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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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马克

思早期最重要的手稿之一，它孕育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雏

形，被认为是创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开端。可以说，《手

稿》是马克思思想发生重要转变时期的标志性著作。

在这部经典著作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马克思为什么会从哲

学研究转向经济学研究？为什么由青年黑格尔派积极分子转向

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为什么寻找到共产主义作为理想的社会

制度？这些都源起于马克思在生活实践和斗争实践中的发现，

即要真正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须到从物质利益关系中去

寻找，所以马克思开始对政治经济学著作进行大量研读，也正

是在研读的过程中发现工资、利润和地租背后所映现的三种不

同社会阶层的生活境遇，并在思想史上首次提出异化劳动的概

念，指出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产生根源，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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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互作用形成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剥削与被剥削关系。

指出只有共产主义的实现才能真正扬弃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

从而消灭剥削，让人像人一样地活着。

值得注意的是，异化劳动的发现为马克思打开了一扇通往

广阔天地的大门，因为《手稿》中对异化劳动理论的阐述，在

马克思以后的研究中以各种形式融入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政

治学、哲学等不同学科之中，从而成为马克思自己对哲学、政

治经济学，以及共产主义等学说进行考察的基本的理论上的依

据。因此，有学者还把异化劳动理论看成是一把解开历史之谜

的钥匙。异化劳动理论的重要性不仅仅体现在其中具体包含的

哲学、政治经济学、共产主义、人本思想等内容，还体现在其

中所蕴涵着的丰富的辩证性的思维方式方法。

在《手稿》的最后，马克思对黑格尔派和黑格尔哲学进行

了剖析与批判，正是在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中升华了自己对辩

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为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打下了良

好的基础。同时，手稿中的异化劳动思想也为我国建设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由于受现实社会的经济因素



解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003

以及社会历史传统意思等因素的影响，社会中出现了很多不符

合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现象，比如金钱至上、道德伦理涣散、

人生观价值观片面发展、自然环境以及自然资源严重破坏，这

些现象都是与我们社会主义本质不相和谐的。所以对《手稿》

再次研读，这不仅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对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有

所帮助，更重要的是对我们社会现实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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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问世

第一节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写作的历史背景

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

稿》），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在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

占有重要位置。《手稿》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与马克思所处

的时代密不可分，我们知道，任何一种思想的产生，都离不开

时代的孕育，是其时代的产物，马克思的思想也是如此。所

以，只有了解马克思写作《手稿》的历史背景，了解马克思写

作《手稿》的过程，我们才能更好地把握《手稿》的实质。

1843年10月到1845年初旅居巴黎期间，是马克思思想发展

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时期，就是在这个时期，马克思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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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第一批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笔记，被称为“巴黎笔记”，这

是他一生研究政治经济学、撰写政治经济学巨著的开始。《手

稿》就是这个马克思思想发生重要转折期间的标志性著作。那

么，马克思的思想为什么会发生转变？他为什么要转向对政治

经济学的研究而不是其他学科？这与他所处的时代和他的经历

有着密切的关系。

19世纪40年代初，在大学求学的马克思和大多数的青年

一样，充满朝气，热爱生活，关心国家的发展，关注社会的变

化，对探究这个世界充满了渴望。马克思大学所读的专业是法

律，但是对他来说更感兴趣的是哲学。所以1837年马克思放弃

了法学研究，转向了黑格尔哲学。柏林大学当时是黑格尔学说

的中心。他研读了黑格尔的全部著作，翻阅了黑格尔学生的许

多著作，并加入了由布鲁诺·鲍威尔、鲁滕堡、科本等人组成

的“博士俱乐部”，参与讨论黑格尔哲学和政治问题。这时

候，他接受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成了青年黑格尔派的一

员，希望在哲学的世界中寻找出认识社会、解决社会问题的方

法。

1841年马克思大学毕业时本来想当大学教授，但由于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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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士王国政府变本加厉的反动，费尔巴哈、施特劳斯和布鲁

诺·鲍威尔等先后被赶出了大学，从而使马克思断绝了当教授

的希望。从这时开始，马克思就不再从事纯理论的研究，而是

开始以哲学为武器，积极投入了当时的政治斗争。1841年马克

思发表了自己的博士论文——《论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

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区别》，这是一篇哲学论文，并在论文中

表示要参与“反对一切天上的和地下的神灵”的斗争，可以

说，这时的马克思开始以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姿态登上了社会舞

台。

1842年4月，大学毕业的马克思开始为《莱茵报》撰稿，

同年10月成为该报编辑。在《莱茵报》工作期间，马克思对

工作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并且积极参与社会活动，面对德国的

现实敢于作直接的斗争，他写了很多文章揭露和批判反动的普

鲁士政府，尤其是在关于出版自由的辩论中，他猛烈地抨击了

普鲁士的专制制度。例如他在《论普鲁士的等级会议》这篇文

章中指出：“真正的国家是人民自己活动的产物，即不是由其

他人产生人民的代表，而是人民自身产生出代表权。要有代

表——一般说来这是受动的东西；只有物质的、无生气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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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的、无保护的东西才需要代表权。但是，国家的任何一个

成分都不应是物质的、无生气的、不独立的、无保护的，不应

当把代表权看作某种并非人民本身的特殊事物的代表权，而只

应看作人民自身的代表权，看作这样一种国务活动，即它不是

唯一的、独特的国务活动，跟人们的国家生活的其他表现所不

同的只是它的内容的普通性。”在他的努力下，《莱茵报》的

政治面目焕然一新，他的实事、客观唯物主义观点在人民心目

中产生了共鸣，成为当时著名的德国革命民主派的机关报。

《莱茵报》在马克思领导下异常活跃起来。

可以说《莱茵报》时期是马克思真正参加德国的政治斗争

的开始。在此期间，马克思还接触到了大量的政治问题、经济

问题等社会现实问题，并写了大量的文章来表达自己对普鲁士

反动专制政策的不满，对广大贫穷的劳动群众给予同情，勇于

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在这一时期的斗争实践中，特别是林木

盗窃案和摩塞尔河地区农民状况的研究，使马克思开始认识到

“物质利益”是各个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之源。在关于林木盗

窃法的辩论中，他坚定地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捍卫他们的

物质利益，揭露普鲁士国家是为林木所有者服务的，是林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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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者的工具。

那么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林木盗窃法案的发生过程：19世

纪初，由于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加速了人民的贫困化，迫使

贫苦的穷人到树林里捡拾倒树和枯枝、野果等作为生活物质不

足的补充。这是历史上早已形成的穷人们的习惯权利，但是，

普鲁士国家为了维护林木所有者的利益，早在1826年就颁布法

律，对于擅自砍伐林木和盗窃树木者处以刑罚。虽然如此，触

犯林木所有者利益的诉讼案件却仍然逐年有增无减。1836年，

在普鲁士因这类行为而受到惩罚的有15万人，占全部刑事案件

的77％。为此，普鲁士政府便提出了一个更加严厉的新法案，

交由莱茵省议会讨论。在省议会讨论过程中，贵族等级和林木

占有者为了自己贪婪的私利，极度扩大盗窃的概念，甚至把穷

孩子们在树林捡拾一些枯枝和野果也列入“盗窃”的范围。森

林条例违反者除了赔偿经济损失外，还要被处以4倍、6倍甚至

8倍的罚款和特别赔偿。如果缴纳不起，就被罚服劳役。法案

还规定，森林条例违反者对林木所有人造成的损失要由作为国

家官员的看守人来认定和估价。被罚劳役者的工作也责成作为

国家地方行政官的乡镇长管理，以便用这些劳役者的劳动来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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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林木占有者对乡镇所应尽的修缮公共道路的义务。马克思在

1842年10月根据莱茵省议会的辩论情况，写了第六届莱茵省议

会《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马克思就这样通过对议会

活动的批评，保护受压迫、受剥削的劳苦群众的利益。这时马

克思开始认识到，不仅省的议会，而且整个国家都是保护私有

制的，它们不过是有产者的奴仆和工具而已。

马克思一方面竭力为贫苦人民辩护，另一方面感到自己在

接触这些经济问题时知识欠缺，正如他后来自己说的，对林木

盗窃法和摩塞尔河地区农民状况的研究，推动他由政治研究转

向经济关系研究。恩格斯在1895年4月15日给理查·费舍的信

中说：“……我曾不止一次地听到马克思说，正是他对林木盗

窃法和摩塞尔河地区农民处境的研究，推动他由研究纯政治转

向研究经济关系，并从而走向社会主义。”马克思在1859年也

谈道：“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主编，第一次

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是促使我去研究

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

由于《莱茵报》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和对普鲁士政府的无

情揭露和尖锐批判，终于激怒了当局。1843年1月，普鲁士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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