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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ABB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论马克思对劳动的存在论阐明

刘 兴 章
!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市#$$B!!&吉首大学 政治系#湖南 吉首B@C$$$"

摘!要!马克思在$@ABB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一个重大思想成果就是对劳动的存在论的重新阐明’

这一阐明不仅消解了传统哲学对劳动 的 抽 象 思 辨 的 理 解#而 且 也 堵 塞 了 对 人 的 本 质 作 人 类 学 或 知 性 科 学 的

理解#同时也本质重要地开启了现代西方哲学的全部问题域’深刻领会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成果#不仅有助 于

厘清马克思哲学革命发生之进路#而且有助于理解当下社会之生活’

关键词!$@ABB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劳动&存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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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B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
之所以被看做是马克思哲学的诞生地和秘密#乃是

因为正是在这里马克思发动了一场存在论的哲学

革命#而这场革命本质重要地是与对劳动的存在论

阐明相关联的’如果说#现代劳动的形而上学原理

被黑格尔在他的$精神现象学%中先行地道说了出

来!海德格尔语"#那么马克思则通过对这一形而上

学原理的批判#以)感性G对象性的活动*原理本质

重要地对劳动的存在论意义给予了新的阐明’伴

随着这一阐明#人和人的世界以及整个人类知识得

到了重新安 顿#即 从 理 性 思 辨 的 王 国 迁 回 到 坚 实

的+感性的)大地*’由之#传统理性的形而上学在

这里得到终结#现代西方哲学的全部问题域在这里

被打开’

!!一、马克思对劳动的追问之缘起

马克思对劳动问题的追问缘起于他对)市民社

会*的解剖之要求’
还在$莱茵报%和$德法年鉴%时期#当马克思在

黑格尔和鲍威尔的哲学中找不到解决社会生活中

最为紧迫的现实问题的答案时#费尔巴哈哲学问世

就为 他 提 供 了 一 种 可 能 的 出 路’正 如 马 克 思 在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说.)彼岸世界的

真理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

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

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

的迫切任务’*/@0#无 疑#这 是 一 条 由 费 尔 巴 哈 通 过

)感性原则*确立的人本主义哲学所揭示的+可能通

向现实社会生活的道路’然而#马克思也注意到#
对现实世界的批判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领域!这正

是费尔巴哈的局限性"#它必须触及社会生活的现

实问题#尤其是当下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身问题#而

这些问题又必须归结为私有财产本身的内部矛盾’
应当指出#在理解私有财产的问题上#费 尔 巴

哈哲学在以下两个方面提示了马克思.第一#私有

财产就其感性的存在即作为)物质的*财富而言#是
人的感性力量的对象化&第二#人的感性的类本质

直接规定了自然和社会的统一#而私有财产就其作

为财富之非社会的社会形式而言#是对这种统一的

背离#亦即是感性的类本质的异化’因为在人的感

性存在的私有财产形式中#人与人之间不是实现了

符合其类本质!社会本质"的联合#而是相互敌对’
当然仅仅就这两方面看#费尔巴哈的提示尽管提出

了批判私有财产的一般要求#即指出了私有财产是

人的类本质 的 异 化#但 却 说 明 不 了 这 种 异 化 的 来

由#亦即无 法 从 根 源 上 对 私 有 财 产 的 本 质 予 以 揭

示’那么#要对私有财产的内部矛盾进行剖析#就

必须对产生私有财产的劳动进行追问’如果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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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财产出了问题!那么这个问题的根源一定导源

于产生它的劳动"所以对私有财产和劳动的关系

问题的澄清自然也就构成理解问题的关键"
其时!有一门叫#国民经济学$的科学!它是关

于市民社会的科学"这门科学所以受到马克思的

特别关注!因为在这门科学中!国民经济学家从政

治经济学的立场出发!就#财富$%私有财产&和劳动

的关系有过基本的讨论和结论"这一科学在理论

上的成熟的标志就是它提出了#劳动价值论$"按

照这一理论的说法!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而#资
本$%私有财产&不过是#一定量的积累的和储存的

劳动$"应该说!把劳动看做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的

观点!是国民经济学家在理论上的一大贡献"因为

他们承认了私有财产是人的物质财富!而不是自然

的恩赐!亦即等于承认了劳动执行着自然对人的本

质的关系!而财富不过是这种关系的感性的实现"
客观地说来!这种劳动的价值观!本当可以构成国

民经济学的真正起点!但遗憾的是!国民经济学家

没有沿着这一条路彻底走下去"作为市民社会的

一种科学!作为对私有财产的一种辩护理论!作为

在近代知性思维的土壤上成长起来的科学!在它后

来的理论建构中!正如我们所见!它必然地把仅仅

作为历史结果出现的私有财产直接当作国民经济

学的客体和对象!当作一种当然的前提!先行地被

设定为单个的人所拥有的抽象的’可以量化的社会

权力"这样一来!使得本当只是历史的结果的东西

成了原始的历史事实!并获得了经济学抽象的#价

值$规定"也就是说!原来自然对人的本质的关系

的实现即劳动成果!在这里成了资本这种抽象的社

会权力的量的规定性"随着#劳动$被彻底经济学

化!即它被仅仅当作对私有财产这种财富的既有形

式的再生产的角度来承认!劳动的全部意义也就仅

仅在于使资本的价值增值"由于劳动被抽象化为

知性的对象!原来作为劳动的结果的私有财产!现

在反过来成为规定着劳动的先验形式"这里的问

题很明显!#国 民 经 济 学 从 私 有 财 产 的 事 实 出 发"
他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

随着马克思对这门科学的进一步研究!他发现

作为这门科学的理论前提***#劳动$范畴是自相

矛盾的+一方面承认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另一

方面又认为劳动是对贫困的生产"在,手稿-中!马
克思在分析了这种矛盾的种种表现后指出!国民经

济学之所以在理论上处处陷入二律背反!乃是因为

他们作为理论出发的前提%#劳动$&本身是矛盾的!
即它不是人的#本真劳动$!而是在#资本$统治下的

#异化劳动$"由于国民经济学家#置身于一种虚构

的原始状态$!从假定的观念出发!因而陷入了理论

上无穷的矛盾"所以!马克思要求避开这种虚假的

前提!直接#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现象实情地

展开对问题的讨论"随着#走向事情本身$!一幅在

资本统治下人的现实生命的异化图景就径直呈现

在马克思的面前+#人同自身相异化以及这个异化

了的人的社会是一幅描绘他的现实的社会联系!描
绘他的真正的类生活的讽刺画.他的活动由此而表

现为苦难!他个人的创造物表现为异己的力量!他

的财富表现为他的贫困!把他同别人结合起来的本

质的联系表现为非本质的联系!相反!他同别人的

分离表现为他的存在!他的生命表现为他的生命的

牺牲!他的本质的现实化表现为他的生命的非现实

化!他的生产表现为他的非存在的生产!他支配物

的权力表现为物支配他的权力!而他本身!即他的

创造物的主人!则表现为这个创造物的奴隶"$(#)@%@

马克思认为!这种现象乃是人的#异化劳动$产生私

有财产而私有财产又反过来强化这种劳动并为之

提供前提的必然结果"
通过对这种异化劳动的分析到对它同私有财

产的关系的追问!马克思引出如下一些基本结论+
第一!#感性的对象性活动$%劳动&是人的现实生命

的表现"人为了确证自己的类本质!确证自己的本

质力量!必须让自己的活动对象化"第二!然而!这
种原本使人 之 为 人 的#感 性 对 象 性 的 活 动$!由 于

#资本$来到世间!它却发生了严重的异化"活动的

主体反而为 活 动 产 生 的 对 象 所 奴 役!人 反 而 成 为

#物$或沦为#绝对的无$"这一现象的发生只能从

#活动$本身的历史中去寻找"第三!其实!劳动的

异化这一现象是从有了劳动的分工就已经开始了

的!但只是 到 了 资 本 占 统 治 地 位 的 私 有 制 的 社 会

里!这种异化才达到它的极端形式!亦即#劳动和资

本$才形成尖锐的对立"第四!既然人的异化是一

种历史的歧出!这种歧出也一定会历史地被得到克

服"这里即是说+一方面!人的现实生命的发展需

要私有财产!但另一方面!人的现实生命的发展又

要求消灭这种私有财产"
从马克思对劳动的追问我们看到!他一开始就

没有对劳动进行所谓经济学的知性分析!而是通过

对劳动的经济学的哲学批判!深入到劳动同人的类

本质’同人的现实生命的发展需要这一#历史的一

度中$进行审视!从而揭示了在私有财产的社会里

由于人的劳动的异化导致人自身的异化和整个社

会的异化的必然性"



!!二、马克思对现代劳动的形而上学原理

的批判

!!!手稿"中#马克思不只是对国民经济学的理论

前提$$$劳动$$$给予了批判#并通过这一批判获

得了关于%异化劳动&的四个基本规定#进而揭示了

现代社会人的生存状态和处境#而且还就现代劳动

的形而上学的原理展开了深刻批判#重新阐明了劳

动作为人本身所具有的存在论的性质和意义’具

体说来#后者是在!手稿"的第四章中通过%对黑格

尔的辩证法和一般哲学的批判&来展开的’
马克思这样指出(%且让我们先指出一点(黑格

尔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的立场上’他把劳动看作

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他只看到劳

动的积极的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劳动

是人的外化范围之内的或者作为外化的人的自为

的生成’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

精神的劳动’因此#黑格尔把一般说来构成哲学的

本质的那个东西#即知道自身的人的外化或者思考

自身的*外化的科学#看成劳动的本质)因此#同以

往的哲学相反#他能把哲学的各个环节加以总括#
并且把自己的哲学描述成这种哲学’&+#,@$@这里#马

克思一方面指出了现代性的劳动的原理被黑格尔

在他的!精神现象学"以哲学的形式所掌握#另一方

面也指出了黑格尔为劳动提供的这个形上原理乃

是通过对%自我意识&的阐明而思辨表达的’
就前一个方面看#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精神现

象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不是没有道理的’在马

克思看来#不说施特劳斯和鲍威尔这些人#就是费

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也有其重大的缺憾#这
就是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缺乏认识’马克思认为#如
何对待黑格尔的辩证法#表面上看来是一个形式问

题#实际上是一个关乎其本质的问题’正是这样理

解问题#所以当%费尔巴哈把否定的否定仅仅看作

哲学同自身的矛盾#看作在否定神学-超验性等等.
之后又肯定神学的哲学#即同自身相对立而肯定神

学的哲学&时#马克思则坚定地指出(%黑格尔的!精
神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 推 动 原

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
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

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
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

真正的人理 解 为 他 自 己 的 劳 动 的 结 果’&+#,@$@马 克

思在这里对黑格尔否定性的辩证法的肯定#是因为

黑格尔看到了劳动的积极意义#即看到了劳动具有

存在论的命意’因为如果作为主体-人.的活动本

身不具有%自我意识&的特性#就不可能把自己的力

量外化到对象上去#就不可能把自己的力量作为对

象加以对待#因而也就不可能显示出人自己的%类&
的本质’所以#马克思又说(%人同作为类存在物的

自身发生现实的*能动的关系#或者说#人作为现实

的类存在物即作为人的存在物的现实#只有通过下

述途径才有可能(人确实显示出自己的全部类力量

$$$这又只有通过人的全部活动*只有作为历史的

结果才有可能$$$并且把这些力量当作对 象 来 对

待#而 这 首 先 又 只 有 通 过 异 化 的 形 式 才 有 可

能’&+#,@$@而黑格尔恰恰通过他的%自我意识&的%外

化活动&表达了这样一种意义#尽管这种表达具有

思辨抽象的性质#但他确实道出了%劳动&同人的自

我生成的内在关系’而这正是费尔巴哈没有看到

的’因此马克思才这样讲道(%我们既要说明这一

运动在黑格尔那里采取的抽象形式#也要说明这一

运动在黑格尔那里同现代的批判即同费尔巴哈的

!基督教的本质"一书所描述的同一过程的区别)或
者更正确些说#要说明这一在黑格尔那里还是非批

判的运动所具有的批判的形式’&+#,&%

然而#黑格尔以思辨的形式表达的劳 动#不 过

是%异化劳动&或抽象劳动#因为黑格尔是%站在现

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来理解劳动的’所谓国

民经济学 家 的 立 场#指 的 就 是%劳 动 价 值 论&的 立

场#即国民经济学家把劳动看做是财富-私有财产.
或价值的源泉’但是#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由于%在
国民经济学的假定的状况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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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对象所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所以#国民

经济学所讲的劳动实际上是异化劳动或抽象劳动’
这种劳动 体 现 的 不 过 是%私 有 财 产 的 主 体 本 质&’
而黑格尔在其!精神现象学"中#通过对%自我意识&
的生成所阐明的%劳动&-%受到限制或节制的欲望#
亦即延迟了的满足的消逝&.#尽管也被理解为%生

产的灵魂&#看做是人的自为生成#但由于他把劳动

理解为意识的外化或异化-外化为感性事物.#把异

化的扬弃看成是让现实的感性事物回归到抽象的

思维上来#所以#黑格尔以哲学形式所表达的劳动

的立场#实际上也就是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即异

化劳动的立场’
由于黑格尔在为现代劳动提供形而上学原理

时是通过对%自我意识&概念及其特性的阐明来思

辨表达的#所以!手稿"的这节中#马克思的批判主

要围绕着%自我意识&来展开’认理性或精神是人



的真正本质!这并不是黑格尔的发明!它乃是从亚

里士多德以来就有的哲学传统!黑格尔在这方面的

发挥则主要是他以辩证逻辑的形式和无所不包的

结构"体 系 穷 尽 了 形 而 上 学 一 切 之 可 能#这 种 穷

尽!就如马克思讲的!$他能把哲学的各个环节加以

总括!并且把自己的哲学描述成这种哲学%!亦即他

把斯宾诺莎的$实体%概念和费希特的$自我%概念

辩证地综合在自己的$绝对精神%中!从而使纯粹思

辨的哲 学 发 展 到 它 的 极 致#在 他 那 里!$感 性"宗

教"国家权力等等%表现为$精神的本质%!甚至$自

然界的人性和历史所创造的自然界&&&人 的 产 品

&&&的人性%!也 都 表 现 在 它 们 是$抽 象 精 神 的 产

品%!$是精神的环节即思想本质%’#(@$$#就此而言!
黑格尔讲的$否定之否定%"$外化的复归%!其实是

思维的表现形式!是思维的产生史#正是黑格尔把

$劳动%理解为意识的自我设定和意识对自己对象

的克服这一行动!所以马克思这样批判道)$自我意

识通过自己的外化所能设定的只是物性!即只是抽

象物"抽象的物!而不是现实的物#%因为既然$人H
自为意识%!那么$人外化的"对象性的本质即物性%
就不过是$外化的自我意识!而物性是由这种外化

设定的%’#(@$B#
显然!黑格尔为$劳动%提供的形而上学原理!

根本依据是意识本身的存在论性质!而意识本身的

存在论性质无非是活动着的$纯思维%!是这种$纯

思维%对 自 己 设 定 的$存 在%的 一 种 自 觉#这 种 自

觉!在黑格尔那里被了解为$纯粹意识%达到$自我

意识%!亦即$纯粹意识%发现自己就是自我#如果

说黑格尔看到了劳动对人有存在论命意!那么很显

然!这一命意乃是黑格尔通过对$纯粹意识%自己能

够觉悟自己的过程描述而得以表达的#由于一切

外在的对象都是依靠意识而建立并成为对象的!意
识便知道对象的这种虚无性!因为它在建立或在外

化中是把自身设定为对象!所以!$意识"自我意识

在自己的 异 在 本 身 中 就 是 在 自 身%’#(@$&#可 见!既

然现实劳动的过程和劳动的一切成果表现形式是

从给定的$纯思维%概念中推导出来的!既然由于黑

格尔对$纯思维%这一概念的属性阐明包含着那把

概念作为先天给予的来描述*即不论是涉及意识的

设定还是意识的扬弃+!依据黑格尔的理解!$意识

必须依据对象的各个规定的总体来对待对象!同样

也必须依 据 这 个 总 体 的 每 一 个 规 定 来 把 握 对 象#
对象的各个规定的这种总体使对象自在地成为精

神的本质!而对意识来说!对象所以真正成为精神

的本质!是由于把这个总体的每一个别的规定理解

为自我的规定!或者说!是由于对这些规定采取了

上述的精神态度%’#(@$!G@$B!那么!黑格尔依据对$自

我意识%的生成特性所作的对$劳动%的理解!实际

上就是对劳动的一种先验的阐明和形而上学的阐

明#既然$人 的 本 质!人!在 黑 格 尔 看 来H自 我 意

识%!既然$人的本质的全部异化不过是自我意识的

异化%’#(@$#G@$!!那么!黑格尔所谓的$劳动%!就不过

是意识或精神的自我展开,而所谓$历史%!纯粹是

其意识或精神向$绝对知识%进展的过程#

!!三、劳动的存在论境域之打开与当代社

会之生活

!!诚如我们熟悉的!从$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尔对

清晰明白的$确定性%根据的寻求!到近代哲学的集

大成者黑格尔对$绝对知识%的建立!近代哲学家们

都在孜孜不倦地为知识的大厦奠定一个基地#由

于近代哲学一直 都 坚 执 着$我 思%设 定$对 象%*存

在+的原则!且力图把人及人的世界和生活都做成

知识或范畴!因此它实际上是一种$知识论%或$范

畴论%的 哲 学 路 向#尽 管 这 一 哲 学 路 向 早 在 卢 梭

*他称现代文明是$矫揉造作的朴素%和$精致化的

纵欲%+和康德*从先验唯心论出发!为感性"知性"
理性划出了 严 格 的 界 限+那 里 就 曾 有 过 批 判 的 声

音!但它真正受到全面质疑和近乎毁灭性的打击!
则是在黑格尔去世后#这之后!$存在的本质不再

被看作逻各斯%#如果说!这一看法在费尔巴哈的

$感性哲学%里还只有初步的"且是粗糙的表达!那

么马克思在-手稿.中依凭$感性G对象性的活动%
原则!通过对劳动的存在论性质的重新阐明!使得

这种表达变得精当而铿锵#
-手稿.中!马克思在对现实的人"自 然"社 会"

历史"世界等等问题的理解上!一方面坚定地承诺

了费尔巴哈的$感性G对象性%的本体论原则!另一

方面又对这一原则加以改铸使之发展成为$感性G
对象性的活动%原则!并把劳动理解为$感性G对象

性的活动%#-手稿.中!马克思曾这样谈到他对现

实的人和现实的世界的理解)$当现实的"肉体的"
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

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

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设定并不是主体,它

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此这些本质力量

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对象性的存在物

进行对象性活动!如果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

性的东西!它就不进行对象性活动#它所以只创造

或设定对象!因为它是被对象设定的!因为它本来



就是自然界!因此"并不是它在设定这一行动中从

自己的#纯粹的活动$转而创造对象"而是它的对象

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活动"证实了它的

活动是对象 性 的 自 然 存 在 物 的 活 动!%&#’@$"这 一 说

法"乃是马克思对劳动的存在论性质的重新阐明!
大体说来"它有这样几层意思!

第一"劳动作为一种活动"本质上是一种(感性

的活动%或(对 象 性 的 活 动%!人 之 所 以 有 这 种 活

动"乃是因为人本身是(感性的存在物%或(对象性

的存在物%!凡(现实的人%必通过这种活动才能获

得自 己 本 质 的 确 证!因 为 惟 有 通 过 这 种(外 化%
)(活动%的形式*方能把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和

现实化"以之确证自己的本质力量!而人的这种本

质力量所以能够外化"乃是因为在它的本质规定中

本身就(包含对象性的东西%!所以"提到劳动"必

定是指人的本质力量的活动+一种感性的活动或对

象性的活动,而提到人"它必定关联着(对象性的本

质力量的主体性%!人之作为属人的存在物"乃是

因为人始终是在他自己的活动中确证并表现着自

己!这里"尽管马克思对现实人的理解仍然沿袭了

费尔巴哈的(对象性%原理"但是马克思对(感性的

存在物%+(对象性的存在物%的理解"已不再是费尔

巴哈的那 种(纯 粹 直 观%意 义 上 的 对 象 性"不 再 是

(直接的确定性%"而是把(对象性的存在物%理解为

(对象性的活动%"是(感性的活动%!人之为人"世

界之为人的世界"都只可能被看做和理解为(感性

活动%或 劳 动 的 必 然 结 果!正 是 理 解 上 的 这 种 差

异"使得费尔巴哈的哲学和马克思的哲学有着完全

不同的结局!费尔巴哈的哲学在最后依旧滞留在

黑格尔的哲 学 范 围 内"并 分 享 着 黑 格 尔 哲 学 的 前

提"属于黑格尔哲学的一个(支脉%!而马克思则通

过(感性G对象性的活动%原则"深入到人的存在的

根基处"捕捉到人的原初关联"自明性地呈现着人

的具体性+丰富性和历史性!
第二"由于劳动活动的感性或对象性的性质本

质地关联着(自 然 界%"所 以"人 的 现 实 存 在 与(地

球%)大地*有着原始的+质朴的联系!这种联系本

质重要地摆明了(自然界%不是先验设定的(客观对

象%"而是因着(活动的对象性%与人的本质内在地

勾连在一起的感性对象!它与人的关联"乃是因为

(人的操劳寻视本身向来已经持留在其中%!在谈

到人的(对象性活动%时"马克思这样指出-(它之所

以能创造或设定对象"因为它是被对象设定的"因

为它本身就是自然界!%这里的(自然界%"实际上指

的是人自己的现实或实现"是人自身本质的确证对

象!(因为他自己的感性"只有通过别人"才对他本

身来说是人的感性%!(而直接的感性的自然界"对
人来说直接是人的感性)这是同一个说法*"直接是

另一个对他来说感性地存在着的人!%&#’&$因此"所

谓(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

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固然有一种(美文学%
的笔调"但马克思的意思是要竭力呈现为感性所充

溢的人的那种具体存在的样态"恢复感性的权威和

神圣性!与一切理性形而上学的哲学不同"马克思

不是把人的本质看作是(被思维的+抽象的本质%"
并进而把这种本质当成一种(实体%"当作一种(超

感性的%+(超自然的%和(超世界的%!不！马克思

在这里实质上要指出"人的存在本质上是(非概念

的%+(非逻辑的%+(非反思的%!
第三"在这里"马克思把人和他的世界)存在*

从(纯粹的活动%)意识*的幽禁中解放了出来"即把

769/)存在*从E65-773769/)意 识*中 解 放 出 来"并

进一步把769/理解成为(感性活动的人%!这一解

构和理解表明"马克思一方面撤卸了从笛卡尔以来

的近代哲学以(我思%)主体*设定(对象%的哲学形

而上学的建制"另方面也正面表述了自己的存在论

哲学思想!从笛卡尔以来的近代哲学"一直就是在

(我思%设定(对象%的思维模式中执行着哲学的任

务"所以这种哲学认为(存在%只不过是(我思%的产

物!而马克思认为"固然"对象世界包括人自身是

人自己创设的"但是"这种创设活动不是理性形而

上学的那种(意识%或(自我意识%的活动"不是人的

(纯粹的活动%"而是人的(感性的活动%或(对象性

的活动%!所以"不是存在)人的(感性的存在%*建

立在(意识%的基础上"而是(意识%是在存在)人在

(感性活动%中之(在%*中获得根据!马克思这一具

有存在论意义的思想成果"后来在.德意志意识形

态/中得到了明确的表述"即(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

能是被意识到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人们的现

实生活过程%&@’!$!
上述对劳动活动的感性或对象性的性质揭示"

是马克思对劳动的存在论性质所作的阐明!这一

阐明意在言说-人及人的生活世界包括自然界+历

史等等"是不可能还原为纯粹的逻辑和知识的"因

为它们是(感性的%+(涌流着的%和(生存着的%!不

仅如此"就现代知识形态)科学*而言"由于它立足

的是现代劳动的形而上学原理"所以"它实际上形

成了对(现实+事物+感性%的深深遮蔽!在马克思

看来"如果说人类未来应当有一门真正的知识"那

么这门知 识 只 可 能 是(历 史 科 学%!尽 管(历 史 科

学%的概念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但从

.手稿/中的提示看"这门科学指的是关于人的感性



存在!感性 解 放 的 科 学"#手 稿$中 马 克 思 这 样 指

出%&感性’参见费尔巴哈(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
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

性出发)因而)科学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

科学"*+#,A&G&$由于在马克思这里)&人*被看做是有

&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的人)&自然界*被了解为是

人的&感性的自然界*)&历史本身*被理解为&自然

史*即&自 然 界 生 成 为 人 这 一 过 程 的 一 个 现 实 部

分*)所以他进一步这样指出)&自然科学往后将包

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

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

从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所作的批

判可以看到)在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哲

学的建制中)由于人及人的世界)包括自然界!历史

等都是被安置在&概念的*基础上的)所以在此基础

上建立起 来 的 世 界 实 际 上 是 一 个&反 思 的 世 界*!
&逻辑的世界*"马克思以&感性活动*的原则对劳

动的存在论性质作出新的阐明的目的)乃是要彻底

瓦解那个&超感性的*世界)让人和人的世界从抽象

思辨的王国回到&感性*的大地"而#$世纪的哲学

运动’英美分析哲学!大陆存在主义!现象学运动!
基础存在论等等(的全部努力恰恰也就是要穿透那

样一个逻辑 的 世 界)去 寻 找 构 成 逻 辑 基 础 的 那 个

&非逻辑的东西*"如果说)当代思想揭露了传统哲

学不再有效的&天真假定*)即&断言的天真*!&反思

的天真*和&概念的天真*+!,)那么这一揭露实际上

在马克思#手稿$中就已先行展开"当代哲学的运

动中)比如%尼采在批判&意识自身的异化*时对&自
我的伪装*的剥离-海德格尔&对意识的本体论批判

把此在是.在世之在/作为格言*)以及他所说的现

代&哲学的真正.丑闻/*-现象学强调的&走向事情

本身*和&生活世界*-存在主义对个体的生存状况

的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科学技术的非人性

的批判)等等"所有这些)既是现代西方哲学的主

题)也是现代社会生活中的紧迫问题)正如我们看

到的)在#手稿$中随着劳动的存在论境域之打开)
马克思都有原则高度的阐明"

就当今时代的境况看)尽管理性形而上学的没

落已经是一种哲学的事实)但由&现代形而上学*原
则和&资本*原则捆绑的现代社会生活的战车不仅

没有停下来)反而较前更加疯狂地疾驰"当代人的

现实的 感 性 生 命 仍 在 不 断 地 被&知 性 化*!&片 面

化*!&肢解化*)连同自然界000&感性存在的另一

个人*000也在资本的魔力下为&计算的理性*所宰

割和牢笼"因此)在这样一个被&现代形而上学*原
则和&资本*原则主导的社会里)人如何认识自身和

自己的生活 世 界 的 问 题)被 尖 锐 地 提 到 我 们 的 面

前"诸如)人的异化问题!自然界的人性问题!科学

技术的人性问题!意识形态的统治问题!审美的生

存问题)等等"对于此类问题的解决)由于任何一

门知性科学都无力担当)因此把对问题之&思*诉诸

于存在论的高度就变得绝对必要"也许)海德格尔

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致力于对传统形而上学从基

地上的进行清理)致力于对人的存在作基础存在论

的阐明)其思路与马克思十分接近"现象表明)马
克思在#手稿$中通过对劳动的存在论阐明所开启的

问题)不仅为当代哲学反对任何独断论提供了一个

视野)而且也映照着我们对当下社会生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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