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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通过对旧式分工的批判和合理分工形式的阐述;对“抽象的人”的批判和现

实的个人以及现实的人类解放的探索;对以往共同体形式的批判和自由人联合体的论述;以及对以往的解放运动的

批判和共产主义解放运动的号召，说明了人类解放道路何以可能和如何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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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在马克

思主义形成过程中居重要地位，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

奠基之作。在《形态》中，马克思站在唯物史观的立

场，系统阐明了人类不自觉地由自由走向分裂、异化，

最终通过自身力量实现全面而自由发展的解放过程。

研究《形态》的解放理论，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对旧

理论的批判和对科学世界观的阐述，其鲜明的理论对

比和理论意蕴为当今中国社会主义体制改革和发展路

径提供了前进的动力。同时，马克思在《形态》中论

述的解放理论为我们证明了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不是遥

远的乌托邦，而是通过人类自身的实践活动得以不断

实现。  
 

一、 对旧式分工的批判和合理分工 
形式的阐述 

 
在《形态》中，马克思从阐述分工出发，揭示了

分工的发展过程并导致私有制的形成。现实生活的个

人是全部历史发展的前提，这是由纯粹的经验确认的，

绝不是抽象的个人。与动物没有任何区别，人从一开

始就本能的具有求生的需要，“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

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

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79)。这种生

产可以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并且人们为了使

生命延续下去，就同时也进行着人种生产，即人自身

的生产。所以，人们进行物质生产活动的“这种生产第

一次是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开始的”[1](68)。生产本身并不

是个人的事，随着人口的增多，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交 

往的关系，在交往中促进了生产，这里的生产包含着

前面所说的两个方面，并且这两个方面是同时进行的：

一是物质生活的生产，二是人自身的生产。有了这两

种生产，人类历史早期各民族之间以及各民族内部的

分工就自然地形成了。人类起初的分工是出于自然形

式、本能力量的分工，例如，性分工、需要的分工。

但这些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分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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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分工。分工只

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

工。”[1](82)由于需要的增多，分工的多样化，在民族内

部中，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于是

就形成了商业劳动与工业劳动的分工形式，同时，商

业劳动部门和工业劳动部门内部的人们也从事不同的

分工。分工促使了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同时，生产

力的发展促进了分工的发展。 
自从真正的分工即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开

始时，“分工不仅是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

生产和消费由于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

能，而且成为现实。”[1](83)当真正的分工发展起来时，

人类也出现了日益鲜明的分化：劳动的人不能享用自

己的劳动果实；不劳动的人反而轻而易举享受别人劳

动的果实。劳动的人被认为是愚蠢的，而不劳动的人

反而是被称为至高无上的精灵。同时，分工的不同以

及它所包含的所有矛盾，导致了劳动和其产品分配不

平等，因而这两种不平等的现象产生了不平等的所有

制，“它的萌芽和最初形式在家庭中已经出现，……家

庭中这种诚然还非常原始和隐蔽的奴隶制，是最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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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制，……即所有制是对他人劳动力的支配。”[1](84)

马克思从唯物史观角度出发，得出了以往时代人类受

压迫的根源表现为私有制，而私有制起先也不是从来

就有的，而是分工的产物，他总结到：“其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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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1](84) 

私有制统治了人类世界，私有制使全人类的共同

生活世界分裂为了不同利益集团，谁掌握了所有制(对
他人劳动的支配)，谁就具有统治力量。统治者为了维

护自身的利益，采取国家这个虚幻的共同体形式，与

实际的个人利益及其组成的全体利益相脱离，由此导

致阶级与阶级的对抗力量的出现。这些由分工决定的

阶级对抗力量日益分裂，强大的利益集团通过共同体

形式统治着其他一切阶级。这种全体劳动者的利益和

占统治地位的共同利益的分裂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自然形成的，“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

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

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

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1](85)马克思批判了旧式的即

人类从分工开始到现在的一切分工，旧式的分工是自

然形成的，并非出于个人自愿的，是随着生产力作为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力量的推动下不断发展

的。这种自然形成的分工，对人来说是一种压迫性的

力量，在这种被迫从事的活动中所创造的生活生产资

料也将成为异己的力量反过来统治者自己。经过对一

种自然分工形式的分析和批判，马克思探究了真正符

合现实生活中个人的分工形式并阐述了它的合理性。 
只有人们真正作为单个的人即现实生活中的个

人，个人支配劳动而不是劳动支配个人的时候，这时

分工形式才是合理的，这样的分工形式是没有任何特

定范围束缚的，单个人同时可以是一个猎人、渔夫或

牧人，也可以同时从事文化工作，马克思认为这种理

想的分工形式只有在人们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

现，到那时，每个人可以凭着自己的兴趣、爱好从事

自己喜欢的职业，没有任何客观力量强迫着单个人做

事，社会活动呈现出多样性，可以不同程度的满足单

个人的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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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不会是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

者。”[1](85)超越了分工的制约力量，打破这种自然形成

的特定范围活动，人类将从一种异己的物质力量中解

放出来，获得真正的自由。 

 

二、 对“抽象的人”的批判和现实的 
个人以及现实的人类解放探索 

 
在《形态》的第一章《费尔巴哈》中，马克思虽

然批判了包括其他青年黑格尔分子在内的整个德国哲

学，但主要是批判了费尔巴哈即他的“抽象的人”、“感
性对象”，同时，他们坚定了唯物史观的立场，对费尔

巴哈关于“抽象的人”的理论作了彻底的清算。 
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思想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

响，马克思吸取费尔巴哈的合理内核，又对费尔巴哈

进行了批驳。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最重要的特点是不

懂得感性的实践活动，因此，不懂得现实世界的个人，

而是把人规定为“抽象的人”、“感性对象”等。在他看

来，单个人的感觉是片面的、分散的，不能从单个人

那里推出人的本质，所以他从上帝绝对统一那里推论

出人，他所说的人是从一神教的神羽化而来的，是抽

象的人类个体，不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个人。他所

说的人的本质乃是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

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由于个人的感觉的片面性、

分散性，他认为只有多数人共同在一起的感觉才弥补

了这种片面性。费尔巴哈对旧宗教的魔法力量的破除

做出了很大贡献，他的《基督教的本质》出版之后，

为唯物主义开辟了道路。这种理论成为人类解放运动

的一种先驱力量，马克思曾欢呼的说：“这部分的解放

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时大家

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2] (222)但

是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并没有完全抛弃宗教，没有

使人类得到真正思想上的解放。他并不希望废除宗教，

他希望使宗教完善化，于是他从脱离了感性实践活动

角度对待人类的生存，建议人们之间彼此相爱。然而，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统治者成为一种压迫力量控制

着广大人民，阶级利益不断的分化，形成鲜明的对比，

如果用费尔巴哈的宗教理论来指导人类解放自身，那

是一场荒唐的骗局。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只是抽象的

分析了人的本质，没有从历史的领域和实践的角度看

待人，所以，他并没有达到唯物史观，“当费尔巴哈是

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

去探讨历史地时候，他决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2](51) 

旧唯物主义者关于人的问题的看法是片面的，不

从现实出发看待人，因此更谈不上人类的解放。马克

思在《形态》中正确的阐明了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

人类社会，他指出最终的目的是要达到全人类的解放。

马克思理解的人是现实生活中的人，是从事物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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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人，这里的人是由物质生产决定的，“可以根据

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

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他们

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他们所必需

的生活资料，同时也就间接地生产着他们的物质生活

本身。”[2](5)人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人的本质并不是

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

的总和。”[2](5)因此，要实现人类的解放，并不是从意

识中抽象得来的，而是要通过现实的实践活动，不断

地创造实现人类解放的条件。只有通过改造工业和社

会制度，不断创造属于全体人类的生活条件才能真实

地解放人，共产主义运动实现的时全人类的解放，采

取的是现实的解放运动。这种现实的解放运动是现实

生活中单个个人通过不断地发挥自己的主体力量，是

劳动向自主活动转化的过程，通过广泛的交往活动使

单个自主活动联合起来，“随着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

生产力的占有，私有制也就终结了。”[1](130)在这种所

有单个人联合占有制度下，许多生产工具必定归属于

每一个个人，而财产则归属于全体个人。这时，人类

摆脱了异化，消除了私有制，这才是真正的人的解放，

自由人的联合。马克思在《形态》中多次重申共产主

义解放运动不是抽象空洞的，它必须有一定的现实条

件，从现实人的活动的角度思考人类解放何以可能，

他说到消灭私有制进而实现人类解放时，对现实解放

的物质条件予以重视：“我们都是从生产工具为出发

点，这里已经表明了在工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必然会

产生私有制。……所有制是现存生产工具的必然结果；

在大工业中，生产工具和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才是大工

业的产物，这种矛盾只有在大工业高度发达的情况下

才会产生。因此，只有随着大工业的发展才有可能消

灭私有制。”[1](104)由此看出，自由人的联合形式的实

现并不是空洞的，也不是臆想出来的，它必须与发达

的物质条件相适应，以先进的社会发展程度为前提，

而不是随心所欲的。 
 

三、对以往共同体形式的批判和 
自由人联合体的论述 

 
在以往的每一个历史时代，人总是从属于自发性

的劳动分工形式，从属于社会某一共同利益阶级，这

里的人只是延续着自身已有的生存条件，而这种生存

并不能以单个人的形式存在。他们受到自然形成的分

工限制，从而受到不同时代所有制形式的压迫，这种

所有制形式决定着个人与劳动资料、劳动工具和劳动

产品及其相互关系。那么，在所有制中占统治地位的

人就自然成为剥削者，对其他一切人进行剥削和压迫。

以往历史不同的所有制形式都有共同的特点，即都是

作为一种占有形式维护着特定某一阶级的利益。特定

的某一阶级自从人类有了分工以后就日益成为单个人

组成的全体利益的对立面，并作为一种统治力量对单

个人进行压迫与剥削。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采

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人利益以及由此组成的全体

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作为统治阶级运用一切国家

机器，意识形态对单个人进行压迫与剥削，马克思称

之为“虚幻的共同体形式”。马克思批驳道：“国家内部

的一切斗争——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相互

之间的斗争，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等等，不过是一些虚

幻的形式——普遍的东西一般说来是一种虚幻的共同

体的形式。”[1](84) 

因此，在过去各种虚幻的以欺骗为手段的共同体

中，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

人来说是存在的，他们之所以有个人自由，只是因为

他们是这一阶级的个人，个人自由在虚幻的共同体中，

不是具有真正的普遍意义，仅是一部分人可以享受得

到。马克思指出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

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

由。”[1](119)这种单个人的联合是现实生活中的人通过

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私有制消除而形成真正的共同

体。在真正的共同体中，各个人都作为生产工具的主

人，而不是生产工具作为驾驭人的力量，在各个人对

生产工具的占有制下，所有生产工具归属于每一个个

人，而财产也归属于全体个人，而不是受特定阶级的

支配。真正的共同体是全体个人的一种联合，它把个

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而

不是相反。在自由人联合体中，单个人不再受偶然性

支配，个人之间的普遍交往和生产力必将是全面发展

的，由此所产生的影响是私有制的消灭和分工形式的

改变以及个人不再被束缚在特定的范围内，而是可以

做出自由的选择。自由人联合的生存状态中，个人的

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将不再是一句空话，这种发展正

是取决于个人之间的联系和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共同条

件的实现作为现实的前提。共产主义社会的共同体形

式与以往时代共同体的本质区别在于：共产主义社会

是现实的人的联合体，它以消灭私有制为前提，“消灭

关系对个人的独立化、个性对偶然性的屈从、个人的

私人关系对共同的阶级关系的屈从等等，归根到底都

取决于分工的消灭。”[2](513)因此，全人类解放就在于

自由人联合体的形成，这种联合是在现实的道路上不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14 卷 66

断克服以往生活方式的狭隘性与局限性，落后性与保

守性，使得人们的生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得以实现由

简单到复杂，由蒙昧到文明，由异己到自由的转化，

实现理想的社会存在状态。 
 

四、对以往的解放运动的批判和 
共产主义解放运动的号召 

 

马克思在《形态》中阐述了分工对生产力发展的

巨大推动作用，但是他又说：“分工立即给我们提供了

第一个例证，说明只要人们还处在自然形成的社会

中，……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

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

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

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1](85)只要这种在“自然形成的

社会”中，分工以“自然的形式”发展并推动生产的发

展，那么生产越发展，人本身的活动越发成为一种异

己力量与自身相对立。因此，自然形成的分工形式以

及社会运行状况总是与自由人联合共同体相背离，为

了要破除这种自然形成的异己力量，推翻这种压迫人

的力量，人类历史有始以来进行了无数次解放运动。

然而，历史不外是各个时代的依次交替。各个时代的

所有制形式决定着各个时代由某一利益集团占有劳动

生产工具和劳动资料，那么，谁占有了生产资料谁就

处于统治地位，这也是社会的一定阶级实行统治的条

件，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拥有绝大多数财产资源。当一

定时代统治阶级所拥有的所有制不能满足生产力发展

的要求时，生产关系要以新的形式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要求。因此，当旧的所有制成为一种桎梏时，革命必

将爆发，以往历史的一切革命斗争都是针对在此以前

实行统治的阶级。然而，每一次革命迎来的结果是另

一个阶级以“共同利益”的形式推翻前一个统治阶级；

用统治的力量征服其他一切阶级，每一次革命的胜利

都属于企图取代旧统治的那个新阶级，每一次革命的

伊始，新兴的阶级总是打着为了实现全人类解放的口

号，在观念上宣传他们所谓的自由观、平等观，其目

的都在于能够达到这个阶级的经济和政治目的，继而

满足自己的利益需要，并不断的把他们的利益说成是

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因此，即使旧的统治阶级被新

兴的阶级推翻了也只是打着人类解放的幌子实现自己

阶级利益为目的，社会全体成员的生活状况仍旧没有

变化。 

在《形态》中，马克思阐述历史的发展进程后得

出结论：“迄今为止的一切革命始终没有触动活动的性

质，始终不过是按另外的方式分配这种活动，不过是

在另一些人中间重新分配劳动。”[1](90)真正的解放是人

类自身的解放，马克思称人类自身的解放运动为共产

主义运动。只有进行全面的、深刻的共产主义解放运

动，人类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才能自己做自己的主

人。马克思号召人们依靠自身的力量进行与所有过去

的运动不同的共产主义运动，把现存的条件变成联合

的条件，建立一种广泛的联合。他指出共产主义运动

“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

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作是前人的创

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

人的支配。”[1](122)共产主义运动是要推翻不平等的生

产关系和交往关系，使个人的发展不再受旧有的存在

状况的束缚。“共产主义所造成的存在状况，正是这样

一种现实基础，它使一切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的状况

不可能发生。 ”[1](122)旧有的分工、等级都是每个时代

某种偶然性的东西，这种偶然性不是我们用概念强加

上的，而是不同时代各种不同现成因素的促成。共产

主义运动的主旨就在于推翻旧有的一切生产关系和交

往关系，建立自由人全面发展的联合体，使人们生活

在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联合体中，只有这样，人才

能称之为真正的人。 

人类的解放是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统一。马

克思在《形态》中对人类解放道路的阐述，充分体现

出共产主义的理想价值目标，是科学性、价值性和实

践性的完整统一。因为“共产主义是人向自身、向社会

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

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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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

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

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

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

种解答”[3](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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