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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解放阶段的思想

袁银传　乔　翔

[摘　要] 在马克思看来 ,人类解放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无产阶级解

放与人类解放是一致的。马克思把无产阶级解放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即无产阶级的政治解

放—经济的社会解放 —人自身的解放。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是政治前提 ,经济的社会解放是

社会物质文化基础 ,在此基础上 ,最终实现人自身的解放 ,亦即实现一切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

展。这是三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发展阶段 ,体现了逻辑与历史的辩证统一 ,是共产主义

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由之路 ,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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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指出 ,共产主义的实现即人类的彻底解放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无产阶级

解放与全人类解放是一致的。马克思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高度出发 ,把无产阶级解放的历史进程分

为三个发展阶段 ,即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经济的社会解放 —人自身的解放 。马克思认为 , “无产阶级

的政治解放”是实现人类解放的政治前提 , “经济的社会解放”则是为人类的最终解放创造社会物质文化

基础 。只有在此基础上 ,才能达到“人自身的解放” ,即实现一切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一 、无产阶级解放与人类解放的统一

马克思认为 ,无产阶级代表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 ,因此 ,无产阶级的解放包括了广大劳动者

的解放。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是一致的:人类的解放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解放才能实现;无产阶级

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 。无产阶级解放运动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 ,是要用社会主义

代替资本主义 ,最终消灭一切阶级和剥削制度 ,实现共产主义 ,解放全人类 。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 ,马克思就已经把人类解放的实现寄托于无产阶级的解放 。他指

出 , “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 ,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 。”
[ 1]
(第 16 页)在以往

的阶级社会中 ,任何一个阶级的解放 ,意味着带来新的剥削和奴役 ,而无产阶级的解放 ,包含着全人类的

解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 ,马克思明确指出 ,工人的解放具有人类解放的性质。所以 ,无产

阶级的解放已经不是单纯的一个阶级的解放 ,而是整个人类的解放 。人类的解放首先在于解放无产阶

级 ,如果连无产阶级都不能解放 ,人类解放就是一句空话 。一旦无产阶级获得解放 ,才能为人类解放奠

定坚实的基础。在《共产党宣言》中 ,马克思揭示了无产阶级是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和建设共产主义社会

的历史承担者。恩格斯在评价空想社会主义者时指出 ,他们的一个错误在于“并不是想首先解放某一个

阶级 ,而是想立即解放全人类”[ 2](第 721页)。科学社会主义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要解放全人类的宏愿 ,然

而依照社会发展规律 ,必须肯定:“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 ,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 2]
(第 760 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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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恩格斯才认为“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 [ 1](第 230 页)。无产阶

级是实现人类解放的现实力量 ,只有无产阶级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先进 、最革命 、最有前途的阶级 ,才能担

负起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 ,才能彻底消灭私有制和阶级 ,达到人类的彻底解

放。也正因为如此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 ,是一种有党性的学说 ,其基本意义就在于它

不是一切人的解放的学说 ,而只是无产阶级解放的学说[ 3](第 5页)。如果离开无产阶级的解放而大谈所

谓人类解放 ,只能是抽象的 、毫无意义的空谈 。针对这一问题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文版序

言里指出 ,“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 ,而是一种最终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在

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 。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 ,然而在实践中

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不仅是无益的 ,甚至还要更坏。只要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 ,而

且还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 ,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革命。1789年的法国资产

者也曾宣称资产阶级的解放就是全人类的解放;但是贵族和僧侣不肯同意 ,这一论断 ———虽然当时它对

封建主义来说是一个无可辩驳的抽象的历史真理 ———很快就变成了一句纯粹是自作多情的空话而在革

命斗争的火焰中烟消云散了。”
[ 4]
(第 423页)

与此同时 ,马克思也强调指出 ,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也才能最终解放自己。人类解放是以消灭

阶级 、使全人类获得自由为目标的 ,因此 ,这是一种最为全面和彻底的解放 。正如个人的自由只有在集

体中才能实现 ,没有全人类的彻底解放 ,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个人的解放。这就决定了无产阶级只有消灭

阶级差别和对立 ,只有解放全人类 ,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 。同样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中 ,马克思指出 ,无产阶级“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从而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

自己的领域” [ 1](第 15页)。也就是说 ,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摆脱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 ,使社

会永远从剥削 、压迫和阶级斗争中解放出来 ,就不能争得自身的彻底解放。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曾经

指出 ,无产阶级的贫困 ,不只是某一阶级的贫困 ,而是体现在它身上的现代社会必然造成的普遍贫困。

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 ,是现代社会非人性生活条件的最集中 、最尖锐的表现和发展的“顶点” ,因此 ,无产

阶级只有“消灭集中表现在它本身处境中的现代社会的一切违反人性的生活条件” ,它才能“消灭它本身

的生活条件”
[ 5]
(第 45 页)。也就是说 ,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 ,它自己才能获得最后的解放 。在《共产

党宣言》中 ,马克思和恩格斯再一次确认了这一思想 ,指出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

摆脱一切剥削 、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 ,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

的奴役下解放出来”
[ 1]
(第 257 页)。因此 ,无产阶级只有使一切阶级的个人摆脱政治和经济的桎梏 ,消灭

阶级统治存在的条件 ,他们才能最后获得解放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马克思把解放全人类作为无产阶级

的历史使命。历史上的统治阶级在取得自己的统治以前 ,也往往把自己装扮成全体人民的代表 ,把自己

阶级的解放任务 ,说成是“全人类”的任务 ,但实际上他们解放的只是他们这个阶级 ,不过是企图利用群

众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已 。只有无产阶级才是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 ,因而也只有它的任务才

真正是“全人类的任务”。

二 、无产阶级首先要获得自身的政治解放

马克思认为 ,无产阶级的人类解放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无产阶级首先要获得自

身的政治解放。而要实现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 ,就必须在条件成熟的形势下 ,通过无产阶级革命 ,夺取

国家政权 ,争得民主 ,作为实现解放全人类的政治前提 。“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

治阶级 ,争得民主。”
[ 1]
(第 293 页)无产阶级革命是无产阶级获得政治解放的根本途径。

对于无产阶级革命采取何种形式 ,马克思指出了自己的看法:“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

中活动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 。” [ 4](第 643 页)暴力革命 ,这是在阶级对抗历史条件下革命的一种普遍的

必然的形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公开宣称:无产阶级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

而建立自己的统治”
[ 1]
(第 284 页),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 , “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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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 1](第 307 页)。当然 ,马克思重视暴力革命 ,但并不意味着他迷信暴力革命 。事实上 ,他承认并且非

常重视非暴力手段 、和平过渡手段 。1871年 7月 ,马克思在回答《世界报》记者问时就已经明确提出 ,

“凡是利用和平宣传能够更快更可靠地达到这一目的的地方 ,举行起义就是不明智的”[ 6](第 683 页) 。

1872年 9月 8日 ,马克思在阿姆斯特丹群众大会的演说中再一次说:“我们从来没有断言 ,为了达到这

一目的 ,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 , “有些国家 ,像美国 、英国” , “工人阶级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

的目的” 。然而 ,能否如愿以偿 ,这不取决于工人阶级的主观愿望 ,而是取决于资产阶级。所以 ,马克思

在指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目的”的同时 ,也明确强调:“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为了最终地

建立劳动的统治 ,总有一天正是必须采取暴力 。”[ 7](第 179 页)

马克思认为 ,任何一种政治革命如果不建立强有力的专政 ,就注定要失败。他强调指出:“在革命之

后 ,任何临时性的政局下都需要专政 ,并且是强有力的专政 。”
[ 1]
(第 313 页)因此 ,在马克思看来 ,无产阶

级专政实质上就是建立和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统治。这就意味着:无产阶级绝不可能在资产阶级政治

统治的范围内来实现自己的政治解放 ,而必须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并保持无

产阶级政治统治的根本手段和重要保证 。马克思指出 ,无产阶级专政作为“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
[ 2]
(第

59 页),其历史使命在于向无阶级社会过渡 。在论述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的同时 ,马克思一再强调它

是过渡性的国家 ,是暂时的政治形式。这就说明 ,在马克思的心目中 ,无产阶级专政本身并不是目的 ,而

只是手段 。无产阶级解放的最终目的是对社会实行共产主义改造 ,而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无产阶级从

推翻资产阶级政治统治到最终实现人类社会制度的最高形式因而也是最后形式———共产主义的过渡。

在这个意义上 ,列菲弗尔认为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还不足以构成一种积极的国家理论”[ 8]

(第 125 页),这样的认识是可以成立的 ,因为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隶属于他的国家消亡论[ 9](第 81

页)。因此 ,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中 ,是根本得不出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结论的;那种因为马克

思主张无产阶级专政 ,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等同于所谓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做法 ,是没有根据的 ,也是

极端错误的。

马克思在无产阶级作为最大多数人获得政治统治的意义上阐发无产阶级专政概念的内涵时 ,实际

上提出了一个超越资产阶级民主的新概念 ,即无产阶级民主概念。因此 ,在马克思看来 ,无产阶级专政

就是无产阶级民主 ,二者实质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马克思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

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 ,争得民主 。”[ 1](第 293 页)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

级的国家制度 ,夺取国家政权 ,使自己成为享有充分民主权利的统治者阶级 ,这是无产阶级政治解放的

本质内容 。正如列宁所说 ,无产阶级专政“最明显地表现出一种转变:从资产阶级的民主转变为无产阶

级的民主 ,从压迫者的民主转变为被压迫阶级的民主”[ 10](第 148 页)。在马克思看来 ,只有在无产阶级成

为统治阶级后 ,整个社会消灭了剥削和阶级压迫 ,社会成员可以普遍地 、全面地 、平等地参与国家政治活

动 ,共同决定国家权力的构成时 ,符合社会普遍利益的国家权力才能产生 ,国家才可能成为社会的公仆;

只有消灭了社会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阶级对抗 ,在社会普遍参与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国家权力才可能自

觉接受社会的制约 ,国家权力内部的制衡关系才可能形成。马克思认为 ,巴黎公社所体现出来的“议行

合一”原则“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
[ 2]
(第 58 页)。马克思正是从巴黎公社体现了社会全

面参与国家 、社会有效制约国家这两个无产阶级民主制最基本 、最主要的原则这一特定的意义上 ,给巴

黎公社作了如下高度评价:公社“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 2](第 59 页)。

国家权力来自于社会 ,来自于人民 ,其最后的归宿必然是回到社会 ,回到人民。无产阶级民主制度

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保证国家和社会的最终统一 ,也就是社会与国家之间矛盾的全面而彻底的解决。

马克思谈到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指出 ,巴黎公社作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最初尝试 ,它的一个主要的历史

任务就是把社会委托给国家的那些权力重新还给社会 ,“把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国家这

个寄生赘瘤迄今所夺去的一切力量 ,归还给社会机体”
[ 2]
(第 57-58 页)。马克思指出 ,要实现这一历史任

务 ,必须经过两个基本步骤:首先 ,无产阶级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 ,建立起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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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而全面地再现共和国的“社会本质” ;其次 ,当社会完全消除阶级之后 ,国家阶级镇压的职能也随之

开始消亡 ,国家管理社会的职能将逐步移交给社会 ,这样 ,公共权力就开始失去政治性质 ,这也是国家自

行消亡的开始。“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 ,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 2](第 631 页)国

家消亡过程就是政治民主化的过程 ,就是人民参与国家政治管理的过程 ,其实质也就是“社会把国家政

权重新收回” 、“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的过程 ,从而是使“人民群众获得政治解放的政治形

式”
[ 2]
(第 95 页)。对此 ,列宁精辟地指出:“消灭国家政权是包括马克思在内并以他为首的社会主义者所

抱的目的 。不实现这个目的 ,真正的民主即平等和自由就无法实现 。只有通过苏维埃民主即无产阶级

民主才能真正达到这个目的 ,因为它通过吸引而且一定要吸引劳动者的群众组织参加国家管理 ,已经立

即开始了使一切国家完全消亡的准备工作。”
[ 10]

(第 701 页)

三 、经济的社会解放是无产阶级政治解放的必然结果

在马克思看来 ,无产阶级要实现其政治统治 ,就必须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 ,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 ,

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但这只是问题的第一步 ,也就是说 ,无产阶级夺取了国家政权 ,确立了自己的统治

地位以后 ,只是取得了政治上的胜利 ,但如果政治上的胜利没有经济上的胜利作保证 ,则是不可能巩固

的 ,政治上的胜利也最终变为失败 。有鉴于此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此进行了分析 ,“无产阶级将

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 ,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 ,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

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 ,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 [ 1](第 293 页)因此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 ,所

谓经济的社会解放 ,就是指在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之后 ,全社会的劳动者进一步组织起来 ,以创造人

类彻底解放所必需的社会生产力为中心 ,促进社会的经济 、政治 、文化的持续发展和全面进步 ,逐步解决

社会由生产发展不足而造成的人与人之间事实的不平等和人受物统治的状况 ,达到最终消除因之而引

发的人对人统治的根源[ 11]
(第 10页)。

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生前的贡献时指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 ,马克思发现了

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即历来为繁茂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 、喝 、

住 、穿 ,然后才能从事政治 、科学 、艺术 、宗教等等。”[ 2](第 776页)正是基于这一认识 ,马克思认为 ,共产主

义是建立在由资本主义所造就的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基础上的 ,或者说人类彻底解放的根基在于社

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 。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马克思就指出:实现共产主义必须“以生产力的巨大

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 ,“如果没有这种发展 ,那就只会有贫穷 、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

况下 ,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 ,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 [ 1](第 86 页)。马克思一再

强调 ,“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 ,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

放” [ 1](第 74页)。

按照马克思当时的设想 ,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应当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爆发并获得成功 。然而 ,现

实的无产阶级革命却无一例外地发生在资本主义并不发达的 、生产力比较落后的国家 。如果说在发达

的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都必须尽可能地发展生产力 ,那么在经济不发达 、生产力落后

的国家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 ,就更应该把又好又快地发展生产力作为首要的任务。十月革命胜利

后 ,列宁清醒地认识到在生产力落后的国家搞社会主义的艰巨性 ,一再强调指出:“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的任务解决以后 ,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 ,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

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 ,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 [ 10](第 490 页) , “无产

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 ,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产品数量 ,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
[ 12]

(第 623

页)。可惜 ,列宁的上述思想在他去世后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执行 ,并最终导致苏联的社会主义日益

失去了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同样可惜的是 ,虽然我们党在建国初期对发展生产力非常重视 ,并取得了

显著的成效 ,但由于国际国内 、主客观上的种种原因 ,在 1957年以后的近 20年里 ,我们不是尽可能地发

展生产 ,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抓阶级斗争上 ,不仅使生产力未能获得应有的发展 ,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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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邓小平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全面深刻地总结了苏联特别是中国的实践

经验和沉痛教训 ,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
[ 13]

(第 63 页), “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 ,但根

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 ,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 ,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

础。”[ 13](第 137 页)

经济的社会解放 ,要求必须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有机结合 。马克思始终把社会看成是一定经济

形态的社会有机系统 ,认为社会发展应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有机系统的协

调的整体发展 ,是政治 、经济 、文化及人自身等各因素的全面发展 。所以 ,马克思十分强调生产力在社会

发展中的核心地位 ,强调经济因素对整个社会发展的基础性 、决定性作用 ,但他从未忽视过社会其他非

经济因素的发展 ,更不是所谓的“唯经济决定论”。在马克思看来 ,“政治 、法 、哲学 、宗教 、文学 、艺术等等

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 。但是 ,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

才是原因 ,才是积极的 ,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
[ 4]
(第 732 页)。这就是说 ,马克思是在“归根到

底”的意义上强调经济因素对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的 。在此前提下 ,他认识到经济因素自身

的发展不能脱离社会结构的整体发展 ,而是要受到政治条件 、历史文化传统乃至自然地理环境等诸多因

素的影响和制约 ,因为社会本身就是“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
[ 1]
(第 143

页)。因此 ,马克思既看到了经济因素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 ,又看到了社会其它因素对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影响及制约作用;既认识到经济增长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又认识到社会发展是基于经济增

长之上的各个领域 、各个方面的系统发展 ,从而要求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以达到社会的全面进步 。唯

有如此 ,才能给人自身的解放打下坚实的基础 。

四 、人自身的解放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无产阶级追求人类解放的最终目标

在马克思看来 ,无产阶级解放最后和最根本的任务 ,就是在由经济解放创造的社会物质文化成熟的

条件下和全面深刻的社会变革基础上 ,不懈努力 ,从而最终实现“人自身的解放”任务 ,也就是实现人的

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指出 ,经济的社会解放必然导致人自身的解放 ,从而使人类从“奴隶般的分

工”中摆脱出来 ,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 ,真正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

标志着人与物的最终融合 、人与自然的最优整合 、人与人的最美关系以及人自身的最佳和谐。它寄托了

人类的美好理想与追求 ,是无产阶级人类解放的最终目标和归宿 。

在马克思这里 ,所谓人的“自由发展”指的是人在不屈从于外在目的和压迫的情况下 ,根据自己的兴

趣和爱好 ,自觉 、自愿和自主的发展 ,针对的是劳动的不自由 、人格的依附性 、个性的模式化等现象 。人

的“全面发展”是指人活动及其能力 、人的社会关系 、人的个性等各方面从片面到全面 、从畸形到完整 、从

贫乏到丰富 、从潜在到现实的发展 ,针对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因劳动的异化而导致人的能力的畸形和

片面发展状况 ,以及少数人的发展总是以牺牲多数人为前提和条件的不平等发展状况。马克思认为 ,人

的“自由发展”和“全面发展”是有机联系的统一体。其一 , “全面发展”是“自由发展”的逻辑前提 。人的

发展愈全面 ,人的自由选择空间相应也就愈大 ,从而也就愈能按照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来发展自己。马克

思设想未来社会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 、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

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
[ 14]

(第 107-108 页)的社会 ,从而揭示了个人全面发展作为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性

地位 。其二 , “自由发展”制约和规定着“全面发展” 。马克思指出:“在发展的早期阶段 ,单个人显得比较

全面 ,那正是因为他还没有造成自己丰富的关系 ,并且还没有使这种关系作为独立于他自身之外的社会

权力和社会关系同他自己相对立。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 ,是可笑的 ,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的空虚化

之中 ,也是可笑的。”[ 14](第 112 页)“在这里 ,无论个人还是社会 ,都不能想象会有自由而充分的发展 ,因为

这样的发展是同原始关系相矛盾的 。” [ 14](第 479 页)其三 ,“自由发展”和“全面发展”是相互联系 、相互转

化和相互渗透的 ,二者不仅互为前提 ,而且互为目的 ,其思想实质和实现过程都是一致的 。如果把“自由

发展”和“全面发展”割裂开来 ,这两者就都会被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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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历史上那些仅仅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停留于理想层面的描述与构想不同 ,马克思根据社会发展

规律和人的发展规律 ,从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发展状况来论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

指出 ,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创造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

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 ,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 。” [ 1]
(第 74 页)生产力的发展和社

会物质财富的增加不仅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而且促进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历史进

程。马克思把生产力和人的本质紧密联系起来 ,指出生产力不但是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 ,而且也是人的

本质力量的发展 。因此 ,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发展实质上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二者从根本上说是

一致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 ,虽然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阻碍甚至破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发

展 ,但是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客观力量必然冲破这种束缚 ,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正是

从这一历史的必然趋势中 ,马克思不仅看到了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必然性 ,而且也看到了人的自由全面发

展的历史必然性 。发展社会生产力 ,“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

活 ,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 [ 2](第 633 页)。

在马克思看来 ,物质生产实践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根本基础和途径 。然而 ,不同性质的劳动在人

的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是截然不同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 ,物质生产劳动主要表现为异化劳动:劳动已不

再是人的自觉自愿的活动 ,而是被迫的 、强制性的活动;不是为了实现自我享受和自我发展 ,而仅仅是为

维持生存的手段 。马克思将这种异化劳动下的人称为片面发展的人或畸形发展的人 。但马克思同时也

指出 ,异化劳动一方面造成了人的奴役 、强制 、不自由和片面发展 ,另一方面也为人的异化的扬弃和人的

最终解放准备了条件 。不过 ,异化的扬弃只有通过实践的途径 ,借助于人的实践的力量才有可能。“在

实践的 、现实的世界中 ,自我异化只有通过对他人的实践的 、现实的关系才能表现出来 。异化借以实现

的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 [ 1](第 49页)对异化的扬弃只有通过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才能完成 ,马克思正是

从生产力的发展中看到了异化劳动被扬弃的历史必然性。异化劳动是生产力有了一定发展但又发展不

足情况下的必然产物 。异化劳动一方面产生了片面发展的人或畸形发展的人 ,另一方面 ,它又推动着生

产力的不断发展 ,这就是社会发展的矛盾性。但是 ,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私有制和旧

式分工的消灭 ,异化劳动最终将被扬弃 。当人们从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的时候 ,人类的劳动也就恢复了

自身的本性 ,变成了一种“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 ,即自由劳动。在自由劳动中 ,人的劳动表现为人的一

种内在要求 ,是自由自觉的活动 ,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运用 、发挥和证明 。在这个时候 ,劳动真正地成为人

的第一需要 ,而劳动性质的这种变化必然导致劳动主体也即人的变化 。这种变化表现在:由于自由劳动

是以人类能力的发展作为目的本身 ,那么它就同人们的物质生活相一致 ,也就是说 ,自由劳动真正地实

现了手段与目的的高度统一。这样 ,各个人就能在普遍交往的前提下 ,占有现有生产力的总和 。因此 ,

真正的自由劳动“就是对生产力总和的占有以及由此而来的才能总和的发挥”
[ 1]
(第 129页)。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 ,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这种社会形式中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能够实现 。在那

里 , “各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 、他们的这种自然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最初形式 ,由于这种共

产主义革命而转化为对下述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 ,这些力量本来是由人们的相互作用产生的 ,但是

迄今为止对他们来说都作为完全异己的力量威慑和驾驭着他们。”
[ 1]
(第 89-90 页)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 ,

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才能消失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才能消失 ,劳动才能成为生活

的第一需要;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 ,生产力才能增长起来 ,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才能充分涌流 ,社会才能

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 ,才能“各尽所能 ,按需分配” ,也就是说 ,才能形成实现人的全面而自

由发展所必需的高度发达的物质基础 ,才能实现对人类以往一切生产方式的扬弃 ,真正实现人自身的解

放。当然 ,共产主义的实现绝不是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终结” ,而是新的“起点”。到了共产主义 ,“作

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 ,真正的自由王国 ,就开始了”
[ 15]

(第 929页)。

五 、余　论

人类解放既是一种理想境界 ,又是一种发展现实 ,前者贯穿于后者之中 ,并通过后者来实现 。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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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所指出的 ,“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 1](第 87 页)在对待人的

解放问题上 ,我们要坚持理想与现实的统一。既不能在目前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提出共产主义高级

阶段才能实现的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过高要求 ,也不能因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轻视社

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 ,放弃对人的解放这一总的方向 、目标的现实追求。在人类解放这个极其艰难而

漫长的过程中 ,我们要坚持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 。没有现实的运动 ,就没有理想的实现。“忘记

远大理想而只顾眼前 ,就会失去前进方向;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 ,就会脱离实际 。”
[ 16]

(第2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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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Marx' s Thought Concerning Proletariat' s Liberation Stage

Yuan Yinchuan , Qiao Xiang

(School of Politics &Public Administration , Wuhan University , Wuhan 430072 , H ubei , China)

Abstract:It seems to Marx that human liberation w ill take a long time.The proletariat liberation

is the same as human libe ra tion in this process.The histo rical process of proletaria t libera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hases , namely , the political liberat ion , the social liberation o f economy and human

liberation.The political liberat ion of the pro letariat i s the premise of communist realization.The

economic and social liberat ion of fers social material and cultural basis.Human liberation w ill be

realized on the basis of tw o stages above.Namely , the f ree and complet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

wil l be realized.The three phases of development having both difference and connect ion ref lects the

histo ric and lo gic dialectical uni ty .It is the necessary w ay fo r communism to replace capitalism and the

general law of human histo rical development.

Key words:Marx;pro letariat liberation;human liberation;ph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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