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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德意志意识形态》主要从异化分工造成了人的片面发展以及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关系制约了人的发

展几个方面来论证人的本质和发展问题。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可知：共产主义可以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保

障；同时，在环境问题日益成为焦点的今天，呼唤共产主义，寻求和谐发展成为题中之义。

关键词：人的发展；分工；私有制；共产主义

中图分类号：Ａ８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７１１１（２０１１）０３－００１６－０３

①　从休谟在《人性论》中通过“知性”、“情感”和“道德学”三个
部分来抽象地论述人性的思维基础可以看出，这个有关事

实与价值的“二分法”以及价值判断不可能从事实判断中推

导出来的主张，就构成了后世，特别是２０世纪道德分析哲学
讨论的一个主题。

　　本文将以人的发展问题为线索，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
笔者读《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心得体会。

　　一、从社会历史的独特视角来解读人的

本质

　　（一）中西方哲学对人的本质的传统解读

众所周知，关于人的共同本质的理论通常是指撇开人

的社会性和阶级性去解释人的共同本质的观点或学说。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就存在着性善论、性恶论、性有善有恶

论、性无善恶论等学说。在欧洲，文艺复兴后的资产阶级

提出了以提倡个人解放为主要内容的人性论，在当时具有

反封建的作用。但这些人性论分析问题的方法不是用阶

级观点分析人，不是按照人的历史发展解释人，而只是侈

谈所谓人类共有的人性。①

（二）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的本质的解读视角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有这样

一段表述：“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

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

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当

然，我们在这里既不能深入研究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也

不能深入研究人们所处的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山

岳水文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任何历史记载

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

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这表明，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

是与自然有着密切联系的，人是具有自然属性的存在。

《形态》中另一段经典的表述也给了我们新的启示，人

是具有社会属性的动物：“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

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

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

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

色彩。”

通过整体性思维的方式，我们得出结论：人性是人的

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而在有阶级的社会里，人的

社会性包含着人的阶级性，所以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具体

的人性，而抽象的所谓人类共有的人性是不存在的。

二、造成人片面发展的罪魁祸首 分工

（一）从“富士康跳楼事件”引入人类劳动异化的不

自由

“他们究竟在想什么呢？当年的我在第一次十个小时

站立工作以后，思想十分激烈，简直痛不欲生。在第二次

十个小时站立工作以后，我还是思想激烈，痛不欲生。第

三次，第四次……第一百次，我什么也不想了。我已经不



再是我，我不认识我自己。连我都放弃了思想，他们在十

二个小时工作之后还能想什么？他们根本没有时间思考，

他们甚至累的连梦都不会做了。那么，他们是不是很

痛苦？”①

近来，“富士康跳楼事件”越来越引人关注，上面这段

话是引自一个富士康员工的自述。从中我们读出了什么？

生产线需要的只是人们像机械一样的操作，因此所有机械

化操作以外的人性就全部被挤压排除，操作员只是富士康

这台庞大的机器中的一个零件。他们已经泯灭了个性，跟

一件没有生命力的机械产品毫无二致。这就是人的片面

发展的直接结果，这种结果令人震撼而又十分现实，这是

旧式分工下社会发展的代价。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工人是被机器挟持的，进而变成

了机器。”②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分工是生产

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又制约着生产关系。它直接决定着个

人“生产什么”和“怎样生产”，从而直接决定着个人的发

展。因此，由于目前的物质生活条件的限制，决定了我们

每个人只能在现有的物质框架之下寻求个人的发展，而这

种发展往往是片面的，表现为我们不自由的异化劳动。

（二）旧式分工与人的片面发展

１．从历史角度看旧式分工的出现

初期的狭隘的地域性的存在的个人，本来是分散的，

他们在大自然的风雨雷电面前显得是如此的脆弱和不堪

一击。为了生存，分工把他们强制地、异己地联系在一起，

因此分工可说是人的交往最早的表现形式。其实这种最

初由于性别、年龄等生理上的差别产生的自然分工，对人

的发展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

“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

正成为分工。”分工是与私有制紧密联系的，这种分工还造

成了人类社会自身的矛盾，“因为分工不仅使物质活动和

精神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各种不同的人来分

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并且“随着分工的

发展也产生了个人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

往的人们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就是个人

与社会的矛盾。这种旧式分工出现之后，任何人都被限定

在一定的特殊的强加于他的活动范围之内，他不能超出这

个范围。因此说，旧式分工必然地造成了人的片面发展，

“分工使他变成片面的人，使他畸形发展，使他受到限

制”［１］５１４。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人类社会历史成了劳动异化和

复归的历史。此时的马克思是用“劳动”这样一个“在历史

之外的尺度”来解释现实，以人的本质异化的观念来说明

私有制的不合理，并以劳动异化的扬弃来获得共产主义这

种应该确立的状态［２］。

２．旧式分工制约人的全面发展

从历史上看，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旧式分工限制个人

全面发展。在旧式分工的情况下，个人之所以只能片面地

发展，就是因为其只能限定在这个自己似乎不太情愿的固

定范围内，根本无法自由地发展。“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

自愿，不是自发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说来就成为一

种异己的、与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驱使着人，而不是人

驾驭着这种力量。”［１］３７

这种不全面的人类发展一直持续着，就会出现以下结

果，“作为过去取得的一切自由的基础是有限的生产力；受

这种生产所制约，不能满足整个社会的生产，使得人们的

发展只能具有这样的形式：一些人靠另一些人来满足自己

的需要，因而一些人（少数）得到了发展的垄断权；而另一

些（多数）经常地为满足最迫切的需要而进行斗争，因而暂

时（即在新的革命的生产力产生以前）失去了任何发展的

可能性。”［１］５０７

三、共产主义与人的发展

（一）共产主义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条件

在私有制条件下，由于旧式分工的束缚和阶级关系的

限制，个人的发展总是片面的、畸形的、不全面的。在未来

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在大工业高度发展的基础上，不再受

旧式分工和阶级关系的束缚，个人才能自由充分地发展，

从而带来个人的全面发展。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写道：

“个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到了外部世界对个人才能的实际

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为个人本身所驾驭的时候，才不再是

理想、职责等等，这也正是共产主义者所向往的。”［１］３３０因

此，只有建立起共产主义制度，才有可能使人的才能和个

性获得充分、自由、全面的发展。

（二）关于共产主义与世界末日的思考

１．“世界末日”的恐慌

最近，网络上非常流行一个关于“２０１２世界末日”的玛

雅人预言。虽然我们大多不会去相信，虽然我们不是悲观

主义者，但这个视频却能引起我们的一个思考：我们的地

球还能承受我们多久？水土流失、土壤沙漠化、盐碱化、资

源枯竭、气候变异、生态平衡失调……面对生态环境的恶

化，人类社会何去何从？人类出路何在？人们在探索。

２．在“可持续发展”面前科学技术的无奈

马克思恩格斯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

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３］２７６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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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下的商品经济带来的人类社会发展繁荣使得很多没

有认清问题本质的人士可能会认为人类的出路在于科学

技术的进步，不改变社会制度，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就可

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而事实证明，在以追求经济利润为

目的的高产量、高性能、高附加值的发展策略指导下，科技

的创新和应用也不可避免地强化着大量生产、大量消耗、

大量废弃的发展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更加速了资源的衰减

和枯竭，导致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３］２７６。因此，

如果单纯地依靠科学技术来为人类的将来寻找出路无异

于缘木求鱼，我们必须能够寻找出一种合适的社会制度来

解决这个问题。

３．寻求和谐发展，呼唤共产主义

我们认为，要解决生态环境问题，要最终实现全人类

的自由全面发展，只有用共产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

度。共产主义才是人类的最好出路。马克思说：“共产主

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

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４］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看作不

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对抗矛盾的解决，而且也是人与自然之

间的和谐统一。解决人与人之间矛盾的对抗是解决人与

自然对抗的前提，只有建立共产主义生产关系才能为社会

的持续发展提供社会制度保障，才能真正消除人与人、人

与自然之间两对矛盾的对抗。

如果说共产主义是一种现实运动，那么我们却觉得运

动的前提是，能够有一个共产主义觉悟。否则，随着人类

本性的贪婪和自我约束的勉强，环境问题最终可能会使我

们人类自己走上一条不归路。

五、结语

在《形态》中有这样一段话，每读及此，都让我们心潮

澎湃：“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

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

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

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

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这种

美好场景的描述总能激发我们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心生

向往，我们坚定地相信这一天终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高度

发展而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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