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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相关问题研究】

论马克思恩格斯的友善价值观∗

冯 正 强

摘　 要：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本质属性是社会主义，在探讨这一核心价值观思想内涵时必须首先回到马克思恩

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有力批判了资产阶级博爱价值观的虚伪性，明确表达了人与人之间“以爱换爱”这一基本友善

形式，从生态友善维度反复强调人应尊重自然、爱护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从“终极善”维度深刻揭示了友善价值

观的终极价值追求即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唯有坚持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指引，才能真正把握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

的核心要义，才能在当下的日常生活世界中有效涵养践行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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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

导的价值观念，其本质属性是社会主义。 虽然马克

思恩格斯很少直接使用友善一词，但在他们的思想

体系中确实蕴含着大量与友善相关的重要论述，他
们对资产阶级博爱价值观的批判，对人与人之间、人
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友善状态的描绘，对友善价值观

理想状态的热切向往，都蕴含着对友善价值观思想

内涵的整体解答，也为我们深刻把握社会主义友善

价值观的思想内涵提供了关键性的理论指引。

一、“爱的呓语”：马克思恩格斯

对资产阶级博爱价值观的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对友善价值观的论述首先是通过

对资本主义社会博爱价值观的批判而彰显出来的。
博爱价值观植根于西方文化深处，并通过宗教的影

响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具有不同于一般价值范畴的

深厚影响力，但马克思恩格斯拨开了披在西方文化

语境中博爱价值观的神秘面纱，让我们看到了它虚

伪与狭隘的一面。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辩证分析了博爱价值观背

后人们的宗教信仰问题的历史客观性，这一点主要

通过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观体现出来。 西方社会的

博爱价值观有着深厚的宗教文化背景，博爱精神通

过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而上升为资产阶级的普世价

值并成为西方文化传统的重要内容，其根源就在于

基督教对“爱”这一崇高价值的神圣性、终极性和普

遍性的推崇，并在贯穿日常生活的教会组织中得到

了强化。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
说：“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

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 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

息，是无情世界的情感，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

的精神一样。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①马克思不仅看

到了宗教中的“鸦片”因素，更看到了宗教中所包含

的“无情世界的感情”和“对现实苦难的抗议”等革

命的因素，而这种革命的因素是基督教的积极的一

面的根本体现，基督教语境下的“博爱”思想的革命

性就在于“它第一次宣告了人与人之间无差等的平

等关系”②。 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花费太多笔墨去

论证博爱等价值观的进步意义，他们的思想重点主

要集中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对资产阶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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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的虚伪性的揭露上。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重点揭露了资产阶级博爱

价值观的虚伪性。 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观只是在

资产阶级范围内得到了实现，广大劳动者、无产者仍

深陷于资产阶级的剥削与压迫之中，显然是无法真

正实现自由、平等与博爱的价值理想的，博爱等口号

成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欺骗的幌子而已。 马

克思恩格斯指出，１８４８ 年法国二月革命中，由工人

阶级和资产阶级共同进行的反对金融贵族的统治并

争取普选权是这次革命的主要任务，当资产阶级利

益与无产阶级利益“友爱共处的时候”，工人们想象

中的博爱就是“人人都骨肉相连、情同手足” “博

爱———这就是二月革命的真正口号”③，但这次革命

的结果却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立和让“劳动恢复

原状”，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资产阶级独吞。 当无产

阶级为争取自身利益而举行六月革命时，法国资产

阶级却对 ３０００ 多名俘虏进行了一场闻所未闻的残

酷屠杀，以报复他们自己所经受的死亡恐怖。④这一

失败也让无产阶级彻底明白，博爱只是资产阶级的

博爱，无产阶级想要获得资产阶级的博爱，结果却是

无尽的奴役和屠杀，“当资产阶级的巴黎张灯结彩，
而无产阶级的巴黎在燃烧、在流血、在呻吟的时候，
这个博爱便在巴黎所有窗户前面烧毁了”⑤。 在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说的就更

直接了，当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一旦受到威胁，他们

就会“把共和国的‘自由，平等，博爱’这句格言代以

毫不含糊的‘步兵，骑兵，炮兵’”⑥。 可见资产阶级

所宣扬的博爱是多么的狭隘、自私和虚伪，资产阶级

为维护自身利益而镇压无产阶级的反抗时所暴露出

来的残酷性和野蛮性，是对资产阶级所宣扬的博爱

价值观的最为真实生动的诠释与反驳。 资产阶级的

罪恶本性绝不会因其鼓吹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而

有丝毫改变，其虚伪性在这种罪恶与野蛮中暴露

无遗。
再次，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博爱价值观虚

伪性的批判还通过他们对所谓的“真正的社会主义

者”鼓吹的博爱观的批判而崭露出来。 随着 １８４４ 年

西里西亚纺织工人大起义爆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

义成为德国思想变革中非常盛行的口号，赫斯、格律

恩、库尔曼、克利盖等人逐渐形成了一个被马克思恩

格斯称之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流派。 他们高举

着爱和博爱的旗帜，“在博爱的银河里浮现”。⑦马

克思恩格斯认为这股思潮并不是从现实社会生活出

发的思考，也不可能真正触及现实问题的症结，他们

所关心的并非实实在在的人，而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化了的“人”，所以它就丧失了一切革命热情，就不

是宣扬革命热情，而是宣扬对于人们普遍的爱了。⑧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这种思潮的严词批判，重新以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武装了工人阶级的思想，重新明

确了无产阶级自身的历史使命，强化了他们绝不妥

协地向旧世界抗争的革命信念。 经过马克思恩格斯

的批判之后，这些人开始认可和信任马克思恩格斯

的部分思想和立场，并最终抛弃了自己的理论而成

了德国民主革命的领袖。
最后，马克思恩格斯还特别批判了费尔巴哈爱

的宗教。 费尔巴哈认为人类的本质属性是爱，“只
有在对他的爱里面，我才明白他属于我和我属于他，
才明白我们两人缺一不可，才明白只有集体才构成

人类”⑨。 他还进一步论证了爱在形成人的道德行

为过程中的作用，他认为“人对自己的爱，即对人性

本质的爱，这种爱就是满足和发展一切本能和才干

的推动力”⑩，但这种利己主义与个体主义也导致了

彼此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并导致了不道德行为的发

生，这就离不开爱的协调作用。 最后，他还明确提出

了调整道德行为的“良善”准则。 他认为人的道德

行为并非由信仰来决定，而是由人与人之间的与人

为善这一良善行为准则来促成的。对于费尔巴哈

的爱的宗教思想，马克思认为这是彻头彻尾的非历

史性的空想，他认为费尔巴哈并没有看到“现实存

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于抽象的“人”，并且

是“仅仅限于在感性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个的、肉
体的人”，“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理想化了爱与友

情以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人
的关系’”。这种爱看上去似乎是为一切时代、一
切民族、一切情况而设计出来的，但它实际上“在任

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不适用的，而在现实世界面

前，是和康德的绝对命令一样软弱无力的”。 从马

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出

发，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费尔巴哈爱的宗教的抽象性

的批判无疑是合理的。

二、以爱换爱：马克思恩格斯对

友善价值观的直接阐述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博爱价值观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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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意味着他们就对一般意义上的博爱等价值观的

彻底否定。 作为一种高贵人性的彰显，马克思恩格

斯对人与人之间应有的博爱、亲善的理想人际交往

状态也有一些正面阐述。 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中，
他引用古希腊哲学家普卢塔克的话揭示出了友善的

基本特征，“就本性而论，愤怒离仁慈最远，凶恶离

敦厚最远，忌妒和敌意离博爱和友善最远。 其中一

类品性是卓越超群和力量的标志，另一类则是软弱

和邪恶的标志”。 显然马克思是认可将仁慈、敦
厚、博爱、友善等人类品性看作是卓越超群和力量的

标志，相反的那些人类品性则被看作是软弱和邪恶

的标志。
在《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

共产主义的博爱观，“无神论的博爱最初还只是哲

学的、抽象的博爱，而共产主义的博爱则径直是现实

的和直接追求实效的”。 共产主义博爱观的现实

性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友善的博爱关

系是立足于人的社会生活基础之上的，这一博爱观

的直接追求实效性也意味着这种相互合作、共享的

社会关系具有一种必然性。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现
实中人与人之间应该是一种相互奉献、相互给予的

共享关系，“假定人就是人，而人对世界的关系是一

种人的关系，那么你就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

任来交换信任”，这正是他对人际关系友善特征的

形象概括。 以爱换爱意味着人与人之间应该是真正

平等友善的和谐关系。 马克思揭露了在商品、货币

和资本等私有财产诸“物象”背后所隐藏的“物化社

会关系”，认为这种“物化社会关系”不仅造成了人

与人之间在根本利益上的冲突和对抗，也导致了社

会成员的两极分化，其结果就是个人在物化社会关

系中的“原子式”的存在，使得“在资产阶级社会里，
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

立性和个性”。 因此，要真正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

盾，就应该彻底消灭私有制，成立自由人的联合体，
废除私有制的主要结果就是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

立，消除陈旧的、不公平的社会分工，促使社会全体

成员共享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全面发展全体成员

的才能。 只有这样，人们才能真正克服自身社会关

系的狭隘性、对抗性和外在性，真正达到人与人之间

的和谐融洽与友善。
马克思恩格斯还提出了人类最终走向团结友爱

的兄弟社会的社会理想。 人之必须走向团结合作，

这是由人的社会性本质属性决定的。 马克思认为，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

在，这里的个人不是抽象的、概念化的个人，而是现

实中的具体的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

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

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 虽然现实中的个人

构成了马克思的理论出发点，但他却是在一定的社

会关系中来给个人进行定义，“人的本质不是单个

人所固有的抽象物”，相反，个人在其现实性上是

“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社会关系并不简单

就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因为“社会不是由个

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

关系的总和”。 可见在马克思那里，人的社会属性

而非人的自然属性构成了人的个体性本身，这就从

根本上决定了处于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个

人是不可能存在的，人们的任何劳动实践都必须通

过人与人的团结合作才能进行，人与人的关系应当

是互助合作、相互友爱的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还将人与人之间的友爱扩展到不

同民族之间，认为真正的无产阶级大联合应该是全

世界无产者的大联合。 因为资本主义不仅仅局限于

某一个区域或国家，相反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
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结果就是世界

各国资产阶级联结在一起共同剥削和压迫工人阶级

并镇压他们的反抗；另一方面，全世界的无产者有着

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敌人，也面临着同样的斗争，他
们生来就没有民族的偏见，所有他们的修养和举动

实质上都是人道主义的和反民族主义的，“只有无

产者才能够消灭各民族的隔离状态，只有觉醒的无

产阶级才能够建立各民族的兄弟友爱”。 因此，只
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才能最终战胜资产阶级，
才能寻求全体无产阶级最终的解放和人与人之间真

正的友善。

三、生态友善：马克思恩格斯友善价值观的生态蕴涵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人与自然之间不是征

服与被征服的敌对关系，而是和谐相处、共生共荣的

朋友关系，人类应该将大自然看作不可或缺的朋友，
应该像对待朋友一样善待自然。他的这一重要生

态友善思想有着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是对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友善价值观核心要旨的继承发

展。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自然不是抽象的、外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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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自然，而是人的实践的产物，自在的自然与人类

无关，只有人化的自然才使得自然具有了生命的特

征，具有了全新的社会属性。 在此前提下，人与人之

间的友善关系也必然会涵括到人与人化的自然之

间，生态友善也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友善价值观在

生态层面的应有之义。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的基本论述，是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友善价值观的理

论基点。 其一，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人是自然界

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

个现实部分，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

实部分”。 其二，他们认为人直接的就是自然存在

物，人同动植物一样是按照自然规律形成的，其感觉

活动是以自然客体的存在为前提的，“是受动的、受
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就是说，他的欲望的对象

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
其三，他们认为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

自然存在物，不同于其他自然存在物，人“是自为地

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 他必须既在自

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
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将人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的思

想，从生态友善维度来看意在表明，自然界为人类生

存发展提供了基本的物质前提，也给人类提供了丰

富的精神食粮，人作为自然家族中的一员，要想在物

质层面和精神层面都能充实惬意地生活，就必须毫

无疑义地关心呵护自己的家园，善待自然界，自觉树

立起同其他自然存在物共生共荣、和谐共处的生态

伦理意识，尽早走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误区，摆
脱人作为“万物之灵长”的傲慢，真正摆正人在自然

界中的位置。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

自然关系的异化的深刻批判，为我们揭示了生态非

友善现象的本质所在。 生态非友善现象的本质之一

即蔑视、贬低自然、无底线地掠夺自然。 在资本主义

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前提下，资本家为了获取更多利

润而不惜代价地疯狂掠夺自然资源，肆意破坏环境，
曾经富有诗情画意的大自然在资本的掌控下彻底褪

去神秘的色彩，变成了财富增殖的不竭源泉，正如马

克思所说，“在私有财产和金钱的统治下形成的自

然观，是对自然界的真正的蔑视和实际的贬低”。
在资本主宰一切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成了新的上

帝，人变成了资本的奴隶，人所赖以为生的自然也不

再是一道美丽的风景，不再是人类诗意的家园，而是

资本家肆意攫取的物质财富。 生态非友善现象的本

质之二即生态消费的异化。 在资本的全面控制之

下，人的生态需要也被异化了，资本主义工业大生产

一方面生产出无穷尽的物质财富以满足无止境的人

类消费欲求，另一方面也从根本上破坏了人类生存

的自然环境，导致人类所消费的自然成了被异化了

的自然，自然界为资本主义生产提供生产资料的同

时，也成了收纳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废水等各种

废弃物的垃圾站，其结果就是人的生态消费的异化，
工业化时代的人们“甚至对新鲜空气的需要也不再

成其为需要了”。 时下爆红国内外的“李子柒事

件”无疑为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思想提供了当代注

脚。 李子柒及其团队通过精心录制的视频向受众反

复渲染土地荷田、竹林木屋、土灶大锅等农业文明的

象征符号，并受到了现象级的关注，从一个侧面充分

印证了今天的人们是多么渴望充满原生态的、未被

现代工业异化的本真自然啊。 生态非友善现象的本

质之三即新陈代谢的断裂。 正如 Ｊ．Ｂ．福斯特所指出

的，“新陈代谢的断裂”这一概念是马克思对资本主

义进行生态批判的核心元素，马克思的基本结论在

于，“资本主义积累的逻辑无情地制造了社会与自

然之间的新陈代谢的断层，切断了自然资源再生产

的基本进程”。 这个“断裂”，本质上就是自然生

态系统的崩溃、生态危机的爆发。 伴随着高科技的

无孔不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生态破坏必然

会突破自然生态体系自我调节的阈值，必然会打乱

自然界本就脆弱不堪的动态平衡，人与自然最终都

将深受其害，自食苦果。
最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的和解思想

也为生态友善价值观的达成提供了路径规划。 在资

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成了资本增殖的工具，人类运

用科学知识和科学技术越来越肆无忌惮地去控制和

改造自然，人类对自然的强权控制和肆意掠夺既摧

毁了人对自然的依赖，更滋长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傲

慢与偏见，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人与自然和解的思想，
也为破解这一时代难题提供了关键性的路径导引。
其一，从思想层面而言，人类必须跳出狭隘的自然中

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视野，建立起人与自然和谐

统一的生态自然观。 正如前述，这一生态自然观的

要点主要包括承认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在善待

自然、尊重自然规律的同时，也必须积极认识和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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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规律，并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积极改造自

然，“人应该以更加宽阔的视野和科学理性的方式

对待自然，在追求自然良序发展的同时实现人的自

由全面发展”。 其二，从实践层面而言，人类必须

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

义。 资本主义的本性就是最大化、无节制地追求利

益，这必然会导致过度生产、过度消费并最终造成人

与自然关系的异化，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是自

然异化的根源所在，“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

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

后果”，唯有消灭私有制，走向真正的共产主义，才
能真正实现自然界的复活，实现人和自然界之间、人
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

简言之，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友善思想意在告

诉我们，人类绝不能不知节制的征服与统治自然，而
应该懂得热爱自然、敬畏自然，科学认知和正确利用

自然规律，这才是人与自然友善相处的根本之道。

四、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

友善价值观的理想状态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的思想蕴涵着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理想状态，为
我们擘画了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终极指归。 只有

置身一种真正的自由状态中，人们才能感受到真正

的幸福与尊严，人性才能不受压抑、自由伸张、生机

勃发，从本质层面而言，这也正是社会主义友善价值

观所应有的理想状态。
首先，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意味着对人的异

化状态的彻底扬弃，这构成了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

的存在底线。 这一底线是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得以

存在的现实依据和逻辑前提，丧失了这一底线，友善

价值观必将荡然无存。 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宗旨就是

人类的解放，马克思恩格斯这一远大理想的诞生背

景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普遍异化状态，在资本主

义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一前提之下，资本主义社会的

友善价值观不仅无从谈起，甚至根本就没有存在的

空间。 资产阶级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可以对创造

大量剩余价值和社会财富的工人阶级进行肆意的经

济盘剥和政治迫害，并使之陷入一无所有的绝对贫

困状态之中，结果就是两个对立阶级之间不可调和

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并演化成为一切人反对一

切人的战争，“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种

到处都很混乱、到处都在剥削的现象就是现代资本

主义社会的实质”。 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

战争”是资产阶级自觉地、公开地追求个人私利并

使之最大化的必然结果，由此带来的利益冲突从根

本上说就是人类特别是无产阶级的生存冲突，无产

阶级不得不像动物一样，不得不在激烈的生存竞争

中求得一丝存活的希望。 只有在共产主义取代资本

主义社会之后，人们才能真正告别动物界，才能享受

到真正的自由、平等、友善，才能享受真正的解放和

幸福，才能开始一种真正属人意义上的历史。
其次，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充分展现了人之

为人的理想状态，这为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真正

实现奠定了人性根基。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自由

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所在，是人的生命存在与全面发

展的真实体现，是人的主体性的真正彰显。 资本主

义社会中的人是不可能摆脱被异化的命运的，资本

主义社会的发展也无法带来与之相应的个人的全面

发展，畸形片面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发展

的常态，其人之为人的自由本质也注定无法真正实

现，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工业、
普遍竞争、自由地追求自己目的的私人利益、无政府

状态、自我异化的自然个性和精神个性的社会”。
而共产主义社会以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基

本原则，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

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这

就意味着，在共产主义社会，人将从诸如统治、压迫、
奴役、剥削、疏离和异化等一切类型的非人的统治关

系中解放出来，成为真正自由自觉的人，个人自由全

面发展不再以牺牲他者全面发展为代价，而是自我

与他者和谐共存的友善状态。 唯有共产主义社会关

系和社会制度才能真正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

展，实现对人与人之间异化关系的真正克服，并最终

实现人性的解放。 在此人性沃土之上，人才真正成

为社会的主人、历史的主人、自身命运的主人，人与

人之间才真正拥有一种和谐友善的伦常关系，人性

的友善之花才能根深叶茂、繁花似锦。
最后，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蕴含着对优雅从

容美好生活的殷殷期盼，这也为我们展示了社会主

义友善价值观值得期许的美好愿景。 社会主义友善

价值观的真正实现，最终是通过人类美好生活体现

出来的，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对友善价值观的

追求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美好生活的实现内在地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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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着友善价值观的生成。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的

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意味着“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
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

质”，唯有全面占有自己的本质，每个人才能成为

自由自觉的存在，才能拥有一种诗意的栖居和优雅

的生存。 这种优雅从容的美好生活被马克思用如下

充满着浪漫气息的想象充分表现出来：“在共产主

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

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

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
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
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

者。”马克思在这里展现出来的对共产主义美好生

活的理想化、浪漫化理解，固然招致了诸如哈贝马

斯、霍耐特等人的批判，但仍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值得

向往的美好生活画卷，这一美好生活画卷不仅包含

着物质生产领域的富足，更包含着人文精神领域的

充盈，由之应运而生的友善价值观就不仅仅是一种

人际和谐关系的体现，更是人们优雅从容的精神状

态的真实写照。

五、结语

在社会主义这个基本前提下的友善价值观，以
全面自由发展的人性为根基，以共同的利益追求为

指归，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为保障，因而具有了最

大程度的普遍性、科学性、优越性。 社会主义友善价

值观的提出，既彰显出我们党对共产主义伟大理想

的执着追求，也洋溢着我们党巨大的理论创新勇气。

对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思想内涵的理解如果离开了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必将陷入误解、曲解之中。
唯有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源头出发，我们才能一

窥友善价值观的真实面貌，避免将其与西方世界鼓

吹的博爱等普世价值等同起来；唯有坚持马克思恩

格斯的思想指引，我们才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时代实现传统友善价值观的创造性转换；唯有立足

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地基，我们才能在培育践行包

括友善价值观在内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路上

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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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 ｔｈｅ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 ｋｉｎｄｎｅｓｓ＂ ， ｔｈｅｙ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ｌｙ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ｔｈｅ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ｏｆ ｆｒｉｅｎｄｓｈｉｐ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ｃｏｒ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ｔｈａｔ ｉｓ，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ａｌｌ－ｒ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ｆｒｅ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ｎｌｙ ｂｙ ａｄｈｅｒ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Ｍａｒｘ ａｎｄ Ｅｎｇｅｌｓ， ｃａｎ ｗｅ ｔｒｕｌｙ ｇｒａｓｐ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ｆｒｉｅｎｄｓｈｉｐ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ｃｏｒ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ｕｓ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ｐｕｔ ｉｔ ｉｎｔｏ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ｎ ｏｕｒ ｄａｉｌｙ ｌｉｆ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ｆｒｉｅｎｄｓｈｉｐ；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ｃｏｒ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Ｍａｒｘ； Ｅｎｇｅｌ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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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恩格斯的友善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