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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思想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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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摇 大学毕业之后,为了解决工作期间遇到的物质利益问题,青年马克思研读了大量经济学家的著作。 1844 年,
马克思把异化运用到经济领域,将其与劳动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 之后,通过对包括蒲鲁东在内的形形

色色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的批判,为日后创立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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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正如霍克海默所指出的那样,“经济是灾难深

重的首要原因,无论是理论的批判还是实践的批判,
都必须使自身首先致力于经济。冶 [1] 为了解决《莱茵

报》工作期间遇到的物质利益问题,为了科学研究

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结构[2],曾经学习法律、爱好哲

学和文学的青年马克思将自己的学术研究直接指向

了“国民经济学冶。 对此,阿尔都塞也进行过说明: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撰写之前,马克思接触政

治经济学是为了解决政治辩论中所涉及到的经济问

题,而自此之后他开始直接研究政治经济学,开始关

注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孜孜以求地要找到政治

经济学的根据。冶 [3] 实际上,从理论形成过程来看,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在对以往经济学思想的批判

中产生的,正是通过对前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资本主

义经济思想和空想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批判和继

承,马克思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实现了经

济学史上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冶。

一摇 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动因

1835 年 10 月,遵照父亲的愿望,马克思进入波恩

大学学习,成为一名法律系学生,一年后他又转入柏

林大学法律系。 然而,大学入学之初马克思就没有打

算成为一名法学专家,受特利尔中学时代历史教师胡

果·维腾巴赫(此人也是马克思家庭的朋友)的影

响,他的主要精力都花费在研究哲学和历史上。 同

时,在那个浪漫主义学派盛行的时代,文学,特别是诗

歌,也成为马克思的兴趣,大学第一学期他就选修了

三门文学课程。 1841 年,热爱哲学的青年马克思完

成了《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

的差别》一文,并以这篇论文获得了耶拿大学的哲学

博士学位。 可见,大学期间的马克思对经济学并不感

兴趣,没有选修过任何经济学课程,是经济学的门外

汉。 对此,恩格斯在 1892 年 9 月 28 日写给弗兰茨·
梅林的信中有过直接的说明:

“马克思在波恩和柏林居住期间,……对于经

济学,他还一无所知,因而像‘经济形式爷这样的词

对他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冶 [4]

1842 年初,由于岳父冯·威斯特华伦男爵的病

逝和老师布鲁诺·鲍威尔因非正统学说而被剥夺教

职,马克思谋取大学教职的希望因此破灭了。 为形

势所迫,马克思成为《莱茵报》的撰稿人。 此后,由
于对《莱茵报》进行了几个月卓有成效的管理,1842
年 10 月中旬马克思被任命为该报的主编。[5] 在《莱
茵报》工作期间,马克思常常会遇到诸如林木盗窃

和地产分析、摩塞尔河地区农民的处境、关于自由贸

易和保护关税等物质利益问题。 为了对这些物质利

益问题发表意见,为了维护“最贫苦阶级冶的利益,
为了同反动当局展开坚决的斗争,马克思感到自己

的政治经济学知识不足,迫使他第一次去研究政治

经济学。 对于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最初原因,
恩格斯也曾指出:

“我曾不止一次地听到马克思说,正是他对林

木盗窃法和摩塞尔河地区农民处境的研究,推动他



由纯政治研究转向研究经济关系,并从而走向社会

主义。冶 [6]

由于《莱茵报》被查封,马克思搬到了克罗茨纳

赫,开始为《德法年鉴》撰稿(该刊由卢格和弗吕贝

尔出资创办,马克思为副编辑)。 1843 年 10 月底,
马克思迁至巴黎以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 在巴

黎的一年多时间里,马克思系统阅读了包括威廉·
配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詹姆斯·穆勒、巴
蒂斯特·萨伊等人的著作,撰写了第一部研究政治

经济学的笔记———《巴黎笔记》。 该笔记中,马克思

详细摘录了许多政治经济学家的著作,为其全面掌

握政治经济学知识和日后创作政治经济学理论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

二摇 异化劳动的初步探讨

通过对大量经济学著作进行研读之后,青年马

克思清楚地认识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所创立的劳

动价值理论虽然已经将劳动视为生产的“真正灵

魂冶,但他们仍然没有赋予劳动者“真正意义上的任

何东西冶,反过来,却给私有财产拥有者提供了“满
足自身需要的一切冶。 因而,为了弄清私有财产的

真正本质,受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影响,马克思把异

化理论运用到经济领域,将异化与劳动有机地结合

起来,创造性地提出了早期的异化劳动理论。
1843—1844 年,马克思在巴黎阅读了威廉·配

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詹姆斯·穆勒等大量

经济学家的著作,并进行了详细的摘录和评注。 在这

些摘要和评注中,特别是在和《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

稿》密切相关的《詹姆斯·穆勒掖政治经济学原理业一
书摘要》中,马克思通过对谋生劳动———即一般商品

生产劳动———的独到分析,首次提出了异化劳动概

念,并对异化劳动进行了初步界定和探讨。
马克思认为,人们最初生产的目的无疑是为了

满足自己的需要,不存在产品的剩余与交换,因而尚

未引起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的脱离。 但是,当剩余产

品出现以后,原来的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虽然此时

“劳动者的直接的生活来源冶主要仍然是“劳动冶,即
劳动者直接消费自己劳动所得以满足生存所需,但
是同时人们会用自己生产出来的、满足自身需要之

后的剩余产品去交换另一人的剩余产品。 在这种物

物交换中,“劳动部分地成了收入的来源冶,劳动产

品与劳动者相脱离的异化还只是劳动局部现象。 然

而,随着生产能力的提升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当产品

最直接的用途已经不再是满足自己需要,而是用于

交换的时候,劳动就成为谋生劳动,此时异化也就成

为了普遍现象。 这是因为:
“(1)一方面,谋生的劳动以及工人的产品同工

人的需要、同他的劳动使命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而
是不论就哪方面来说,都决定于同工人本身格格不

入的社会组合;(2)购买产品的人自己不生产,只是

换取别人生产的东西。冶 [7]28

可见,谋生劳动的目的和它的存在已经不同了。
在这种生产劳动中,一方面,劳动者生产出来的东西

并非直接用于自身的消费,而是用于交换;另一方

面,与人们的需要越来越多样不同,从事劳动的生产

者在生产中的工作却越来越单一。 由此看来,青年

马克思所谓的谋生劳动,既不是那种“生产直接满

足自己需要的产品冶的劳动,也不是那种“生产偶然

发生交换的剩余产品冶的劳动,而是一种“生产产品

纯粹以交换为目的冶的劳动,即一般商品的生产劳

动。 所以,马克思指出:谋生劳动并非劳动者的“天
然禀赋冶和“自我享受冶,而是人们为了获取生活资

料、获得生存的基本手段。
通过对谋生劳动形成的演进过程进行历史分

析,马克思又进一步强调,在劳动成为了“直接谋

生冶的劳动之后,也就必定会内在地包含着:
“(1)劳动对劳动主体的异化和偶然联系;(2)

劳动对劳动对象的异化和偶然联系;(3)工人的使

命决定于社会需要,但是社会需要是同他格格不入

的,是一种强制,他由于利己的需要、由于穷困而不

得不服从这种强制,而且对他来说,社会需要的意义

只在于它是满足他的直接需要的来源,正如同对社

会来说他的意义只在于他是社会需要的奴隶一样;
(4)对工人来说,维持工人的个人生存表现为他的

活动的目的,而他的现实的行动只具有手段的意义;
他活着只是为了谋取生活资料。冶 [7]28鄄29

尽管,同后来雇佣劳动异化理论有别,青年马克

思此时此地关于谋生劳动异化现象的论述,重点在

于分析一般的商品生产和交换所造成的个体与社会

之间的对立:劳动个人成为整个社会需要的奴隶,整
个社会需要则成为劳动个人生存的基本手段。 但毫

无疑问,马克思早期对谋生劳动四个方面的初步分

析已经为随后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异化

劳动四个规定的全面阐述做出了材料上的积累和理

论上的准备。

三摇 异化劳动的全面阐述

作为一部尚未完成的早期文稿,《1844 年经济

学哲学手稿》是青年马克思“完全经验的分析冶的结

果,也是青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学进行批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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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伟大成果。 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的认真的批

判研究冶,青年马克思不仅详细阐述了人们熟知的

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而且还进一步分析了异化劳

动和私有财产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生产得愈多,自己却愈贫

穷;工人创造的商品愈多,自身提供的劳动力商品却

愈廉价。 于是,青年马克思用异化劳动描述了这样

一个经济事实:
“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

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

相对立。 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

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 劳动的现实化就是

劳动的对象化。 在国民经济学假定的状况中,劳动

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

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
外化。冶 [8]267鄄268

用异化劳动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事实进行描述

之后,马克思又从以下四个方面对异化劳动进行了

全面的揭露和深入的剖析。 劳动的异化,首先表现

为:(1)劳动产品和劳动者相异化。 即劳动者同自

己的劳动产品已经不是一种归属关系,而是一种异

己的关系。 劳动产品不仅不再归属于劳动者本人,
反而成为控制劳动者自身的异己力量———劳动者生

产出来的产品越多,属于他自身的东西反而越少,控
制他的力量反而越强大。 异化不仅表现在劳动结果

与劳动主体关系上,而且还直接表现在劳动活动的

过程之中,即异化表现为:(2)劳动活动本身同劳动

者相异化。 即生产本身已经是“能动的外化冶、“活
动的外化冶、“外化的活动冶 [8]270。 也就是说,劳动已

经不属于从事劳动活动的主体,而已经归属于别人。
这种劳动已经成为一种折磨,表现为肉体上的损伤

和精神上的摧残,是对肉体的强制和折磨。 劳动者

在劳动中不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劳动不再

是使人成其为人,而是使人降格为动物。 谈完“物
的异化冶之后,根据异化劳动的前两个规定自然而

然可以推出它的第三个规定:(3)人的类本质与人

相异化。 异化劳动不仅使得劳动主体同其产品相异

化,也使得劳动主体同其生命活动相异化,这就必然

会导致劳动主体同其“类本质冶相异化,“类本质冶变
成了对劳动主体来说是异己的本质。 这样一来,
“类生活和个人生活相异化冶 [8]273,个体同群体和社

会相对抗、相分裂。 劳动主体同其产品、活动和类本

质相异化就必然导致:(4)人同人相异化。 即劳动

主体不仅与他自身相对立,而且每一个人都同他人

相异化[8]276。 正是通过人与人相异化,马克思揭示

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对抗。
此后,青年马克思还进一步分析了异化劳动和

私有财产的辩证关系。 尽管私有财产直接表现为异

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冶,但马克思强调,准确地说

私有财产也是异化劳动的结果。 换句话说,一方面,
私有财产不仅可以当作劳动借以异化的手段;另一

方面,私有财产无疑更应该视为异化劳动的产物。
基于此,马克思得出工人对生产的关系及其解放

之途:
“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

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这
并不是因为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工人的解放,而是因

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其所以如此,
是因为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

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

后果罢了。冶 [8]278

通过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冶推演为“外化劳

动对人类发展过程的关系问题冶之后[8]279,马克思立

足于人的本质及其异化的视角,对社会形态演进作

出了三个阶段的划分:
第一阶段是具有类本质的人自身的阶段,即劳

动和人的本质尚未异化的阶段。 自从会制造和使用

工具来满足自己生存所需的时候,人就使得自己同

动物区别开来了。 此后,人开启了具有类本质的人

自身的阶段,即劳动和人的本质尚未异化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劳动是人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命的必须,
是人使自己得以生存的基础。 换而言之,劳动是人

生存的手段和条件,是人成其为人的标志,人通过劳

动,改变了世界的模样,体现了自身的本质力量。
第二阶段是人的本质异化阶段,即劳动异化和

产生私有财产的阶段。 随着生产的发展,私有制开

始出现,氏族社会瓦解,人的本质便发生了异化。 在

人的本质异化阶段,即在劳动异化和产生私有财产

的阶段,作为人的活动生产出来的“东西冶,不但脱

离了人自身的控制,而且反过来成为“奴役人冶的东

西,原本作为主体的人却成了“被侮辱、被奴役、被
遗弃和被蔑视冶的“对象冶。

第三阶段是人的本质异化的扬弃(人的本质的

复归)阶段,即扬弃异化劳动,消灭私有制,“真正人

的社会冶复归的共产主义阶段。 这个阶段人获得了

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完成了“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冶
和“人的解放和复原冶。 “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

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
觉的 和 在 以 往 发 展 的 全 部 财 富 的 范 围 内 生

成的。冶 [8]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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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异化劳动的全面阐述暴露出费尔巴哈人本

主义历史观和黑格尔正反合式论调在马克思社会形

态哲学论证中的残留,但是上述社会形态演进的三

阶段划分无疑有利于经典作家揭露私有财产制的暂

时性,也便于他揭示“真正人的社会冶复归的共产主

义的本质———“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冶 [8]297。
显然,青年马克思已经发现,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

产,必须依靠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而这必将经历一

个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过程。

四摇 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1945 年 2 月,被驱逐的马克思被迫离开巴黎来

到了布鲁塞尔。 在布鲁塞尔的三年里,马克思对形

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经济学进行了批

判,其中对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无疑意义重大。
蒲鲁东认为“财产就是盗窃冶,资产阶级私有制

违反人性,破坏道德,是造成贫困的罪魁祸首,因而

只有废除财产才能消灭贫困。 这种反私有制的立场

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极力维护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已

经有所不同。 正因如此,马克思在 1844 年底完成的

《神圣家族》中已经指出:以往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论

断都以私有制为前提,这一基本前提被视为政治经

济学确定不移的事实,而不加任何进一步的研究,蒲
鲁东对私有制所做的批判性考察,“是第一次具有

决定意义的、无所顾忌的和科学的考察冶,“是蒲鲁

东在科学上实现的巨大进步冶,“第一次使国民经济

学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科学。冶 [9]256然而,非常遗憾,蒲
鲁东尽管从私有财产的运动造成的贫困出发,“进
行了否定私有财产的思考冶,但他仍然没能因此而

有任何新的发现,没能取得真正有价值的成果,“他
不过是泄露了批判的批判所讳莫如深的秘密罢

了。冶 [9]258针对蒲鲁东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

的哲学》这部“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体系冶,马克思展

开了毫不留情的全面批判,撰写了《哲学的贫困》。
蒲鲁东认为以前的经济学家们很清楚地揭示了

价值的二重性(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但是他们

没有能够阐明价值的矛盾本性(即使用价值和交换

价值成反比)。 对此,马克思直截了当地指出:西斯

蒙第、罗德戴尔和李嘉图的经济学体系都是立足于

“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两种价值的反比例上冶。
“西斯蒙第把他的主要学说建立在使用价值和交换

价值的对立上,这个学说认为,收入的减少和生产的

增长成正比例。 罗德戴尔把他的体系建立在这两种

价值的反比例上,而且他的那套理论在李嘉图时代

非常流行,以致后者可以把它当作一件大家都知道

的事情来谈。冶 [10]81不仅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成反比

并非蒲鲁东“新的发现冶,而且蒲鲁东对这一“矛盾

的本性冶奥秘的揭示“具有纯形而上学的性质冶。
马克思指出,蒲鲁东首先把“众多冶当做“使用

价值冶,把“稀少冶当做“交换价值冶,此后他又将“使
用价值冶混同为“供给冶、将“交换价值冶混同为“需
求冶,然后,他再用“由意见决定的价值冶去代替“交
换价值冶。 通过这一系列的变换之后,“效用冶就等

同于“使用价值冶和“供给冶了;而“意见冶也就等同

于“交换价值冶和“需求冶了。 为了实现“供给冶与

“需求冶这两种对立力量的调和,蒲鲁东又搬出了

“决定的自由冶:
“我作为自由的购买者,我就是我的需要的裁

判,是物品适用与否的裁判,是对这个物品愿意出多

少价格的裁判。 另一方面,你作为自由的生产者,那
你就是制造物品用的资料的主人,因此,你就能够缩

减你的费用。冶 [10]84

在马克思看来,“供给并不只是代表效用,需求

也不只是代表意见冶;不仅如此,而且“需求者冶同样

“供给某种产品或货币冶,“供给者冶同样“需求某种

产品或货币冶。 由此可见,“蒲鲁东先生随便把供给

和效用、需求和意见混为一谈的那种对照,不过是建

立在空洞的抽象概念之上而已。冶 [10]85 在马克思看

来,蒲鲁东无视英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因而建议其

应该看看霍吉斯金《政治经济学》、威廉·汤普逊的

《为人类谋取最大福祉的财富分配原则》 和托·
娄·艾德门兹的《实践的、精神的和政治的经济学》
等著作。

与此同时,通过同李嘉图价值论的比较,马克思

指出,蒲鲁东撇开资产阶级生产的这个实际运动不

谈,想通过“玩弄辞句的企图冶,“来建立世界的新方

法冶。 基于此,马克思将蒲鲁东的价值论称为是对

李嘉图理论的“乌托邦式解读冶:
“在李嘉图看来,劳动时间确定价值这是交换

价值的规律,而蒲鲁东先生却认为这是使用价值和

交换价值的综合。 李嘉图的价值论是对现代经济生

活的科学解释;而蒲鲁东先生的价值论却是对李嘉

图理论的乌托邦式的解释。冶 [10]93

在马克思看来,蒲鲁东先生一直“向我们推崇

的那个公式冶———用劳动时间来确定价值,绝非这

位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首创,实际上,“以前李嘉

图就明确地论证过。冶 [10]110

总之,为了解决《莱茵报》工作期间面临的物质

利益问题,青年马克思研读了大量经济学家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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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著作研读和评注过程中,他肯定了古典政治经济

学家们对劳动的重视,但同时又批判了他们对私有

制的维护;他赞许了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们对

私有制的否定,但同时又批判了他们“具有纯形而

上学的性质冶。 简而言之,从理论形成过程来看,马
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在对以往经济学思想的批判中

产生。 正是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的认真的批判研

究冶,青年马克思逐渐从一个经济学的“门外汉冶成
长为这个学科领域的“行家里手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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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ought Process of Young Marx蒺s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HUANG Qiu鄄sheng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China)

Abstract:摇 After graduating from University,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material interests encountered in the work, young
Marx read a lot of economists work. In 1844, Marx applied to the economic field to alienation, and creatively put forward the theory of
alienated labor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alienation and labor. Then, classical writers established the basis for his own political econo鄄
my by criticizing various economics of bourgeois and petty bourgeois particularly Proudhon蒺s politic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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