盘否定它，而应看到它较之前社会的巨大

进步以及对人类历史所作出的贡献;也要看到它绝不是人类

历史的终结，它必将为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取代。唯物

史观的创立就把“自由人联合体”建立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的现实基础之上，剩余价值学说使马克思找到了构建“自由

人联合体”的最伟大的力量———无产阶级。唯物史观和剩

余价值学说的发现，使社会主义从空想上升为科学。在这样

的视角下，传统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

义”三个彼此分裂的部分就可以被整合成为完整的马克思主

义。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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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出，人一开始并非一个完整的人，而

是通过不断劳动脱离了动物界，创造出人本身及其社会属

性，即人性处于变化发展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尊重人

性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以马克思“现实的个人”理论学说

为人性前提。在马克思主义整体性视域下研究“自由人联合

体”思想的建构，可以看到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变革的实

质就是对德国古典哲学中自由、共同体、人的观念层面的积

极扬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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