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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世界怎么了、 人类向何处去”ꎬ 往往会因世界经历重大变局、 人类遭遇重大挑战

而被提出来ꎬ 成为亟待哲人回答的世界之问ꎮ １９ 世纪上半叶ꎬ 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发的世界之

问ꎬ 马克思给出了利用世界市场走向 “真正的共同体” 的答案ꎬ 显示出高于其他回答的科学性ꎮ 世

界市场及其矛盾ꎬ 是当时马克思必须面对也是当下 “人类命运共同体” 无法回避的历史环境ꎮ 世界

历史视野、 人类关怀精神、 平等交往理念、 实践指向ꎬ 是 “人类命运共同体” 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

的相承之 “脉”ꎮ 从时空指向、 主体维度、 主要内涵、 实现方式等方面来看ꎬ 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别

于马克思的 “真正的共同体”ꎬ 体现了创新之 “进”ꎮ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利益共同体ꎬ 并不承载

社会形态演进功能ꎮ 它是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的特殊社会形态背景下ꎬ 为了应对人类共同挑

战而被倡导的一种新型国际关系状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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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人类命运共同体” 是当前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ꎬ 是一个融通中外、 底蕴深厚、 思想丰富

的概念ꎬ 极富影响力、 传播力ꎬ 可以从多个学科展开研究ꎮ 就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与马克思共同体

思想的关系而言ꎬ 也可以从多个角度探讨ꎮ 从学术界现有研究来看ꎬ 至少有三个问题值得关注:
(１)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之间有无直接的理论关联? 这一问题ꎬ 关涉 “人类命

运共同体” 的思想来源问题ꎮ 对此ꎬ 无疑可以而且应该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中外政治思想多个方

面来加以探讨ꎮ 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ꎬ 就在于它不是离开人类文明大道的产物ꎬ 而是吸

收和改造 “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①ꎮ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其形成发展同样具有这一特点ꎮ 当然ꎬ “人类命

运共同体” 具有鲜明、 突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特质、 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底蕴ꎬ 它坚持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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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 观点和方法ꎮ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无疑是其主要而直接的思想来源ꎮ (２)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到底是怎样的关系? 对于这个问题ꎬ 答案似乎也很明确:
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ꎮ 一般这样说来ꎬ 估计多数人都不会反对ꎮ 但问题在于ꎬ 这里的相承之

“脉” 到底是什么ꎬ 创新之 “进” 又体现在何处? 对于这个问题ꎬ 学者们往往各持己见ꎮ 虽然具体

答案不同ꎬ 但 “世界之问” “世界历史” “世界市场” 往往是考察两者之间联系与发展的关键词ꎮ
(３) 在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的话语体系中ꎬ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性质和定位是什么? 对于这个问

题ꎬ 学术界存在不同界说ꎮ 第一种观点认为ꎬ “人类命运共同体” 是马克思 “真正的共同体” 思想

在当代中国的实践ꎬ 推进了人类社会共同发展的历史进程①ꎮ 这种观点实际上将人类命运共同体当

作一种社会形态ꎬ 即一种与马克思 “真正的共同体” 意义相应的理想社会形态的当代实践形式ꎮ 第

二种观点提出ꎬ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通向人类解放道路的一个奠基性的必经环节ꎬ 是从 “虚幻的共同

体” 提升到 “真正的共同体” 的历史性起点②ꎻ 它体现了 “自由人联合体” 的价值要求ꎬ 符合人类

发展的基本趋势ꎬ 是走向 “真正共同体” 的必要环节③ꎮ 毫无疑问ꎬ 这种观点将人类命运共同体视

为一种过渡性的社会形态ꎬ 即介乎于 “虚幻的共同体” 与 “真正的共同体” 之间的社会形态ꎮ 应该

说ꎬ 这种观点在当前较具代表性ꎮ 第三种观点认为ꎬ 作为反映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合作共赢理念的人

类命运共同体ꎬ 并不承载社会形态演化、 社会制度演变的任务ꎬ 只是一种典型的利益共同体ꎬ 并不

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共同体本身ꎬ 而只是社会共同体的次级范畴④ꎮ 这种观点担心ꎬ 如果把人类命

运共同体等同于社会共同体本身ꎬ 强调其社会形态、 社会制度指向ꎬ 势必会加重国际社会对中国的

疑虑和恐惧ꎮ 应该说ꎬ 这种担心不无道理ꎬ 值得重视ꎮ
前述三个问题ꎬ 相互关联、 层层递进ꎬ 需要我们不断深入思考ꎮ 我们以为ꎬ 回答这样的问题ꎬ

首先有必要简要梳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基本脉络ꎮ 然后分别考察 “人类命运共同体” 对马克思共

同体思想的继承与创新关系ꎬ 既把好 “脉” 又凸显 “进”ꎮ 在此基础上ꎬ 再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定

性分析ꎬ 力求得出科学解释ꎮ

二、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对当时 “世界之问” 的科学回答

１９ 世纪初ꎬ 以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英国工业革命的完成为重要标志ꎬ 西欧资本主义进入

快速发展时期ꎮ 在西欧社会内部ꎬ 随着生产力的迅速发展ꎬ 社会关系出现急剧变化ꎬ 贫富分化、 劳

资对立现象加剧ꎮ １８３１ 年、 １８３４ 年法国里昂工人两次起义ꎬ １８３６—１８４８ 年英国宪章运动ꎬ １８４４ 年

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ꎬ 都强烈表达了工人阶级对社会的政治反抗ꎮ １８２５ 年、 １８３６ 年、 １８４７
年ꎬ 英国每隔十年爆发的周期性经济危机ꎬ 加剧了西欧社会的动荡ꎮ 从世界范围看ꎬ 资本主义的大

工业 “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ꎬ “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⑤ꎮ 在世界市场不断扩

大的过程中ꎬ 以英国、 法国为代表的西欧强国ꎬ 运用 “商品的低廉价格” 这个心理重炮和以工业化

为基础而铸造的坚船利炮ꎬ 加紧了对古老东方民族的疯狂掠夺ꎮ 简言之ꎬ 在西欧资本主义快速发展

时期以及与之相伴的世界市场不断扩大的过程中ꎬ 人类既出现了工业文明的发展、 普遍交往的进步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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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出现了阶级对立的加深、 民族压迫的扩大ꎬ 即人类的进步付出了可怕的代价——— “像可怕的异教

神怪那样”ꎬ “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①ꎮ 世界怎么了? 人类向何处去?
这是 １９ 世纪上半叶时代提出的世界之问ꎮ 对此ꎬ 当时欧洲思想界纷纷提出解决之道ꎮ

(１) 拒斥世界市场而回到过去ꎮ 德国历史学派先驱亚当米勒较早表达了这一思想倾向ꎮ 他批

评斯密等人的世界主义经济学ꎬ 认为后者倡导贸易自由而忽视了道德秩序建设ꎬ 结果摧毁了国家团

结和传统秩序ꎮ 米勒就像他的前辈学者尤斯图斯默泽一样ꎬ 站在怀旧的立场上对经济秩序表达了

一些 “纯粹的幻想”ꎮ 马克思评价说: “这些幻想的特色是它们一刻也没有离开庸人的那种一本正经

的、 小市民的、 ‘凡俗的’、 平庸的狭隘眼界ꎮ”② 法国经济学家西斯蒙第注意到小生产者的破产和经

济危机的危害ꎬ 要求用宗法和行会制度来组织社会生产ꎮ 这些对世界市场的批判ꎬ 往往站在所谓民

族特性角度来推行保守主义ꎬ 忽视了普遍交往发展规律和世界市场发展趋势ꎬ 只能是 “纯粹的幻

想”ꎮ 但是ꎬ 世界市场的内部矛盾ꎬ 却使这些幻想迎合了一些人的怀旧情结ꎬ 迎合了大众面对社会

动荡的不安心理ꎮ 当然ꎬ 面对资本的扩张和世界市场的扩大ꎬ 这种思潮 “在它以后的发展中变成了

一种怯懦的悲叹”③ꎮ
(２) 跳出世界市场寻找世外桃源ꎮ 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人物圣西门提出了开展 “世界协作”

以消除社会纷乱的设想ꎮ 所谓世界协作ꎬ 即一切地区的、 一切领域中的所有人的协作ꎮ “协作的范

围是随着人类的发展的过程而不断扩大的ꎬ 同时ꎬ 秩序、 和谐和统一的内在原则也在协作中扎下越

来越深的根子ꎮ”④ 人类社会经历了由家庭到城市、 由城市到民族、 由民族到国家三次 “协作大发

展” 后ꎬ 最终将由国家发展到世界联合ꎮ １８２４ 年ꎬ 英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欧文在美国的印第安纳

购置土地ꎬ 开展 “新和谐公社” 试验ꎬ 不到两三年就难以为继ꎮ 空想社会主义者力图在现有资本主

义世界体系之外寻找、 构建世外桃源的尝试ꎬ 固然勇气可嘉ꎬ 但终究缺乏现实性、 可行性ꎬ 无异于

建造空中楼阁ꎮ
(３) 思辨地 “解决” 世界问题ꎮ 德国古典哲学家也给出了他们的答案ꎮ 其中ꎬ 黑格尔认为ꎬ 市

民社会形成在国家之后ꎬ “这是各个成员作为独立的单个人在一个形式的普遍性中的联合”⑤ꎮ 市民

社会容易在内部造成事实上的不平等ꎬ 并在外部造成世界上的殖民统治——— “市民社会受这种辩证

法推动而超出自身之外ꎬ 首先是超越这个特定的社会ꎬ 以便向它之外的其他民族去寻求消费者”⑥ꎮ
因此ꎬ 他希望在绝对理念的指引下通过国家和法的完善来解决问题ꎮ 黑格尔从唯心史观的角度向人

们呈现了普遍联系的世界历史画卷ꎬ 但正如马克思所言: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ꎬ 不是 ‘自我意

识’、 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ꎬ 而是完全物质的、 可以通过经验证

明的行动ꎮ”⑦ 黑格尔颠倒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ꎬ 事实上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ꎬ 而是市民社会

决定国家ꎬ 因此ꎬ 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回到市民社会本身ꎮ 费尔巴哈认为ꎬ 世间的不幸是由于人的

本性自我认识不足造成的ꎮ “人性不只创造了单方的排他的对幸福的追求ꎬ 而且也创造了双方的相

互的对幸福的追求ꎮ”⑧ 撇开历史进程和社会现实来谈论人的本性和人类命运ꎬ 因此ꎬ “本质只能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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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为 ‘类’ꎬ 理解为一种内在的、 无声的、 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①ꎮ 这种当时德

国人擅长的、 抽象而脱离实际的哲学思辨ꎬ 无疑难以祛除时代之弊ꎮ
(４) 利用世界市场走向 “真正的共同体”ꎮ 马克思毕生致力于人类自由和解放事业ꎬ 在批判地

借鉴前人思想的基础上ꎬ 深刻阐发了他对世界之问的回答ꎬ 实现了伟大的思想超越ꎮ 马克思的有关

思想ꎬ 较为集中地体现在 «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德意志意识形态»
«共产党宣言»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 年经济学手稿» 等著作中ꎮ 概括来说ꎬ 要点大致可归纳如下ꎮ

其一ꎬ 生产力发展和资本的本性是世界市场形成的双重动因ꎮ “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

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 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ꎮ 这个原理是公认的ꎮ 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

民族的关系ꎬ 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

发展程度ꎮ”② 从西方社会内部看ꎬ 市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ꎬ 基础在于生产和交往的发展ꎬ 而不是黑

格尔、 费尔巴哈所说的国家、 人性ꎮ 从世界市场看ꎬ 正是由于资本主义时期的生产发展和交往扩大ꎬ
才造成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ꎮ “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ꎬ 被各民族的

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ꎮ 物质的生产是如此ꎬ 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ꎮ”③ 当

然ꎬ 世界市场的形成同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性质即资本的本性直接相关———资本有一种超越民族、
国家和地域去占有更多剩余价值的冲动和欲望ꎬ 可见ꎬ “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

的概念本身中”④ꎮ
其二ꎬ 资本逻辑造成世界市场的矛盾和虚幻的共同体ꎮ 在马克思看来ꎬ 依据共同纽带、 发展状

态、 基本逻辑等方面的差异ꎬ 人类社会的共同体先后大致有 “自然的共同体” “虚幻的共同体” “真
正的共同体” 三大历史形态 (参见表 １)ꎮ 在人类社会漫长的自然经济条件下ꎬ 人们靠天生存ꎬ 形成

了对自然的依赖、 对族群的依赖ꎬ 在此基础上形成自然的共同体ꎮ 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出现ꎬ 使

“人的依赖纽带、 血统差别、 教养差别等等事实上都被打破了ꎬ 被粉碎了 (一切人身纽带至少都表

现为人的关系) ”⑤ꎮ 人们的普遍交往、 相互联系的程度日益增强ꎬ 但是ꎬ 这种共同体的发展具有强

烈的片面性和扭曲性ꎬ 在这种 “冒充的共同体” 中ꎬ “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

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⑥ꎮ 这种 “各个人联合而成的虚假的共同体ꎬ 总是相对于各个人而独立的ꎻ 由

于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ꎬ 因此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ꎬ 它不仅是完全虚幻

的共同体ꎬ 而且是新的桎梏”⑦ꎮ 从世界范围看ꎬ 各个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争相效仿英国以争当世界

霸主ꎬ 不断欺压其他落后国家ꎬ 是由资本逻辑使然ꎮ “资本的集中是资本作为独立力量而存在所十

分必需的ꎮ 这种集中对于世界市场的破坏性影响ꎬ 不过是政治经济学本身的内在规律罢了ꎮ”⑧

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ꎬ 人得以摆脱各种异己力量的支配ꎬ 最终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ꎬ
才是真正的共同体的理想状态ꎮ

其三ꎬ 人类必须利用世界市场走向 “真正的共同体”ꎮ 既然真正的共同体如此引人向往ꎬ 那么ꎬ
如何才能达到呢? 从人的发展角度看ꎬ “个人力量 (关系) 由于分工而转化为物的力量这一现象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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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靠人们从头脑里抛开关于这一现象的一般观念的办法来消灭ꎬ 而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

力量ꎬ 靠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①ꎮ 而 “交往的普遍性ꎬ 从而世界市场成了基础ꎮ 这种基础是个人

全面发展的可能性”②ꎮ 因此ꎬ 必须利用世界市场ꎬ 并且 “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

大限制ꎬ 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③ꎮ 归根到底ꎬ 马克思给出了明确答案: “只有在

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ꎬ 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ꎬ 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

于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ꎬ 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ꎬ 只有用被杀害者的

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ꎮ”④ 换言之ꎬ 工人阶级必须在其政党领导下ꎬ 主动承担起自己的历

史使命ꎬ 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ꎬ 使一切人类文明成果服从于人类的共同监

督ꎬ 最终走向真正的共同体ꎮ

表 １　 共同体的历史形态与发展

自然的共同体 虚幻的共同体 真正的共同体

共同纽带 地域、 血缘 商品、 市场 自由人

发展状态 人的依赖性 人的独立性 人的自由个性

基本逻辑 自然力的逻辑 资本的逻辑 人的发展的逻辑

概言之ꎬ 在马克思那里ꎬ 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造就了虚幻的共同体ꎬ 同时也造就了消灭这种

虚幻的共同体的物质力量ꎮ 只有剥离世界市场中的资本力量ꎬ 才能克服世界市场对生产力发展和人

的自由个性发展的双重阻碍ꎻ 只有用伟大的革命支配世界市场ꎬ 人才能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并走

向真正的共同体ꎮ 马克思对世界之问的回答ꎬ 深刻揭示了世界市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辩证法ꎬ 以深

切而普遍的人类关怀占据了人类道义的制高点ꎮ

三、 “人类命运共同体” 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相承之 “脉”

当前ꎬ 世界市场不断扩大ꎬ 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ꎮ 与此同时ꎬ 逆全球化、 反全球化、 去全球化

现象不断出现ꎮ 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ꎬ 人类在不断走向文明进步的同时也面临共同挑战ꎮ
“世界怎么了、 人类向何处去” 这一问题ꎬ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一次摆在人们面前ꎮ “人类命运共同

体” 坚持运用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基本立场、 观点和方法ꎬ 准确把握、 深刻回答了当今的世界之

问ꎮ 总的来看ꎬ 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世界之问是两者都要面对的时代问题ꎬ 世界市场及其矛盾是两

者都无法回避的客观环境ꎬ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两者共同的根本方法ꎬ 这无疑是一脉相

承之 “脉”ꎮ 具体说来ꎬ 这里的 “脉” 可以从 “人类命运共同体” 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在以下方面

的坚持、 承接来重点把握ꎮ
第一ꎬ 坚持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世界历史视野ꎮ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２００ 周年大会上的讲

话中特别强调: “学习马克思ꎬ 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ꎮ 马克思、 恩格斯

说: ‘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 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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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ꎬ 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ꎮ’ 马克思、 恩格斯当年的这个预言ꎬ 现在

已经成为现实ꎬ 历史和现实日益证明这个预言的科学价值ꎮ”① 事实确实如此ꎮ 当今世界ꎬ 世界市场

日益扩大ꎬ 已经发展为经济全球化浪潮ꎮ 面对人类遭遇的共同挑战、 共同问题ꎬ 将之简单地归咎于

经济全球化ꎬ 既不符合事实ꎬ 也于事无补ꎮ 任何试图回到过去的封闭状态、 绕开世界市场的做法ꎬ
在马克思的年代早已遭到批评ꎬ 在当今世界更是行不通ꎮ “世界上的有识之士都认识到ꎬ 经济全球

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ꎬ 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ꎮ 说其是历史大势ꎬ 就是其发展是不依

人的意志为转移的ꎮ”② 我们只有主动顺应历史大势ꎬ 而不能逆势而为ꎮ 人类普遍交往比过往任何时

期都更深入、 更广泛ꎬ 各国相互联系比过往任何时期都更频繁、 更紧密ꎮ 世界各国人民生活在同一

个地球村里ꎬ 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ꎮ 可以说ꎬ 世界历史理论是 “人类命运

共同体” 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中承接的理论基础之脉ꎮ
第二ꎬ 彰显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人类关怀精神ꎮ 马克思之所以考察人类共同体的历史形态、 批

判虚幻的共同体并展望真正的共同体ꎬ 是出于对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考虑ꎬ 更是出于人类命运的

终极关怀ꎮ 他在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中就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理论旨趣——— “旧唯物主义的立脚

点是 ‘市民’ 社会ꎻ 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③ꎮ 这表明ꎬ 站在全人类利

益上来考虑问题ꎬ 是马克思新世界观的根本立脚点ꎬ 也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重要标识ꎮ 在当今世

界ꎬ 一些西方国家出于狭隘的民族立场ꎬ 依仗军事和经济优势ꎬ 在对外政策上长期奉行单边主义ꎮ
这种做法ꎬ 背离了世界各国对共同发展、 共同进步的期盼ꎬ 背离了人类整体利益ꎬ 必然带来人类社

会的 “囚徒困境” “公地悲剧”ꎮ 习近平强调: 我们要坚持多边主义ꎬ 不搞单边主义ꎻ 赢者通吃、 零

和博弈不是人类发展之路ꎮ 可以说ꎬ 人类关怀精神是 “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中承

接的根本价值取向之脉ꎮ
第三ꎬ 承接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平等交往理念ꎮ 反对剥削和压迫ꎬ 提倡平等交往ꎬ 是马克思共

同体思想中非常突出的理念ꎮ 马克思深刻揭露和批判当时西方对东方的欺凌和抢夺ꎬ 对殖民者的

“文明” 和伪善给予了辛辣的讽刺——— “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ꎬ
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ꎬ 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

样子ꎬ 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④ꎮ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ꎬ 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长期处于

“中心—外围” 关系模式ꎬ 西方中心主义具有很强的惯性ꎮ 这种不平等的国际关系状况ꎬ 早已引起

国际社会有识之士的批评和反思ꎬ 引起不发达国家的不满和抗议ꎮ 拉美依附理论学派呼吁ꎬ 变革现

存的不平等的国际结构ꎬ 尽快为不发达国家发展提供有利条件⑤ꎮ “人类命运共同体” 积极回应当今

世界各国对公平正义的强烈期盼ꎬ 积极回应文明发展的多样化要求ꎮ 习近平强调: 要坚持国家不分

大小、 强弱、 贫富一律平等ꎬ 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ꎻ 每个国家在谋求自身发展的

同时ꎬ 要积极促进其他国家共同发展ꎻ 人类文明发展是多样的ꎬ 不同文明只有样式之别ꎬ 而无高低

之分ꎮ 这些主张ꎬ 承接、 张扬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平等交往理念之脉ꎮ
第四ꎬ 延续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实践指向ꎮ 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理论品格ꎮ 马克思共同

体思想区别于空想社会主义有关思想的地方ꎬ 就在于它的科学性ꎬ 而这种科学性基于实践性ꎻ 马克

０４

«马克思主义研究» 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２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习近平: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２００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ꎬ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５ 日ꎮ
习近平: «共建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ꎬ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６ 日ꎮ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１ 卷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９ 年ꎬ 第 ５０６ 页ꎮ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２ 卷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９ 年ꎬ 第 ６９０ 页ꎮ
参见孙来斌、 颜鹏飞: «依附论的历史演变及当代意蕴»ꎬ «马克思主义研究» ２００５ 年第 ４ 期ꎮ



思共同体思想区别于思辨哲学有关思想的地方ꎬ 在于它不满足于解释世界而指向改变世界ꎬ 改变世

界靠的是实践ꎮ 可以说ꎬ 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可能单靠头脑的幻想去实现ꎬ 必须依靠世界各国人民的

共同实践现实地构建ꎮ 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ꎬ 不仅在理论上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

念ꎬ 而且在实践中付诸了实实在在的具体行动ꎮ 一段时间以来ꎬ 中国通过 “一带一路” 建设逐渐将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转化为实践ꎮ 同时ꎬ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倡议已被多次写入联合国文件ꎬ
正在国际范围内产生日益广泛而深远的现实影响ꎮ 可以说ꎬ 实践指向是 “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马克

思共同体思想中承接的实现路径之脉ꎮ

四、 “人类命运共同体” 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创新之 “进”

面对当前的世界之问ꎬ “人类命运共同体” 做出了哪些新的回答? 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有何创

造性发展? 换言之ꎬ 它的与时俱进之 “进” 体现在哪里? 对于这个问题ꎬ 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理

解ꎮ 其中ꎬ 一种观点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直接对应于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思想ꎬ 认为前者是后者的

当代实践形式ꎮ 这种观点为了强调 “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特质的本意甚好ꎬ 对自由

人联合体这个共同体的理想形态的典型选择也便于比较分析ꎬ 但其基本结论存在着误读———混淆了

两者的时空指向、 主体维度、 基本内涵等ꎬ 也会带来诸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不是要搞世界革命

以实现共产主义的疑问ꎮ 在我们看来ꎬ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自由人联合体不是一回事ꎬ 两者至少在以

下几方面存在差异 (参见表 ２)ꎮ

表 ２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自由人联合体的区别

人类命运共同体 自由人联合体

时空指向 当代社会 未来社会

主体维度 民族国家 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个人

主要内涵
包容发展程度、 发展道路、 社会制度

差别的国际大家庭

社会制度差别消除、 阶级和

国家消亡的理想社会

实现方式 共商共建共享 社会革命

其一ꎬ 时空指向不同ꎮ 自由人联合体在时间维度上指向未来理想社会ꎬ 即在生产力高度发达、
社会道德昌明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社会ꎬ 即马克思恩格斯在 «共产党宣言» 所展望的: “代替那存在

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ꎬ 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ꎬ 在那里ꎬ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

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ꎮ”① 在那里ꎬ 资本主义将不复存在ꎮ 人类命运共同体主要指向我们生于斯、 长

于斯的当代社会ꎬ 主要指向当今世界这个 “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②ꎮ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ꎬ 资本主义自有它的存在空间ꎮ
其二ꎬ 主体维度不同ꎮ 自由人联合体的主体ꎬ 是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个人ꎮ 只有在这个共同体中ꎬ

个人才能发挥自己的兴趣和才能ꎬ “只有在共同体中ꎬ 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ꎬ 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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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ꎬ 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①ꎮ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体ꎬ 主要是指当今国际关系的基

本主体ꎬ 即世界上的 ２００ 多个国家ꎬ 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由单一民族或多个民族组成的民族国家ꎮ 与

前述时空指向相对应ꎬ 在未来的自由人联合体中ꎬ 国家这种现代国际关系的主体将不复存在ꎮ
其三ꎬ 主要内涵不同ꎮ 与前述时空指向、 主体维度不同相对应ꎬ 两者的主要内涵也不同ꎮ 自由

人联合体是指社会制度差别消除、 阶级和国家消亡的理想社会ꎬ 而人类命运共同体主要是指包容发

展程度、 发展道路、 社会制度差别的国际大家庭ꎮ 这一大家庭ꎬ 并不是要搞所谓的制度趋同、 模式

统一ꎬ 而是强调在处理国际关系时要包容和超越各国在这些方面的差别ꎬ 强调世界各国一律平等ꎬ
不能以大压小、 以强凌弱、 以富欺贫ꎬ 而要建立平等相待、 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ꎮ

其四ꎬ 实现方式不同ꎮ 实践是两者共同的路径指向ꎬ 但具体的实践方式不同ꎮ 建立自由人联合

体需要一系列前提条件ꎬ 其中ꎬ 废除私有制就是重要的一条ꎮ 那么ꎬ “能不能用和平的办法废除私

有制?” 恩格斯的回答是: “但愿如此ꎬ 共产主义者当然是最不反对这种办法的人ꎮ”② 但是ꎬ 根据历

史经验和一般情况来看ꎬ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 «共产党宣言» 中指出的ꎬ 共产党人的目的 “只有用

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③ꎮ 可见ꎬ 推翻旧的剥削制度、 造就自由人联合体政治前提

的主要方式是社会革命ꎮ 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ꎬ 无论是落实 “一带一路” 倡议ꎬ 还是推动全

球治理体系变革ꎬ 都要秉持和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ꎮ 也就是说ꎬ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方式

是共商共建共享ꎮ 当然ꎬ 在有些情况下ꎬ 特别是针对阻挠、 破坏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行为ꎬ 需要

采取必要的斗争ꎮ
上述方面的区别表明ꎬ １９ 世纪上半叶的世界之问与当今人们面对的世界之问ꎬ 表达的都是人类

关切ꎬ 但这种关切的具体内容有所不同ꎮ 与马克思生活的时代相比ꎬ “当今世界ꎬ 人类创造的物质

财富不断积累ꎬ 科技进步日新月异ꎬ 世界文明发展到了新水平ꎮ 然而同时ꎬ 地区冲突频繁发生ꎬ 恐

怖主义、 难民潮等全球性挑战此起彼伏ꎬ 各国发展不平衡加剧ꎬ 世界面临的不确定、 不稳定因素增

加”④ꎮ 治理赤字、 信任赤字、 和平赤字、 发展赤字ꎬ 成为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ꎮ 世界之问在

当前所具有的新的时代内涵ꎬ 要求今天的人们做出新的时代回答ꎮ 这种新的时代回答ꎬ 就是 “人类

命运共同体” 体现出来的创新发展ꎮ
概括而言ꎬ “人类命运共同体ꎬ 顾名思义ꎬ 就是每个民族、 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

一起ꎬ 应该风雨同舟ꎬ 荣辱与共ꎬ 努力把我们生于斯、 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ꎬ
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⑤ꎮ 建成这个和睦的大家庭ꎬ 就是以建设持久和平、 普

遍安全、 共同繁荣、 开放包容、 清洁美丽的世界为总体目标ꎮ 从理论形态看ꎬ “人类命运共同体”
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对当前人类共同挑战的睿智思考和独特创见ꎬ 它形

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统一的有机整体ꎬ 蕴含着合乎人类整体利益的价值观、 安全观、 发展观、 文明观

而尽显思想魅力ꎬ 为应对全球共同挑战和共同问题、 推进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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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　 论

“世界怎么了、 人类向何处去”ꎬ 往往因世界经历重大变局、 人类遭遇重大挑战而被提出来ꎬ 成

为亟待哲人回答的世界之问ꎮ 马克思在 １９ 世纪关于共同体的深邃思考ꎬ 迄今仍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

意义ꎮ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考ꎬ 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ꎮ
第一ꎬ 要把握历史时代变与不变的辩证逻辑ꎮ 马克思所处的时代ꎬ 总体上处于资本主义快速发

展时期、 上升时期ꎮ 从世界范围看ꎬ 当时是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并存、 封建主义逐渐没落、 资本主

义逐渐占据绝对优势的时期ꎬ 是资本开创世界历史、 资本扩大世界市场、 发达国家规制世界秩序的

时期ꎬ 也是资本主义逐步暴露其内在矛盾并周期性地出现 “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①、 世界市场出现

“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 的现象的时期ꎮ 时至今日ꎬ “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

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ꎬ 但从世界社会主义 ５００ 年的大视野来看ꎬ 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

指明的历史时代”②ꎮ 从世界范围看ꎬ 今天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 社会主义代表人类进步方

向、 资本主义仍然占据优势的时期ꎬ 是世界历史进一步发展为经济全球化、 发达国家仍然继续主导

世界市场但发展中国家话语权逐渐增强的时期ꎬ 也是人类面临共同挑战、 共同问题逐渐增多的时期ꎮ
总的来看ꎬ 以小时代和大视野分别来看ꎬ 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ꎬ 既有巨大

而深刻的变化ꎬ 也有相对不变的地方ꎮ 理解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关系ꎬ 必须

把握时代之变与不变的辩证逻辑ꎮ
第二ꎬ 要认清支配世界市场与治理世界市场的历史差别ꎮ 面对世界市场内在矛盾引发的世界之

问ꎬ 退避的办法不可取ꎬ 停留在思辨层面亦不可取ꎬ 唯有勇敢直面问题、 寻找现实出路ꎮ 就此而论ꎬ
马克思永远值得人们学习ꎮ 面对当下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问题ꎬ 正确的态度也应当如此ꎮ 当今的经济

全球化确实存在一些问题ꎬ 但不能就此简单否定、 一棍子打死ꎮ 应该改变少数国家主导市场秩序、
国际金融资本恣意放纵的市场局面ꎬ 着力消解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ꎬ 使之更好惠及每个国家、 每

个民族ꎮ 解决世界市场带来的问题ꎬ 马克思的设想是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世界市场ꎮ 时至今日ꎬ
实现这一设想的历史条件还远不具备ꎬ 但治理世界市场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现实要求ꎮ “２００８ 年爆

发的国际经济金融危机告诉我们ꎬ 放任资本逐利ꎬ 其结果将是引发新一轮危机ꎮ 缺乏道德的市场ꎬ
难以撑起世界繁荣发展的大厦ꎮ 富者愈富、 穷者愈穷的局面不仅难以持续ꎬ 也有违公平正义ꎮ”③ 大

搞关税壁垒的新保守主义、 主张完全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 希望颠覆秩序的激进主义ꎬ 都难以赢得

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ꎮ 只有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要求ꎬ 加强世界市场的国际治理ꎬ 摒弃殖民主义、
霸权主义、 西方中心主义ꎬ 发挥不同国家在资本、 劳动力、 技术、 自然资源等方面的各自优势ꎬ 才

能走出一条包容普惠、 互利共赢的人间正道ꎮ
第三ꎬ 要把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性质定位ꎮ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ꎬ 既一脉

相承ꎬ 又与时俱进ꎮ 世界历史视野、 人类关怀精神、 平等交往理念、 实践指向ꎬ 是 “人类命运共同

体” 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中承继的理论基础之脉、 价值取向之脉、 交往理念之脉、 实现路径之脉ꎮ
面对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世界之问ꎬ “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出新的时代回答ꎬ 为人类回应共同问题、
共同挑战贡献了中国智慧ꎬ 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做出了创新发展ꎮ 看不到一脉相承ꎬ 就隔断了两者

３４

论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关系

①
②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２ 卷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９ 年ꎬ 第 ３７ 页ꎮ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２ 卷ꎬ 北京: 外文出版社ꎬ ２０１７ 年ꎬ 第 ６６ 页ꎮ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２ 卷ꎬ 北京: 外文出版社ꎬ ２０１７ 年ꎬ 第 ５２４ 页ꎮ



之间的历史联系ꎬ 事实上就否定了 “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ꎻ 看不到与时俱进ꎬ
就忽视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在此方面的原创性贡献ꎻ 只有同时看到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ꎬ
同时看到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ꎬ 才能准确把握两者的辩证统一关系ꎬ 才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识人

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重要范畴的性质ꎮ 以世界历史眼光来看ꎬ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环境ꎬ 与马

克思所说的 “虚幻的共同体” 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ꎬ 已经在一定程度、 在一些方面超越了 “虚幻的

共同体” 阶段ꎬ 但远未达到 “真正的共同体” 阶段ꎬ 处于前者向后者的长期转变过程之中ꎬ 在社会

形态上属于总体量变过程中有阶段性、 局部性质变的阶段ꎮ 换言之ꎬ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全球并

存ꎬ 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特殊社会形态背景ꎮ 当然人类遇到的共同挑战、 共同问题ꎬ 就形成原

因、 复杂程度、 解决方案等方面来看ꎬ 都远远超过了两种制度之间矛盾的范围ꎮ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ꎬ 并未强调要改变全球社会形态的性质ꎬ 突出的是国际关系状态的合理化建设ꎬ 即强调推动建设

要开放不要封闭、 要合作不要对抗、 要共赢不要独占的世界市场ꎬ 推动建设相互尊重、 公平正义、
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ꎬ 推动建设包容发展程度、 发展道路、 社会制度差别的国际大家庭ꎮ 简言

之ꎬ 从性质定位上看ꎬ 它是国际关系中的利益共同体ꎮ 正如有学者指出ꎬ 马克思的社会共同体是始

基范畴ꎬ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次级范畴ꎬ 它并不承载社会形态演化、 社会制度演变的任务ꎬ 而只是一

种典型的利益共同体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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