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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哲学的日常生活维度及其当代价值 
张丽 

（新疆哈密市巴里坤县县委党校） 

摘要:日常生活维度是马克思哲学中的重要一部分，其中涉及了马克思哲学的价值旨趣、人文关怀、科学精神等方面，是马克思
哲学在生活方面的最佳体现。在马克思哲学中，日常生活是人为了生存与发展而产生的实践活动，其中人是马克思日常生活观的主
体，而人所进行的活动而构成了生活的内容。在当今时代，马克思的日常生活维度也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生活中出
现问题的解决也有重大的参考价值。本文将对马克思日常生活维度的意义进行一定的分析，并对现实生活的困境与危机以及践行马
克思主义生活观进行一定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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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日常生活维度的重要意义 

（一）确定了人的主体地位 

马克思日常生活观的提出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在此之前，大

部分唯物主义者将注意力放在客观物质世界的研究上，而缺少对人

的活动的探究，并出现了主客体分离的情况，使得唯物主义哲学无

法完整的对现实生活进行全面的分析。而马克思生活维度的提出，

阐述了世界中的一切变化都源自于人的不同选择的思想，使得人回

到了唯物主义所探讨的世界中，并成为了“生活”的主体[1]。最后，

马克思也指出，由于人为了满足生存的需要继而产生了物质资料生

产活动，而人为了满足感性生活的需要，进而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

社会关系。正是为了人的需求的满足，所以才使得人类社会不断发

展和进步。马克思哲学将人的感性活动和生产活动都划分为生活的

一部分，实现了人与物质世界的主客体相统一，进而突出了人在物

质世界中的主体地位。 

（二）明确生产实践的中心地位 

首先，生产实践活动是人进行生命维持的必要手段。其次，在

人们物质基础得到基本满足的情况下，才会去开展其它包括政治、

精神等方面的各种实践，所以说，生产实践是其他一切实践活动的

前提。再次，生产实践活动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人

们所进行的生产实践活动是其社会活动的最突出的体现。最后，人

们在进行生产实践的过程中，不断构建了社会关系，比如分配关系、

合作关系以及交往关系等等，各种关系错综复杂最终构成社会交际

网。所以，生产实践活动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有中心地位，是人们进

行生存的最基本的实践活动。 

（三）指导人们的现实生活实践和变革 

马克思哲学生活维度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人的生活的高度关注，

并对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实践和变革进行一定的指导。这与传统哲

学形成了很大的差别，传统哲学在生活方面的涉及也至多是对现实

生活中的情况进行一定的分析，但是对生活中的困难没有起到一定

的帮助作用，其相关理论具有一定抽象性，使得在现实生活中无法

发挥一定的运用[2]。而马克思哲学生活观则是立足于现实生活情况，

并致力于帮助人们实现对自己生活的改造，进而使得人们逐步提高

生存的环境质量。 

二、现实生活的困境与危机 

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中的各种事物都在进行不断的变化，进

而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使得人们的生活受到了一定的困扰。例

如，生态危机使人类遭遇生存威胁，物化逻辑造成人的价值颠倒，

精神家园失落导致人的生活意义迷失，工具理性导致人的主体性丧

失，虚拟网络引发的日常“殖民化”，这一系列的问题都为人们的

正常生活造成了一定的打击，甚至产生了一定的生存危机。所以我

们要对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一定的深思，并找到解决问题的方

法，从而促使理想生活的实现。而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哲学生活观

能发挥重要的作用，从马克思哲学的角度看，要想实现问题的解决，

就要对现实生活中的矛盾进行一定的反思，并且要看透问题的本

质，并且要依据马克思主义生活维度的观点对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进

行逐一的解决，进而可以创造更美好的生活[3]。 

（一）生态危机时使人类遭遇生存威胁 

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人们为了实现经济的发展，以及物质生

活水平的提高，对自然资源进行了很大程度上的开采，使得人们生

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却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比如，森林覆盖

率逐年降低、水土流失、海洋污染、空气污染、温室效应、动植物

灭绝等等，人们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却忘记了生态的重要性破坏了

人们赖以生存的家园，使得自然界的平衡受到了破坏。 

（二）物化逻辑造成的人的价值颠倒 

物质是人们进行生活的基础，人们在进行生产实践活动就是获

得物质资源的一种手段。在当今，社会商品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

发展，使得人们对物质的要求逐步提高，社会上出现拜金主义、消

费主义、享乐主义等不良风气，使得人们也逐渐对物质产生一定的

迷恋，习惯于用价值来衡量生活中的事物。物质的生产是为了满足

人们的需求，而当今，物化逻辑使得人的价值观颠倒，而变成为了

实现物质生产而创造人的需求，使得人们沉迷于物质消费，追求享

受，人的生活不断物化[4]。 

（三）精神家园失落导致人的生活意义迷失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基本生活物质要求已得到了满足，而

人们在物质上的需求不断的提高同时，却存在着人们的精神世界比

较匮乏的现状。这是由于人的生活物化严重，而精神世界的构建也

受到了一定的阻碍，而且这种物化严重的现象，使得人们的精神生

活变得更加单一。由于人们对物的追求不断升高，往往需要进行不

断的消费来获得一定的快感，以此来得到精神上的暂时满足，而这

种满足需要以消费为代价，这就使得人们不断的追逐于金钱，使得

人们的精神生活对物质消费所带来的快感而占据，人们所能感受到

的精神上的愉悦也会越来越单一。 

（四）工具理性致使人的主体性丧失 

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工具理性在生活社会生活中的各

个方面都有所展现，而且随着人们文化水平的提高，越来越注重理

性的认知，所以工具理性得到了大范围的运用。工具理性是指人们

通过科学技术所计算出来的，能够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理性[5]。当然

社会的快速发展，工具理性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提高了

人们的工作效率，让人们对社会的改造，能够进行得更加顺利，促

进了各行各业的发展，虽然其具有众多优点，但是随着工具理性在

人们生活中各方面的，不断深入的运用，也对人的发展、个性的培

养形成了一定的阻碍。 

（五）虚拟网络引发的日常生活“殖民化”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互联网技术已进入千家万户，成为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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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进行沟通交流必不可少的工具，而且互联网创造了一个虚拟网络

生活世界，给人们的日常交流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虚拟网络生活使

得沟通交流变得更加便捷，也让人们有了更加丰富的生活体验，而

且在虚拟的网络中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要进行一定的活动实

现理想的生活状态。其虽然具有着众多优点，但是事物往往都具有

其反面性，在人们将更多的时间运用到虚拟网络生活世界中时，那

么面对面的日常交流时间则被其进行了一定的占据。而且，虚拟网

络生活使得人们逐渐缺少交付信任的能力，不利于其日常生活中交

流的开展。同时，虚拟网络生活也使得人们的消费方式进行了一定

的改变，人们越来越热衷于网络消费。除此之外，人们在网络上花

费的时间越多，其思想观念就会更多的受到网络上思维模式的影

响，进而对人的观念造成一定的影响。总之，人们在网络上花费的

时间越多，那么进行日常活动的时间总会被压缩，使得人们的正常

生活逐渐被网络所控制。 

三、践行马克思主义日常生活观 

在现代，人们的生活中面临着许多的困难，我们要充分利用马

克思主义生活维度，那对生活进行不断的优化，促进理想生活环境

的形成。 

（一）生产发展、改善生活 

生产是物质来源的根本，也是保证人们进行生活的基础。生产

活动使得人类创造出了巨大的财富，在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同时，

也让人们的物质世界变得更加多样化。现如今，发展生产仍然是社

会的主要任务，虽然，人类的生活水平由于生产活动的不断进步而

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提高，但是从全球上看，仍然存在一部分经济较

为落后的国家，居民的生存条件较差物资得不到保障，这表明生产

力的发展水平还达不到一定的程度，所以还要集中力量发展生产，

并且在重视生产的同时也要注重居民生活的改善。当今时代随着环

境的破坏以及环境污染等问题，以及社会上的享乐主义、消费主义

等不良风气的影响，在这种状态下更要以改善生活为发展目标不断

的进行发展生产，这样才会为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预防因物化

逻辑盛行而造成人们的价值观颠倒。 

（二）健全精神生活、营造诗意栖居 

在马克思看来，在基本物质需求得到满足的情况下，精神世界

的建设比物质生产更值得人们进行思考。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

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随之而来的却是人类精神家园

的失落，丰富的物质世界和空虚的精神世界形成了鲜明对比，人们

由于过度追求物质，使得精神生活缺少丰富性，进而使得人们越来

越焦虑。所以我们必须要坚守马克思主义生活维度，重新构造一个

丰富的精神世界，进而改变人们的精神生活，但是在进行精神建设

时我们要结合物质生活水平，使得精神世界的发展与物质世界能够

和谐统一。首先，要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文化气氛，让优秀的作品

激励人们积极向上，弘扬正能量，促进人们精神的世界的发展。其

次，由于人们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所以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精神

需求，所以要创造出更加丰富的精神文化产品，让人们的精神世界

普遍得到一定的满足。最后，要重视人们的身心健康，一定的身体、

心理素质才能保证精神生活的不断充实。但是现在人们的生活压力

也越来越大，很容易出现心理上的问题，要针对人的心理上的压力

要让其进行一定的调节，不断增强人们的修养，进而可以帮助其具

有一定的精神生活， 

（三）关照日常生活、享受优雅生存 

日常生活实践是人们生命维持的基础性实践活动，关照日常活

动需要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将人放在一切实践中的主体位置上，并

且以人们的需求为切入点，不断的满足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需要，

实现人们幸福生活的目标。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将物的价值

不断抬高，使得日常生活中的人被金钱所奴役，人的需求也变得更

加单一，使得在日常生活中的交际时人与人之间缺失一定的信任。

关怀人的日常生活，就需要人们认识到自己的主体地位，并且将物

放在一个合理的位置上，要明白其只是进行生存的一种手段，进而

促进人们的进步。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问题也更加突出，比如

贫富差距、食品安全、医疗问题、养老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严重的

威胁了人们的生活质量而且也对人们的健康造成了一定的损害，针

对这些问题我们更要坚持以人为本，其中关乎人们生存需要的问

题，比如食品问题、住房问题以及养老问题等，要进行优先解决，

保证人们的基本物质生活。除此之外，信息时代的到来使得人们越

来越多的时间被网络所占据，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网上寻求精神慰

藉，坚持以人为本，就要求我们需要将现实生活和虚拟世界进行一

定的平衡，将更多的精力放在现实生活中，在不断的实践中来满足

精神需要，进而创造更美好的日常生活。 

（四）克服生态危机、倡导绿色生活 

人们为了实现发展生产，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对自然资源造成

了一定的破坏，日积月累，其负面影响已经严重的威胁人们的正常

生活。马克思主义生活观，要求我们重视自然对人们的重要价值。

在生产的过程中要重视自然资源的保护，让人和自然能够实现和谐

发展。首先，要认识到自然为人类生存所做出的贡献。人们生活所

需要的物质都是源自于自然社会，而且人类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离开了自然人类的生存也就无从谈起，所以在追求利益的同时，要

将自然环境的保护放在发展的首位。其次，要将人与自然进行和谐

统一。要将自然资源的保护考虑到生产环节中去，避免因生产而导

致的环境破坏，维护人类家园的可持续发展。但是，也不能为了自

然资源的保护，而限制人们正常生产而进行的资源利用，这样会严

重阻碍人们生活的改善，甚至会使得社会出现倒退。所以人们在进

行生产发展的同时，要对资源进行循环有效利用，实现社会的可持

续发展。 

总结：综上所述，马克思哲学的日常生活维度使人的主体地位

以及生产实践的中心地位得到了明确，并且对人们的现实生活的实

践和改革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而且在当代社会，随着经济的不

断发展，人们的生活环境受到了一定的破坏，而且还存在着精神世

界匮乏这些问题，严重阻碍了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步伐，要践行马

克思主义生活观，这样才有利于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实现人

与社会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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