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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 “自由”与 “自由”何为＊

———社会主义自由的内涵释义

乔　瑞

【提　要】社会主义自由是自由理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自由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理

论问题，而是一个重 大 的 实 践 问 题。马 克 思 主 义 自 由 思 想 以 实 践 为 逻 辑 起 点 和 建 构 原 则，
规划了一条与西方自由主义完全不同的研究路向，其核心在于从现实的革命的批判中确立

自由。社会主义自由是马克思主义自由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它在坚持历史与现实的逻辑基

础上，将工具自由和目的自由、形式自由和实质自由、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辩证地统一于

社会主义实践之中，彰显了社会主义自由思想的独特内涵和价值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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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 代 以 来 西 方 自 由 主 义 几 乎 垄 断 了 自 由 的

解释权，深刻 影 响 着 人 们 对 自 由 的 理 解。今 天

中国所需 要 的 自 由 不 是 绑 架 在 西 方 自 由 主 义 逻

辑框架之 内 的 自 由，而 是 在 继 承 马 克 思 主 义 自

由思想的 基 础 上，把 历 史 唯 物 主 义 贯 彻 落 实 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的自由。

一、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关于自由的理解　　　　

　　 “自 由 主 义 是 现 当 代 西 方 社 会 的 主 流 政 治

思想和公共 意 识……自 由 主 义 是 一 种 基 本 的 政

治观念和信 念，一 种 哲 学 和 社 会 运 动，也 是 一

种社会体制建构和政策取向。”①自由主义所主张

的自由并 不 是 人 们 直 观 理 解 的 无 所 顾 忌、不 受

限制的行 为 选 择。自 由 主 义 的 思 想 源 远 流 长，
流派众多，虽 然 几 经 调 整，但 在 其 历 史 演 进 过

程中，捍 卫 个 人 主 义、保 护 私 有 财 产、维 护 资

本主义 秩 序 是 自 由 主 义 一 以 贯 之 的 根 本 立 场。
它的核心命题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下，
在人的社 会 性 和 个 体 性 互 动 关 系 中，如 何 实 现

个人权利和利益的最大化。
马克思主 义 规 划 了 一 条 与 西 方 自 由 主 义 完

全不同的 研 究 路 向，且 从 整 体 上 塑 造 了 马 克 思

主义自由 思 想 的 基 本 品 格，即 通 过 现 实 社 会 关

系的否定 性 实 践 来 确 立 人 的 自 由。本 文 从 以 下

三个维度来概括和阐发马克思主义自由思想。
一是关于自由的哲学内涵。与自由主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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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局限于 社 会 政 治 领 域 的 论 述 不 同，从 哲 学 角

度切入自 由 的 论 述 是 马 克 思 主 义 经 典 作 家 对 自

由思想的 独 特 贡 献。马 克 思 自 由 思 想 的 雏 形 和

源头可以 追 溯 到 他 的 博 士 论 文，他 认 为 伊 壁 鸠

鲁原 子 偏 斜 直 线 运 动 是 “打 破 了 ‘命 运 的 束

缚’”的反抗和斗争，其中蕴含着的自由是对既

有秩序、对必然性的 克 服。在 《反 杜 林 论》中，

恩格斯 在 黑 格 尔 基 础 上 给 出 了 “自 由”较 为 明

确的定义：“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

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① “自由不

在于在幻 想 中 摆 脱 自 然 规 律 而 独 立，而 在 于 认

识这些规 律，从 而 能 够 有 计 划 地 使 自 然 规 律 为

一定的目的服务。”② 概括起来就是，“自由是对

必然性的认识”。毛泽东更 进 一 步 提 出， “自 由

是必然 的 认 识 和 世 界 的 改 造———这 是 马 克 思 主

义的命 题。”③ 因 此 在 马 克 思 主 义 理 论 中，自 由

不仅是一 种 认 识 能 力，而 且 是 一 种 行 动 能 力，

一种实践的能力。

二是关 于 自 由 的 实 现 途 径。马 克 思 主 义 经

典作家对 自 由 的 理 解，并 未 止 步 于 非 经 验 的、

非对象的 主 观 思 辨，而 是 通 过 对 象 化 的 实 践 活

动寻找自由的存在样态。在马克思看来，“非对

象性的存在 物 是 一 种 非 现 实 的，非 感 性 的，只

是思想上 的 即 只 是 想 象 出 来 的 存 在 物，是 抽 象

的东西”，④ 真 实 的 自 由 只 有 在 现 实 的 对 象 性 的

社会实践 中 才 能 呈 现。马 克 思 明 确 指 出 政 治 自

由尽管是 实 现 自 由 的 必 要 条 件，但 经 济 自 由 才

是实现政治自由的更深层次的、更基本的前提。

马克思通 过 对 资 本 主 义 社 会 深 入 的 剖 析，得 出

要实现经 济 自 由 和 经 济 解 放，就 要 打 破 资 本 主

义私有制的经济基础，建立更高级的社会形态。

在马克思 主 义 看 来，这 种 比 资 本 主 义 优 越 的 社

会形态是一种 “真正的共同体”，是克服了异化

并实现了人 性 复 归 的 社 会 存 在。籍 此，从 政 治

解放到经济 解 放，再 到 真 正 共 同 体 建 立，马 克

思主 义 的 自 由 思 想 一 步 步 走 向 了 现 实 化 和 具

体化。

三是关 于 自 由 的 价 值 向 度。马 克 思 主 义 的

理论批判和实践批判中包含着深刻的价值向度：

即在对现 实 展 开 批 判 的 同 时，并 试 图 通 过 变 革

现存的不合 理，从 而 构 建 理 想 的 合 理 世 界。马

克思、恩格 斯 曾 用 一 段 话 表 达 了 对 未 来 社 会 的

期许，“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

级旧 社 会 的，将 是 这 样 一 个 联 合 体，在 那 里，

每个 人 的 自 由 发 展 是 一 切 人 的 自 由 发 展 的 条

件”。⑤ 这种对 自 由 社 会 的 畅 想 和 向 往 并 不 仅 仅

限于一种 超 越 性 的 追 求 和 引 导，而 变 成 一 种 更

为强大的 批 判 现 实 的 力 量 再 次 作 用 于 现 实。在

这种互为 前 提 并 相 互 作 用 的 过 程 中，自 由 的 精

神和内涵得 到 不 断 的 丰 富 和 提 升。无 疑，马 克

思主义的自 由 思 想 是 科 学 的、理 性 的 批 判，又

是一种道德的、价值的批判，这种理性与价值、

科学与人 文 高 度 统 一，使 自 由 成 为 具 有 强 大 感

召力和鲜明实践性的行动纲领。

由此 可 见，马 克 思 探 索 的 人 类 社 会 的 “自

由”之路 是 从 不 自 由 的 逻 辑 起 点 出 发，经 过 实

践的批 判 和 革 命 的 道 路，最 终 走 向 “主 体 与 客

体”、“形式与内容”、 “个体与总体”、 “理想与

现实”相 融 合 统 一 的 自 由 之 路。马 克 思 主 义 自

由思想的 伟 大 之 处 在 于，它 不 是 从 抽 象 的 理 念

出发，从现 存 之 外 去 批 判 和 否 定 现 存 的 社 会，

而是坚持 从 现 实 生 活 或 人 们 的 现 实 的 社 会 关 系

出发，立足于 对 现 存 社 会 内 在 肌 理 的 解 剖，超

越了以往 理 论 的 非 历 史 性 或 超 历 史 性，揭 示 了

社会发展的 必 然 性 规 律，实 现 了 科 学 性、革 命

性和理想性的高度统一。

二、被遮蔽的自由思想：自由

　　主义的悖论与马克思　　
　　主义的超越　　　　　　

　　自 由 主 义 自 由 观 抽 象 的 理 论 建 制 遮 蔽 了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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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历史的 维 度，其 真 正 的 症 结 在 于 理 论 与

实践之间 的 悖 论。马 克 思 主 义 基 于 历 史 唯 物 主

义的视野，以 实 践 为 逻 辑 起 点 和 建 构 原 则，以

哲学批判、意 识 形 态 批 判 和 资 本 批 判 有 机 统 一

的方式深 入 揭 示 了 自 由 主 义 自 由 理 念 的 内 在 矛

盾，彻底追 溯 了 自 由 虚 假 性 的 现 实 根 源 和 生 成

机制，科学 解 答 了 事 实 上 一 直 制 约 人 们 全 面 认

识自由的 “迷”和 “惑”。

自由主 义 自 由 是 虚 幻 的 普 遍 主 义。就 实 质

而言，自 由 被 看 作 是 天 然 的，永 恒、绝 对 的，

具有普遍意义的自然权利，是与社会历史无关，

甚至是游 离 于 客 观 现 实 生 活 之 外 的 抽 象 的 精 神

规定。马克思认为，“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

代不能以它 的 意 识 为 根 据；相 反，这 个 意 识 必

须从物质 生 活 的 矛 盾 中，从 社 会 生 产 力 和 生 产

关系之间 的 现 存 冲 突 中 去 解 释。”① 只 有 深 入 探

究了 “物 质 的 生 活 关 系”这 一 本 质 性 领 域 不 断

生成和变 化 的 实 质，才 能 避 免 抽 象 的 理 论 逻 辑

对历史和 实 践 的 僭 越，才 能 破 除 理 性 中 心 主 义

的神话，呈现出历史与现实的丰富性。

自由主 义 自 由 是 工 具 自 由。在 资 本 主 义 的

发展中，工 具 性 的 自 由 为 社 会 带 来 了 重 大 的 进

步，这一点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都 给 予 高 度 的 肯 定，

“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

的生产力，比 过 去 一 切 世 代 创 造 的 全 部 生 产 力

还要多，还 要 大。”② 但 过 度 追 求 工 具 自 由 却 带

来了资本 主 义 无 法 突 破 的 困 境：工 具 自 由 所 带

来的物的 力 量 超 越 了 甚 至 控 制 了 人 而 成 为 目 的

自由的最 大 障 碍，由 此 带 来 工 具 理 性 与 价 值 理

性长期的紧张和冲突。

自由 主 义 的 自 由 是 形 式 自 由。囿 于 “自 然

权利”、 “社会契约论”等基本政治和法 律 体 系

内的政治 自 由 在 实 践 中 具 有 明 显 的 阶 级 性 和 虚

伪性。自由 的 经 济 交 往 关 系 现 实 地 成 为 了 资 本

主义发生社会分化的合法途径。“劳动力的不断

买卖是形式。其 内 容 则 是，资 本 家 用 他 总 是 不

付等价物 而 占 有 的 他 人 的 已 经 物 化 的 劳 动 的 一

部分，来不断再换取更大量的他人的活劳动”。③

事实上，自 发 自 由 的 市 场 经 济 和 公 平 竞 争 的 社

会秩序掩盖着优胜劣汰的 “丛林法则”，自由只

是掌握资本者的自由。

自由主 义 的 自 由 是 个 人 自 由。自 由 主 义 把

个人视作 唯 一 的 和 终 极 的 实 体，个 人 是 目 的，

是价值的尺 度；社 会 是 工 具，是 个 人 自 由 实 现

的手段，两 者 处 于 相 互 对 立 的 矛 盾 关 系 当 中。

马克思深刻指出，“自由这一人权不是建立在人

与人相结合 的 基 础 上，而 是 相 反，建 立 在 人 与

人相分隔 的 基 础 上。这 一 权 利 就 是 这 种 分 隔 的

权利，是狭隘的、局限于自身的个人的权利”。④

马克思对 自 由 主 义 批 判 的 一 个 重 要 维 度 正 是 关

注到自由 主 义 理 论 只 关 注 纯 粹 个 人 自 由，而 没

有与更高 程 度 的 社 会 关 系 相 联 系，没 有 关 注 到

物质财 富 发 展 同 时 日 益 严 重 的 社 会 “异 化”以

及两极分 化 问 题。马 克 思 关 于 个 人 与 整 体 的 均

衡发展论述 中，把 整 体 的、普 遍 的 发 展 作 为 个

体发展的前提条件，把 “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

作为经济 社 会 发 展 的 价 值 尺 度，完 成 了 个 体 与

社会的和 谐 建 构，实 现 了 对 自 由 主 义 全 面 而 彻

底的矫正。

马克思主 义 既 有 对 自 由 主 义 自 由 虚 假 性 的

深刻批判，又有对其历史进步意义的充分肯定；

既有对社 会 主 义 自 由 与 自 由 主 义 自 由 之 间 差 异

性的论述，又 有 对 其 历 史 连 贯 性 的 阐 发。把 握

马克思主 义 自 由 思 想 精 髓 的 关 键 在 于 运 用 历 史

分析的眼 光 和 方 法，弄 清 马 克 思 在 对 自 由 主 义

自由具体 的 分 析 过 程 中 实 际 维 护、肯 定 什 么；

批判、否 定 的 又 是 什 么？ 在 何 种 意 义 上 肯 定，

又在何种意义上否定。

三、社会主义自由内涵及实现：

　　社会主义自由的全面　　　
　　阐释与价值旨归　　　　　

　　从 马 克 思 主 义 出 发 阐 释 社 会 主 义 自 由 的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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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是中国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的 本 质 要 求，用 中 国

的社会实 践 来 丰 富 自 由 的 内 涵，是 发 展 马 克 思

主义的时 代 需 要。社 会 主 义 自 由 是 理 论 逻 辑 和

历史逻辑 相 统 一 的 整 体 建 构，只 有 在 理 论 和 实

践相对 接 的 现 实 语 境 中 对 自 由 内 涵 进 行 阐 释，

才能在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建 设 中 不 断 释 放 自 由

的思想张力，彰显自由的时代活力。

（一）社会主义自由是历史的、实践的发展

过程

“人们每次都不是在他们关于人的理想所规

定和所容 许 的 范 围 之 内，而 是 在 现 有 的 生 产 力

所规定和 所 容 许 的 范 围 之 内 取 得 自 由。”① 马 克

思主义认 为 自 由 不 是 独 立 于 现 实 生 活 之 外 的 永

恒存 在，而 是 一 个 随 着 生 产 力、生 产 关 系、经

济以及社 会 结 构 不 断 发 展 和 进 步，在 历 史 中 不

断展 开、发 展 并 趋 于 合 理 的 过 程。换 言 之，马

克思主 义 冲 破 了 思 辨 哲 学 为 自 由 设 置 的 囚 笼，

把自由置 于 不 断 变 革 的 社 会 实 践 之 中，置 于 广

阔的发展空间之中。“共产主义就是那种消灭现

存状况的 现 实 的 运 动”，② 只 要 人 类 的 实 践 活 动

没有终结，对 现 存 的 批 判 就 不 会 完 成，自 由 的

发展也就不 会 停 滞。正 是 在 这 个 意 义 上，社 会

主义自由 的 实 现 不 是 一 朝 一 夕、一 蹴 而 就 的 事

情，而是一个 有 着 客 观 规 律 的 历 史 过 程。如 马

克思论及生产领域的自由时说：“这个领域内的

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

将合理地 调 节 他 们 和 自 然 之 间 的 物 质 交 换，把

它置于他 们 的 共 同 控 制 之 下，而 不 让 它 作 为 盲

目的力量来 统 治 自 己；靠 消 耗 最 小 的 力 量，最

无愧于和 最 合 适 于 他 们 的 人 类 本 性 的 条 件 下 来

进行这种物质交换。”③ 马克思紧接着强调，“但

是，这个 领 域 始 终 是 一 个 必 然 王 国。”④ 可 见，

自由在马 克 思 的 笔 下 不 仅 是 一 种 价 值 追 求，也

是一个科学命题。

“作为过去取得的一切自由的基础是有限的

生产力”，⑤ 一 定 时 期 的 自 由 只 能 在 现 实 的 存 在

或现实的 人 的 关 系 中 去 找 寻，只 有 对 现 实 生 产

力的发展水 平，经 济、政 治 和 文 化 结 构 保 持 清

醒认识，才能 准 确 把 握 自 由 的 现 实 规 定 性，避

免不切实 际 的 冒 进 和 裹 足 不 前 的 保 守。立 足 于

中国现实 国 情 是 社 会 主 义 自 由 的 逻 辑 前 提，改

革开放建 立 社 会 主 义 市 场 经 济 体 制 就 是 认 识 到

高度集中 的 计 划 经 济 体 制 与 物 质 极 度 匮 乏 的 社

会现实之 间 的 深 刻 矛 盾，认 识 到 自 由 的 实 现 途

径与生产 力 的 解 放 途 径 的 一 致 性。立 足 于 生 产

力的高度 解 放，才 能 在 推 动 现 实 世 界 合 理 化 的

运动中，拓展 社 会 主 义 实 践 的 深 度 和 广 度，扩

大和提升自由的生长空间。

（二）社会主义自由是工具自由和目的自由

的辩证统一

工具自由是目的自由的载体和阶段性价值，

目的自由 是 工 具 自 由 的 方 向 和 最 高 目 标。将 目

的自由与 工 具 自 由 进 行 辩 证 的 统 一，是 社 会 主

义自由思想 的 内 在 要 求。毋 庸 置 疑，改 革 开 放

以来中国 取 得 的 举 世 瞩 目 的 成 就 正 是 激 发 和 释

放了工 具 自 由 的 巨 大 张 力，也 充 分 证 实 了 “发

展可以看 做 是 扩 展 人 们 享 有 的 真 实 自 由 的 一 个

过程”。⑥ 在社会 主 义 国 家 搞 市 场 经 济 建 设，就

是要把市 场 经 济、技 术 进 步 作 为 促 进 社 会 主 义

事业发展的手段和工具，不断提高生产力水平，

谋求物质 财 富 的 极 大 丰 富，通 过 工 具 自 由 进 而

达到目的 自 由，实 现 工 具 自 由 与 目 的 自 由 的 在

现实意义上的有机统一。

应当清 醒 认 识 到，市 场 经 济 与 社 会 主 义 并

非形同水火，非 此 即 彼 的 对 立 关 系，而 是 要 在

相互吸收的基础上保持一种张力。“正是在社会

主义市场 经 济 的 实 践 中，我 们 真 正 理 解 了 市 场

经济是以 物 的 依 赖 性 为 基 础 的 人 的 独 立 性 的 时

代，是从人 的 依 赖 性 向 人 的 自 由 个 性 过 渡 的 时

代，真正理 解 了 人 的 全 面 发 展 以 及 以 人 为 本 的

０３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２０１６年第６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第３卷，人 民 出 版 社１９６０年 版，第

５０７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５３９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 集》第７卷，人 民 出 版 社２００９年 版，第

９２８～９２９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７卷，第９２９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第５０７页。
［印］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序言》，任赜、于

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３页。



极端重要 性，真 正 理 解 了 社 会 主 义 公 有 制 以 及

重建个人 所 有 制 的 真 实 含 义……”。① 从 终 极 意

义上说，自 由 实 现 的 根 本 途 径 是 以 生 产 实 践 为

主的历史 活 动，恩 格 斯 曾 高 度 肯 定 了 生 产 力 发

展对于自由的巨大推动效应，“唯有借助于这些

生产力，才有 可 能 实 现 这 样 一 种 社 会 状 态，在

这里不再 有 任 何 阶 级 差 别，不 再 有 任 何 对 个 人

生活资料 的 忧 虑，并 且 第 一 次 能 够 谈 到 真 正 的

人的自由，谈 到 那 种 同 已 被 认 识 的 自 然 规 律 和

谐一致 的 生 活。”② 离 开 了 生 产 力 的 进 步，自 由

只是头脑中 的 幻 想 和 理 论 中 的 空 想。因 此，大

力发展生产 力，深 化 市 场 经 济 体 制 改 革，不 断

激发工具 自 由 的 内 在 张 力，提 升 工 具 自 由 的 发

展空间，是社会主义自由思想的题中之义。

（三）社会主义自由是形式自由和实质自由

的有机统一

形式自 由 和 实 质 自 由 如 同 一 物 两 面，两 者

不可或缺，共 同 构 成 了 自 由 的 科 学 内 涵。实 质

自由是自 由 的 核 心 和 内 容，强 调 自 由 的 内 涵 建

设；而形式自 由 则 关 注 自 由 的 过 程 和 手 段，强

调自由的 实 现 途 径。要 在 推 动 社 会 进 步 的 过 程

中，清晰定位 自 由 的 科 学 内 涵，全 面 深 化 各 个

领域的改革，积极拓宽自由的实现路径。

社会主 义 自 由 是 包 括 经 济、政 治、社 会 生

活等各个 领 域 在 内 的 具 体 规 定。经 济 自 由 在 社

会主义自 由 体 系 中 具 有 根 本 性 的 地 位。正 如 列

宁所指 出 的，马 克 思 主 义 “从 一 切 社 会 关 系 中

划分出生 产 关 系 来，并 把 它 当 做 决 定 其 余 一 切

关系的基 本 的 原 始 的 关 系”。③ 实 行 市 场 经 济 体

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

发挥政府作用”，④ 就是要释放市场经济 “自由”

的活力，在公 有 制 为 主 体 的 前 提 下，使 各 种 所

有制在市场 机 制 下 相 互 竞 争、取 长 补 短、相 互

促进、共同发 展。同 时 发 挥 社 会 主 义 制 度 引 导

的优势，避免 放 任 经 济 的 盲 目 自 发 性，引 导 经

济发展从 自 发 走 向 自 觉。政 治 自 由 是 个 人 自 由

的制度性 保 障，是 扩 大 每 个 公 民 自 由 的 重 要 基

础。发展社会 主 义 的 民 主 政 治，通 过 政 治 制 度

建设，不断 扩 大 和 落 实 公 民 在 政 治 生 活 中 的 参

与权、选 举 权、监 督 权、决 策 权、管 理 权，切

实维护和 保 障 法 律 赋 予 公 民 的 各 项 权 利。社 会

生活自由是制定和落实包括教育、卫生、医疗、

保险、就业等 在 内 的 社 会 保 障 制 度，这 是 社 会

主义国家 以 人 为 本 的 价 值 向 度 的 重 要 体 现。社

会主义自 由 体 系 之 间 不 是 彼 此 孤 立，而 是 内 在

统一的。正如马克思所言，“自由的一种形式制

约着另一 种 形 式，正 像 身 体 的 这 一 部 分 制 约 着

另一部分一样。只要某一种自由成问题，那么，

整个自由 都 成 问 题。只 要 自 由 的 某 一 种 形 式 受

到排 斥，———自 由 的 存 在 注 定 要 成 为 泡 影。”⑤

简而言之，社 会 主 义 自 由 体 现 的 是 形 式 自 由 和

实质自由 的 有 机 统 一，并 将 人 的 实 质 自 由 作 为

发展的最终目标。

（四）社会主义自由是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

的和谐共生

在社会 主 义 自 由 中，个 人 和 社 会 之 间 关 系

并不是分裂 对 抗 的，而 是 和 谐 统 一 的。个 人 是

社会中的个 人，社 会 是 个 人 的 联 合，社 会 中 的

个体不是 彼 此 孤 立 的，而 是 按 照 一 定 社 会 关 系

有机结 合 而 成 的。马 克 思 用 “每 个 人 的 自 由 发

展是一切 人 的 自 由 发 展 的 条 件”这 句 话 经 典 描

述了社会 主 义 社 会 中 个 人 自 由 与 社 会 自 由 之 间

积极共建的 关 系。在 社 会 主 义 国 家，个 人 自 由

是社会自由 的 基 础，离 开 个 人 的 自 由，社 会 自

由便无从 谈 起；但 是 个 人 自 由 又 不 是 极 端 的 个

人主义的自由，而是以社会自由的实现为条件。

进而言之，从 人 类 发 展 的 历 史 和 趋 势 来 看，个

人自由的 实 现 过 程 是 人 的 自 然 潜 能 的 不 断 满 足

和实现，社会 潜 能 不 断 优 化 和 完 善 的 过 程。在

这个过程 中，社 会 作 为 共 同 体 不 仅 为 人 的 本 性

需要提供 必 要 条 件，而 且 在 更 高 层 次 上 承 载 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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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的丰 富 和 发 展 的 历 史 基 础。从 这 个 意 义 上

来看，个人 解 放 与 社 会 解 放 存 在 着 历 史 逻 辑 的

一致性。实现个人与社会和谐共生，就是要在社

会主义实践基础上建立个人自由与社会发展的同

构性原则。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要与社会

的改革和进步同行，在顺应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

上，最大程度地凝聚人民意志和集体智慧，不断

超越现存的社会关系，实现人性的真正复归。

必须看到的是，从社会主义自由价值的内在

要求和实现途径来看，自由与平等、公正、法治

是统一的，特别是社会主义法治，为自由从理念

层面转化为现实层面提供了制度保障。“自由就是

从事一切对别人没有害处的活动的权利。每个人

所能进行的对别人没有害处的活动的界限是由法

律规定的，正像地界是由界标确定的一样。”① 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就是要充分发挥法律在保障自

由和权利中的重要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讲，自由

是理想和抽象的，而法律是现实和具体的，自由

只有与法律联系在一起时，才能为自己拓展最大

的活动空间并获得现实的权力和利益。也只有依

靠法治，才能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攻克深层复

杂的难题，确保改革有序进行，通过良法善政保

障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的和谐共生。

［导师魏小萍教授点评］

该文用马 克 思 主 义 理 论 阐 释 了 社 会 主 义 的

自由观，批判 了 自 由 主 义 的 自 由 理 念，对 社 会

主义自由 观 的 义 理 进 行 阐 发，具 有 一 定 的 理 论

和现实意 义。作 者 对 自 由 主 义 自 由 理 念 的 分 析

重点放在 外 在 的 历 史 逻 辑 和 内 在 的 理 论 逻 辑 两

个方面，指 出 自 由 主 义 理 论 体 系 的 封 闭 性 以 及

自由理念 与 实 践 的 内 在 悖 论 是 造 成 西 方 社 会 虚

假自由的根本原因。文章结构和理论线索清晰，

论证具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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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２０１４级 博 士 研 究 生，山 西 师 范 大 学

讲师

责任编辑：周勤勤

①　《马克思恩格斯 全 集》第１卷，人 民 出 版 社１９５６年 版，第

４３８页。

Ｗｈａｔ　Ｉｓ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ａｎｄ　Ｗｈａｔ　Ｉｔ　Ｉｓ　ｆｏｒ：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Ｑｉａｏ　Ｒｕ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ｐｒｏｐｏｓ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ａｓ　ａ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ｔｏ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ｖａｌｕｅｓ，ｔｏ　ｒｅｓｐｏｎｄ　ｔｏ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ｉｃｉｚ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ｆｒｅｅｄｏｍ．Ｆｒｅｅｄｏｍ　ｉｓ　ｎｅｖｅｒ　ａ　ｐｕｒｅｌｙ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
ｃ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ｂｕｔ　ａ　ｍａｊｏｒ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Ｍａｒｘ’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ｓ
ｉｔｓ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ａｓ　ｉｔｓ　ｃｏｒｅ．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ｉｓ　ｔｈｅ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ｏｎ　ｆｒｅｅｄｏｍ．Ｉｔ　ａｄｈｅｒ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ｌｏｇｉｃ　ｂａｓｉｓ，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ｌ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ｓ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ｆｒｅｅｄｏｍ，ｆｏｒｍａｌ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ｗｉｔｈ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ｖｅ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ｗｉｔｈ　ｓｏｃｉａｌ　ｌｉｂｅｒ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ｎｉｑｕｅ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ｏｆ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ｆｒｅｅｄｏｍ；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Ｍａｒｘｉｓｍ；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２３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２０１６年第６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