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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宣言》中美好生活观及其中国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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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生活异化状况的考察，

从维持人类生存的自然属性、保障人类社会属性的健康发展、建立在生存且发展基础上的自由人联合

体三重维度出发，建构起美好生活的内涵。区别于纯粹的理论建构，《共产党宣言》同时为实现美好

生活提供了实践路径，即消灭私有制，挖掉剥削制度存在的经济根基；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实现人的主体意识的自觉；发挥无产阶级主体力量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先锋作用。立足新时代，中国共

产党守正创新，通过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与保护自然生产力并举、繁荣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力量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量，积极践行与发展《共产党宣言》中美好生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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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rough the difference of the proletarian life in capitalist society, Marx and Engels develop a 
conception of a better life in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from three dimensions: maintaining the natural attributes 
of human existence, ensur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al attributes, and building a communist 
society on the basis of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Different from pur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also provides a practical path to achieve a better life which is to eliminate private ownership and root 
out the economic foundation of the exploitation system, to make a complete break with traditional concepts for 
the awakening of self-awareness, and to bring the guiding and vanguard role of the proletariat into full play. In the 
new era,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upholds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breaks new ground. The concept of a 
better life in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has been put into practice and well developed by liberating and developing 
social productive forces and protecting natural productive forces, prospering and developing socialist culture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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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生活作为一种理想生活追求，早在轴心时

代就已初露端倪，孔子的《论语》及柏拉图的《理

想国》中不乏对美好生活样态的表述。进入近代，

空想社会主义者更是对未来美好生活做出各种设

计，但诉诸“应然”层面的乌托邦式“美好生活”

终究是纸上谈兵，无法解救现实中受苦的普罗大

众。1848 年《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

发表，作为一篇战斗檄文，它在对此岸世界的批

判中为人民解决当前社会问题、实现美好生活找

到了实践路径，自此美好生活不再是纯粹的理论

设想。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国社会发展

的奋斗目标，“美好生活”随即由生活话语转变

为政治话语，成为推进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重大课题。“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源泉”，《宣

言》中关于未来美好生活的建构为新时代建设美

好生活提供了源头活水。

一、《宣言》中美好生活观的内涵建构

在《宣言》乃至众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

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直接使用“美好生活”这

一概念，但是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旨归还是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批判，最

终落脚点皆是为了实现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

因此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主

义此岸世界的无情批判中，客观阐述了实现美好

生活应该具备的条件。

（一）维持人类生存的自然属性是美好生活的

前提条件

美好生活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但必须明晰“维

持生活”是其首要前提。自人类诞生以来，一直

持续不断进行着的必然是维持自身生命存在的历

史活动。马克思曾对“生活”的基础性地位做出

阐述，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

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

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

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

恩格斯同样指出这样一个简单事实，即人类必须

首先满足吃穿住行等基本生活，才能展开各种上

层建构。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考察了

无产阶级的生活地位、生活资料、生活状况等，

揭露了在资产阶级竭力粉饰的“美好生活”下存

在着这样一种生活状态，即现代的工人“并不是

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越来越降到本阶级

的生存条件以下。”[2]39 在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下，

工人尽管从事无休止的劳动，却逐步接近赤贫，

直至陷入无法维持基本生存的境地，更不用说实

现“美好生活”了，因此美好生活的实现并非一

步到位、一蹴而就，而是建立在正常生存基础之

上的，而为了维持生存乃至进入美好生活阶段，

必然离不开物质生活资料。

在维持生活的基础上追求美好生活离不开丰

富物质资料的支撑。与马克思、恩格斯在其他经

典著作中对资产阶级的强烈批判态度不同，在《宣

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唯物辩证地看待资产阶级

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强调在资产阶级统治

下出现了过去一切世代不可匹敌的生产力，为人

类美好生活提供了历史条件、历史基础。一方面，

资产阶级在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过

程中促进了生产力极大飞跃，客观上满足了资产

阶级自身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同时巩固了自

己的政治统治地位，为人类由资本主义社会向社

会主义社会过渡提供了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宣

言》揭露了资产阶级创造的巨大的财富仅仅用于

满足自身对穷奢极欲生活的向往，并且通过剩余

价值的掠夺，剥夺了无产阶级走向美好生活的物

质基础，使无产阶级陷入了赤贫。为了赢得阶级

利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必然展开斗争，当无

产阶级取得斗争的胜利后，将占有资产阶级财富，

因而，资产阶级创造的物质财富一定程度为无产

阶级实现美好生活创造了历史基础。总之，马克思、

恩格斯在《宣言》中通过对资产阶级创造巨大生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giving play to the main strength of the people and to the leading forc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Keywords：The Communist Manifesto; the good life; Chinese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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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力而带来“资产阶级狭隘的美好生活”以及无

产阶级丧失物质资料以致赤贫状况的正反对比，

鲜明论证了丰富的物质生活资料在美好生活建构

中的基础性作用。

（二）保障人类社会属性的健康发展是美好生

活的应有之义

丰富的物质资料为人类追求美好生活提供了

基石，但是对美好生活的阐释如果只停留于物质

层面，将和资产阶级金钱至上的生活观毫无差异。

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以历史唯物主义

的视角，揭露资本家对无产者的剥削、压制，建

构了维持生存基础上的促进人类社会属性健康发

展的美好生活。人的社会属性是人在后天的社会

生活过程中形成的，是人与他物相区别的独特属

性。人的社会属性的全面展开必然会促使其追求

更理性的认知、更丰富的精神享受、更公正的社

会环境等高品质的美好生活，主要表现为以下几

个相互贯通的方面：

其一，实现无产阶级自我意识的觉醒。在《宣

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陷入资

产阶级蛊惑之中，丧失了意识的独立性，迷失在

资产阶级“虚幻的美好生活”的欺骗之中。“马

克思、恩格斯以阶级分析方法，批判了资产阶级

美好生活观的阶级局限性。”[3] 资产阶级为了维护

自己的统治地位，通过各种宣传工具向无产阶级

灌输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将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自

由”“正义”视为永恒真理，诱骗无产者为这一“虚

幻的美好生活”出卖劳动力。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

自由是少数人即资产阶级的自由，无产阶级连填

饱肚子的自由都不曾实现，谈何真正的“自由”，

因此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由是形式上的自由，实质

却是更深层的不自由。在对资本主义虚假自由的

揭露与批判中，马克思、恩格斯帮助人们看清资

本家的真面目，不再受其“虚假美好生活”的蛊惑，

转而以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认识美好

生活、创造美好生活，驳斥少数人的美好生活观，

代之以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真正意义上的美好生

活观。

其二，世界市场的开辟促使民族历史变成世

界历史，“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为公共财产”，

为精神生活的丰富多样性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

资产阶级对物的痴迷以及对人性的漠视导致生活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民精神生活不美好。资产

阶级对物质财富的贪婪内在地决定了资本主义社

会是“金钱社会”，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获得

金钱的工具，人丧失了人的社会属性。在《宣言》

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把社会关系“变

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辛辣地批判了资产阶级

对人类精神的束缚与压迫、对人类尊严的践踏与

侵害。对于资产阶级而言，资产阶级的逐利本性

促使其挖空心思寻求资本增殖的有效途径，同时

因同行竞争、阶级斗争等因素陷入精神焦虑之中。

对于中产阶级而言，包括医生、律师等在内的专

业技术人员不再是受人尊敬的社会成员，而沦为

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人的尊严、荣誉等都被

金钱衡量。对于无产阶级而言，无产阶级为了维

持其生命，日夜从事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的劳

动，既无法自由支配时间，也没有时间和金钱丰

富自身精神世界。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各阶级精

神不幸福的揭露与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实则论

证了精神生活的愉悦对人类发展的重要意义。

其三，拥有稳定公正的社会环境。马克思、

恩格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一大特色即在批判

旧世界中建构新世界。在《宣言》中马克思、恩

格斯一方面揭露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

生活在不稳定、缺乏安全感的社会环境中。被剥

夺生产资料的无产阶级必须出卖劳动力以获得生

存资料，更为悲惨的是只有当无产阶级为资产阶

级增殖资本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并且受市场的

波动、机器的迅速改良升级、同行间竞争产生的

相对过剩人口等因素综合影响，工人的工作职位、

休息时间在不断挤压，工人随时遭受失业的风险，

生活越来越没有保障，不稳定、不安定成为生活

的常态。同时，能找到工作、拿到工资并非靠近

了美好生活，因为此阶段的剥削告一段落后，房东、

店主等另一部分人接续向无产阶级扑来进行新的

剥削。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不劳而

获与无产者劳而不获的社会现实违背了客观真理，

生活在不公正社会环境下的人民根本无法实现美

好生活。为此，马克思、恩格斯在理性尺度和价

值尺度的双重维度下，建构“自由人联合体”的

美好生活。

（三）自由人联合体是美好生活的最高样态

在物质生活资料极大丰富、精神生活充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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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将进入这样

一种美好生活，“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

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51，即“自由人联合体”。

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建构，不仅体

现了未来美好生活是属于每个独立个体的美好生

活，更包含了每个个体组成的全人类的美好生活，

其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即与每个个人息

息相关，又体现了崇高性，即为整个人类谋幸福。

自由人联合体中的美好生活是每个人共享的

美好生活，实现了人与人的和谐统一，美好生活

获得了更为持久的发展动力。一方面，其实现了

全体人民的美好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之前的传

统社会中，社会的发展进步以牺牲大部人的发展

为代价，只有占社会少数的统治阶级才能享受到

社会发展成果。在马克思、恩格斯建构的未来美

好生活中，产生剥削的经济根源即私有制已经铲

除，共产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使得每个人同等占有

生产资料，克服了以往无产阶级为谋求生产资料

而陷入异化的非人状态，人们不再因为单纯的分

工而从事劳作，相反，按照个人意愿选择今天干

这事、明天干那事，个人兴趣获得极大满足，实

践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使精神世界愈加丰盈。同时，

剥削他人的资产阶级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已不复存

在，此时的这一部分人克服了以往物质世界充实

与精神世界匮乏的矛盾境地，他们再也不用挖空

心思谋划如何剥削他人的剩余价值，再也不用担

心如何应对频发的经济危机，在摆脱糟糕的精神

生活后同样实现了真正的美好生活。另一方面，

个人的美好生活和他人的美好生活互为条件。马

克思之前的思想家或政治家们强调的美好生活，

主要指个人或某一阶级的美好生活，是将少数人

的美好生活建立在多数人不幸福的生活之上，因

此人与人之间是对立、疏离的状态。进入共产主

义社会后，个人的发展与他人的发展互为条件，

人与人之间构成了整体性关系，因而实现个人发

展与他人发展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二、《宣言》中实现美好生活的路径擘画

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在对资

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建构了美好生活的应然状态，

同时为实现美好生活指明了实践路径：一方面从

剥夺者那里剥夺来的物质文明以及不断发展的精

神文明为美好生活的实现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为实现可能性

向现实性转化提供力量保障。

（一）消灭私有制，挖掉剥削制度存在的经济

根基

《宣言》作为一篇向资产阶级发起挑战的战

斗檄文，它毫无避讳地宣扬自己的观点，指出“共

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

有制”[2]42。消灭私有制不仅是共产党人革命斗争

的重要内容，也是获得美好生活的物质基础的有

效手段。如前所述，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了

资产阶级对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但其生产力

的发展建立在对无产阶级的剥削之上，造成剥削

的根源就在于私有制，因此消灭私有制，使全体

人民占有生产资料，进而获得维持生活的来源，

是实现美好生活的首要保障。

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充分阐述了

消灭私有制的必要性。一方面，只要存在私有制，

占有生产资料的少数人就会实行对另一部分人的

剥削，大多数人就无法公平占有社会产品，美好

生活必然无法获得物质支持。在人类历史上，剥

削阶级存在已久，建立在机器大工业生产基础上

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更胜一筹”，被剥削者

的被动地位使其一步步沦为除了自身劳动力以外

没有任何生产资料的阶级，马克思、恩格斯明确

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制是私有制诞生以来

人类剥削制度“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形式”。

为此，必须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创造有利于实

现人民美好生活的制度根基，将生产资料归还于

全体劳动成员。另一方面，消灭私有制不仅是保

障无产阶级获取生存资料的必要条件，更是由生

产力本身发展状况所决定的未来方向。在人类文

明进程中，所有制不是亘古不变的，消灭阻碍生

产力发展的旧所有制，代之以新的符合生产力发

展要求的所有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资

本主义社会创造了庞大社会物质财富，但陷入赤

贫的无产阶级却没有消费的资本和能力，于是一

边是生产过剩的牛奶倒入废水沟，一边是无产阶

级的饥寒交迫。这种现实矛盾不仅带来资产阶级

与无产阶级的阶级对立，也带来频繁的经济危机，

严重阻碍了生产力发展，阻碍美好生活的到来。

为此，马克思、恩格斯将消灭私有制作为无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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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的重大历史使命，强调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

必须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将资本变为社会

成员公平享受的社会资本。

（二）同传统观念彻底决裂，实现人的主体意

识的自觉

人类追求的美好生活具有多层次的丰富内容，

因此在废除私有制、夺取生存资料的同时，谋取

精神上的自由，实现人的主体意识的自觉同样重

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以及作为观念的社会

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决定了剥削阶级腐朽思想会影

响人的主体性的发挥，阻碍人民实现美好生活。

因此通过宣传教育的方式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

底的决裂，以增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是马

克思、恩格斯为实现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提供的

又一有效举措。

《宣言》阐明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直至灭亡

的普遍规律并揭露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真实面目，

破除虚假美好生活的蛊惑。通过对人类社会发展

历史的阐述，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社会基本矛

盾运动促使共产主义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社会，这

是不以人的意志为改变的历史大势，资本家鼓吹

的“资本主义是完美的社会制度”“自由”“民主”

等“永恒真理”是不存在的。现实中，广大人民

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获得资本家宣扬的带有迷

惑性、欺骗性的美好生活，无产阶级自始至终是

他们获得利益的工具。此外，马克思、恩格斯对

形形色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了批判。简单来

说，就是反动的社会主义利用无产阶级企图“开

历史倒车”，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通过

麻痹无产阶级达到改良资本主义的目的，批判的

空想的社会主义则因找不到革命依靠阶级而沦为

空想。尽管对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批判不是“同

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主要内容，但

是同样有利于帮助无产阶级认清各式各样“社会

主义”的真面目，并在批判中推动无产阶级意识

形态的发展，促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传播。总之，

马克思、恩格斯揭露资本主义和各种社会主义流

派虚假性、片面性的过程为无产阶级认识历史、

认清未来提供了基本原理，无产阶级因此逐渐认

清社会发展规律，开始自觉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实

现美好生活的科学理论。

《宣言》驳斥资产阶级的攻击和污蔑，增强

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面对资产阶级关于“消

灭一切教育”的污蔑，马克思、恩格斯揭露了资

产阶级教育的狭隘性——或为了培养资产阶级的

奴仆，充当统治阶级喉舌；或为了培养熟练的“机

器”，服务于资本增值。面对资产阶级关于“消

灭家庭”的责难，马克思、恩格斯揭露了资本主

义社会下纯粹金钱的家庭关系，资产阶级不仅将

妇女看成生育工具，同时将无产阶级家庭中的子

女变成劳动工具，真正意义上的家庭早已不复存

在。面对资产阶级关于“取消祖国、取消民族”

的责备，马克思、恩格斯直言资产阶级统治下的

“祖国”不过是剥削无产阶级的工具，工人在这

个国家中毫无地位可言，在这一层面上，没有“祖

国”的工人谈何“消灭祖国”。在回击资产阶级

责难的同时，《宣言》建构了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强调通过无产阶级教育，激发无产阶级革命意志；

通过打破私有制，建立人人平等的和谐美好家庭；

通过世界上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建立“自由人

联合体”的美好社会等。在这一过程中，无产阶

级实现了觉醒，实现了主体意识的自觉。

（三）发挥无产阶级主体力量和无产阶级政党

的先锋作用

追求美好生活是人类的普遍诉求，因此在马克

思之前无数名人志士都在探索美好生活的实现路

径，他们或试图构建纯粹观念中抽象的美好生活，

或寄希望于天才人物改变现存世界，但世界观上

的缺陷决定了他们无法找到实现美好生活的路径。

马克思、恩格斯则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分析实现美

好生活的路径，找到了变革旧世界，建设新世界

的革命力量，即无产阶级和共产党。

《宣言》论述了无产阶级的先进性、革命性、

纪律性，指出无产阶级是最能担负起伟大历史使

命的阶级，是实现美好生活的主力军。如上文所

述，在资本主义统治下，无产阶级既因缺乏物质

资料而陷入赤贫的生存困境，又因资本家各种奴

役遭受精神折磨，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束缚使其如

行尸走肉一般生活。尽管他们试图作出改变，但

自身物质和精神双重贫困的现实以及社会上各类

否定的声音使其陷入了更深的迷惘。与资产阶级

认为无产阶级是社会的附庸、空想社会主义无视

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不同，马克思、恩格斯以历

史唯物主义方法分析无产阶级所处境地，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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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身上蕴藏着的巨大革命力量。《宣言》中，

马克思、恩格斯肯定无产阶级的先进性，指出他

们不再是像货物一样的商品，而是最先进最革命

的阶级，使无产阶级充分意识到自身的独特价值，

激发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精神。同时，马克思、

恩格斯深谙无产阶级所处的悲惨境地，认为无产

阶级除了拥有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其革命斗争

意愿最为强烈。此外，社会化大生产下严格的管

理制度和规范的操作规则培养出来的无产阶级极

具组织性、纪律性，他们一旦得到科学的武器，

必将迅速集合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在解放自

身的同时实现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历史使命。

无产阶级作为资产阶级锻造出来的运用武器

的人，早已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

台，却为何多次惨遭资产阶级镇压，最终以失败

告终？通过对革命失败教训的反思，马克思、恩

格斯认为亟需建立一个由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无

产阶级政党，发挥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

的先锋领导作用。一方面，共产党代表整个无产

阶级利益，是实现无产阶级解放及全人类解放的

可靠力量。《宣言》强调，为了夺取革命胜利，

无产阶级只有组成政党，才能迅速开展斗争，因

此建立众多工人政党是革命必须的，而共产党是

其中一员，“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

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

利益不同的利益”[2]44。另一方面，在《宣言》中，

马克思、恩格斯重点阐述了共产党和其他工人政

党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先进性。共产党了解无产阶

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共产党人在斗

争中有自己的策略，他们既为了最低纲领的实现

团结可团结的阶级，并号召各国无产阶级以联合

行动反对共同敌人，也为了最高纲领的实现坚守

原则底线，绝不因眼前利益而损害无产阶级长远

利益。此外，共产党人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在

实践基础上制定策略、预见未来，指导无产阶级

革命沿着正确路线前行，最终实现自由人联合体

的美好生活。

三、践行《宣言》中美好生活观的中国

实践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自觉以马克思、恩格斯

对美好生活的理解为指导，致力于满足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但美好生活的实现不是一蹴

而就的，而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新时代，基

于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对美好生活的建

构以及我国发展的具体国情，践行《宣言》中的

美好生活观有着更为具体的实践路径。

（一）解放社会生产力与保护自然生产力并

举，为美好生活创造物质基础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社会生

产力，是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要的关键。我国在

改革开放中创造了巨大物质财富，但毋庸置疑，

共产主义社会应有的生产力水平与我国当前生产

力发展水平仍然存在一定落差，同时只有彻底解

决人们对物的依赖性问题才能真正过上美好生活，

因此习近平指出“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

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

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4]。为

此，面对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客观现状，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守正与创新相

结合，推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

建筑相适应。一方面，坚持原有的经济建设基本

经验不变。在改革进入攻坚期、深水区之际，充

分肯定改革对于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作用，继续通

过全面深化改革激发各类生产要素活力；继续毫

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

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继续深化市场经

济体制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另一方面，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观点和政策

举措适时而变。鉴于国内外经济发展条件的改变，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

断，并据此提出新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等一系列经济建设的方

针举措，对经济发展方式实行深入变革，破除阻

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这

些守正创新的经济建设措施，提升了我国经济发

展水平，释放了更多生产力。

马克思主义坚持自然是人的无机身体，是生

产力的组成部分，然而受制于认识水平及发展生

产力的需要，长期以来自然处于被人类支配、剥

夺的地位，以致人们在掠夺自然资源换取巨大财

富的同时造成自然生产力的巨大破坏。进入新时

代，在新的发展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包括对美丽生态环境的需要成为社会主要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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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的反映，发展仍是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保

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

力。”[5] 综合考虑资本主义实现现代化带来的恶果、

对我国以往粗放式发展带来生态系统破坏的反思

以及社会主义必须发展生产力的要求等各种因素，

习近平总书记开拓创新，将生态文明建设置于突

出位置，强调在生产生活中坚持绿色发展，以实

现发展经济与保护生产力的和谐统一。事实证明，

在实施生态文明建设工程中，自然环境得到极大

改善，绿水青山既带来了金山银山也满足了人民

对优质环境的要求。当前将保护自然环境与保护

生产力统筹结合的举措，无疑实现了对资本主义

发展方式的超越，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二）繁荣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

美好生活提供强大精神支撑

美好生活离不开物质基础，但如果止步于物

质层面的满足其将沦为低层次、庸俗化的生活，

因此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他们的继承者，

无不肯定精神文化对于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价值。

中国梦作为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阶段性表

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国梦，是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比翼双飞的发展过程”[6]5。中共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

最伟大的梦想，提出新发展理念，为人民美好生

活的获得提供高质量物质支撑，同时繁荣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人民美好生活的获得

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

其一，要坚守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

导地位。当前信息化的深入发展为世界各国人民

追求丰富精神生活提供了难得历史机遇，但资本

主义国家同样伺机在网络空间进行价值渗透，诸

如“普世价值”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日益侵蚀人

民思想，甚至导致部分党员干部动摇马克思主义

信仰，继而站到了人民群众的对立面，放弃了为

人民美好生活而奋斗的初心使命。新时代，中共

中央将意识形态工作作为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来

抓，并且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要求党员干

部强化责任担当，始终恪守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

落实各级党委对意识形态工作的主体责任，将意

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为

党带领人民群众实现美好生活夯实思想之基。

其二，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深入发展，在带来巨大物

质财富和开放多元的思想的同时，也滋生了拜金

主义、自由主义等错误思想，致使部分人民群众

将物质财富的多寡视为衡量美好生活的唯一标准，

为了一己之利枉顾整体利益，过分崇尚“自由”

而毫无社会责任感，对何谓美好生活、如何实现

美好生活出现认知偏差。中共十八大以来，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政治生活、日常

生活的重要内容。这一价值观涵盖社会发展的各

层面，为国家建设指明了方向，为社会发展提供

了价值指引，为公民的行为提供了价值准则，广

泛凝聚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共识，激励人民朝

着共同的美好生活奋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

对古今中外优秀思想的继承，同时更是对中国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理论凝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

言，“我们倡导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

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古圣先贤的思想，

体现了仁人志士的夙愿，体现了革命先烈的理想，

也寄托着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6]119 在习

近平总书记对文化强国建设的指导下，我国精神

文化建设取得了全局性、根本性的转变，为新时

代人民实现美好生活提供了坚强的思想保障和强

大的精神力量。

（三）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力量和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力量，为美好生活提供力量源泉

美好生活不是一个抽象概念，不是响亮的口

号，而是人在现实世界中通过实践活动可以获得

的真实生活状态，其是属于人民群众的、由人民

群众亲手创造的。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继承并发扬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地位，在社会

发展中充分尊重人民意愿、发挥人民首创精神。

在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既

强调以人民群众的需要定义美好生活，同时倡导

共建美好生活，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美好生活建

构中的主体作用。一方面，美好生活是相对于人

民而言的，不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谈论美好生活，

那就不是“美好生活”，因此必须立足人民群众

的需要。当前，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包括优质

的教育、优美的生态等，这些丰富了美好生活的内

涵，也为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另

一方面，美好生活不是思维的产物，（下转第 23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