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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生活”的历史唯物主义透视

李雨燕

摘 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重大论断为制定党和国家大政方针、长远战略

提供了重要依据。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一表述高度契合了历史唯物主义的

基本原理，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新时代中国化表达，将历史唯物主义发展到了新的高度。首先，

美好生活的主体是人民，“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对唯物主义

群众史观的新发展；其次，美好生活需要是全方位多层次的需要，体现了需要的丰富性和全

面性，是对历史唯物主义需要观的新阐释；第三，美好生活需要是与当前的历史阶段相联系

并随时代发展而日益增长的，体现了需要的社会性和历史性，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发展观的新

定位；最后，美好生活是要靠奋斗才能实现的，体现了美好生活的实践性，将历史唯物主义实

践观推向了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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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重大论断为我们党和国家制定大政方针、长远战略提供

了极为重要的依据。“人民的美好生活”是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高频词、关键词、主题词，也是当

前人民群众关心的重点和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与富强、民主、文明等制度性宏观词汇不同，美好生活是

一种形象化的综合词汇，是诗意化的感性表达，既契合了普通人用来描述自己对于社会和生活方式的衡

量标准，又高度契合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体现了美好生活的人民性、丰富性、社会历史性和实践

性，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国表达，将历史唯物主义发展到新的高度。

一、美好生活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史观的新发展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一直以为人民群众谋幸福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不断丰富和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他指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

斗目标”，“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要求广大党

员干部要时刻认真倾听人民呼声，及时回应人民期待，努力确保人民平等参与、平等拥有权利，积极维护

社会公平正义。要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下功

夫，民生安排已经覆盖了每个人生命全周期的重要方面，目的是给更平衡更充分发展提供保障，也是更

精准更全面地补齐民生短板，更真实更持久地增进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古往今来，美好生活是人人都向往的，可是谁能成为美好生活的主体，真正能享有美好生活？这是

由处于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阶级状况决定的。众所周知，在阶级社会里，劳动人民失去了生产资料，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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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阶级压榨被统治阶级，人民创造了全部的社会财富，却被统治阶级所占有。在奴隶社会，奴隶主占有

奴隶的人身、实行超经济奴役；在封建社会，地主通过榨取地租、收取苛捐杂税和高利贷来榨取农民的血

汗；在资本主义社会，表面上工人工作一天获得一天工资，事实上资本家通过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获得

剩余价值，这一生产秘密被马克思揭露出来。“现在，剩余价值（资本家的利润是它的一个重要部分）的

起源，是十分明白自然的了。劳动力的价值是被支付了的，但是这个价值比资本家从劳动力榨取出来的

少得多。正是这二者之间的差额，即无酬劳动，构成资本家所得的部分，或者更准确地说，构成资本家阶

级所得的部分。”[1]（P82）在阶级社会，美好生活只是对于少数统治者剥削者而言的，劳动人民失去生产
资料，也失去了占有劳动成果的权利，谋生都困难，何来美好生活？可见，“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必须被

超越，就在于它从根本上扭曲或消解了人的美好生活需要，从而也彻底抛弃了实现真正美好生活的可能

性”[2]（P127）。
正是基于让全体劳动者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马克思从现实的人的现实生活出发，看到人民是劳动

实践的主体，是社会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也是推动社会发展与变革的最终决定力量，于是提

出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重大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社会财富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理应由人民群

众享有。可是，在阶级社会里，一切运动只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只有“无产阶

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3]（P411）。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才
能让广大劳动者重新占有生产资料，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全社会共享劳动成果。因而，“只有社会主

义才可能广泛推行和真正支配根据科学原则进行的产品的社会生产和分配，以便使所有劳动者过最美

好的、最幸福的生活”[4]（P546）。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始终坚持共享发展理念，将改革发展的成果公平而全面地惠及每一个人，让绝大多数人民都有更多更实

在的“获得感”，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都不能少；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5]（P120），
这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本质，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可见，历史唯物主义明确回答了价值由谁创造、由谁评价以及价值应由谁来享用的问题，体现了马

克思主义关注最广大劳动者的高尚情怀。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群众史观，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执

政的基本原则，在中国共产党人心中，人民始终是“更重要的”和“最重要的”，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服

务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亮丽主线，也是唯一主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坚

持以百姓心为心，“倾听人民心声，汲取人民智慧，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

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6]（P81）。总之，“人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是中国共产党的庄严承诺，改善民生是中国共产党人永恒不变的价

值追求。将民众对于具体生活的期待，作为全党未来的治理目标和奋斗目标，并直接作为行动纲领宣示，

这是最大限度地体现以人为本，也是对唯物主义群众史观的发展和升华。

二、美好生活是全方位多层次的：需求观的新阐释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们的需要是具体的历史的，也是多层次的。根据需求性质来划分，人类需要

基本上可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的需要是物质性需要，指的是衣食住用行以及繁衍等，这是人类最

基本的需要；第二层次的需要是社会性需要，作为社会化的人，必须得到社会最基本的安全保障和公平

正义；第三层次的需要是精神性需要，表现为因心理需求而形成的精神文化需要，例如价值观、理想抱

负、伦理道德、艺术审美、获得尊重、自我实现、民族精神等。这三方面需要是层层递进的，又是同时存

在，缺一不可的，是统一在主体人之中的。根据需要的三个层次，理想的生活状况是三种需要均得以满

足，只有在这三种需要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有可能。

可人的需要能否得到满足和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满足，既取决于社会的发展状况，也取决于人自身的

发展状况。在资本主义社会，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国民经济学把工人的需要归结为维持最必要、最悲惨



李雨燕：“美好生活”的历史唯物主义透视 · 39 ·

的肉体生存的需要，因为工人只被看作是能劳动的动物，而不是人，是“没有感觉和没有需要的存在物”，

除了满足肉体生存的需要，其他都是奢侈的。因而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不可能“在精神方面更自由地发

展”[7]（P125），工人作为人成为人的需要不可能得到满足。尽管今天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生存状况有
了很大的变化，比如工人和资本家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漫游同样的游乐胜地，打字员打扮得像她的雇

主的女儿一样漂亮，工人也拥有凯迪拉克牌高级轿车，工人和老板阅读同样的报纸，等等。殊不知，消费

上的平等并不代表阶级差别的消失，工人的需要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假需求”，工人需要的满足依然从属

于资本运行的逻辑，工人的需求不过成了资本逐利的工具。

改革开放 40 年来，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日趋强烈，人们的美好生活需
要也正发生着从以往单一的衣食住行的物质性需要向精神需要、文化需要、政治需要等更多更新的复合

型需要的快速转化。2012 年 11 月 1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一次重要讲话中指出了美好生活的丰富内涵:
人民“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

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8]（P4）。这种对美好生活极具亲和力的通俗表达，恰好契合了历史
唯物主义需要观的三重含义，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新阐释。美好生活也有三个指标：一是要有足够丰富

的物质生活资料，如稳定的工作，满意的收入、舒适的居住条件。这是解决老百姓的吃穿住行，满足基本

的物质生活需要，使人摆脱自然的压迫，做自然的主人。二是要有平等和谐的社会关系，如更可靠的社

会保障。它是体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并保障在美好生活的行进路上一个都不能少，建立良好的社会关

系。这是满足人社会安全的需要，使人摆脱政治的奴役，做社会的主人。三是要有精神的愉悦和舒畅，如

更好的教育和更高的精神文化需求。这是摆脱自己思想的奴役和压迫，实现思想解放，做思想的主人。

当前，一系列的制度设计都在朝着满足人民群众全方位多层次的需要而努力，如完善收入分配制

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合理调整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以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需求；健全社会保

障体系，建设覆盖全民、城乡统筹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立起世界上覆盖人群最多的社会保障安全

网，稳稳守护着亿万百姓，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社会需求；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管理运行机制，改善文化民

生、推进文化扶贫，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

建设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等等。

可见，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心中，美好生活不只是一个靓丽的名词，它始终以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的

全方位多层次需要为核心，并且落实到各项工作之中，体现了坚定的人民性、鲜明的时代性和强烈的实

践性，赋予了历史唯物主义需要观的新时代内涵，是对历史唯物主义需要观的新阐释和新发展。

三、美好生活需要是日益增长的：发展观的新定位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的需要与动物需要不同，人的需要的产生、发展及满足都是随历史的发展而

变化的，具有历史性。“需求的产生，也像它们的满足一样，本身是一个历史过程，这种历史过程在羊或

狗那里是没有的。”[3]（P203）具体说来，需要的发展程度及满足程度受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需
要并不是由一般的人的本质来决定的，而是由支付能力即个人支配的收入水平以及可支配的产品的性

质来决定的，它还取决于社会文明程度、阶级状况、人的受教育程度等其他因素。同时，作为社会中的

人，需要的满足是在社会活动尤其是社会生产活动中进行的，因而人的需要具有社会性。可见，那种把

人的需要理解为一种既定的存在，或者单纯从自然本性来理解人的需要，把需要视为抽象的存在是错误

的。人的需要不会永远停留在一个水平上，而是具有无限的发展性，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

丰富，“需求本身也只是随着生产力一起发展起来的”[9]（P617）。
随着我国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最基本的温饱问题，人

民群众不再满足于基本的物质文化需要，而是有了全方位多层次的美好生活需要。美好生活与需要连缀

在一起，是充满动能和社会化的表达。不同的职业群体、不同诉求的社会团体等都有着各自对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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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想法，个人在发展的不同阶段和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也会赋予美好生活不同的内涵，这使得“美好生

活”的语汇是开放的，其内涵是可以不断丰富的，这体现了需要的发展是随着社会变化而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揭示了发展的渐进性。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在生产力、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人民生活和国际
地位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尤其是在即将建成小康社会的新时代中国，人民群众从基本的

物质文化需要到全方位多层次的美好生活需要，具有充分的合理性。

但是，美好生活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事物的运动总是变与不变的统一。虽然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但是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基本国情和国际地位没有改变。人

民的美好生活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历史方位，必须服从于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以及具体国

情。比如，就物质生活需要而言，我国虽然成了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但由于在发展

中忽视了总体质量和效益，缺乏创新能力，实体经济发展水平不够高等原因，导致发展中仍存在不平衡

不充分的突出难题。就民生领域而言，需要不断补齐短板，实现脱贫攻坚，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

配方面的差距，解决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现实难题；就社会建设而言，我国社会文明水平还有较大的

提升空间，社会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错综复杂，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艰巨，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还

需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与提升，一些改革部署和重大政策措施需要真抓实干、落地生根；就生态领域而言，

我国生态环境的彻底转变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就满足人的精神文化需求而言，当前社会急剧转型，

受各种文化思潮的冲击，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深刻的变化，如何让人们在拥有较好的物质生活的基础上

有更多的心理获得感、精神富足感和生活幸福感，依然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众多

情况表明，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总之，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不仅仅是一种美好的想法，它还要与具体的历史条件、社会的发展

状况、人的收入水平相联系，因而其实现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既要展示出充分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又要牢牢把握中国发展的历史方位、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国情，正确理解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规律，深入分析中国的发展逻辑和政治语

境。既不能让困难牵绊了追求美好生活的脚步而踟蹰不前，也不能只顾追求美好生活，无视现实而盲目

冒进。将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看成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将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看成是

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发展观基本内涵的深刻把握，同时又赋予其新时代的内涵，

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发展观的新定位。

四、美好生活是奋斗出来的：实践观的新境界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新年贺词中指出：“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
他又指出：“世界上没有坐享其成的好事，要幸福就要奋斗。”此外，习近平总书记还在多个场合强调“奋

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等重要思想，明确指出了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基本路

径。奋斗是实践、劳动、创造等概念的中国式表达，但它又不是一般的劳动，而是一种在正确价值引领下

的积极的劳动，它展示的不仅是一种实践行为，更是一种良好的精神状态，“奋斗实现美好生活”诠释于

新时代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实践中，并将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观推向新境界。

奋斗是美好生活的前提。列宁说：“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9]（P183）
动物可以从自然界中获取它们所需要的一切，可是人却不同，人的需要不是可以从自然界中自然而然得

到的，而是要通过改造世界创造价值，获得自己需要的一切生产生活资料。不“改变世界”，不奋斗，人不

能获得自己所需要的基本生产生活资料，更不用说过上美好生活。因为有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延安

精神、大庆精神这些集中体现了艰苦奋斗、艰苦创业的精神，中国共产党从 50 人的党发展到拥有 8900
多万党员的党；因为有中国人民在饱受苦难和沧桑中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因为有改革开放中充满活力的接续奋斗，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从 1978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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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5 亿元迅速跃升到 2017 年的 82.7 万亿元，增长了 226 倍，中国 GDP 占世界经济比重从 1978 年不
足 2%，增长到 2016 年的 15% 左右，稳居世界第二位。因为奋斗，中华民族正在创造一个又一个中国奇
迹，中国人民正在一代一代更接近美好生活。可见，奋斗是关乎党和人民事业兴衰成败的法宝，是革命和

一切事业取得胜利的基本经验。反之，没有奋斗，一切都是空想。马克思说：“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

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子都知道的。”[10]（P473）奋斗是美好生活的
组成部分。正如习近平所说：“奋斗者是精神最为富足的人，也是最懂得幸福、最享受幸福的人。”[11]人的

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是人的“类本质”，只有在实践中，“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

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3]（P57）。人要真正得以解放，除了个人能够满
足一定的、自己真正体验到的需要之外，更重要的是，人要在生产实践中展现自己的本质力量，即“一切

对象对他来说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这就是说，对

象成为他自身”[7]（P191）。可见，最高层次的美好生活是在实践活动中使人的本质力量得以确证，人的
自我价值得以实现。劳动者“通过实践创造对象”，“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

过程”，如“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7]

（P192）。实践活动是人创造世界、发展人自身、抒写历史的具有自主性、目的性的能动的创造性活动。
正是在奋斗中，在实践中，在创造对象世界中展现出人的生命力量与本质力量。所以说，奋斗不仅是满

足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手段，奋斗本身就是人最重要的需要，是美好生活的组成部分。马克思说：“历史

把那些为共同目标工作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称为最伟大的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

的人是最幸福的人。”[12]（P459）新时代，党和国家为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创造了各种各样的
条件，每个人都是时代的见证者，每个人都能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而只有那些投

身奋斗的人、那些时代的开创者建设者才能真正体会到美好与幸福。

新时代的美好生活需要新的奋斗着力点。当前，科技创新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世界各国都在寻求

新的发展途径，都希望通过紧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

结构。面对新时代的新特点和新趋势，中国人的奋斗不再仅仅停留在勤劳努力的层面，更要注重抓住机

遇，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由于创新是一个涉及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和政策链等因素相互

影响、相互支撑的有机联系的系统工程，这就要求我们不能只拘泥于创新链条的一个环节或几个环节，

而必须坚持整体和全面的创新观。”[13]（P8）因而，要加快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改革，打通人才流动、使
用、发挥作用中的体制机制障碍，制定新的发展规划，加快发展新兴产业，加速推进数字技术与制造业的

结合，加速推进人工智能发展，加强前瞻性基础研究，实现引领性原创成果的重大突破，为中国人民的美

好生活奠定坚实的基础。按照党的十九大新的“三步走”战略，我国将在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35
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

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永久奋斗，还需要一代又一代青年人的接续奋斗。在

空前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发展期，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奋发向上的精神。

总之，美好生活是奋斗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是奋斗者大有作为、大有可为的时代，是唯

有奋斗才不辜负的新时代。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和历史起点，迈向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我们拥有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不管乱云飞渡、

风吹浪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拥有伟大梦想精神、伟大创造精神、伟大斗争精神的中华民族，一定

能以坚如磐石的信心、只争朝夕的劲头、坚韧不拔的毅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十四

亿中国人民一定能在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中一步步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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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istorical Materialism Perspective on “Better Life”

Li Yuyan (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has pointed out that the prin-
cipal contradictions facing Chinese society have been transformed into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unbalanced
and inadequate development and the people’s ever-growing needs for a better life. This major political judgment
provide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formulating the party’s and the country’s major policies and long-term strategy.
The expression of people’s ever-growing needs for a better life is highly compatible with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t is an express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new era,
and it has develope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o a new height. First of all, the subject of a good life is the people.
It’s a new development of the materialist historical view that “The people’s longing for a better life is our goal”
. Second, the need for a better life is an all-round and multi-level one, as the richness and comprehensiveness of
the need is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need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ird, the need for a better life is linked to
the current historical stage and is growing constantly which reflects the social and historic significance. Thus, it
is a new orientation of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development concept. Finally, that a better life can be achieved
by struggle reflects the practicality of a better life and pushes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practice concept to a
new realm.

Key word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etter life; Xi Jinping’s New Era Though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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