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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 一书摘要% )以下简称!穆勒
评注%* 是)155年马克思在巴黎时期所作大量摘录笔记之一, 虽然与其
他笔记一同构成了!巴黎笔记%& 但!穆勒评注% 可谓是其中比较特殊
且重要的, 因为马克思刚开始接触政治经济学& 所以在绝大部分笔记里
并没有作出自己观点的阐述而仅有几句评论或批注& 但在!穆勒评注%

这一摘录笔记中马克思却阐发了大量的个人议论& 这在整个!巴黎笔
记% 中是最多且最集中的, 因此& 我们应该重视!穆勒评注% 在!巴
黎笔记% 中的特殊性, !穆勒评注%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 )/*'年历史考证版第)部分第*卷& 中文译本收在!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 第)版第5'卷, 从!穆勒评注% 第一次发表以来& 国内外学
界对它的重视相对于同为!巴黎笔记% 重要内容的!)155年经济学哲
学手稿% 来说是少之又少& 相当一段时期学界忽略了对!穆勒评注%

的研究, 巴黎时期是马克思从哲学研究转向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转折时
期& 而!穆勒评注% 在马克思思想的转折和研究方向的转变过程中有
着不可忽视的地位与作用, 因此& 研究!穆勒评注% 对于进一步理清
马克思早期思想脉络的变化发展及其在马克思早期理论思想发展中的历
史地位- 渊源有着重要的作用,

本书以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为研究线索& 以马克思!穆勒评注%

为研究中心& 将其放在具体的时代背景下加以解读& 系统梳理其写作-

出版- 编译- 传播及现时代各种解读的情况等, 根据研究的逻辑需要&

本书主要由五部分内容构成( 历史考证'''研究状况'''当代解读'''

经典著作选编'''附录,

)



第一部分是对!穆勒评注% 所作的历史考证, 主要分两章来进行
考证( 第一章首先是对詹姆斯"穆勒其人及其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

进行简要介绍& 并综合论述了马克思对詹姆斯"穆勒的评价& 其次是对
!穆勒评注% 的写作背景进行的详细介绍& 并对其基本内容加以简介,

!穆勒评注% 写作于大工业大力发展起来的工业革命时期, 当时任职于
!莱茵报% 的马克思在接触了现实的物质利益问题之后意识到& 只有研
究政治经济学才能解决现实的斗争, 在巴黎时期马克思研读并摘录了大
量政治经济学家的著作& 这对其研究方向的转变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
这过程中& 马克思利用黑格尔哲学的方法来对政治经济学进行研究& 不
仅在吸收其他经济学家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经济学观点与理论&

也开创了将哲学方法与政治经济学方法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穆勒评
注% 这个文本就成功体现了马克思的这一研究方法& 也见证了马克思思
想的重要转变, 第二章对!穆勒评注% 问世以来在国内外的主要版本
及传播情况进行了全面的介绍, 国外流传的版本主要有德文- 俄文- 日
文- 英文版& 其中包括(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年
历史考证版第)版第)部分第*卷的!穆勒评注%. 首次被翻译成英文
并被收录在)/03 年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ABC@AD%EAFGFAH7<

IJKFBL";BBF78FG M;A<L* 第)部分第*卷的!穆勒评注%. 由苏联马克
思- 恩格斯和列宁主义研究所编著的!哲学问题% )/++年第'期第))*

页发表的俄译本的!穆勒评注%. 日本学者细见英)/+)年最早将!穆
勒评注% 翻译成日文等, 国内的版本主要是根据国外的版本翻译过来
的, 流传最普遍的应该算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第)版第5'卷
与'(((年发行的!)155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单行本里所收录的!穆勒
评注% 了& 其他的版本都对!穆勒评注% 有所删减, 由于对!穆勒评
注% 文本不够重视& 所以流传的版本较少& 且传播范围也是极有限的,

第二部分是对!穆勒评注% 研究状况的介绍( 第三章概述国内外
学者对!穆勒评注% 的研究状况& 主要包括( 第一& 关于!穆勒评注%

与!)155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的写作顺序& 本书主要介绍了三种不同
的观点, 从上个世纪0(年代开始& 大部分国内外学者对/ !第一手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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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说0& 即!穆勒评注% 写于!第一手稿% 之后!第二手稿% 之前-

与!)155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是交叉写作而成的这一观点& 持肯定的
意见, 本书并未对其中哪一种观点得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 只是力图全
面展示各种观点的文本依据和论证逻辑& 以期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线
索, 第二& 关于!穆勒评注% 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 主要介绍国内
外学者通过不同的角度- 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对!穆勒评注% 时期的
马克思与黑格尔- 费尔巴哈- 大卫"李嘉图- 赫斯和恩格斯之间的关系
进行的研究, 第三& 介绍关于!穆勒评注% 中异化理论的不同研究&

学者通过对!)155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异化劳动0 概念和!穆勒
评注% 中/交往异化0 概念的对比分析& 研究二者在马克思学术思想
发展中的地位和价值. 除了/中介说0 与/转折说0 之外& 国内的学
者还从!巴黎手稿% 时期马克思异化观发展的不同角度来进行研究&

得出!)155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与!穆勒评注% 中异化理论有所不同
的结论, 第四& 主要介绍关于!穆勒评注% 在马克思思想史中地位的
不同看法, 需要强调的是& 长期以来学界在对马克思文本的研究中大多
忽视了对!穆勒评注% 地位的研究和评价& 关于它的研究专著或文章
也很少, 近些年来& 一些专家学者呼吁学界应该对!穆勒评注% 进行
重新定位& 重新来审视它在马克思思想史中的地位& 并有学者发表和出
版了一些针对!穆勒评注% 的论文和专著, 本书认为& 鉴于!穆勒评
注% 在马克思!巴黎手稿% 中的特殊地位& 进一步开展对它的研究无
疑将深化我们对马克思的理论特别是他早期思想的准确把握,

第三部分通过文本解读与比较研究的方法来探讨!穆勒评注% 与
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关系& 分析马克思在!穆勒评注% 中所提出的思想
观点与马克思在!)155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异化理论方面的承接关
系& 剖析马克思早期思想的特点以及对!穆勒评注% 在马克思早期思
想史上的地位与作用作出总体评价, 第四章是对!穆勒评注% 进行的
文本解读& 主要对其结构和基本观点进行了介绍和解读, 由于马克思此
文主要是在研读了穆勒的著作之后的有感而发& 尽管这些评论充满了思
想的灵光& 但由于马克思并不是为了著述而进行的写作& 因此较少顾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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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的系统性& 本书的解读也只是力图概括出马克思此文中的核心思
想& 挖掘出其中的主要观点, 尽管在文本解读的过程中参阅了马克思其
他著作的相关表述及学界的理解和评述& 本书严格依据!穆勒评注%

的文本内容进行解读& 力图准确把握其中的思想脉络& 避免由于过度诠
释而造成对文本整体的误读, 第五章主要是对!穆勒评注% 中异化思
想与!)155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异化思想的比较研究, 在相当一段
时期& 人们只要提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 最先想到的通常是他在!)155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创造性提出的异化劳动理论, 在!穆勒评注%

中& 马克思从经济学与哲学相结合的视角出发提出了交往异化理论& 并
通过这一理论进一步阐明了在!)155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的!第一手
稿% 中/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0 片断里没有解释清楚的第四条规定即
/人与人相异化0, 通过分析表明& !穆勒评注% 中的交往异化理论不仅
是异化理论的重要内容& 对它的探讨和研究也将为更深入研究马克思的
异化理论提供新的路径,

第四部分是对经典著作原文的摘录& 使读者对本书所要研究的文本
内容具有直观的了解, 本书主要摘录了马克思!穆勒评注% 全文& 以
及节选了与!穆勒评注% 密切相关的马克思的!)155年经济学哲学手
稿% 中的!第一手稿%, 在!穆勒评注% 中所涉及的主要内容就是马克
思的异化理论& 而在!第一手稿% 中马克思也对异化劳动理论进行了
介绍与规定& 所以在这里摘录了这两个经典著作文本,

第五部分是附录, 附录
!

主要是将国内外学者对!穆勒评注% 所
作的研究权威文献进行摘选, 由于!穆勒评注% 篇幅较小且只是马克
思在巴黎时期所作大量笔记之一& 而且!穆勒评注% 在写作时间与内
容上又与!)155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关系密切& 加之其思想内容与所
涉及理论不如!)155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影响大& 所以大部分专家学
者只是在研究!)155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或其他相关著作的时候对
!穆勒评注% 有所提及& 因此针对!穆勒评注% 的研究专著很少, 在现
有的对!穆勒评注% 研究较全面的作品中& 本书精选了五部作品( 第
一& 节选了由日本学者望月清司所著- 国内学者韩立新翻译的!马克思

5

马克思#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 一书摘要' 研究读本



历史理论的研究%

" 中,社会交往的理论和历史认识- 这一部分. 在这
部分& 望月清司对!穆勒评注% 的分析& 是他在对!)155年经济学哲
学手稿% 的视野和辐射范围及其中,异化劳动- 的前两个规定,自然
的异化- 和,劳动者的自我异化- 含义解读的基础上来进行的. 可以
看出& 望月清司在对!穆勒评注% 文本进行详细分析的过程中一直是
与!)155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相联系的& 表明了!穆勒评注% 与
!)155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之间内在的逻辑联系. 望月清司在!穆勒评
注% 里发现了分工这一理论视角& 并将它与!第三手稿% 结合起来说
明分工和市民社会的理论& 因此& 他极力将!穆勒评注% 与!第一手
稿% 和!第三手稿% 统一起来理解& 他对!穆勒评注% 与!)155年经
济学哲学手稿% 写作顺序所持的观点是!第一手稿% ''' !穆勒评
注% ''' !第二手稿% ''' !第三手稿%. 望月清司认为& !第一手
稿% 讨论的主要是劳动异化& 而!穆勒评注% 讨论的主要是交往异化&

或者说是社会关系的异化& 将,劳动异化- 与,交往异化- 结合起来&

这样不仅能得到一个完整的异化理论& 还可以获得一个属于马克思的市
民社会范畴& 看到马克思在!第三手稿% 中所提出的,社会- 范畴的
意义. 第二& 节选了由苏联的早期马克思研究专家尼"拉宾所著的!马
克思的青年时代% 中,共产主义的经济学哲学论证- 里的部分内容.

拉宾在这部分内容中首先提出了马克思在巴黎时期的经济学研究分为两
个阶段& 由此他不仅确定了!巴黎笔记% 与!)155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是交叉写作的& 而且还确定了!穆勒评注% 写于!第一手稿% 之后/

!第二手稿% 和!第三手稿% 之前. 随后他对!)155 年经济学哲学手
稿% 中异化劳动的实质及其范畴进行了阐述& 认为马克思在结束了第一
阶段的经济学研究之后开始了第二阶段的经济学研究& 研究成果就包括
!穆勒评注% 在内. 最后拉宾将马克思对穆勒著作的摘录情况进行了分
析与介绍. 第三& 节选了?@A4

' 第5部分第'卷导言!关于巴黎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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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日1 望月清司著( !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 韩立新译&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年版.



中的内容. 这一导言主要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对马克思)15*')155年的
思想活动及研究领域进行介绍的& 主要介绍了马克思在!穆勒评注%

中将!第一手稿% 中所阐述的异化劳动思想进行了精辟的阐述与发展&

包括!穆勒评注% 中的,谋生劳动-& 马克思对交换和货币理论的批判
等. 最终得出了马克思在巴黎时期开始,迈出创立他自己经济学说的第
一步- 的结论. 第四& 对金隆德的! #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
理% 一书摘要$ 中的哲学思想% 一文进行全文录入. 金隆德在这里主
要分析了!穆勒评注% 中的,异化理论问题- 和,关于人的本质问
题-. 通过对!穆勒评注% 的文本解读& 金隆德认为马克思在这时不管
是对异化理论还是对人的本质问题的研究& 虽然都或多或少地有着黑格
尔与费尔巴哈的痕迹& 但马克思绝不是对这二人思想的简单沿用. 马克
思是在广泛深入地研究这二人思想的基础上& 对他们的理论进行批判与
改造并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理论& 这时候的马克思已经开始要摆脱这二人
的影响了. 第五& 对韩立新! #穆勒评注$ 中的交往异化( 马克思的转
折点'''马克思#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 一书摘要$ 研究%

一文的全文录入. 通过研究& 韩立新得出结论( !穆勒评注% 是马克思
思想发展史中的一次重大飞跃& 其实质不仅在于马克思从人本主义异化
劳动逻辑的脱退& 开始用交往异化来说明社会历史的真实结构& 而且在
于马克思的基本视角开始从孤立人转向了社会关系. 在这一意义上&

!穆勒评注% 中的交往异化理论是马克思思想的一个转折点. 在文章的
最后& 韩立新还对!穆勒评注% 与赫斯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这五
位学者对!穆勒评注% 的研究各具特点& 在研究的过程中都对!穆勒
评注% 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文本解读& 并且将其与!巴黎手稿% 在不同
程度上进行了联系.

附录
#

为延伸阅读书目. 为了使读者和研究者能对本书有一个更为
清晰/ 准确的把握& 制作了关于马克思!穆勒评注% 的延伸阅读书目.

本书主要采用三种研究方法( 一是文本考察方法& 重视文本研究与
史学研究. 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德文版/ 俄文版/ 日文版/

英文版和中文版的考察& 对马克思!巴黎手稿% 影印版等资料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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