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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主体性理论的三个维度

骆　郁　廷

[摘　要] 马克思主义主体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 ,深入探索马克

思主义主体性理论 ,关键是要把握马克思主义主体性理论的实践维度 、价值维度和社会维度。

[ 关键 词 ] 马克思主义;主体性理论;维度

[中图分类号]B0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9)01-0005-06

人是社会实践的主体 ,人的主体性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发挥和社会实践的发展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要发挥人的主体作用 ,促进主体的社会实践活动 ,需要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主体性理论。而深入研究 、

探讨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理论应着重把握好三个维度 ,这是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主体性理论的关键。

一 、马克思主义主体性理论的实践维度

主体性理论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之前就有不少学者做过探讨 ,但他们的基本思路就是把主体和客

体截然分开 ,甚至对立起来。

宗教神学认为 ,上帝是主体 ,上帝是万物的创造者 ,人是上帝的创造物 。这样 ,上帝和人之间的关系

就变成具有神秘色彩的主体和客体的关系 ,人只能匍匐在上帝的面前 ,由上帝主宰。

唯心主义则认为精神是主体。这种精神主体或者是独立于人的绝对观念 ,或者是人的主观意识。

人因为有了意识 、知觉和思维才能够成为人 ,这甚至是人之为人的唯一的标准和条件 。甚至二元论者笛

卡儿在主体性问题上也混淆了人的存在与人的思维关系。他曾说过 ,“我思故我在” ,意思是说我思考我

才存在 ,我不思考我就不存在了 。实际上 ,人的存在与人的思维并不直接等同 ,人不思维时同样存在。

可见 ,这里讲的人的主体性只是把人看作一种精神主体 。

唯心主义也曾谈到实践 ,可他们谈的实践要么是精神 、意识活动 ,要么是一种道德实践 ,而不是真正

的社会实践。他们仅仅把人看作是一种精神活动主体 ,或道德实践主体 ,而没有把实践的概念真正引入

到主体性理论中来 ,也没有从实践的角度来理解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

旧唯物主义更是把主体和客体分开 。旧唯物主义虽然坚持唯物主义的立场 ,但却机械地认为 ,主体

就是主体 ,客体就是客体 ,因而不是把客体 、现实看作一种感性的人的活动 ,看作人的对象化活动的产

物 ,而是把客体与人的感性活动分开 ,把客体看作是脱离人的一种直观的客观存在 。对此 ,马克思有一

段很深刻的论述:“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 、现实 、感性 ,

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 ,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 ,当作实践去理解 ,不是从主

体方面去理解。”[ 1](第 54 页)就是说 ,旧唯物主义对于对象 、现实和感性 ,只是从客体的 、直观的形式去理

解 ,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 、当作实践去理解。而真正的对象 、现实和感性客体 ,离不开人的

活动 ,都被打上了人的活动的烙印 。“因此 ,和唯物主义相反 ,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 ,

当然 ,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 、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费尔巴哈想要研究与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第 62 卷　

体:但是 ,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因此 ,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仅仅把理论的活

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 ,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因此 ,他不

了解`革命的' 、̀ 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 。”[ 1](第 54页)就是说 ,费尔巴哈是唯物主义者 ,但他不是把感

性客体理解为人的对象性活动 ,而仅仅是把理论活动看作是人的活动 、主体的活动 、主体的属性 ,所以把

主客体分开了。唯心主义虽然发展了人的能动方面 ,但却是抽象的 、脱离实践的发展 。脱离实践也是过

去各种主客体理论的致命缺点 。

实际上 ,实践是主客体连接并发生相互作用的基础 ,是理解主体及主体性的一个关键 。马克思曾说

过 , “主体是人 ,客体是自然”
[ 2]
(第 3 页)。自然是人作用的对象 ,人是作用自然的主体 ,人和自然之间的

这种相互作用和物质变换过程实际上就是实践过程。如果没有实践 ,人不可能和自然之间发生相互作

用 ,发生相互物质变换过程 ,自然也就难以真正成为人的作用的对象。从这个角度来看 ,实践是十分重

要的 。主体在实践中通过自己的活动改造自然 ,作用于自然 ,使自然界生产出人所需要的物质产品 ,这

一过程说到底就是人的对象化过程。对象化的结果就是自然 、客体的改变 ,自然也就变成了人化的自

然 ,是已经受到人的感性活动影响而改变了的自然 ,这种客体反过来又确证了人的主体性。总之 ,实践

的过程就是人与自然 、主体与客体之间发生相互联系 、相互作用的过程 ,是主体对象化的过程 ,也是人的

主体性在实践中得到确证的过程。因此 ,我们要理解和把握人的主体性 ,要不断地增强和发展人的主体

性 ,都离不开人的实践活动。离开了实践 ,人的主体性也就无从谈起;离开了实践 ,人的主体性就只能是

想象的主体性 ,没有变为现实的主体性 ,没有变为一种在实践中充分发挥作用 、显示其价值的主体性 ,因

而也就是一种虚幻的主体性。主体性 ,说到底就是主体能动性 ,如果主体不能动地作用于客体 ,人不能

动地作用于自然 ,人的主体性何以表现 ,何以显现 ,何以增强和发展 ?所以 ,理解人的主体性 ,实践是关

键所在。实践是理解马克思主义主体性理论的第一个维度 ,也是最基本的维度 。

实践有多种表现形式 。毛泽东曾将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分为三种:生产实践 、阶级斗争和科学实

验。实际上 ,现在我们讲的实践活动除了这三种活动外 ,还有其他实践活动 ,如艺术实践 、道德实践 、教

育实践。但是 ,在各种各样的实践活动中 ,最基本的是生产实践 ,生产实践是一切实践中最基本的实践

活动 ,生产实践活动决定着其他一切实践活动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之一 。因此 ,我们理解和把

握马克思主义主体性理论 ,发展和增强人的主体性 ,也必须紧紧把握生产实践这一基本环节 ,在一切实

践中要着重研究和探讨生产实践这一最基本的实践形式 。生产实践的过程 ,实际上不仅仅是生产物质

产品的过程 ,不仅仅是影响 、改变和创造客体的过程 ,同时 ,它也是生产主体的过程 。也就是说 ,劳动生

产过程不仅影响 、改变和创造新的客体 ,同时也不断创造出新的主体 。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不断形成一

种新的品质 ,劳动赋予人以新的品质。马克思主义认为 ,人“是什么样的 ,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 ———

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 ,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
[ 1]
(第 68 页)。可以说 ,劳动不仅创造了世界 ,劳动还创

造了人本身。劳动创造和发展了人的主体性 ,并且生产劳动这种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在创造和发展人的

主体性方面具有决定性作用 。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 ,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

体。”
[ 2]
(第 10 页)就是说 ,在劳动过程中 ,主体改造了客体 ,创造了客体 ,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也影响和改造

主体 ,创造新的主体 。在某种意义上说 ,就是创造了主体新的品质 、新的素质 ,赋予主体以一些新的属

性。因此 ,可以说实践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 ,并赋予人以主体性 。只有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 ,特别是生

产实践出发 ,把人的实践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化的实践活动 ,才能理解实践活动的对象 ,才能能动地把

握客体 ,并在这一过程中科学地认识和把握主体 ,不断地促进主体的发展 ,增强和发展人的主体性 。

在人的实践活动中 ,这种主体性集中表现为人的能动性 ,尤其是创造性和创新性 。真正的主体性应

该表现出很强的创造能力和创新精神 ,这是判断人的主体性的一条重要标准 。在实践中发展和增强人

的主体性 ,就要在实践中不断地发展和增强人的创造能力和创新意识 ,不断地推动实践主体在实践活动

中创造出新的客体 ,并且不断创造出新的主体 。把改造自然与改造人本身有机地统一起来 ,把创造客体

和创新主体有机地统一起来 ,这是以实践为基础的人的主体性的本质内涵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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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只有立足实践来理解和把握主体及主体性 ,才能和宗教神学 、唯心主义及旧唯物主义根本区

别开来 ,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主体性理论的精髓 ,才能有效地增强和发展人的主体性 。

二 、马克思主义主体性理论的价值维度

深入探索 、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主体性理论 ,不仅要注重把握实践维度 ,更要把握价值维度 。

很多人讲主体性理论时把主体仅仅理解为实践主体 ,这是远远不够的 ,甚至是片面的 ,还没有涉及

到主体性理论最核心的部分。人作为主体 ,不仅仅是把人作为自己的工具和手段 ,更是把自己作为自身

的目的。康德曾说:“人是目的 ,不是手段 。”
[ 3]
(第 370 页)这是人的主体性理论的一个很明确的表达 ,标

志着人的主体性意识的觉醒。到底把人看作是目的还是手段 ,这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根本区别所

在:工具理性仅仅把人视为工具和手段 ,而价值理性主要的是把人视为目的 ,人需要满足自身的需要 ,实

现自身的价值。因此 ,仅仅从实践主体的角度理解人的主体性理论 ,仅仅把人看作实践的主体 ,这种主

体性理论未免带有工具理性的色彩 。人作为人来说 ,是实践主体和价值主体的统一 。人的一切实践活

动及其过程 ,实际上就是为了满足和实现人自身的需要 ,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的过程 。

实际上 ,人既是实践主体 ,更是价值主体 。所谓价值主体 ,就是人是通过实践自己满足自己需要的

主体 。价值主体涉及到需要和满足的关系 ,人有了需要 ,须通过自己的活动来满足自己的需要 ,从而实

现价值目标。如果人自己的活动只是满足了别人的需要 ,在这种情况下 ,人还只是价值客体 ,还未上升

为价值主体。价值主体和实践主体是不一样的 ,同样 ,价值客体和实践客体也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 ,

实践关系中的主客体和价值关系中的主客体不一样。实践主体是通过自己的活动实现和满足别人需要

的价值客体 ,价值主体就是通过实践满足自己需要 、创造和实现自身价值的主体 。

作为科学发展观核心的以人为本 ,是把人看作是价值主体的重要理论依据 。以人为本 ,就是一方面

把人当作实践主体 ,离开了人的实践 ,任何工作都无法开展 ,任何资源都无法配置 ,这也是现在我们十分

强调人才资源 、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的原因 。另一方面 ,以人为本更根本的含义是以人为价值主体 ,

我们的一切实践活动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 ,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 。因此 ,以人为本最

根本的含义就是以人为价值主体 ,通过人自身的活动来满足人自身的需要 ,实现人自身的利益 。

我们要从价值的角度来理解人是主体 ,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理论 。人的主体性 ,应该既包括实

践主体性 ,又包括价值主体性 。人的价值主体性表现为人具有各种各样的需要 ,既包括物质需要 ,又包

括精神需要;既包括现实需要 ,又包括长远需要;既包括自然的需要 ,又包括社会的需要。人的需要具有

不同的层次 ,马斯洛提出的人的需要层次理论 ,已经成为现代管理理论 、现代心理学 、行为科学等学科的

一个重要理论基础。我们要对人的需要进行具体的分析 ,创造条件逐步满足人的需要。

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看 ,我们既要重视人的物质需要 ,更要重视人的精神需要 。现代社会中 ,人的

精神需要不断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日益提高 ,但人们的精神生活水平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提

高 ,许多人在享受富足的物质生活时 ,也饱受精神空虚的折磨 。嬉皮士 、雅皮士以及一些生活颓废的人

就反映出人的精神需要没有得到很好的满足 。现代社会中的白领人士也是一样 ,他们既要承受工作中

的巨大压力 ,也要承受人际交往中的隔膜。因此 ,在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 ,他们在精神上便会产生深深

的孤独感和焦虑感。所以 ,人是有精神需要的 。人有沟通交流情感的需要 ,人一旦感到郁闷就要及时加

以排遣 ,一旦感到压抑就要及时加以宣泄 ,一旦感到痛苦就要及时向他人倾诉。现代社会为什么善于倾

听别人倾诉的人更能成为人的朋友 ,就是因为人有诉说自己心理感受的需要 ,心理咨询在很大程度上也

就是为了满足人的这种需要。人的精神需要是多方面的 ,它包括理论的需要 、道德的需要 、情感的需要 、

意志的需要 、友谊的需要 、交流的需要等方面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发展的理论非常深刻。马克思说 ,

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作为一个社会的人 ,必然要通过社会中的相互交往

才能存在 ,只有在一定社会关系和相互交往中人才能真正获得发展 。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直接或间接

和他交往的其他人的发展 。人有交往和交流的需要 ,这是不同于人的物质需要的一种需要 ,通过交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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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 ,人增进了相互之间的理解与感情 ,结交了新的朋友 ,建立了新的友谊 ,培养了团队精神 ,提高了自

身的能力 ,从而能够更好地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

人类现在的精神需要比过去的精神需要更加强烈 ,将来的精神需要必将比现在的精神需要更加高

级。因为随着现代生产力的不断发展 ,人们用于物质生产的时间逐步减少 ,而人们的休闲时间变得越来

越多 。在人民群众的物质需要逐步得到满足的情况下 ,就必须开展丰富多彩的各项文化活动 ,以充实人

们的精神生活 ,更好地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满足和实现人的精神需要 ,就是满足和实现人的精神利益

的过程 ,我们争取更好的受教育条件 、创造人与人之间更好的交往环境 、形成良好的文化环境等 ,都属于

人的精神需要和精神利益 。我们建设和谐文化的重要目的之一 ,也就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

文化需要 。早在建国之初 ,毛泽东就提出要大力繁荣社会主义文化 ,现在 ,胡锦涛提出要兴起社会主义

文化建设的新高潮 ,这是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的需要 ,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 。

因此 ,我们要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和生产力发展的水平 ,来不断研究人们新的需要 ,了解人们的物

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新发展 ,不断采取有效措施来满足人的新的需要 ,这是社会发展所提出的一个重要

任务 ,也是时代提出的一个重大课题。我们要把人看作价值主体 ,千方百计地满足人的需要。社会实践

活动一定要始终以人作为价值主体 ,这才符合人的本质 ,符合生产的本质 ,符合一切实践活动的本质。

实践本身就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开展的 ,实践最终还是要回归于人。主体实践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主

体自身的需要 ,实现主体的利益 ,提高主体的生活质量 ,包括物质生活质量和精神生活质量。

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教育人们认识和实现自身的利益 。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着重

提高人的认识 ,提高人的思想政治素质 ,还要引导人们认识和实现自己的利益 ,提高人们的觉悟 ,调动人

们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 ,推动社会实践活动 ,最终实现人们自己的利益 。马克思曾说:“`思想' 一

旦离开`利益'就会使自己出丑”[ 4](第 103 页),因此 ,思想政治教育说到底就是要教育人们认识自己的利

益 ,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奋斗 。毛泽东曾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 ,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

益 ,并且团结起来 ,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奋斗 。”[ 5](第 1318 页)思想政治教育最终必须和人们的利益挂

钩 ,必须为群众实现自身利益而起到动员 、组织和推动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

导 ,把人看作价值主体 ,千方百计地领导 、组织 、动员人民群众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奋斗 ,唯有如此 ,才能

充分体现出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如果仅仅停留在上层建筑领域 ,停留在主观世界的改造 ,不进入客观

世界的改造 ,不最终落脚到人的利益的实现上 ,那么思想政治教育就会流于形式 ,陷于空谈 ,趋于淡化。

这也是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应当注意的一个最根本的方面。

三 、马克思主义主体性理论的社会维度

马克思主义主体性理论的社会维度就是从社会的角度理解马克思主义主体性理论。马克思主义不

仅仅是从个体角度讲主体 ,更重要的是从社会角度谈主体。人是社会的人 ,社会是社会成员组成的生活

共同体。人不仅体现为个体主体 ,更体现为社会成员共同组成的社会主体 ,体现为人民群众。如果说马

克思主义主体性理论的实践维度揭示的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 ,价值维度揭示的是需要和满足的关系 ,那

么 ,社会维度揭示的则主要是一定社会条件下个人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 。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是社会历史的主体 。毛泽东明确指出 , “人民 ,只有人

民 ,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 [ 6](第 1031 页)按照马克思主义主体性理论 ,个人的作用离不开社会的作

用 ,个人创造历史是离不开他人 、离不开人民群众的。个人是生活在社会当中 、生活在一定社会关系中

的 ,个人必须同他人合作 ,依靠人民群众 ,才能有效地推进社会实践活动 ,促进历史的发展 。唯心史观强

调个人英雄主义和领袖人物创造历史 ,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领袖人物只有反映历史发展的趋势和人民

群众的需要 ,才能发挥应有的历史作用 ,获得应有的历史地位。所以 ,我们不仅要注重个人的主体性 ,更

要注重人民群众的主体性 。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 ,人民群众对历史的创造 、变革和发展始终起着

决定性的作用。我们不否认领袖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但是真正领袖人物的作用一定是在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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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程度上反映了群众的需要和利益 ,反映了时代发展的需要 。伟人之所以伟大 ,在于他说出了人民群众

的需要 ,说出了时代的需要 ,能够引领人民群众去实现这种需要。如果脱离了一定时代人民群众的需

要 ,违背了人民群众的意愿 ,离开了人民群众 ,任何领袖人物都将一事无成 ,更不可能发挥任何历史作

用。从这个角度讲 ,始终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始终依靠人民群众的主体力量 ,充分发挥人民群众

的主体作用 ,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是马克思主义主体性理论的基点 。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的实践主体 。社会实践是人民群众运用一定的思想理论作指导改

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马克思指出 , “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 ,为了实现思想 ,就需要有实践力量

的人 。”
[ 4]
(第 152 页)正是由于人的活动 ,才使思想变成现实 。人是实践的主体 ,所以历史不是由思想创

造的 ,而是由人创造的 ,但是人的活动是由人的思想来指导的 ,思想只有变为人的思想 ,理论只有掌握群

众 ,才能变成物质力量 ,才能真正创造历史。人民群众是使用实践力量的社会主体 ,是一切社会实践尤

其是生产实践的主体力量 。离开了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尤其是生产实践活动 ,任何社会都难以存在和

发展 。恩格斯曾经指出 , “无论不从事生产的社会上层发生什么变化 ,没有一个生产者阶级 ,社会就不能

生存 。”[ 7](第 315 页)没有从事社会生产的阶级 ,一切物质产品都不可能创造 ,衣食住行等一切基本的物

质需要也不可能得到满足 ,社会一天都无法存在 、发展下去。马克思指出 , “在一切生产工具中 ,最强大

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 。”
[ 1]
(第 194 页)就是说在生产力中 ,人的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从生产

力的构成而言 ,有劳动者 、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实际上 ,劳动工具是靠人来研究 、制造和使用的 ,劳动

对象是人运用工具加以改造的 ,改造对象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 ,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新的生

产力 ,人在生产力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人在生产力中的决定性作用充分表现了人在生产实践中的主体

性 ,凸显和确证了人的主体性 ,凸显和确证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 。社会实践的主体是人民群众 ,

所以 ,必须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主体作用 ,激发人民群众中蕴藏的积极

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 。这就需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用正确的思想和理论掌握群众。列宁曾经指出 ,“一

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 。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 ,能判断一切 ,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 ,国家才

有力量。”
[ 8]
(第 347 页)即人民群众只有认识到应该怎么去做 ,形成高度自觉性的时候 ,国家才能获得空

前的力量 ,才能够万众一心地推动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社会主义事业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事

业 ,只有通过思想政治教育 ,启发群众的觉悟 ,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 ,才能把精神力量转

化成巨大的物质力量 ,推动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活动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的价值主体 。人民群众不仅是社会的实践主体 ,更是社会的价值

主体 。社会的价值主体也就是社会的利益主体。人民群众具有自身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 ,具有自身

的根本利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 ,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是尊重

和实现人民群众社会价值主体地位的根本要求。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理论强调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和需

要出发 ,一切为了人民 ,一切服务于人民 ,把人民群众看作是我们实践活动的最高目的 ,始终以能否最终

满足和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检验无产阶级政党的各项活动的标准 。社会主义生产的基本目的

就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 ,把人民群众作为社会生活的价值主体 ,将社会生产实

践与群众自身最大的幸福 、需要的满足 、利益的实现结合起来 ,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和生活质

量。我们党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和建设任务 ,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

益 ,满足人民群众的根本需要 ,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因此 ,在新形势下 ,要更加重视维护和

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主体和价值主体的统一。江泽民指出:“人民群众是先进生产

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主体 ,也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根本力量。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 ,归根结底

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 ,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 9]
(第 1 版)前

者是从实践主体讲的 ,后者是从价值主体讲的 。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是党领导人民群众 ,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 ,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 ,不断创造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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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根本目的之所在 。江泽民还指出:“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

体地位的一致性 。”
[ 9]
(第 1 版)这就深刻揭示了人民群众是历史主体的深刻内涵:人民群众既是创造先进

生产力和先进文化 、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 ,又是实现自身根本利益的主体。也就是说 ,人民群众既

是社会实践的主体 ,也是社会利益的主体 ,即社会价值的主体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人民群众通过社会

实践创造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 ,归根到底 ,都是为了通过社会实践满足自己的物质文化需要 ,实现自

己的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 。因此 ,人民群众是实践主体与价值主体的统一 。

人民群众只有发挥主体的作用 ,既创造和推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 ,又实现主体的利益和

价值 ,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和利益需要 ,才能体现 、加强和提升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

而要真正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 ,实现人民群众的主体价值 ,巩固和加强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就要

始终注意增强人民群众的主体性 ,把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发展他们的劳动技

能和创造才能 ,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 、主动性 、创造性 ,作为发展先进生产力的第一要务 ,把实现人民

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根本目的 。在这方面 ,要教育人民群众主动维护好自己的基本权利 ,

认识自己的利益 ,维护自己的利益 ,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奋斗 。这就必须处理好个人与群众的关系 ,既

然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 ,只有依靠人民群众才能创造历史 ,只有服务人民群众才能实现人民群众

的根本利益和价值 ,我们就必须始终着眼于巩固 、维护和增强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更好地依靠人民群

众 ,不断增强以团队精神为核心的群体凝聚力和以民族精神为核心的民族凝聚力 ,使每一个社会成员融

入到集体和社会之中 ,把个人力量融入到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中去 ,把个人智慧融入到人民群众的集体

智慧中去 ,把个人利益融入到人民群众的集体利益中去 ,在为集体利益奋斗的过程中既注重发挥个体的

智慧和才能 ,又注重汇聚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 ,形成社会合力 ,更好地为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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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arx ist theory of subjectivi ty is an impo rtant subject o f Marx ism.If w e w ant to

immerge further into Ma rxist theory of subjectivi ty , the key is to grasp i ts dimensions of practice ,

value and socie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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