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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几点思考
———对《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解读

王摇 俊摇 骏
(中共揭阳市委党校,广东 揭阳 522031)

[摘摇 要] 摇 异化劳动理论是马克思的著作《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最重要最核心的内容。 马克思批判地吸收了卢梭、
黑格尔、费尔巴哈和赫斯等人的异化思想,从而形成了具有自己鲜明特色的异化劳动理论。 准确而全面地理解马克思的异化劳

动理论,将有助于我们理清马克思异化劳动思想的发展脉络,从而更加深刻地了解异化劳动理论在马克思思想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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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
是马克思运用异化劳动理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关系

的巅峰之作,它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条件下

人受物的压迫和统治等种种异化现象。 时至今日,
对马克思“异化劳动冶概念的内涵以及《手稿》中的

几个问题进行重新思考,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和把握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

一摇 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主要思想来源

异化理论并不是由马克思首先创立的,在马克

思之前的许多思想家就开始用它来阐述和论证自己

的理论。 霍布斯在《利维坦》中讨论社会契约论时

首先提到了异化思想。 霍布斯认为,人们为了维护

自己的权利,在平等的基础上彼此之间订立契约,愿
意将自己的部分权利“异化冶给“利维坦冶,在这里,
“异化冶的含义可以理解为“转让冶。

18 世纪伟大的思想家卢梭吸收了霍布斯的异

化思想,在其著作《社会契约论》中将异化定义为一

种损害个人权利的行为,突出了“异化冶的否定性。
他认为,国家是建立在人们共同订立契约的基础之

上,所以国家应该是民主的国家,当国家存在各种异

化现象时,人们就有权利推翻这样的国家。 所以,卢
梭对专制社会存在的各种异化现象的严厉批判和对

人的自由、平等的推崇和向往, 为马克思异化劳动

理论的问世奠定了思想基础。
19 世纪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异化观对马克思影

响很大,在黑格尔建立的哲学体系之中,他认为异化

的主体是绝对精神,异化是绝对精神自我否定而必须

经历的环节,这种自我否定的能力表现为绝对精神的

能动性。 在绝对精神自我发展的阶段中,由于其自身

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必然要异化为自己的对立面

(即自然界)。 但是,当绝对精神意识到自然界就是

自己本身的异化时,它就要通过异化的扬弃而进入到

精神阶段,在人的意识之中返回到自身,最终完成绝

对精神自我异化和扬弃自我异化的过程而到达自我

综合的阶段。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异化观进行了积极

地扬弃。 马克思一方面肯定了黑格尔的异化观体现

了辩证法的思想,尤其是黑格尔分析了劳动的本质,
指出了人只有在劳动之中才成为自在的存在,这一思

想对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具有重要的启示。 另一

方面,马克思也批判了黑格尔的异化观,指出黑格尔

的异化观是唯心主义的异化观,因为黑格尔把绝对精

神视为异化的主体,这样,黑格尔所提出的扬弃异化

就变成了纯粹思想范围的事情,似乎只要精神上扬弃

异化就行了。 这种把现实的异化消解为纯思维活动

的哲学,因而也就是在实际上维护了现实的异化。
费尔巴哈批判了宗教的欺骗性和虚伪性。 他认

为宗教其实就是人的本质的自我异化,人们赋予了

上帝以人的力量,却受上帝的统治和压迫,这便形成

了异化。 费尔巴哈的异化思想对马克思的启示主要

体现在以下两点:第一,费尔巴哈的人本论对马克思

异化理论中的人的本质思想的形成有重大影响;第
二,费尔巴哈不仅分析了宗教和唯心主义存在的弊

端,并且指出了其认识论根源上的错误。



德国哲学家赫斯继承并发展了费尔巴哈的异化

思想,将宗教领域的异化引申到政治经济领域的异

化上来。 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条件下金

钱就是人的本质的自我异化,是一种支配和统治人

的力量。 并且,异化的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私

有制,所以,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才能消

除异化。 无疑,赫斯的异化思想对马克思的异化劳

动思想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使马克思从当时的经济

事实出发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同时,也
使马克思认识到,要消灭资本主义社会和实现共产

主义社会,最关键的问题是要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
综上所述,马克思吸收了卢梭、黑格尔、费尔巴哈

和赫斯等人的异化思想中的合理因素,并对他们的异

化思想进行了扬弃,将异化劳动理论与当时的政治经

济现状相联系,为其异化劳动理论注入了科学的因素,
从而形成了具有自己鲜明特色的异化劳动理论。

二摇 马克思“异化劳动冶概念的内涵

“异化冶一词在拉丁文中表述为 alienatio,它的

主要意思是“变为异物冶。 在英语中表述为 aliena鄄
tion,它的意思主要包括两点,一种意思是“分离、离
间、使不和、疏远冶;另一种意思是 “让渡、转让冶。
“异化冶一般的解释是指在特定的条件下,人们自己

生产的劳动产品不受人们的控制,反过来成为支配

和控制自己的外部力量。 马克思“异化劳动冶概念

分别由“异化冶和“劳动冶两个概念组合而成。 在哲

学史上黑格尔首先将“异化冶概念作为哲学概念来

使用。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将“劳动冶视为经济范

畴,经济学家斯密在国民经济学的研究中对“劳动冶
概念作了重要解释。 因此,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异
化冶概念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冶概念是

马克思“异化劳动冶概念的重要来源。
马克思“异化劳动冶概念的内涵主要包括四个

方面,即四个规定:
第一,工人同其劳动产品相异化。 马克思指出

“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就是同一个异己的对

象的关系冶 [1]91。 劳动产品本来是工人支配和使用的

对象,现在却成了工人异己的力量,“工人生产的财富

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 工

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 物的世

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冶 [1]90为了深刻

理解异化的概念,《手稿》对“对象化冶和“异化冶两者

进行了比较:任何人类的劳动都属于对象化的劳动,
在劳动中产生的结果都要对象化成为人类劳动的产

品。 但是,当劳动产品成为异己的压制和支配劳动者

的一种力量时,在这种情况下,称之为异化。 在马克

思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条件下,“工人在他的

产品中的外化,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对象,成为

外部的存在,而且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异己的东

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

立力量;意味着他给予对象的生命作为敌对的和异己

的东西同他相对抗冶 [1]91鄄92。 在这里,工人的劳动不但

属于对象化的劳动,而且是属于异化的劳动。 而作为

劳动的结果的劳动产品,对工人而言,却是一种异己

的、敌对的力量。
第二,工人同其劳动活动相异化。 劳动是人类

社会存在的基础,是一种充满自由和富有乐趣的活

动。 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劳动活动变成了

一种异己的使工人感到不自由不快乐的活动,工人

“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
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

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

残冶;“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

劳动。 因而,它不是满足劳动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

需要以外的需要的一种手段冶 [1]93鄄94。 在这里,工人

的劳动失去了本来的意义,转变为一种压迫自身的

异化劳动,成为一种与工人相对立的力量。 劳动既

不属于工人本身,工人在劳动中也找不到自己。
第三,人同其类本质相异化。 在谈到人的类本

质时,马克思指出:“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

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

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冶 [1]96 这个时期的马克思,因为

还未摆脱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将人的本质与

人的类本质等同起来,认为人的类本质就是自由自

觉的活动。 但是,“异化劳动,由于既使自然界,同
时,又使人本身,他自己的活动机能,他的生命活动

同人相异化,也就使类同人相异化;它使人把类生活

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 第一,它使类生活和个

人生活异化;第二,把抽象形式的个人生活变成同样

是抽象形式和异化形式的类生活的目的。冶 [1]96劳动

本来是人的意识和思想转变为物质的现实过程,它
体现了人的活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 但是,异化劳

动却使这种活动与人相异化,把人的类本质贬低为

仅仅是谋生的手段和工具,人与动物没有了区别。
第四,人同人相异化。 《手稿》时期的马克思,

与费尔巴哈一样,认为“人是对象性存在物冶,认为

如果要认识人与他人的关系,首先必须认识人与其

自身的关系,人与其自身的关系如何,那么,人与他

人的关系也是如此。 “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

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这一事实所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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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 当人同自身相对立

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冶 [1]97鄄98因此,由前面三

个规定可以推导出第四个规定的成立。 在资本主义

社会里,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尖锐的不可调和的矛

盾,就是人同人相异化的最集中和最典型的表现。
对于异化的感受,工人和资本家完全不同,工人感觉

非常痛苦而资本家感到十分满足。
可以看出,前两个规定是经过经济学上的实证

分析而得出的结论,而后两个规定则是通过人本主

义的逻辑推理而得出的结论。 那么,是不是所有私

有制条件下的劳动都是异化劳动呢? 还是仅仅资本

主义社会私有制条件下的劳动是异化劳动?
笔者认为,异化劳动仅仅是指资本主义社会私

有制条件下的劳动,为什么这样说呢? 原因主要有

以下两点:第一,这是根据“异化劳动冶概念的内涵

做出的判断。 通过以上的分析,异化劳动的主体是

在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条件下创造劳动产品的工人

(无产阶级),也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存在真正意义

上与资产阶级相对立的无产阶级,这个阶级没有什

么财产,只能依靠出卖劳动力才能维持生存。 因此,
“异化劳动冶的主体是无产阶级(而非任何私有制条

件下的劳动者),成为“异化劳动冶概念外延的判断

依据。 第二,“异化劳动冶和“剩余价值冶作为资本主

义社会私有制条件下所特有的两个概念,我们可以

通过分析两者之间的相互联系,也可以推断“异化

劳动冶概念的外延。 “异化劳动冶对于马克思提出

“剩余价值冶起了重大的作用,而“剩余价值冶作为揭

示资产阶级的利润正是建立在无产阶级的被剥削基

础上的一个概念,也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条

件下才存在,这也有助于“异化劳动冶概念外延的判

断。 因为,在马克思的著作之中,“异化劳动冶与“剩
余价值冶之间联系紧密,两者存在内在的沿袭关系。
“异化劳动冶对“剩余价值冶的发现有启迪意义,“剩
余价值冶对“异化劳动冶有深化意义。 换言之,“剩余

价值冶从哲学的角度可以表述为“异化劳动冶,而“异
化劳动冶从经济学的角度可以表述为“剩余价值冶,
两者的表述存在异曲同工之妙。

三摇 马克思“异化劳动冶四个规定的逻辑关系问题

通过阅读文本,可以看出,马克思在阐述“异化

劳动冶四个规定时并不是简单的堆砌,而是有一定

的逻辑关系。 这四个规定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逻辑

关系呢? 笔者认为,由第一个规定到第四个规定存

在一种顺推关系,这是“异化劳动冶四个规定之间体

现出的显性逻辑关系;而由第一个规定到第四个规

定也存在一种逆推关系,这是“异化劳动冶四个规定

之间内在的隐性逻辑关系。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他在探讨异化劳动时既不是

从宗教世界中的上帝出发,也不是像黑格尔那样从抽

象的绝对精神出发,而是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冶出发,
即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条件下劳动与资本

相矛盾的状况,来阐述他的异化劳动理论。 最能够直

观地反映无产与有产之间尖锐的对立关系的就是第

一个规定:工人与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异化,即物的异

化。 就第二个规定而言,劳动过程本质上就是一个受

动的过程,“工人自己的体力和智力,他个人的生

命……就是不依赖于他、不属于他、转过来反对他自

身的活动。 这是自我异化。冶 [1]95 物的异化是自我异

化的强化和确证,如果没有物的异化,也就没有劳动

的自我异化。 因此,第一个规定是第二个规定的原

因。 马克思从人本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人的类本质

是自由自觉的活动。 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条

件下,劳动的过程与工人相异化,人们不能通过它来

证明和显示自己的类本质。 所以,从劳动过程自身存

在的异化现象能够判断出人的类本质也被异化。 最

后,马克思提出,“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

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这一事实所造成的直接结

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冶 [1]97鄄98如果说工人在资本主义

社会私有制条件下不能享受创造劳动产品乃至劳动

过程的快乐,甚至在这种条件下造成自己类本质的异

化,那么,谁能享受这些工人们失去的快乐呢? 那就

是资本家了。 一边是工人的痛苦,另一边却是资本家

的快乐,这可以说是人与人相异化最典型的证明。 从

第一个规定到第二个规定再到第三个规定,最后又在

前三个规定的基础上推出第四个规定。 经过这种显

性的从简单到复杂的逻辑推导,马克思将生产过程中

表面上的物质关系归结为本质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这种分析方法可能是最简单最有效的能够帮助我们

把握异化劳动理论的一种认识方式。
接下来我们看看“异化劳动冶四个规定之间内

在的隐性逻辑关系。 马克思首先谈到第一个规定:
工人与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异化。 但是,劳动产品为

什么会与工人相异化? 在马克思看来,这是由第二

个规定造成的,“如果工人不是在生产行为本身中

使自身异化,那么工人怎么会同自己活动的产品象

同某种异己的东西那样相对立呢? 产品不过是活

动、生产的总结。 因此,如果劳动的产品是外化,那
么生产本身必然是能动的外化,或活动的外化,外化

的活动。冶 [1]93也就是说,第一个规定是结果,第二个

规定是原因,自我异化经过对象化活动产生了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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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化,这种逆向的因果关系是成立的。 接着,劳动本

身为什么会与工人相异化? 马克思在这里谈到了第

三个规定(即人同其类本质相异化)的问题。 马克

思指出:“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

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

动时就觉得不舒畅。冶 [1]93鄄94人们只有在不劳动时才

感到自在和舒畅,情愿像动物一样生活,这完全与人

的类本质相违背。 换句话来说,现实之中劳动本身

为什么会与工人相异化? 就是因为它不符合人的类

本质。 所以第三个规定可以看做是第二个规定的原

因。 最后,为什么人的“类本质冶成为了异己的力

量? 马克思认为:“如果人把自身的活动看作一种

不自由的活动,那么他是把这种活动看作替他人服

务的、受他人支配的、处于他人的强迫和压制之下的

活动。冶 [1]99也就是说,为什么人与其类本质相异化,
是因为第四个规定:人与人相异化。 最终,通过人与

人的异化而得出资本主义社会必将灭亡的结论。 通

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这里,异化劳动四个规定

的关系是一种由结果追溯原因的关系,即由人与自

身(包括劳动产品、劳动活动、类本质)的异化最终

追溯到人与人的异化,这是一种隐性的逻辑关系,体
现了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推导方式。 这种逻辑关系科

学地揭示了异化劳动产生的社会根源,并为异化劳

动的最终扬弃指明了方向,体现了马克思异化劳动

理论本身所具备的强烈的革命性特征。

四摇 异化劳动理论在马克思思想中的地位

自从开始展开对异化劳动理论的研究以来,关于

其在马克思思想中的作用和地位的辩论和探讨就没有

停止过。 当然,我们应该承认,“《巴黎手稿》中确实存

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逻辑:以抽象的人的本质为出发

点的思辨逻辑,和以现实的经济事实为出发点的科学

逻辑。冶[2]大部分学者均认为在马克思的全部理论之中

都有异化劳动理论的影子,它是马克思思想的核心内

容和精华部分,体现了马克思对人道主义的思考和关

注,有的学者甚至高度评价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认
为马克思后期的许多理论都是异化劳动理论的展开与

延续。 与以上观点完全相反的是,有的学者(如以阿尔

都塞为典型代表的结构主义者)则认为马克思的思想

体系中存在“认识论上的断裂冶现象,认为青年时期的

马克思思想与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思想迥然不同,甚至

对立,因此,以完全否定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早期的异

化劳动理论,认为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没有新意,只
不过是将黑格尔的异化理论“颠倒冶而变成一种类似于

“费尔巴哈的‘社团的爷人道主义冶[3]而已。

以上两种观点都值得商榷。 应该承认,异化劳

动理论在马克思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马克思

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体现了早期马克

思的思想开始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

过渡。 作为这种过渡时期的异化劳动理论便具有双

重的意义,一方面体现了人道主义的思想,另一方面

又孕育着唯物史观的方法。 因此,对于异化理论我

们要遵循具体的历史的原则,充分认识异化劳动理

论的意义和价值,而不能放大部分来否定整体。 并

且,即使就异化劳动理论所体现的人本主义思想来

说,它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条件下无产阶级

的悲惨命运、人的类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和在共

产主义社会人将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等方面也具

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但是,也不可否认,虽然马克思

的异化劳动理论以现实的政治经济生活为基础,超
越了对其产生直接影响的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异化

观,具有其进步的因素。 但是,如果仅仅用马克思的

异化劳动理论试图来阐述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与流

通等问题,以及论证资本主义社会的灭亡、共产主义

社会的实现等问题,说服力还是不够的,原因在于

“人本主义只具有价值评判功能,而不具有科学认

识或科学分析职能,即它不能用来解释社会的本质

和规律。 ‘职能错用爷或‘领域错用爷必然暴露人本

主义的局限。冶 [4] 以及,“这种局限妨碍了马克思对

社会历史的科学分析,因而也妨碍了历史唯物主义

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冶 [4] 马克思自己后来也意识到

了这一点,随着马克思思想的不断成熟,特别是在标

志着唯物史观创立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之中,通过

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

矛盾运动规律的揭示,以及后来剩余价值理论的建

立,异化劳动理论的不足也就逐渐得到弥补。
总之,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条件下异化

劳动的非人道因素的分析,马克思从理论上论证了

异化劳动产生的根源,从而深刻地揭示了异化劳动

这一历史现象。 即使在当代社会,马克思的异化劳

动理论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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