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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克思在他所处的时代中发现了资本增值和人的贬值之间存在着悖谬之处，同时也发现了人的异化现象

和人的解放问题所带来的“历史之谜”问题，并得出——历史之谜的真正解答是共产主义。其“历史之

谜”的解答在不同历史阶段有着不凡的贡献，新时代以来，尽管我国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但是

社会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异化现象，尤其是在后疫情时代下，社会对于异化问题有了更加深刻的思考。

马克思对“历史之谜”的解答放之于当代中国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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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his era, Marx discovered the paradox between the appreciation of capital and the devaluation of 
human beings. At the same time, he also discovered the problem of “historical mystery” brought 
about by the phenomenon of human alienation and human liberation, and concluded tha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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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 answer to the riddle of history is communism. The answer to its “historical mystery” has made 
extraordinary contribution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Since the new era, although my country 
has established socialist public ownership, alienation has inevitably appeared in society, espe-
cially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society has more profound thoughts on the issue of alienation. 
Marx’s answer to the “mystery of history” is still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ontemporary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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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从自产自销的自然经济到分工合作的工场手工业，从市民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伴随着生产工具的

日新月异和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同时也带来了更加严峻的社会矛盾。马克思在他所处的时代发现了资本

增值与人的贬值的相悖关系，随之相应地批判了政治经济学家的学说。他认为政治经济学家用孤立的、

形而上学的方式来研究生产关系，但是生产关系在马克思看来包括生产、消费、分配、交换四要素，而

政治经济学家们却将这四个要素割裂开来。他认为，“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

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1]，即人所具有的社会性质说明人从事的生产活动必定不会是

单独的、孤立的。另外，马克思还批判黑格尔把历史作为一种绝对精神的显现，从而推开了历史唯物主

义的大门，而这一开端也拉开了他对“历史之谜”解答的序幕。 

2. “历史之谜”的问题根源 

何为“历史之谜”呢？马克思认为，“历史之谜”是一个涵盖了人的异化现象、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问题的谜。 

2.1. 异化问题 

“异化”概念的提出并非始于马克思，马克思也是受其他哲学家的影响后才开始发展马克思意义上

的“异化”概念，比如卢梭、黑格尔，黑格尔对马克思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影响巨大。 
黑格尔是第一个将“异化”作为哲学概念使用的哲学家，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批判性地继承了黑格尔

思辨异化理论，认为世界是观念异化产物的同时也将异化理论从唯心主义转向了唯物主义。尽管马克思

同意黑格尔的一些观点，如国家与市民社会是相对立的，但他认为黑格尔此种对立将现实生活分隔开来。

两者对异化的不同见解表现在他们对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上——马克思在黑格尔未区分对象化和异化

的基础上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相区分。他认为，对象化不需要消除而异化需要被消除——因为前者

是人通过客观对象性关系表现出自身本质力量的实践类本质，在此过程中，人不但能创造出新的对象，

且能将自身的本质力量表现出来；后者与人相对立的同时又支配着人。因此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把

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2]。在对象化下，

生产劳动的目的是获得使用价值，此时劳动产品是一种具有主动性的创造且是为己所用的产品；异化下，

生产劳动的目的是价值，劳动产品是一种具有被动性的创造且是为别人所用的，并以此使人自己得以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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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生存资料的产品。 
马克思在批判和继承了黑格尔异化理论后，对异化作出四种规定性：人类与其劳动产品的异化—

—劳动者生产出的物品越多越便宜；人与其生产活动的异化——生产活动不再是一种快乐且肯定的劳

动；人与自己的类本质的异化——生产劳动成为劳动者维持生计的手段；人与人相异化——工人与自

己所生产的产品、与自己的生产活动、与类本质相异化的最终结果——人与自己、与他人相异化。想

要弄清楚异化的根本原因就必须弄清楚私有财产的运行规律，这也是解决“历史之谜”问题的重点所

在。而在马克思看来：“尽管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但确切地说，它是外化劳动的

后果，正像神原先不是人类理智迷误的原因，而是人类理智迷误的结果一样。后来，这种关系就变成

相互作用的关系”[3]。换句话说，私有财产并不像它所显示的那样是异化的原因，两者之间存在相互

关系：私有财产经由异化劳动而生成，私有财产在推动异化劳动发展的同时又是异化劳动的产物。因

此，在《资本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有着密切的联系。这说明，异化劳动与私有财

产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内在关联，那么异化劳动根源何在？在马克思看来，分工是私有制的过程，而私

有制是分工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讲就是分工催生私有制，而私有制最终走向异化，即，分工——异

化的根源。马克思揭示异化根源后，下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使人与这种不平等的、畸形的劳动

状态相分离，并实现人的解放。 

2.2. “人的解放”问题 

马克思提出“人的解放”，其目的就是要把人从被资本奴役的状态下解放出来，以达到自由的状态，

这一自由的状态即共产主义状态。在这种从前一状态进入新状态的过程中，人会同时受到自然力量和社

会历史条件的制约，这种制约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异化”，换句话说，共产主义的实现必然伴随着异化。

因此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人同自然界以及人同人之间矛盾的现实解决”，也就是说“人的解放”

问题首先要以解决“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矛盾两个问题为前提，从而逐渐步入共产主义。 

2.2.1. 人与人的矛盾及其解决 
如前所说，马克思认为异化表现在四个方面，因此，所有的异化问题最终都是人同人之间的异化问

题。人是社会存在物，“社会也是由人生产的”，但社会问题只存在于社会之中，即类本质与个体本质

不统一的情况之中。马克思说：“动物和他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

区别开来。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4]。按马克思的说法：动物的本质在其出生时已经被规定为其生命活

动，动物的生命与其本质是同一的，动物的生命活动是一种天生的、自然的、生物本能的活动；因此能

形成社会的只有充满意识、能将类本质与个体本质相区别的人。人的本质是人有目的地、主动地从不同

的个体本质向阶级本质回归的结果，这个个体本质到阶级本质的中介便是社会。因此马克思说：“社会

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5]。但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

发展，分工的细化使得工人的劳动只是日复一日地重复，生产活动变得单一，工人在劳动过程中无法感

到幸福，反而感到不幸。这种社会关系虽然由人的生产劳动产生，但同时也制约着生产活动。在资本主

义私有制下，工人付出的越多，他获得的就越少，因此，人与社会间也充满矛盾、相异化。 

2.2.2. 人与人矛盾的解决：人与人是自由的联合 
从马克思对分工及社会形态的历史演变分析中可以得知，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矛盾是分工的演变，尤

其是社会形态更替的根本原因，生产力决定着人们的交往形式和内容，起初生产力与交往形式基本相适

合，即人们的生产与其生活条件之间没有对立关系，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获得相应生活条件、可以满

足基本需要、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提高能力。生产力是由主客观意志所决定的，而人的活动又受生产力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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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着，因此，人的交往形式必然会随着人们交往形式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从而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促

进了生产力上的交往形式的变革。马克思指出只有以现有的物质生产力和社会财富为基础，唯有发展“个

人联合所有制”以替代资本主义所有制，资本主义下存在的内在矛盾才能得到解决。只有这样，我们才

能各取所需，各尽所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使自己的劳动得到充分的自由和自主。 

2.2.3. 人与自然的矛盾 
人与自然的矛盾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人对自然有依赖性：人的生产生活资料都来自自然，并且，

人作为对象性的存在物势必被外部对象、外部自然界所规定，离开自然界人的生命本质便无法表现；另

一方面，人对自然具有主动性：人与动物不同，人是有意识且主动地追求自由，虽然人与动物都会受到

外在自然的规定和束缚，但与动物不同的是人在被规定的过程中能通过自身主动性的发挥把外部对象作

为自己认识、改造的对象。 
首先，自然对人进行制约时，人也依赖于自然：人产生于自然，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从远古的类人

猿到如今的人，从肢体语言到符号语言，从手与生活资料的直接接触到生产工具作为手的延伸与生产资

料接触，人的生活、生产都无法离开自然进行。 
其次，人对自然也具有主动性。马克思看来，人与自然这种对立统一的关系还体现在人作为对象性

的存在物是通过主客体的确证关系来获得自身本质的——人把人本身当作主体存在，把自然中的一切视

为客体对象加以认识和改造。人不同于动物那般通过种属来适应自然规律，人是发挥主动性来改造自然，

使最初来自于自然的最纯粹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变得更加满足于人的需要。马克思说，“最蹩脚的建

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

成了”[6]。人与动物之间的主要差别就在于人是有思维且是理性的，具体体现在动物活动仅仅是为了满

足生理需要，而人的实践活动是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人通过劳动实践改造着客观对象世界，在基础上

进一步掌握规律并把握事物本质，以此不断满足人的生产生活需要。 

2.2.4. 人与自然矛盾的解决：和谐共生 
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资本论》被描述为三种：原始和谐关系、斗争关系和和谐统一关系。原始和谐

关系是由于自然对处于原始社会时的人类来说是未知的，对于自然的一切都致以敬畏和崇高，且此时的

人还疏于主观能动性的运用；斗争关系的产生是人对改造自然的主观能动性的觉醒所导致，人认识能力

的提升和科学技术的出现使得自然对人来说不再是神一般的存在，而是人获取生存和发展资料的场所，

人通过劳动和实践不断积累经验，逐渐摆脱那种一切听命于自然规律且受自然压迫的奴隶身份，开始成

为与自然相抗争的存在，且慢慢变成自然的主导；最后，和谐关系的产生意味着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

视及渴望与自然共生的愿景。 
要实现人从自然中解放、达成人与自然的和解并非单行独断的只发展人的被动性，也不是将人的主

动性发展到极致，而是两者兼程并进。既要使得人在自然面前的被动性有所改变，同时也要使得人的主

动性有所增加。马克思认为，“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

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每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都有了完

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人作为自然存在物产生于自然也依赖于自

然，两者的辩证统一关系要求人一方面要按照自己的本性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将自然改造为人化自然，又

不能违背自然规律一味追求发展对自然肆意妄为。 
马克思把人从自然解放的正确道路描述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与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的统一”，即人

通过实践不断认识规律、把握规律，并用这种规律约束自己的行为，再对自然进行合规律性的改造使其

符合自身目的——这也是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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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历史之谜的解答——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

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

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7]。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及人的自我异

化的一种积极的扬弃，共产主义就是并且其自也深知它本身就是“历史之谜”的解答。 

3.1. 真正的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的产生是社会制度发展进步和历史发展的结果。“历史的全部运动，既是这种共产主义的

现实的产生活动，即它的经验存在的诞生活动，同时，对它的思维着的意识来说，又是它的被理解和被

认识到的生成运动[8]”马克思认为，历史发展就是共产主义的发展，是人的历史活动的最终结果，共产

主义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是社会客观矛盾发展的必然趋势。此外，马克思认为，实现共产主义的

过程是无法脱离于私有财产的经济活动过程的，共产主义应该做的是使私有财产回归其本色。 
此外，马克思也批判了空想社会主义的观点。他们认为生活的唯一目的是获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

财产，他们追求私有财产的普遍化；同样，他们希望通过工业家的全面统治达到普遍化从而改善工人状

况，由此工人成为每一个人的身份。在这样的形态中，绝对的公有就是绝对的私有、绝对的肯定就是绝

对的否定，表面上对私有财产占有状况的消除，实则是把社会变成了最大的资本家，统治社会的仍然是

物，且人们仍然处于一种被剥削的状态。马克思认为，这种共产主义是从对立的角度看待历史发展的，

是消灭事物而不是扬弃事物。尽管其力图将自身包装为“积极共同体”，尽管其承认这是人类向自身的

复归与人类自我扬弃相疏离，但是这种共产主义仍不了解“积极扬弃私有财产”的实质，未能彻底扬弃

私有财产而不足以实现其“粗野共产主义”。 
那什么是真正的共产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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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

归”[8]。真正的共产主义强调完全自由自觉的复归，马克思认为真正的共产主义“斗争的真正解决”主

要是人与自然界、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解决意味着对立的消失，也意味着人和自然界之间主导地位之争

矛盾的解决、人与社会价值之争矛盾的解决，不再有物质和精神的界限，不再有自我意识和客体的矛盾。

所有这些对立面都消失了，实现了统一，共产主义就是这种统一，它是历史发展的终极目标，它是一种

无意识的觉悟状态。 
对于资产阶级担心共产主义会消除私有制“私有制的消灭意味着一切活动的停止，随之带来懒惰之

风”的说法，马克思认为，如果一个努力工作却一无所获的资产阶级社会都不因懒惰而灭亡，那么资产

阶级的顾虑就可以消除。因为共产主义并不是希望私有财产消失，而是要对私有财产进行积极的扬弃，

最终发展为共产主义；随着我们走向共产主义，工资劳动将随着资本的消失而消失，他说：“共产主义

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9]。并且马克思

所说的共产主义并不是要将之前的所有阶级都废除，共产主义要消灭的是与当时的生产力不相符的剥削

资产阶级，要消灭阶级差异和阶级对立。成为“自由人的结合体”，意味着社会上的每个人都可以自由

而全面的发展，可以自由地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 

3.2. 共产主义的实现 

共产主义是一个从个体解放到群体解放最终实现人类解放的漫长过程。 
马克思对“自由人的联合体”的阐述——“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

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10]”，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2.115160


任正洁 

 

 

DOI: 10.12677/acpp.2022.115160 914 哲学进展 
 

说明了他认为在共产主义时代，随着分工逐渐被取消，生产资料也逐渐从资本家手中转向联合起来的个

体手中，再加之共同计划、联合经营等生产方式的采用，商品与商品之间不再有竞争的关系，人也不再

是孤立存在的。正如马克思所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1]，个体之间的关

系将是互助的，个体的发展将得到其他个体的帮助，从而实现真正的结合。因此，它具有马克思意义上

的真正社会性。 
然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资本家对工人剩余价值的无节制压榨和生产分工给工人带来了无尽的

痛苦，个人利益无法转化为社会利益，个人生活和社会之间物质生产的矛盾是无法调节的。马克思本人

对于如何帮助贫苦劳动者早日得到自由劳动和解放自由有着十分深切透彻的认识。他还指出，要想达到

资产阶级真正意义上的彻底的自由劳动的解放，就必须彻底消除封建资产阶级私有制;在《资本论》的著

作中，马克思系统地研究了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发展过程中的劳动关系和社会资本关系之间错综复杂的

社会矛盾和运动，揭示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必将走向消亡的道路和社会主义有可能逐步取代原始资本主义

社会的历史客观规律。而要实现共产主义则要靠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来完成，这是因为无产阶级区别于其

它阶级来说，是一个最进步，最有组织，最有纪律和最具革命性的阶级，唯有无产阶级才能够承担起实

现人类解放并最终达到共产主义的任务。 
此外，马克思认为，摆脱物的控制是实现人真正解放和实现共产主义的关键所在，但宗教的出现和

异化意味着人的精神领域被支配，经济的异化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则意味着现实生活的被支配。

因此，想要摆脱物的控制实现人的解放首先必须创造出一定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其中物质条件包括

脑力劳动者和纯体力劳动的矛盾关系逐渐消失、生产力技术和先进生产工具技术的相对高度的发达、物

质财富的迅速增长等等;精神条件主要含义是指使人们逐步摆脱了自私和自利而达到具有共产主义精神

条件的状态。马克思曾提出将文化体育劳动和科学智育劳动相结合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指导下实现人

的全面和谐自由健康发展目标的一项重要的措施，把文化生产和劳动生产与科学文化和教育活动紧密地

结合，让每个人都有了自由地选择从事脑力劳动工作或从事体力性劳动工作的机会，脱离了生产力发展

谈教育或脱离教育谈生产力都会导致人的片面的发展。 
同时，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我们必须通过实现人自身的价值来扬弃异化劳动。也就是说，

劳动是一种自主的生产活动，而不是在资本家强制性的分工下被局限在某一劳动领域而进行谋生的手段，

人的生命活动同样应该是自己生命本质的确证。人们可以通过创造性活动即实践来超越自己，从而成为

一个全面的、自由的、充满主体性的人，并将这一过程提升到精神层面，享受这种无拘无束的劳动所带

来的精神愉悦。 
总的来说，共产主义的实现不仅取决于历史本身的进程，而且取决于物质和精神财富的蓬勃发展，

取决于对异化劳动的批判和扬弃，取决于人的全面自由的解放，这才是对历史之谜的真正解答。 

4. “历史之谜”之解答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升华。”虽然马克思的思想距离我们已经数

百年，但他的思想对当代中国来说并未失去意义。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关于“人的全面而自由

发展”的指导下，不断发展和壮大生产力，创造了充分的物质、精神财富使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人

民的面貌日新月异，不断实现远大理想的伟大实践，正是将马克思的思想用在了当代中国。 

4.1.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新道路的构建 

马克思在其《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也曾专门对像中国这种直接跨越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共产主义的

“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规定，认为这种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经历了“长久阵痛”才从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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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社会中诞生出来，势必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还保有着旧时的模样，在发展方式上也与“高级阶

段”相迥异，要想跳过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直接地走向共产主义高级发展阶段是可望不可及的。在马克思

思想学说的积极作用下，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形成新认识。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

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12]。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出“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最大实际”，当代中国的发展务必要认清现实，不论是在长远

规划还是日常规划中都要牢记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因此，在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潮的

影响下，中国将理论与国情相结合，深刻认识到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不可一蹴而就，这一阶段

是“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13]，是不可缺少的一步，同时认识到只有

对当下的发展阶段有足够正确的认识，才能进一步确定发展的道路和途径，才能矢志不移地推进社会主

义事业。 
此外，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对“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的深刻领悟。马克思在描述真

正的共产主义时提到了“粗陋的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只把平等视作经济建设中唯一重要的因素，

因此马克思将这种共产主义描述为“从想象的最低限度出发的平均主义”。可见，马克思是反对这种均

等化的追求的，他认为只有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把物质问题解决好，才能提高人的素质，促使社会的进步。

对中国来说，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也反复重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14]。由此，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建设便成为了“硬道理”，计划经济体制也朝市场经济体制进行转向，党和国家深

刻认识到，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在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之间找到平衡点，“我对西方国家一些

来访的人说，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

‘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15]。”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特征是保证人民(且不是少数人)是最大受惠者，因此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

之路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着力解决收入差距和两极分化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国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我国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自觉

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分配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

防止两极分化”[16]。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的根本在于“授之以渔”——一是在教育方面进行强化，提高

低收入人群的自主发展能力；第二，在健康方面进行保障，构建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第三要促进再就

业，对特殊群体制定专门的就业救助制度[17]。虽然目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仍然呈现巨大差距，但只要我

们对收入差距两极分化的原因进行客观分析且准确把握低收入人群的特点，就一定能够如脱贫攻坚战的

胜利一样取得显著成效。 
只有在经济建设得到充分发展、物质条件能得到充分满足的情况下，人才能得到全面发展。但人的

全面发展在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从内容和途径上看同马克思的论述存在着差异，从促

进人的劳动能力，社会关系，人的个性三方面看，却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一是在促进人的劳动能力全

面发展中能够确保人民实现体面劳动；二是在促进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整体发展中破解了城乡差距过

大、贫富差距过大等难题；三是在促进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协调发展上，要求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

他分配形式为辅的收入分配机制，在推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融合上，强调共同富裕；最后，在全面发展

人的个性方面发挥了教育的导向与塑造功能，社会主义的教育在发展人的个性能力、自由表达等方面进

行了更大的改革，在形塑人的全面素养、道德品格等方面做出了更大的努力，且在培养人们审美趣味等

方面取得了极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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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中国社会主义精神文化建设的新道路 

党和国家除了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同样认识到了“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人民精

神文化的充实、文化权益的满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决定的必须完成的任务，中国社会主义

文化建设必须坚持群众主体地位，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创造者。当代中国把群众作为精神

文明的起点和终点，充分认识到群众不仅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成果的享用者，并积极完善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使文化产业的发展成为了充实人们精神文明之路。此外，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的入侵突显了

马克思所揭示出的在“物与物的关系”之中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人们深陷在物质主义的泥潭中不

可自拔。可见，如此的价值观需要重新建构，在重建过程中首先要直面不同文化间的差异与价值冲突，

但也正因存在差异才使得价值重构成为可能，在中国社会主义文化道路上建立起新的精神文化标尺，从

而为当代价值、信仰建立起基本价值体系，同时引领精神文明的重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和坚持就是对传统价值观的重新建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

路建设上必须坚守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文化自信。只有增强文化自信，

才能对新时代的精神文明产生正确的引领作用，才能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中国精神中的引领地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就是“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强化教育引导、

实践养成、制度保障，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

播的引领作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18]。
同时，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个人、社会、国家三个层面的要求可以看出当代中国价值观的重塑不仅

是重塑一种能接受民主、法治、自由的包容思想，其中的和谐、敬业、诚信也是一种能与中国传统价值

观相结合的先进观念的重塑。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从以下几点着手：一是要坚持中国共产党在

思想领域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势必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

制度，巩固和拓展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思想工作中的领

导地位，加强党对思想工作的全面领导，并积极应对西方国家的思想渗透；二是明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文化引领地位，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作用的同时发挥文化引领作用；三是要从坚持以人为本

发展理念，完善文化产业及文化市场体系，从文化产业发展新格局等方面来发展以“文化强国”为导向

型现代文化产业。 
以上，可看出马克思对历史之谜的解答中蕴含着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虽然我们现在还无法到达

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的状态，但在他关于共产主义的思想在物质和精神上对当代中国来说却有着不可

替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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