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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马克思青年时代写下

的一部重要著作，该著作于上世纪三十年代面世，引发国内外巨大反响。在《手

稿》中，马克思已经进行了初步形式的“三大批判”，形成了唯物史观及共产主

义观点，而且作为马克思发动的哲学革命的重要标志的实践观，也在这部著作中

完成了奠基工作。可见，《手稿》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思政课建设的新论断，而“思政课本质是讲道理”

这一科学论断正是理论与实践互动过程的必然结果。思政课要讲好的道理包括：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真理性的政治价值观、思想政治教育相关学术思想和人生

哲理。这些道理归根结底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原著原文。而在《手稿》中，不仅有

着唯物史观的初步表达，尤其蕴含着丰富的人的本质理论和人生价值观思想。因

此，从思政课讲道理视角切入研究《手稿》，不仅有助于发掘经典文本的时代价

值，更为思想政治教育守正创新和思政课建设发挥重要作用。

《手稿》中的“道理”。唯物史观道理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前提。《手稿》

中，马克思批判了国民经济学，揭示了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关系，初步表达了

劳动史观；批判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提出了“感性对象性活动”为核心的实践

观；通过关于创造概念的分析，表达了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内涵一致的观点。

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政课必须坚持唯物史观的哲学立场、从社会存在出发，把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批判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建构对社会主义的认同。“人的本质论”

道理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起点。马克思认为人也依靠自然生活，但人的意识把

人分成我和作为对象的我，揭示出类本质的双重含义；马克思也指出人的社会性

本质，并进一步强调人的本质要在生产关系中得到落实；马克思揭示出人的实践

性本质，把人理解为现实的人。人的本质理论是马克思人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政课要把“现实的人”作为出发点，站稳人民立场，把教育对

象理解为历史进程中的，能动与受动相统一的存在。人生价值观道理是思想政治

教育的核心内容。在《手稿》中，批判资本主义现实和把人看作物的价值观。马

克思为共产主义奠定了人性基础，初步表达了在人与人之间以物为中介的物质生

产关系中实现共产主义的观点；也提出共产主义社会的价值观是人人为我、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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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是个人利益与共同体的利益相统一。澄明思政课所要讲授的人生价值观道

理的哲学基础。

新时代思政课怎样讲好“道理”。要在明晰马克思主义基本内容的基础上，

明证马克思主义真理性，讲好实践过程中取得的成就，建设好培养理论思维基础

工程。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为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凝心聚力，铸魂育人，最终筑牢信仰、信念和信心。

关键词：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思政课，道理，唯物史观，人的本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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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主义形成阶段的重要著作，是马克思

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关照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现实处境，立足于唯物主义和

共产主义的立场，秉持人类情怀，针对时代问题，探究历史之谜，在认真严谨的

科学研究基础上形成的最初理论成果，是唯物史观最初的理论表达。时代问题是

推动马克思进行理论创造和思考的根本动力。通过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

资产阶级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取得统治地位，而这一时期的无产阶级运动缺乏科学

理论的指导，因为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学说带有乌托邦性质。德

国的革命则发生在哲学领域，从康德到黑格尔，他们的哲学思想体现了强烈的革

命意义。马克思是在崎岖曲折的小路上攀登真理高峰的，大学时期的马克思是黑

格尔的信徒，大学毕业成为了一个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莱茵报》时期转向

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者。马克思紧密联系工人运动的实践经验，批判借鉴德国古

典哲学，研究国民经济学的论著和各种社会主义文献，一方面肯定了他们的积极

成果，更重要的揭示出国民经济学的内在矛盾，指出国民经济学的前提是异化劳

动，这一概念是马克思批判地改造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异化概念基础上提出来

的，以这一概念为核心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哲学批判，指出私有财产不过是异化

劳动的结果，因此私有财产是历史的，不是永恒的，要通过工人阶级的解放来实

现普遍人的解放。也指出了异化的积极作用。马克思在《手稿》中对人的本质进

行了全面论述，虽然并没有直接提出“在现实性上，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总

和”的观点，但是在文本中已经包含了与之相似的表述。马克思批判了其他共产

主义学说，划清了与非科学的共产主义学说的界限，阐明了自己的共产主义观点。

通过异化的积极扬弃，实现人对人的本质的全面占有，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在《手稿》中，马克思阐明了自己的感性对象性活动的原则。马克思还对人与自

然的关系、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对劳动史观、对社会概念等进行了深刻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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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稿》对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提供了宝贵的时代启示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包含着深刻的马克思的理论，蕴含着丰富的

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研究这一经典文本，领会其中蕴含的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深

入挖掘其中的思想政治教育道理，既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守正创新的内在要

求，也是实现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立德树人、铸魂育人的时代要求。

1.1.2 研究意义

理论意义。深入挖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思想政治教育道理是

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具体体现和必然要求，是回应和满足

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渴望”的根本途径。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推陈出新、守正创新

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从经典文本中体悟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挖掘经

典著作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从思想政治教育出发理解和把握经典文本，实现经

典文本和思想政治教育文献的双向互动。

现实意义。深入挖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道理

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巩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现实要求。《手稿》中

对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批判，对资本主义异化现实的批判，对唯物史观的初步

表达，对人的本质理论、对共产主义、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解放的系统论述，对劳

动实践的深刻阐述，一方面，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思想资源，另一方面，对于当前社

会中的思想困顿等问题具有启发意义，因而对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具有指导意

义。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 国内研究现状

关于“思政课本质是讲道理”的国内研究情况。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这一论

断之后，学术界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研究成果颇丰。主要集中在为什么思

政课本质是讲道理、思政课要讲好什么道理以及如何讲好道理三个方面。

为什么“思政课本质是讲道理”的研究。刘建军提出，思政课具有社会政治

本质和教育教学本质两个方面，思政课本质是讲道理着重于思政课教学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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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论断包含着对思政课理论属性的确认、对教师和学生的信任以及理性主义人

性假设。[1]石海君、黄蓉生指出，要明确思政课讲道理的“讲”的内在生成逻辑，

他们认为这一论断扎根于中国大地办大学的现实考量、是发挥思政课程作用的必

然要求、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客观需要。[2]任志锋认为这一论断是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思政课建设重要论述的合乎逻辑的丰富和拓展，是新时代思政课建设历

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3]

思政课要讲好什么“道理”的研究。张荣军、张溪提出从思政课的政治性和

教育性出发，思政课要讲好党治国理政的道理、讲学生成长发展的道理。[4]李俊

峰提出，思政课要讲深马克思主义“真道理”、讲透“中国特色”新道理、讲活

历史“大道理”、讲好人生修养“实道理”。[5]韩喜平、于甜子提出，新时代思

政课要讲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之理、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之理、讲好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发展之理、讲好新时代青年学生的成长之理。[6]但尚未达成共识，有极

大的研究空间和研究价值。

思政课如何讲好“道理”的研究。杨晓慧提出，思政课讲道理的关键在于选

择好讲的方法、运用好讲的艺术，并对如何讲深、讲透、讲活提出了具体的见解，

把道理讲深就是深刻阐发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与思想内涵，这就要求思政课教师

要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和理论素养，要发挥学术研究对思政课教学的支撑作用，

要做到深入浅出；提出以问题为导向、把思想阐释与问题分析结合起来，凸显思

想的批判性与针对性把道理讲透；通过创新讲授方式、拓展讲授场景、丰富语言

等把道理讲活。[7]兰美荣、卢黎歌认为，当前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讲道理在政

治、信心、创新能力和思维等方面存在不足，提出要从观念层面解决教师对思政

课的重视问题、从战略层面解决教师的适应问题、从战术层面解决教师用心教的

问题、从实施层面解决教师的保障问题。[8]

综上所述，学术界关于“思政课本质是讲道理”的研究系统全面，在关于讲

好什么道理方面，学者们都强调讲好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

[1] 刘建军.如何理解“思政课本质是讲道理”[J].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5(4):1-2.
[2] 石海君,黄蓉生.“思政课本质是讲道理”的深刻蕴涵与实现路径[J].思想理论教育,2022:(8):16-22.
[3] 任志锋.“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内涵实质､创新意义､文化智慧[J].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2022:(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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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关于如何讲好道理，学者们强调创新方法、提升思政课教师能力、情理交融

等。总体来看，学者们的研究成果颇丰，然而学者们的研究更侧重于宏观层面，

只是强调讲好马克思主义真理，缺少深入经典著作，探析经典名篇中的“道理”

方面的研究。

关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情况。在我国，《1844年经济学哲

学手稿》最初是由何思敬根据 1932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

第 1部分第 3卷译成中文。1979年，刘丕坤翻译的书名为《1844年经济学—哲

学手稿》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80年朱光潜先生也翻译了第一手稿异化劳动和

第三手稿共产主义两章中的部分。2000年，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库出版了中央编

译局翻译的单行本。2002年，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的

《手稿》译文进行了全面校订，编入中文第二版，并出版了单行本。2004 年，

再次进行审核和校订，对注释和相关资料进行了补充和勘正。《手稿》的编译工

作对《手稿》的文献传播和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著作成果方面来看，目前国内关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著

作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关于《手稿》的导读性作品，主要包括周嘉昕编著的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导读》、王贵贤，田毅松编著的《<1844年经济学

哲学手稿〉研读》、林峰的《重读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前沿问题

新探》、闵凯著《解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关于《手稿》的整体

研究著作，主要有杨适的《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述评》，复旦大学出版

的《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韩学本的《<1844年经济学哲

学手稿〉试析》，刘秀萍的《马克思“巴黎手稿”再研究》；关于《手稿》中的重

要思想研究的著作，主要有朱立元的《历史与美学之谜的求解》，黄学胜的《历

史唯物主义的最初表达》，夏之放的《异化的扬弃—<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当代阐释》等。此外，孙伯鍨的《走进马克思》、张一兵的《回到马克思》、陈

先达的《走向历史的深处》等也涉及《手稿》的研究。

从文献成果来看，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学者们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

稿》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唯物史观、异化劳动、私有财产、共产主义、实践、《手

稿》的逻辑、人与自然、人的本质、辩证法、对象性活动、黑格尔、费尔巴哈等，

但是直接从思想政治教育视角来研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文章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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