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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马克思『分工—阶级』理论的再解读 

对马克思『分工—阶级』理论的再解读 
 

吴英 
 
 

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多年来，我们习惯于将阶级的
产生和划分仅同生产资料所有制相联系．形成了“所有制决定阶级、阶级斗争推动社
会发展”这样一种认识模式。它虽然适应当时夺取政权和改变所有制的革命需要，却
背离了马克思本人的理论思路；并且，随着社会的历史演进，这种理论阐释的缺陷
已日趋明显地暴露出来。它既无益于我们对历史的认知．更无益于指导我国现实的
社会发展实践。因此，有必要对这种重要理论做出再解读，还唯物史观以准确的阐
释。 

“所有制决定阶级、阶级斗争推动社会发展”这种认识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均存
在严重缺陷。在理论层面，当我们长时段历史地剖析该命题时，不难发现，生产资
料所有制并非阶级产生与划分的终极因素。生产资料所有制自身的构成与演变另有
着驱动原因。无视驱动所有制演化的终极原因，我们就会陷入“所有制决定阶级”，而
“阶级与阶级斗争推动所有制演化”这样一种循环论证。更为严重的是，它排斥或至少
是淡化了生产力的发展乃是制约生产资料所有制演化，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根
本动力和终极原因的基本原理，从而导致唯物史观失去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
律的辨析力。在实践层面，它既无从客观地解释东西方数千年纷繁复杂的社会变迁
现象，也很难解释清楚当代西方资本所有制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中国改革开放以
来生产资料私有制重又获得合法地位等需要理性认识的新鲜历史现象。而一旦运用
它来指导革命实践，则易于发生无视生产发展的客观条件．人为地任意改变生产资
料所有制的偏颇。正是鉴于阶级理论的所有制决定论存在如此严重的缺陷，因此促
使我们重新对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做出再解读。 
    马克思阶级理论的思路以“分工”为主线，向我们揭示出：分工是生产力发展的客
观要求，是伴随生产力的演进而演化；分工促生了所有制的建构，因而是阶级产生
的基础；脑体分工是人类社会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分工，由此形成了对立阶级的存
在：脑体分工的消灭必将消除阶级赖以存在的基础条件，从而促使阶级走向消亡。 
    其一，马克思在考察人类社会的历史演进中，对于“分工”这一特定的历史现象给
予了关注，并由此揭示出不同社会产生不同的利益集团的奥秘。如他在《资本论》
中论析“分工”问题时的概括：“单就劳动本身来说，可以把社会生产划分为农业、工
业等大类，叫做一般的分工；把这些生产大类分为种和亚种，叫做特殊的分工：把
工场内部的分工，叫做个别的分工。… …整个社会内的分工，无论是否以商品交换
为媒介，是各种社会经济形态所共有的，而工场手工业分工却完全是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的独特创造”(《资本论》第1卷，第389、397～398页)。当然，揭示分工的存在
不是目的．马克思进一步剖析指出：这种标志着生产基本形式的分工不仅仅反映着
生产发展的水平．“与这种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
分配(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因而也就产生了所有制… …所有制是对他人劳动力
的支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3—84页)。“分工发展的不同阶段，同时
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的与劳动
资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有关的相互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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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于是．他确切地指出：“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
是就活动而言的．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
84页)。恩格斯更简洁、明确地讲：“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马克思恩格
斯选集》第3卷，第632页)。那么，“分工”的演化又是由什么来驱动呢?马克思恩格斯
认定是生产力的发展。所以，他们讲：“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
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荒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马克思恩格
斯选集》第1卷，第68页)。 
    其二，马克思恩格斯不仅从理论上对分工与阶级的关系做出阐释，而且对它们
的演化进程作了具体描绘。恩格斯就曾指出：在原始公社，“一开始就存在着一定的
共同利益．维护这种利益的工作，虽然是在全体的监督之下，却不能不由个别成员
来担任… …这些职位被赋予了某种全权”。这是在社会政治领域形成的统治权力，它
构造了社会统治阶级。“但是，除了这样的阶级形成过程之外，还有另一种阶级形成
过程。农业家族内的自发的分工，达到一定的富裕程度时，就有可能吸收一个或几
个外面的劳动力到家族里来。… …生产已经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现在人的劳动力
所能生产的东西超过了单纯维持劳动力所需要的数量：维持更多的劳动力的资料已
经具备了：使用这些劳动力的资料也已经具备了：劳动力获得了某种价值”。于是，
战俘变成“可供自由支配的劳动力”，“奴隶制被发现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第522～524页)。这是在经济领域构成剥削阶级的起步过程。马克思则沿着人类
社会阶段性演进概括指出：“在埃及有过劳动和分工，因此有等级；在希腊和罗马有
过劳动和分工，因此有自由民和奴隶：在中世纪有过劳动和分工，因此有封建主和
农奴、行会、等级等等。在我们这个时代也有劳动和分工，因此也就有阶级，其中
一个阶级占有全部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另一个阶级只有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才能生
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221页)。所以，马克思就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工
场内部分工”指出：“一方面，它表现为社会经济过程中的历史进步和必要的发展因
素，另一方面，它又是文明的、精巧的剥削手段”(《资本论》第1卷，第403页)。 
    其三，马克思还认定，分工和阶级的存在仅仅是同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
系。他们指出，人类最初产生的自然分工并不构成阶级的产生：“分工起初只是性行
为方面的分工，后来是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才自发地或自然地
形成分工。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才真正成为分工”(《马克思恩
格斯选集》第1卷．第82页)。恩格斯也指出，“(阶级)这种划分是以生产不足为基础
的，它将被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56页)。
马克思预见，“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
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
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
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第305页)，人类社会将进入没有阶级对立的大同社会。 

从前文的引述可以明确，分工是生产力演进的必然结果，是阶级构建与划分的基
础。因此，马克思的分工理论是打通生产力决定论和阶级理论的重要通道。马克思
对此有过重要提示，而且人类社会的历史演进也验证了“生产力—分工—阶级”这种理
论路数。随着当代社会生产力的飞跃性发展。社会分工和劳动分工都在发生着新的
演化，社会的阶级结构也在发生演化。我们必须重视这方面的探究，以丰富和发展
马克思的“分工—阶级”理论，从而更为自觉地把握和运用唯物史观揭示的人类社会发
展的基本规律，促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向前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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