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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青

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是民族的未来，“中国

梦”是我们的，更是青年一代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需要依靠广大青年的不断努力。

要提高青年人的理论素养。理论是科学化、系统化、观念

化的复杂知识体系，也是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

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青年正处于世界观、方法论形成的关键时

期，特别是在知识爆炸、文化快餐消费盛行的今天，如果能够

静下心来学习一点理论知识，对于提高他们分析问题、辨别是

非的能力有着很大的帮助。

要提高青年人的政治理论素养。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是

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回首近代

以来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展望中华民族充满希望的未来，我

们得出一个坚定的结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

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建立青年人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就必须要对他们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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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

育。

要提高青年人的创新能力。创新是推动民族进步和社会发

展的不竭动力，培养青年人的创新能力是全社会的重要职责。

但创新从来都是继承与发展的统一，它需要知识的积淀，需要

理论素养的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人类社会最为重大的理论

创新，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助于青年人创新能力的提

升。

要培养青年人的远大志向。“一个民族只有拥有那些关注

天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如果一个民族只是关心眼下脚

下的事情，这个民族是没有未来的。”马克思主义是关注人类

自由与解放的理论，是胸怀世界、关注人类的理论，青年人志

存高远，奋发有为，应该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自己，胸

怀世界，关注人类。

正是基于以上几点考虑，我们编写了这套《马克思主义简

明读本》系列丛书，以便更全面地展示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知

识。希望青年朋友们通过学习，能够切实收到成效。

韩喜平  　  

201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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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于1939年和1941年分两

册在莫斯科第一次以德文公开发表以后，引起了很大的反

响。在西方，它被称为继1932年《巴黎手稿》发表后的“第

二冲击波”。自首次公布以来70多年的风雨历程中，学界虽

然对这部手稿进行了诸多研究，但却一直争论不休。目前争

论最为激烈的莫过于《笔记本Ⅰ》、《货币章》中马克思对

三大社会形态理论的描述。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对人类历

史发展规律的最高概括，是马克思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思想

遗产”；也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对社会形态问题的研究绝

不是为了提出一种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历史哲学，

而是要提供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起源和灭亡的理论”。

首先，本书试图通过对三大社会形态理论背景的梳理，澄清

“三形态”学说的逻辑前提。其次，详细阐释“三形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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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具体内容，即人的依附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

的独立性以及自由人的联合体三个环节。重点指出其中所包

含的历史辩证法原理。最后，分析“三形态”学说在马克思

主义理论中的地位，即在什么意义上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

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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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三形态”学说产生的理论背景

第一节　“三形态”学说理论从萌芽到正式提出

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三大社会

形态理论的萌芽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发表于马克思唯物史观

形成之前，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实验性文本。作为实验性文

本，从理论的形式角度来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的内容是丰富多样、宛延复杂的，这不仅是因为各种思想材

料初次在这里得到综合，而且是因为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正在

经历一个“临产前的阵痛”——它还是动荡的，甚至概念、

术语、表达等也是兼容曲折的。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可以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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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逻辑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主要内容归纳如

下：“（1）以‘异化劳动’概念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2）以‘异化的积极扬弃’为核心的共产主义学说；（3）

以‘劳动’其原则是‘对象性的活动’——为核心的哲学批

判。”“这三个方面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①简而

言之，马克思首先指出，在理所当然的前提下，国民经济

学所接受的现代私有制，其实它是异化劳动的产物，并且在

私有制条件下，异化劳动导致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分离和

对立的现象。所以，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仅仅归结为对私有制

的批判是不够的，还必须上升到对异化劳动的批判。共产主

义运动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和私有制的彻底的批判，终究要做

到对异化劳动的积极扬弃上来，也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才能

实现。而异化劳动的扬弃就是要恢复劳动的本真状态，马克

思把本真意义的劳动在一定程度上归纳为人的类本质，它是

“自由自觉的活动”和“对象性的活动”。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中，马克思提出的“异化劳动”概

　　　　　　　　　　

① 吴晓明等：《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

版，第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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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主要体现了三大社会形态理论的萌芽状态的东西。马克

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一个首要任务就是揭示私

有财产的本质和来源。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私有财产具有

三重含义：一是“国民经济学中所反映的私有财产”；二是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自由的个人的私有财产；三是表现为

资本的具有普遍性的私有财产。

依据国民经济学的理论，我们知道私有财产的主体本

质就是劳动，并作为自为的活动、主体和个人的私有财产。

这表明，“人本身被认为是私有财产的本质”，财富不仅仅

作为外在对象的地产和货币等东西了，而且它“能够不再束

缚于作为存在于人之外的本质的私有财产的那些地方性的、

民族的等的规定，从而使一种世界主义的、普遍的、摧毁一

切界限和束缚的能量发展起来”。因此，劳动成了财富的唯

一本质，这种作为财富之普遍本质的劳动不是某种特定的劳

动，而是一般劳动。①

马克思还指出，由于国民经济学是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2—1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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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并没有对其批判的继承，所以，他们自以为是地把劳动

作为私有财产及其本质的自然的前提，而没有进一步去探究

它们的合理性和来源，这意味着他们“把应当加以论证的东

西当作前提”，把“应当加以说明的东西假定为一种历史事

实”。但是，从当前充满矛盾的经济事实开始研究，我们就

会发现，被国民经济学作为前提的自然的、永恒的劳动其实

是异化了的劳动，同时以这种劳动作为自己的主体本质的私

有财产，也是异化劳动的一个结果，而且它们并不是自然的

前提，而是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产物。那么，我们不禁要问私

有财产和异化劳动作为国民经济学的前提是在什么时候形成

的呢？在它们之前的财产和劳动又表现为何种状态呢？问题

的答案虽然在手稿中没有明确的回答，但是，马克思很多论

述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从马克思对重农学

派、地租和分工的相关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对现代

资本主义社会和在它之前的社会不同特征的描述，进而对两

种社会的不同特征作出了辨识，这种辨识同后来的三大社会

形态的划分有着内在的联系。

马克思在分析魁奈医生的重农主义学说时，他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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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学说作为从重商主义到亚当·斯密的过渡，表现出两重

性的特征：由于重农学派把全部财富都归结为土地和耕作

（农业），所以，“封建所有制在国民经济学上的解体直接

产生了重农学派，而且重农学派直接是封建所有制在国民经

济学上的变革、恢复，但是它的语言由封建的变成了经济学

的了”。之所以说它是封建所有制在国民经济学上的解体，

主要是因为土地作为“一种普遍的自然的要素”，使“财富

的对象、财富的材料立即获得了自然界范围内的最高普遍

性”，同时，由于把生产（农业）说成是地产的本质，不仅

消除了地产的封建性质，而且使地产也成为由劳动来决定的

财富。这就是说，重农学派已经开始从普遍性的层面上来

重新界定财富，并且他们认为财富的本质是劳动（农业生

产），“否定了特殊的、外部的、纯对象性的财富”。而之

所以说它是封建所有制在国民经济学上的变革和恢复，又主

要是因为“土地还不是资本，它还是资本的一种特殊的存在

形式，这种存在形式是在它的自然特殊性中并且由于它的这

种自然特殊性，才具有意义”。另外，他们认为农业是唯一

的生产的劳动，“因此，劳动还不是从它的普遍性和抽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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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来理解的，它还是同一种作为它的材料的特殊自然要素结

合在一起的，因此它还是仅仅在一种特殊的、自然规定的存

在形式中被认识的。所以，劳动不过是人的一种特定的、特

殊的外化，正像劳动产品还被看作一种特定的——与其说来

源于劳动本身，不如说来源于自然界的——财富一样。”也

可以理解为“他们对工业世界持否定态度，并且承认封建制

度”。①

通过以上的描述，我们实际上可以看到马克思以劳动的

实现形式的角度对封建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工业世界）

所作的区分。在封建制度下，他们把财富看作是自然界的产

物，同时作为财富本质的劳动也是同自然要素结合在一起

的，仅仅在农业生产活动中才得以认识，这种活动是一种特

殊的、自然规定的存在形式。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财富的

本质同样是劳动，但这种劳动“不是某种特定的劳动，不是

与某种特殊要素结合在一起的、某种特殊的劳动表现，而是

一般劳动”。这就是说，作为封建制社会的财富本质的劳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4—1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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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本质的劳动，二者的根本区别在

于：前者总是和具体的自然要素结合在一起的，而后者则表

现为抽象的一般劳动。

马克思又补充道：“劳动开始只是以农业劳动出现，

然后进一步发展成为一般劳动。”就是说，随着劳动形式的

发展，由封建制社会逐步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

社会代替封建制社会与工业代替农业、一般性劳动代替特定

性劳动的过程是同步的。众所周知，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

下，“一切财富成了工业的财富，而工业是完成了的劳动，

正像工厂制度是工业即劳动的发达的本质，而工业资本是私

有财产的完成了的客观形式一样。我们看到，只有这时私有

财产才能完成它对人的统治，并以最普遍的形式成为世界历

史的力量”①。

马克思在分析地租问题时，他明确提出了封建的土地占

有制和现代的土地私有制之间的根本区别。在封建的土地占

有制下，领主不仅表面上是领地的君主。同时，在封建领地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5—116

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