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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劳动观视野下美好生活的逻辑探析 
吴怡 

（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省武汉市  430000） 

摘要：马克思劳动观是以人的劳动为中心，以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核心，为实现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提供理论保障。马克思以

现实的人为前提，以物质生产资料为基础进行物质生产劳动，有助于把握美好生活的形成要求，从而为美好生活的实现奠定坚实的

形成逻辑；通过人对自然、人自身、人与社会关系三个层面的劳动解放，促进美好生活对目标取向的把握，建构美好生活的价值逻

辑；对人类社会、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反思，从而在激励创新劳动、全面提升国民素质、改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等

的实践逻辑中，实现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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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arxism's concept of labor is based on people's work，with the interests of the majority of the people 

as the core，to achieve a better life for the people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guarantee. On the premise of realistic 

human beings，Marxism carried out material productive labor on the basis of material Means of production，which helped 

to grasp the formation requirements of a better life and thus laid a solid formation logic for the realization of a 

better life Through the labor liberation of man to nature，man himself，man and social relations，the goal-oriented 

grasp of a better life is promoted，and the value logic of a better life is constructed To reflect on the relations 

among human society，man and nature，man and society，so that in the practical logic of stimulating innovative labor，

improving the national quality in an all-round way，and improv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system，realize the 

good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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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提及“美好生活”达十四次，突出了

“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渴望”这一主题[1]41。如何形成美好生活与美

好生活的实现有什么意义是我们在追求更高生活水平的道路上必须

要面对的问题。马克思劳动观内涵深远：以生产要素为理论基础，

从现实的人和物质生产资料为起点；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

会关系的解放为终极目标；以现实的劳动导向作为实践的指引，克

服现实问题。马克思指出：“全部人的活动迄今都是劳动”[2]80。文章

立足马克思劳动论视角，从形成逻辑、价值逻辑、现实逻辑角度诠

释新时代的美好生活，为实现人类幸福的理想提供理论与实践指导。 

一、劳动的构成要素：美好生活的形成逻辑 
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新时期人民需求从“物质文化需

要”向“美好生活”转变。满足群众的美好生活的需要是我国未来

社会发展的核心目标，马克思的劳动观视角下的劳动构成思想为美

好生活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现实的人：美好生活的出发点 

马克思之前的哲学家们一直以来都站在“人”的立场上来看待

“美好生活”，但他们在不经意间就陷入了“唯心论”与“旧唯物主

义”两大错误之中。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阐明“我们的出发点是

从事实际活动的人”[2]80，也是创造美好生活的起点。 

首先，现实的人以劳动脱离自然界，是社会历史产生的前提，

马克思指出整个人类的历史，首要的先决条件是个体的生存[3]67，这

是社会历史和美好生活存在的前提。劳动是直观区分人和动物的活

动，起初人类依靠动物本能存活，迫于极端的生存条件他们利用自

然存在物作为工具生存。随着人体的进化，尤其是脑的进化，人类

具有了“最初的动物式本能的劳动形式”[4]。为了改善生活条件人类

产生了生产活动，促进了人类认知和语言进步，进而产生了人类社

会。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人，是从事人类社会活动的实践主体，推动

美好生活的发展。 

其次，人具有社会性，劳动促使人向社会人转化，促使劳动主

体美好生活的实现。“进食、喝水、生育等，都是人类的本能。但是，

把这些功能从人的其它行为中分离出来，变成最终的、惟一的则是

动物的功能”[5]160，人类文明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超出了大自

然的限制程度，所以美好生活应包含丰富的自然生命和社会生活，

人类的才能成为一切社会关系的统一体。马克思认为：从事实践活

动的人推进美好生活发展的动力。人们通过在改造对象过程中满足

个人价值，达到心理上的满足感。现实的人作为劳动过程的重要要

素，在实现幸福生活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意义。 

劳动塑造了人的本质，劳动造就了人的本性和社会性，人成为

物质和精神的缔造者，推动了人类美好生活的发展，要立足于现实

的人，以人民为本，共享美好生活的硕果。 

（二）物质生产资料的富裕：实现美好生活的先决条件 

人类是有机体的生物，解决温饱是人类生活的首要问题。马克

思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2]105，人的生存是以自然本身为

前提，“为了生活……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3]79。

马克思认为，人是自然界中的一种生物，他必须从自然界中获取，

而这些“既是自然科学的目标，又是艺术的目标，是人精神的无机

界”[2]56。因此，充分的天然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前提。 

从社会层面而言，马克思提出发展经济的内在逻辑，高度的物

质水平是美好生活之源。经济状况是衡量美好生活的重要指标之一，

生产力与经济状况取决于物质生产资料的丰富程度。若不考虑聚集

的物质资料，整个社会“将会是贫穷的普遍；极端贫困时期，必须

努力求得生存，一切旧的和肮脏的东西都要复苏”[5]538。目前我国人

民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各项工作取得进步，基本物质条件有了充

足的保证。然而人民的生活环境失衡给人民带来了困扰，人们寻求

更高层次的生活。因此，新时代的发展需要全方位、多领域、多层

次的特点，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即在物质的极大的满足下，持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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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着自我的改造与丰富。 

二、劳动的内在规律：美好生活的价值逻辑 
马克思劳动论的目标是追求自然、人自身和社会三个层面的自

由。马克思的劳动论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受到剥削，

工人为了生活的需求，不得不辛勤从事机械化劳动，资产阶级盲目

要求生产力提高，最后陷入经济困境，生产关系无法与生产力同步

提升，最终倒逼出摧毁自己的无产阶级。马克思的劳动论认为，在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支配下，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人与社会的不

协调状态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来。 

第一，通过劳动缓解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摆脱对物质的依赖

性。美好生活必须有丰富的物质资料作为支撑。马克思认为：“如果

没有自然和感性世界，工人就无法创造任何东西”[2]41，人的生存不

能脱离自然因素，而人的劳动也是自然供给的，劳动本身又是以物

质生产的程度所决定的，因此在劳动中物质资料的作用至关重要。

从个人的行动和互动中产生的特征来看，“从物质的依赖到社会生产

力的自由个性，是新时代人们追求的美好生活的理想社会形式，而

对于人而言，要使人摆脱过去的生产方式和上层结构，享受充足的

自然条件”[6]。最初自然界以其原始形态存在，而一旦有了个人的行

动其形态便发生改变。我们必须认识到：“并非像征服者那样，支配

别人，或战胜自然界，我们与我们的肉、血和思想同属自然界”[7]。

马克思劳动论提出如果不遵循自然规律，就会对生态系统造成损害，

必然导致人们的幸福水平降低，进而制约社会发展。 

第二，通过劳动使人类解放获得更多的发展。马克思的劳动论

指出，在私有经济的情况下，生产资料由部分人掌握，这些人不用

劳动就可以活下去，而无产者必须通过卖掉自己的劳动来换取工资，

他的财产愈低，他的工作就愈不正常，劳动发生异化，不具有自由

自觉性，最终劳动果实被资本家获益，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消除

异化的逻辑前提。美好生活以人的自而由全面的发展为其追求，人

民可以自给自足，生产力的进步使人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去从事自

己喜欢的事情，“早晨去狩猎，晚上去钓鱼，晚上去放牛，吃完饭后

去批判，但这并不意味着任何人都是猎人、渔夫、牧人、评论家”[8]37。

马克思的劳动观，需要人类自己的解放，它以其物质性的劳动来证

明自己的存在，使每一个人在美好生活中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第三，通过劳动使人类的社会关系得到解放。马克思的劳动论

主张劳动不但可以产生一个自由和全面发展的个体，而且还可以把

劳动引向自由人联盟，从而使个体和社会结合起来，从而达到将来

的社会主义社会。“劳动的累积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劳动者生活的

手段”[3]415。“一方面，没有一个人可以将他的生产中必须的一份责

任推卸到他人身上，生产劳动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发展和发挥自己

的才能，而是一种解放”[9]。美好的生活就不会有差别，人民不必压

制自己的自由个性，真正地展示自己，“充分地发展和发展自己的能

力和天赋”[10]。马克思的劳动论指向实现人的解放，实现人与人之

间的公平正义，建立超越种族区域的社会联系，推动个体与社会的

深度结合。 

总而言之，美好生活就是要使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得到解脱，从而使人获得自由和充分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 

三、劳动的现实指向：美好生活的实践逻辑 
马克思劳动思想始终贯穿着人与自然、自身与社会的劳动自由，

并以此作为参考，在现实中就这些问题进行揭露。 

第一个方面是要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问题，促进物质生产与创

造性的劳动，从而达到更美好的生活。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劳动

中，“生产力只获得了片面发展”[8]68，创造性劳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

必然选择。习近平在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46，美丽的生

态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发展，“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不仅要为

人们的带来更多物质和精神上的财富，也要为人们提供高质量的生

态产品，以适应人们的优美生态环境需求”[1]100。在新时代，创造性

的劳动结果能够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实现生产力与生产率的提

升，从而在建设美好生活中起到关键作用。马克思的劳动观与以改

革创新为中心的时代精神相一致，大力倡导以马克思劳动观来处理

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以劳动教育提高劳动者素质，用科技来促进新

旧产业的高品质发展，达成生态文明与现代化建设协调共生的局面。 

第二个方面是以人与自身关系的问题为中心，提升国民的整体

素质，形成社会普遍认识。在飞速发展的过程中，个人的强烈愿望

超过对自身生活的关注，对美好生活构成了巨大的挑战，人民幸福

感逐渐缺失，难以确定人生的真正意义。马克思劳动论重视人在社

会发展中的作用，在生产过程中，劳动者创造了大量物质和精神财

富，美好生活应当使个人价值得到肯定，个人自由和充分发展。在

人民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进行思想品德的培养，并用

健康的生活观念来引导人们意识到幸福并不只是对物质和身体的无

限的满意，而应该实现一种均衡的状态，让人民更主动地享受人生，

从自我发展到自我的完善，逐步汇聚社会的力量，共同构建美好生活。 

第三个方面是要加强对人和社会的联系，健全制度，为人民群

众的幸福生活创造实践保证。马克思的劳动论揭示了资本的压榨本

质，资本家仅仅靠雇佣工人的方式增加自己的资本，人们的交往变

成资本的工具，“人和人之间，只有纯粹的利益和残酷的金钱交换，

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东西”[3]274。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建立平等、

自由的社会关系、化解各种交际问题，为我们提供了实现更高质量

的行动保证。美好生活是社会发展的一种表现形式，由国家、社会

和个人三个方面组成的体系，国家体制对社会具有无可取代的功能。

只有不断地完善上层建筑，才能使各阶层的力量与资源的流动得到

有效的分配，为整个社会体系的运行制定出相应的法规，向着有利

于美好生活的方向前进。 

综上所述，我国要在马克思劳动观的指引下，通过激励创造性

劳动，提高国民综合素质，完善制度建设等三个方面来处理人与自

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问题，逐步达到美好生活的目标。 

四、结论 
马克思的劳动论的内涵既是先进的，又是时代的，这对我们认

识和把握美好生活是有益的。马克思的劳动观以现实的人作为出发

点，以物质生产资料，促使我们开始创造更好的人生；追求自然关

系、人与人、社会关系三个层面的自由，引领我们去体会人生的美

好；以实际的劳动导向为我们探寻新时期的幸福人生的实践逻辑，

体现出新的时代价值观，有助于我们掌握“美好生活”的思想内涵，

为今后深入研究人类幸福的先决条件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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