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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主持人的话

主要发生在 1980 年代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是改革开放以来一次规模较大的思想争鸣。
研究这一当代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争鸣，有以下三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 第一，人道主义概念的确切
涵义是什么? 在当时的争鸣中，很多论者使用的人道主义概念并非是一致的，因而一些问题的争论其
实无法形成焦点;第二，人道主义在西方的历史进程是怎样的? 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是当时
争鸣的中心之一，两者都源于西方，因而梳理清楚西方人道主义的历史进程，对于认识马克思主义和人
道主义的关系无疑是必要的;第三，这场思想争鸣对于当代中国思想史的意义是什么? 30 年的时间洗
礼，也许能使我们对此有所回答。基于以上考虑，本期发表了三篇相关的文章:赖辉亮的文章试图厘清
人道主义概念的内涵，使得何谓人道主义进一步明晰化;杜丽燕的文章指出了西方人道主义在其产生
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既有同一性，又有差异性;然而其核心都是培养人性为善，这不能不令人想到，儒
家不也有讲性善、重人道的传统吗? 陈卫平的文章着重阐发了这场争鸣的意义，在于它是确立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价值理想的重要环节。这场争鸣应当还有其他的意义，而这需要我们继续研究。

( 特约主持人 陈卫平教授)

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理想
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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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代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大讨论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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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80 年代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大讨论在当代中国思想史上的意义，在于它是确立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价值理想的重要环节。这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它是清醒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理想

的理论台阶; 二、它是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思想铺垫。周扬和胡乔木

的两篇文章是分析这场大讨论的重要历史文本。
关键词: 人道主义; 价值理想; 人的全面发展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崛起震撼了世界。1980 年代无疑是这震撼力量的思想原点。发

生在这个年代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大讨论( 以下简称“人道主义大讨论”) ，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点。
这场大讨论始于 1978 年，而以 1983 年周扬在纪念马克思逝世 100 周年学术报告会上发表《关于马克

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 《人民日报》1983 年 3 月 16 日) 达到高潮; 在胡乔木 1984 年发表以批

评周扬上述文章为主旨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 《人民日报》1984 年 1 月 27 日) 之后，这场大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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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很快就趋于沉寂了，如胡乔木自己所说，没有不同意见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和讨论了。① 中国的崛起

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引的，人道主义大讨论是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理想的重要环

节。这表现在它是清醒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理想的理论台阶，是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当代中国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思想铺垫。它由此而显示出在当代中国思想史上的意义。

一 清醒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理想的理论台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要回答的首要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大

讨论展开之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实践和理论构建刚刚起步。因此，在 1980 年代初期，这

一道路和理论的开创者邓小平几次说过意思类似的话:“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 我们过

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② 要形成对此的清醒认识，明确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价值理想，无疑是不可或缺的; 而人道主义大讨论正是走向清醒地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理想的

一个台阶。
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这是邓小平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时，就萦绕在脑

际的问题。1978 年 12 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摈弃了长期以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所谓社会主义阶段

的基本路线，明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揭开了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序幕。时隔

不到一年的 1979 年 9 月，叶剑英在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所作的庆祝建国 30 周年的讲话中，

第一次提出了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③其主要内涵是高尚的

理想、道德、文化，这是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理想的最初理论表述。1980 年邓小平再次重申了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指出:“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 这是完全必要的) ，而且是指

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关系，等等。”④这就进一步

显示了建设精神文明的价值理想的意蕴。1982 年党的十二大首次明确举起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旗帜，同时十二大政治报告的第三部分专论“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指出“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 如果忽视了精神文明建设，“对社

会主义的理解就会陷入片面性”。这里的“重要特征”和“重要表现”显然是就价值维度而言的，而“片

面性”就是指丢弃了价值理想。1983 年 4 月邓小平又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最根本的是

要使广大人民共产主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⑤把精神文明建设的最终落实于培养“四有”
公民，显现出人的全面发展的意向。可以说，提出精神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清醒认识社

会主义价值理想的起点。以此为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于社会主义价值理想的认识轨迹，大

体上是这样的: 从上述邓小平理论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规定其根本任

务是培养“四有”新人，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到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提出了努

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 再到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把“以人为本”作为

核心来构建和谐社会，认为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和本质属性。从中不难看出，对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价值理想的认识，是从比较宽泛的精神文明到定位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以人为本。人

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都是考察人的价值而得出的观点，而人的价值问题正是人道主义大讨论的中心。
因此，这场讨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理想的定位起到了思想过渡和理论准备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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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和胡乔木的文章充分反映了这一点。他们都注意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价值维度的意义。他们以此为基础，在人道主义讨论中探索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周扬说:“人是

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目的，也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目的。”这里讲的“目的”无疑是

价值目标的意思。胡乔木在 1981 年 1 月致信《人民日报》负责人时，就希望该报阐发“社会主义制度是

有前途( 有理想) 的制度”，可见，当时他已在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价值理想的问题。他作为上述叶剑

英、邓小平论及精神文明的文章和十二大政治报告的起草者，对精神文明所具有的价值理想的内涵，自

然是十分清楚的，甚至可以把这看作是他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理想的独特的理论思考。① 他在

起草十二大报告时指出: 建设社会主义不仅要有物质目的，而且要有精神目的; 认为与资本主义的区

别，不在物质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唯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一样，它有强烈的社会主义特点; ②他还在批

评周扬的文章时说:“我们党的十二大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是讲人道主义嘛!”③意谓精神文明

建设真正体现了人道主义强调人的尊严和价值的思想。由上述可见，周扬、胡乔木尽管存在分歧( 下文

将会论及) ，但在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理想的思考上，却表现出共同的趋向: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提出的精神文明建设的价值维度，进一步指向了人的价值问题。于是，人道主义大讨论实际上

成了将社会主义价值理想定位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以人为本的前奏。

成为这样的前奏，并非偶然。因为周扬和胡乔木对于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思考具有相当的理论自

觉。这当然和他们长期作为意识形态领域高层领导人( 胡乔木当时已执掌意识形态领域) 的身份是分

不开的。周扬指出:“缺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准备，这是中国党的一大弱点。”这不仅表现在新民主义革

命时期，也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面临的问题; 他引用毛泽东“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对

我们还是一个很大的必然王国”的话，强调在“我们党提出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的历

史条件下，要“积累新的经验，创造新的理论”。这些都表明他投入人道主义大讨论，是试图为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尤其是其价值目标提供新的理论。胡乔木在人道主义大讨论余波尚存的 1984 年春天，

提出要把“我们的党建设成一个思想上的大党、理论上的大党”; 如果“单凭过去的经验和现成的理论是

不行的”，应当面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做出新的理论创造。④ 价值是就人

们的需要而言的，因此，需要是研究人的价值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研究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一个基本

问题。对此，胡乔木说:“具体地研究人们的需要，具体地研究如何发展和改进我们的各项建设以更好

地满足这些需要，是我们必须积极进行的科学工作( 应该承认，这一工作还没有引起全党的注意) ”。显

然，他撰写关于人道主义的文章，是为了引起全党对于人的价值问题的注意⑤，是其进行这方面科学工

作的一种努力。

尽管周扬和胡乔木都具有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理论自觉，但两者的理论立场颇为不

同。邓小平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总体上有两个基本的理论立场: 一是解放思想，冲破以往的

尤其是长期以极左面目出现的假社会主义的种种本本教条的禁锢; 二是批判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

的思潮。如他在 1981 年所说: “要批判‘左’的错误思想，也要批判右的错误”。⑥ 在人道主义大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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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周扬指出教条主义与历史上的经学独断论一脉相承，“封建时代，我国经生讲究家法，师之所传句句

都是真理，一字毋敢出入，背师说即不用”，因而强调:“我们不应该被习惯的惰性作用所左右，必须克服

穿新鞋走老路的倾向。”这更多地体现了前一个理论立场; 而胡乔木明确表示，遵循“小平同志在二中全

会上关于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的讲话”，“参加这场维护马克思主义思想阵地的争论。”①这更多地

体现了后一个理论立场。

周扬的文章指出: 在理论上，以往很长一段时间内，存在着“认为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绝对不相

容”的片面性，而“文革”把这种片面性发展到了极点，为林彪、“四人帮”“推行灭绝人性、惨无人道的封

建法西斯主义制造根据”; 因此，拨乱反正，应当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批判继承了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人

道主义，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反对一切“束缚人、奴役人、贬低人”

的异化现象，认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的‘目的本身’”。这些观点确实是对视人道主义为

修正主义的“老路”的勇敢否定。从否定“老路”出发，周扬的文章在实践上关注当时初露锋芒的各项

改革，指出“掌握马克思关于‘异化’的思想，对于推动和指导当前的改革，具有重大的意义”; 认为解放

思想、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是为了克服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思想异化、经济异化和政治异化，从

而达到重视人的尊严、人的价值的目的。当时以生产责任制为中心的农村经济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

其优越性显然不是“一大二公”，而在于劳动者作为人的主体价值和个性受到了以往所没有的尊重。在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劳动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用异化来说明改革的

必要性，并无不妥( 当然这是可以商讨的) 。然而，在改革之初，就意识到它不仅有具体的目的，更有克

服异化而使人获得全面发展的最终目的，则是很有见地的。周扬还引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指出的例

证，即美索不达米亚、希腊等地居民，为了扩大耕地，砍光了森林，虽然当时收到了效益，最后导致这些

地方成了荒芜不毛之地; 说明由于认识的盲目性，劳动的成果异化为灾难; 认为这应该在改革中引以为

戒。这触及到了人的全面发展与生态文明的关系，无疑是富有远见的。总之，周扬以人是社会主义的

目的，表达了对于社会主义价值维度的思考。这显然是与以“阶级斗争为纲”而否定人道主义的“老

路”直接对立的。

胡乔木的文章说:“现在确实出现了一股思潮，要用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来‘补充’马克

思主义”，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人道化”。立足于批驳这股思潮，他在理论上指出，尤其需要注意人道

主义作为世界观、历史观和伦理原则、道德规范的区别，由此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在世界观和

历史观上的根本对立，因而容易混淆两者区别的“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提法，是不足取的; 同时，

在明确人道主义“从属于一定社会制度”的前提下，“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把它当作社会

主义社会生活中对待人的一项伦理原则”，这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

项重要任务”。这些观点的着眼点，在于说明马克思主义人道化的思潮是模糊了不同的世界观、历史

观，模糊了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非人道现象区别的邪路。应当说，对人道主义作上述区分，

在理论上有助于进一步理清它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从不走“邪路”出发②，胡乔木指出:“一个思潮有

它自己发展的必然逻辑”，认为马克思主义人道化思潮把异化概念引伸运用于社会主义社会，在实践上

必然会“引起很不好的社会效果”。比如，从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思想处处存在异化，就会产生对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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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邓小平在论述“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时，明确指出:“有一些同志热衷于谈论人的价值、人道主义和所谓异化，他们的兴
趣不在批评资本主义而在批评社会主义。”“实际上只会引导人们去批评、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途失
去信心”。( 《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40—41、42 页)

胡乔木对精神文明问题的思考，凝结在 1982 年党的十二大报告中。该报告指出“如果忽视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在全社会建
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个伟大任务，……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就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方向，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会失去理想和目标，
……甚至会走上畸形发展和变质的邪路。”( 卢之超:《回忆胡乔木》，《胡乔木传》编辑部编: 《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
社，1997 年，第 1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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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制度的“不信任情绪和悲观心理”; 还有“由于个人愿望未能得到满足，就抱怨‘人的价值’被贬

低了，‘人是目的’被忽视了，‘不把人当人看了’”，“嚷嚷‘人被当作手段了’，人‘异化’了”等等，从而

导致极端个人主义。他还指出这种马克思主义人道化思潮有着国际背景，与西方“马克思学”( 把留有

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痕迹的早期马克思说成是成熟的马克思) 相呼应，“那么不难想象，若干年后，将会产

生怎样的恶果”。这种担忧在当时并非是无的放矢。总之，就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价值维度而言，胡乔

木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限定为“在社会主义社会生活的伦理道德要求的总体中”，相对于最高层次的共

产主义道德而言，处于较低层次而能为大多数人接受的伦理原则。他把社会主义人道主义限定于社会

主义价值目标中的伦理维度，显然是为了与抽象地将“人的价值”之类作为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马克思

主义人道化的邪路分清界限。①

一个反对走老路，一个反对走邪路，这就为明确什么是正路提供了理论借鉴。事实上，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后来明确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以人为本作为价值理想，既否定了将人道主义作为修正主

义来批判的老路，也抵制了戈尔巴乔夫式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邪路。

二 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思想铺垫

邓小平把“什么叫社会主义”和“什么叫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提出来，意味着对前一问题的清

醒认识与对后一问题的清醒认识是分不开的。因此，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清醒地认识到促进人的

全面发展的以人为本是社会主义价值理想，也就表明了它清醒地认识到人的全面发展是当代中国马克

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是以江泽民 2001 年的“七一”讲话为标志的。这个讲话指出:“我们建设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同时又

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

的本质要求。我们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②

这意味着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与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是同步的。改革开放以来，思想理论界关注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主要有两次: 第一次就是本

文论述的人道主义大讨论，第二次就是在江泽民上述的讲话之后。前一次是因为人道主义的产生和历

史进程始终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紧密相关( 下文将会论及) ; 后一次是因为江泽民的讲话把人的全面发

展与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主义的本质认识相联系。第一次基本上是自发形成的，第二次则由主流意识

形态所推动。两者相隔近 20 年，连贯它们的链条是: 人道主义大讨论起到了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当代

中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思想铺垫的作用。所谓铺垫作用，就在于这场大讨论凸显了人的全面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重要的基础性地位，而这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曾经被遮蔽了相当长

的时间。

马克思和恩格斯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以此来揭示其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本

质。他们从早期到晚期的很多重要著作，对此都有深入的论述③，最简洁表达了这一点的，是 1894 年 1

月恩格斯在其逝世前的十几个月，应《新纪元》周刊之请，用概括的字句来表述未来的社会主义新纪元，

以区别于但丁说的“一些人统治，另一些人受难”的旧纪元时说的话:“我打算从马克思的著作中给您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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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人道主义大讨论沉寂之后不久，前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 1988 年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很快导致苏共和社会主义
苏联的垮台。周扬报告中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部分的主要起草人，长期宣传“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在苏联社会主义垮台后，公开
声明改变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信念。( 参见卢之超:《回忆胡乔木》，《胡乔木传》编辑部编:《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北京: 当代中国
出版社，1997 年，第 170 页) 这些证明了分清这样的界限是有必要的。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论“三个代表”》，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年，第 179 页。
如《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社

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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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一行您所要求的题词。……但是，除了从《共产党宣言》中摘出下列一段话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

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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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是一切人的发展的条件。”’①这就鲜明地表达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是马克

思主义的最基本的原理之一。然而，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以开展欧洲工人运动为主题，因而其理论

范式是以政治革命为中心的。他们对于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终身思考，并没有脱离这样的主题和理论

范式。纵观他们的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可以清晰地看到其中贯串着这样一条主线: 揭露私有制下普遍

存在的异化现象，阐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剥夺人( 尤其是劳动者) 的全面发展的可能性，由此强调

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创造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的共产主义社会。②就是说，人的全面发展在

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是以政治革命为中心的理论范式中的一条基本原理。这是指向未来新社会的价

值理想，而新社会是要借助政治革命来实现的。于是，这一基本原理在以政治革命为中心的理论范式

中，就会有可能遭到遮蔽，即突出和强调的是与政治革命直接相关的基本原理，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

专政等等，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地位则被淡化甚至隐没。

① 《致朱泽培·卡内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9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4 年，第 189 页。
② 《资本论》集中体现了这一点。它指出: 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性来实现的;

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变成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得工人畸形发展。因此工人阶级必须进行革命，建立起“以每个人的全面而
自由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 649 页)

③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 3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060 页。
④⑤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毛泽东文集》第 3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415—416 页;

第 416—417 页。
⑥ 周扬 1941 年在《郭沫若和他的〈女神〉》中肯定“个性解放”是“五四留下的光辉业绩”; 但不到一年，在《王实味的文艺观和我们

的文艺观》中，则改变了说法:“解放个性曾是五四新文学的一个主题”，但是，“在这个新时代，解放个性的斗争，应当属于解放民族、解放
社会的斗争”，“尤其在我们共产主义者来说，人性应当从属于集体，最好的个性应当是集体性表现得最强的”。( 《周扬文集》第 1 卷，北
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年，第 352、397 页)

这种可能在中国马克思主义那里曾经成为了现实，而且为时不短。毛泽东在很长的时段内是中国

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其理论范式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以政治革命为中心的; 在社会主义时

期，由于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走出以政治革命为中心的理论范式。因此，他对于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凸显、发挥和创造( 包括正确的和不正确的) ，基本上偏重于政治革命领域以及

与之相联系的意识形态领域。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注和思考，比之马克思、恩格斯，是大为弱化，甚

至是倒退的。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正式的文章和报告中，只有两处把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主义价

值理想联系在一起的文字。第一处是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说:“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

个性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

想。”③第二处是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结论中，引用了《共产党宣言》的两段话:“在资产阶级社会里，

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发展的

条件。”指出处于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广大人民也没有独立性和个性，“因此要恢复他们的个性，就要进

行革命斗争”;“不能设想每个人不能发展，而社会能发展”。④前一处的论述正确地指出了要求个性解

放对于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理想是必要的。后一处的论述就不那么正确了，因为毛泽东接着把个性分为

“创造性的个性和破坏性的个性”，前者如“模范工作者”、“劳动英雄”等，“它同党性是完全一致的”; 后

者则是“越出了无产阶级的轨道，同党性不一致”。这是把个性归结为高度自觉地同化于无产阶级集体

之中，“集体主义，就是党性”⑤，所以，“创造性的个性”是依附于集体的。这在实际上是用集体主义消

解了个性。当时的周扬也是这样看待个性问题的。⑥人的全面发展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因而以个性

的自由发展为价值内核。一旦个性被消解了，人的全面发展就失去了立足点。可见，毛泽东在新民主

主义时期，只有极个别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正确论述。上述两次讲话只相隔 37 天，如果把第二处讲话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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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为第一处讲话的引伸，那么，第一处讲话的正确性也要打折扣了。其实，第二处讲话关于人的全面

发展的论述，比第一次讲话要多很多，但这个讲话没有被毛泽东在生前收入《毛泽东选集》，这不是因为

他认为这些论述不那么正确，而是因为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在社会主义时期已经基本上从他的理论视

野里淡出了。事实上，他在社会主义时期把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基本上限于学校教育，并且越来越贬低

学校教育对于人的培养和发展的作用，片面强调在阶级斗争和体力劳动中教育人、锻炼人。由上述可

见，人的全面发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毛泽东以政治革命为中心的理论范式中被遮蔽了。
人道主义大讨论开始拨开了这样的遮蔽。周扬指出:“对人的问题的探讨，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

就是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由于长期的革命斗争，“许多年来，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了

解，侧重于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方面”，但“阶级斗争、人民民主专政本身也不是目的。过去许多

同志把这一点忘记了”; 而“马克思从他成为共产主义者的第一天起，就是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因

此，应当认识到“在马克思主义中，人占有重要地位。马克思主义是关心人、尊重人的”，形成了“以历史

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现实的人道主义”，于是，“马克思主义与以往的人道主义不同，马克思主义找到了实

现人的全面发展理想的现实依据和方法”。这意味着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就要澄清以往遮蔽

的迷雾，恢复人的全面发展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地位。胡乔木强调了马克思在创立马克思

主义以后，异化不具有“基本范畴和基本规律”的意义。然而，马克思提出的异化和人的全面发展，是一

件事情的两个方面: 后者是前者的对立面。因此，当异化成为人道主义大讨论的焦点之一，就不能不促

使人们意识到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的重要性。对胡乔木来说，也是如此。汝信

在人道主义大讨论刚兴起时，发表了《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 《人民日报》1980 年 8 月 15 日) ，指

出“当马克思开始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踏上自己的发展道路时，他所最为关心的也正是人的问题”，其

宗旨“就是要为人类创造一个更适宜于人生活的新世界，使人能够真正得到充分的自由的全面发展”。
胡乔木对此文曾予以肯定，①自然会关注到了这样的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贯串马克思主义理论始终的

重要问题的论述。因此，尽管他的文章没有像周扬那样，浓墨重彩地阐述人的全面发展在马克思主义

理论中具有根本性的意义，②但其提出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具有重要的迫切的现实意义”，

实际上把人的全面发展放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地位，有不少论述涉及到了这个问题。比如，“必须

尽一切可能减少人们的痛苦和不幸，满足人民在日常生活和日常工作中的迫切需要，反对漠视群众的

基本权利和切身利益的官僚主义恶习，尽一切可能改善劳动条件”，等等。因此，经过人道主义大讨论，

人的全面发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可以说是呼之欲出了。
造成这一呼之欲出的理论根基，是人道主义大讨论的主流突破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绝对对

立的禁锢。从西方思想发展史看，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与人道主义的产生和历史进程密不可分。“人道

主义”一词源于拉丁文 humanitas，意谓“人道精神”，最初的含义是指一种能促使个人的才能得到最大

限度发展的教育制度。古罗马的西塞罗最早在这一意义上使用。自文艺复兴以来，推崇人的全面发展

一直是人道主义思潮的最终的价值理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建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深刻地指出，以

往的人道主义尤其是文艺复兴以来的人道主义从“抽象人”和“抽象的人性”出发，因而它们的人的全

面发展的理想缺乏实现的科学根据，但他们并没有否定和丢弃人道主义的这一价值理想，而是在将其

安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予以继承，因而在他们的理论旗帜上始终鲜明地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

基本原理和价值理想。就是说，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价值理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具有一致性

的关键链接点。因此，在与人道主义绝对对立的“马克思主义”那里，原本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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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丁晓平:《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胡乔木在毛泽东邓小平身边的日子》，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 年，第 482 页。
这是由上述的胡乔木文章站在批判右的错误的理论立场所决定的。他承认自己的文章“过分政治化了”( 丁晓平: 《中共中央

第一支笔———胡乔木在毛泽东邓小平身边的日子》，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 年，第 494 页)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本文关于以政
治革命为中心的理论范式容易将人的全面发展予以遮蔽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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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必然会遭到遮蔽。
与人道主义绝对对立的马克思主义曾经在中国占据过主导地位。对此，周扬是亲历者。在延安文

艺界整风前，他曾用“人道主义”来称赞鲁迅等一些作家的思想。此后，他开始避讳人道主义一词，在评

论有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家如惠特曼、塞万提时，就用“反对人压迫人，人奴役人”来饶过人道主义。①

1949 年以后，他在很多报告中把人道主义归之于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而大肆批判。诚如他在 1983 年回

顾时所说:“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我们对人道主义与人性问题的研究，以及对有关文艺作品的

评价，曾经走过一些弯路。……那个时候，人性、人道主义，往往作为批判的对象，而不能作为科学研究

和讨论的对象。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我们一直把人道主义一概当作修正主义批判，认为它与马克思

主义绝对不相容。这种批判有很大的片面性，有些甚至是错误的。我过去发表的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和

讲话，有些观点是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的”。
人道主义大讨论基本倾向是否定了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绝对不相容的观点。周扬和胡乔木有

着上述的理论立场的分歧，但在不同程度上都承认了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相容性。周扬指出了人

的全面发展作为价值理想，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具有一致性，他说: “我们都知道，从文艺复兴以来，

崇尚人的全面发展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基本标志之一。卢梭在《论人类的起源》一书中，就论述过人

在精神和肉体上全面发展的主张。席勒在他的《美育书简》中更有出色的论述，他要求通过美育活动，

使人获得解放，‘成为一个全面的完整的人’。( 《美育书简，第二封信》) 傅立叶设想在他的未来的协作

制度中，使人‘实现体力和智力的全面发展’。( 《傅立叶选集》第 3 卷第 27 页) ”因此，马克思提出的人

的全面发展“这个问题是与历史上的人道主义有着思想继承关系”; 由于马克思克服了以往人道主义缺

乏科学根据的空想性，“找到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依据和方法”，就此而言，“不妨说，马克思主义

确实是现实的人道主义”。胡乔木如上所说，曾经肯定汝信的文章，而该文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

义”的概念，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一致性。当然，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并没有这么说。不过，

他也认为以往对于人道主义的批判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五十年代后期以来，在我国多次批判人道

主义。这些批判的错误之一，是没有区别人道主义作为世界观、历史观和作为伦理原则这两个方面，把

批判人道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变成反对任何意义上的人道主义，以致革命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人

道主义也不宣传了。”简而言之，这里实际上是说那种批判的错误，就在于把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看

作绝对不相容的。② 因此，他讲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实际上是从伦理道德上认可了马克思主义与人道

主义具有相通性。
由于人道主义大讨论在承认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具有相容性上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这就为

人的全面发展重新登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地位提供了可能。邓小平的理论为这一可能性的实现

打开了合法的通道。因为这一理论开创了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心的理论范式，于是原先在以政治革命

为中心的理论范式中被遮蔽或淡化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开始得以彰明和显扬。③ 人道主义大讨论对

于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起到的思想铺垫作用，不正表现了这一点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凝聚起中国震撼世界的精神力量，作为确立这一价值理想的重要环

节，就是人道主义大讨论在当代中国思想史上写下的值得回首的一页。
( 责任编辑 付长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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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周扬:《纪念〈草叶集〉和〈堂·吉诃德〉》，《周扬文集》第 2 卷，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年，第 367 页。
胡乔木此前对此已有反思。把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看作绝对不相容的重要方面，是认为人道主义讲抽象人性论，而马克思

主义将人性归结为阶级性。胡乔木 1981 年在《当前思想战线若干问题》( 《红旗》1981 年第 23 期) 中指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的讲话》“把具有社会性的人性全部归结为阶级性的提法”，是“不确切的”，“对于建国以来的文艺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是以长期被“阶级斗争为纲”所遮蔽的两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
框架的，即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和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最终价值理想。邓小平 1992 年南方谈话和江泽民 2001 年
“七一”讲话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充分表达了这一点。这两条基本原理对于社会主义来说，前者是科学根据，后者是价值理想; 两者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予以彰显，体现了这一理论是科学和价值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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