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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者的地位与阶级的形成

— 学习《家庭
、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札记

刘 景 华

阶级的产生
,

是物质资料生产发展和社会大分工的必然后果
。

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为阶级

产生提供了物质前提
,

而
“

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
”

①
,

因为
`

分工不仅使物质活动和

精神活动屯 享受和劳动
、

生产和消费由各种不 同的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
,

而且成为现

实
。 ”

②社会分工包括两个方面
:

一是指生产部门的专业性分工
,

如农业 与手工业的分离 , 一

是指生产过程中
“

领导者与执行者
”

的分工
。

前者历来受到较多的注意
,

而 后一种分工对阶级

形成的作用亦不容忽视
。

恩格斯非常注意
“

领导者与执行者
”

的分工在阶级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

在《家庭
、

私有制和

国家的起源 》中
,

他说
: “

阶级形成的一切发端
,

都只是与生产相联系的 , 它们把从事生 产 的

人分成了领导者和执行者
,

或者分成了较大规模和较小规模的生产者
。 ”

③在这里
,

他指 出了

阶级发端与
“

领导者与执行者
”

的分工有内在联系
。

在《反杜林论》中
,

他更明确地把因领导者

与执行者之分工而造成氏族公社内部两大对立集团的出现作为阶级形成的两条最常见道路 之

这条道路是这样走过来的
。

原始公社一出现在人类历史上
,

其内部就必然有着一定的共

同利益
。

为 了维护这些共 同利益
,

公社必须让也只可能让少数成员来担负一定的责任
,

例如

解决争端
、

执行宗教职能等
。

这些责任必定 由那些在生产过程中起领导作用的成员来担当
。

随着生产的发展
,

氏族公社共同利益也 日益扩大
,

并且还随之产生了更大的社会团体— 部

落及部落联盟的共同利益
。

与此相适应
,

新的更大的执行社会领导职能的机构必 须 建 立 起

来
。

但是
, “

这些机构
,

作为整个集体的共 同利益的代表
,

在对于每个单个的公社的关 系 上

已经处于特别的
、

在一定情况下甚至是对立的地位
,

它们很快就变为更加独立的了
。 ”

④这种

机构独立性的形成
,

除了社会的
、

历史的必要性之外
,

还在于管理职务的世袭使得组成机构

的成分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

这些成分即独立于社会的领导成员
,

本来只是原来生产过程中的

领导者
,

而在此时却由社会公仆渐渐地变成社会主人
,

变成社会一般生产者的对立者
、

统治

者
,

他们原来担负的特殊的领导职能慢慢高踞于社会之上
,

成为社会一般生产职能的对立物

— 统治职能
。 “

最后
,

各个统治人物…… 集结为一个统治阶级
。 ”

⑤阶级形成的过程也 就 这

样完成了
。

恩格斯在这里主要阐明了在阶级必然形成的经济条件和历史条件下到底 由哪一部分人 来

充当剥削 阶级实体的问题
,

亦即剥削阶级是怎样组成的问题
。

我们 知道
,

阶级产生的经济条

件与社会生产发展水平紧密相关
。

由于生产有一定的发展而又不甚发展
,

劳动创造的社会产

品除保证全体社会成员维持生存 的基本生活资料 以外
,

还有少量剩余
,

而且又仅仅只是少童

剩余
,

这就为少数人 占有社会劳动成果提供了前提
。

那么
,

到底 由哪一部分社会成员来占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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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产品呢? 由哪一部分人来充当社会的剥削者呢? 主要就是那些原来在生产过程中起领导作

用
,

尔后将这种领导作用转化成对立于社会大多数成员的统治作用的氏族领导成员
。

这些氏族成员又是怎样演变为剥削者的呢 ? 凭着他们个人占有生产资料吗 ? 在阶级形成

过程的后期
,

他们是这样的
。

因为在握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之上
,

他们可以迫使奴 隶 为 其 劳

动
,

从而进行剥削
,

如同恩格斯阐明的阶级形成第二条道路那样
,

如伺鲁滨逊强迫
“

星期五
”

那样
。

但是
,

在将公社以并的人员变成奴隶时
,

,

与其说这些奴隶是氏族公社全体 成 员 的 奴

隶
,

不如说他们只是那些为公社担负一定责任的氏族领导成员的奴隶
,

因为氏族公社公有的生

产资料 已经为这些领导成员所控制
。

这些生产过程 中的领 导者代表整个公社 占有和支配公社

的财产和生产资料
,

当然也可 以占有和支配公社所有的奴隶
。

在握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
,

氏族

领导成员也可以剥削氏族公社内部的其他成员
。

问题在于
,

这些生产资料并非天生就在他们

手中
。

他们最先的夺取生产资料的活动
,

他们假公社名义控制生产资料支配权的活动
,

又是

以什么为凭借呢 ? 答复只能是凭借他们的领导地位
。

生产 中的领导者既可 以利用领导地位逐

渐夺取氏族公有生产资料 (例如土地和劳动工具 )的所有权
,

也就可以利用领导地位直接形成

对执行者即氏族大部分成员的剥削关系
,

占有一部分剩余产品 (其中也包括工具等由劳 动 产

品转化而来的生产资料 )
。

这是氏族公社内部阶级形成的主要过程与基本特征
。

试以家长制公社的财产最后大部分演变为家长个人的私有财产为例
。

最初
,

公社的全体

成员
“

住在一起
,

共 同耕种自己的田地
,

衣食都出自共同的储存
,

共同占有剩余 产 品
”

⑥
,

整

个公社虽然处于家长的管理之下
,

但他的权力还只局限于
“

对外代表公社
,

有权出让小物品
、

掌管帐目
、

并对帐目和对整个家务的正常经营负责
”

⑦等不大的范围内
。

公社最高权力 集 中

在家盛公议
,

家长须向会议汇报
。

随着家长权力的进一步稳固和扩大
,

从这种管理权 中慢慢

派生出 了财产支配权
,

这种支配权又逐渐奢夺 了公社的财产所有权
。

家长渐渐取得资格代表

整个大家庭公社来享受和支配公社所有的产品和财产
,

家庭公社 的财产也就成 了家长们的特

殊财产— 也就是掌握了支配权但并不归其所有的财产
。

家长们利用对产品和财产的支配权

来处理 日益增多的剩余产品
,

并且在这种处理过程中暗暗甚至公开将产品据为 己有
,

这就形

成了对公社其他成员的剥削关系
。

公社的财产被家长们侵吞得越来越多
,

最后
,

竟至大部分

都成为他们实际上的私有财产
。

、

此时
,

财产的支配权与所有权就结合在家长手中
。

公社内部

的阶级分化已经十分明显
,

大多数家庭公社成 员要求摆脱家长的剥削—
对剩余 产 品 的 侵

吞
,

要求对公社财产主要是土地等实行使用的分配
,

进而 实行所有权的分配
。 “

实行土地的共

同占有和共同耕作的家长制家庭公社
,

现在就具有了和以前完全不同的意义
。 ”

⑧家长制公社

瓦解了
,

代之而起的是
“

实行个体耕作以及起初是定期的而后来是永远的分配耕地和草 地 的

农村公社或马尔克公社
。 ”

⑨而到了这个时候
,

原来的家长们已经握有大量的私有财产和生产

资料
,

他们在家庭公社生产过程中因领导者地位而获得的剥削便利就为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

础上形成的新的更为稳定的剥削关系所取代
。

恩格斯指出了家长制公社中财产所有权这一变化的原因
。

他说
,

氏族新增 加 的 财 富
,

一最初无疑是归氏族所有
。

然而
,

对畜群的私有制
,

一定是很早就 已发展起来了
。

很难说
,

亚伯

拉罕族长被所谓摩西一经的作者看作畜群的占有者
,

究竟是由于他作为家庭公社首领所拥有

的权利
,

还是由于他作为实际上世袭的氏族酋长而具有的地位
。 ”

L 对亚伯拉罕族长占有公共

财产的原因
,

恩格斯只是说不准他到底是利用作为枣率兮枯草搏所拥有的权利
,

还是作为实

际上世袭的氏族首长而具有的地位
,

但总离不 了或者是两者之一
,

或者是两者兼有
。

然而
,

恰恰这两者都指的是领导者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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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还这样谈起过近代爱尔兰人的情况
: “

农民向土地所有者租地耕种
,

土地所有者在

农 民的眼中还俨然是一种为 了全体利益而管理土地的克兰的首领 , 农民以租金的方式向他纳

贡
,

但认为在困难时也应得到他的帮助
。 ”

这种情形使他
“

重新意识到那里的居民还是多 么 厉

害地生活在氏族时代的观念中
”

@
。

这里
,

他暗示 了这些土地所有者是由氏族时代中
`

为了全

体利益而管理土地的克兰的首领
”

转化而来
。

这些首领
,

既分工当生产过程中的领导者
,

为了

氏族共同利益而管理土地
,

又将一部分因分工而管理的公共土地转化为出租土地
,

以此获得

含有剥削内容的
“

租金
” 。

然而
,

土地的这种转化又是凭借什么呢 ? 不外乎是首领们的领导者

地位
。

当阶级形成过程完成以后
,

当人类历史踏入 了阶级社会之后
,

所谓生产过程中
“

领导 者

与执行者
”

的分工 (即社会成员在关系平等的条件下
,

只是在社会生产过程中职能有所不同的

分工 ) 也就基本消失
。

氏族社会及其阶级形成过程中的生产领导者
,

已经最后演变成为阶级

社会中的政治统治者和经济剥削者
。

利用生产领导者地位剥削他人和社会的现象 已 不 复 存

在
,

而利用政治统治者地位夺取他人财产或社会公有财产
,

占有他人或社会被统治成员的劳

动成果
,

却在阶级社会中司空见惯
。

这种占有大致也有两种形式
。

第一种形式是指利用新取

得的政治统治地位强制性地剥夺和占有本来属于别人或者社会的生产资料
,

然后在占有生产

资料的基础上形成剥削关系
。

这在阶级社会中是天经地义的
,

受到剥削阶级上层建筑国家机

器的法律支持和保护
。

这也是一条阶级社会中剥削阶级成分不断更新
、

不断补充 的 主 要 道

路
。

`

新的剥削阶级分子产生的过程
,

除 了从经济上自然成长之因素外
,

在很多情况下就是凭

着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夺取土地等等生产资料的过程
。

封建的新王朝可以宣布占有全国土地
,

并将它们分配给那些为建立新王朝立下汗马功劳
,

现在已取得了政治上统治地位的那些文臣

武将
。

第二种形式是说
,

阶级社会 中统治集团的大小官员们都可凭借政治地位
,

敲诈勒索
、

鱼肉百姓
、

搜刮民脂民膏
,

剥削社会广大被统治群众
。

所谓
“

三年清知府
,

十万雪花银
” ,

正

是这类事实的生动写照
。

这种强取豪夺的剥削行为
,

不基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上
,

因而在表

面上也与剥削阶级法律相冲突
。

但是
,

由于整个社会的统治阶级都是由这些有这类行为的分子

所组成
,

故而统治阶级集团对此也就心照不宣
,

互相庇护
。

只要阶级社会存在
,

只要政治上

尚存在着对立于社会大多数成员的由少数人组成的统治阶级
,

这类现象的发生也是必然的
。

值得注意的是
,

当阶级社会消灭后
,

当人类进入 了社会主 义阶段后
,

当一切基于生产资

料私有制的阶级剥削现象消灭之后
,

剥削社会
、

剥削他人的行为在一段时期内并不能绝迹
。

事物是螺旋式地上升和波浪式地前进的
。

社会主义社会是对阶级社会的否定
,

但却是原始社

会某些特征的肯定
。

社会主义社会对原始社会最根本的肯定
,

就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度
。

在

生产资料公有制度下
,

政治上各社会成员之间是平等关系
,

不存在统治者阶级
。

但是
,

在生

产过程中
,

必须有
`

领导者与执行者
”

的分工
。

原始社会是这样
,

社会主义社会亦复如此
。

其

次
,

在原始社会末期
,

私有观念刚刚萌芽
,

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
,

私有观念则逐渐淡化
、

趋

向消失
。

虽然不如阶级社会中的私有观念那么强烈和根深蒂固
,

但私有观念在社会主义社会如

同在原始社会一样
,

总是有一定程度的存在
。

这种一定程度的存在是对社会财产产生占有欲

的思想观念基础
。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
,

社会生产 已经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
。

但是
,

相对于

人们 日益提高着的物质文化追求和需要来说
,

物质产品在高水平上
、

高层次上仍然是不甚丰

富的
。

这种不甚丰富是对社会财产产生 占有欲的物质原因
。

因此
,

在社会主义时期
,

只要私

有观念还存在
,

只要物质产品还不够丰富
,

总是会有剥削思想滋生的场所
。

而作为生产过程

(下转 22 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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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荆州博物馆资料
。

匆 方股
: 《随州西花园

、

庙台子遗址发掘简述》
,

载《江汉考古》杂志 1 98 4年 3 期
。

9 湖北省博物馆资料
。

L 《房县羊鼻岭遗址调查简报 》
,

载《江汉考古》杂志 1 9 8 2年 1 期
。

@ 《河南浙川下王岗遗址的试掘 》
,

载《文物》杂志 1 9 72年 10 期
。

必 参阅夏乃
: 《 C一 14 测定年代与中国考古学》

,

见《考古》 杂志 1 , 7 7年 4 期
。

L 《浙川下集附近友掘古遗址 》
,

载《文物》杂志 1 9 6 0年 1 期
。

O 《河南唐河寨茨新石器时代遗址 》
,

载《考古》杂志 1 96 3年12 期
。

⑧ 《河南唐河茅草寺新石器时代遗址》
,

载《考古》杂志 1 96 5年 1期
。

Q 《河南镇平赵湾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
,

载《考古》杂志 1 96 2年 1期
。

@ 《泣县梦澳三元宫新石器时代遗址 》
,

载《 考古学报》杂志 19 7 9年 4 期
。

e 《安乡划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
,

载《考古学报》 1 9 8 3年 4 期
。

毋 《华容县车枯山遗址试掘简讯 》
,

载《江汉考古》杂志 19 8 4年 1期
。

(上接 1 1 5页 )

中的
“

真实的分工
’

0 的精神劳动者 (领导者 ) 与物质劳动者 (执行者 ) 的分工及其差别这个
`

现

代社会不平等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
”

L的依然存在
,

便为这种剥削思想观念转变为行为 提 供

了便利条件
。

事实上
,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
,

利用在生产过程 中的领导者和组织者 (包括国家

机关工作人员
,

他们实际上也是整个社会大生产系统的领导者
、

组织者和保护者 ) 地位贪污

挥霍
、

侵吞公物等等以权谋私的现象时有发生
,

正是表明了这种剥削社会
、

剥削他人的行为

发生之可能 已部分地转变成了现实
。

因此
,

即使是在社会主义时期
,

如果不加紧发展生产
,

如果不创造出极其丰富的社会物质财富
,

就不能铲除剥削思想滋生和阶级重新产生的经济条

件
,

在生产过程 中必要的
`

领导者与执行者
”

的分工依然可能成为阶级重新分化的基础
。

注释
:

①④⑤ 恩格斯
: 《反杜林论 》 ,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

,

第 32 1
、

2 1 8
、

21 9贞
.

②0 马克思恩格斯
: 《德意志意识形态》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
,

第 36 页
。

③⑥⑦⑧⑨LO 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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