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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异化劳动进行了深刻剖析。他指出了劳动的本质特征是人的对

象化，同时通过对异化状态下工人生存状态的考察，阐明了异化劳动的具体表现形式，最后说明了异化

劳动与私有财产之间的关系，指出了克服异化劳动和消灭私有制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只有通过社会革命

才能消除异化，实现社会解放。研究异化劳动理论对我国当代社会具有理论指导及促进发展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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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rx made a profound analysis of alienated labor in his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in 
1844. He pointed out that the essential feature of labor is the objectification of human beings. At the 
same time, he clarified the specific manifestations of alienated labor by investigating the living con-
ditions of workers in the alienated state. Finally, he expla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lienated 
labor and private property. He pointed out that overcoming alienated labor and eliminating priv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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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wnership are two sides of one body. Only through social revolution can alienation be eliminated 
and social liberation be achieved. The study of the theory of alienated labor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promo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our contemporary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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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经问世，就立刻引起了马克思主义学界的广泛重视，特别是其中关于

异化问题的论述更是直接促成了一场持续不断的、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中人道主义思想的研究热潮[1]。
在马克思看来，人同动物的区别关键在于自由的劳动，但是随着资本社会的发展，人从事劳动的目的演

变为满足自身对于产品的追求，即劳动者不能自由的从事劳动，也不能通过劳动得到自身的发展，从而

成为一种被强迫的、消极的劳动，这就是异化劳动。对于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可以从劳动的本质化

特征、异化劳动的具体表现形式、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本质三个方面进行探讨及分析。探析马克思的

异化劳动理论对于分析和解决当代中国存在的异化劳动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2. 劳动的本质 

对于劳动，马克思是这样定义的：“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这就是劳动

的对象化。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2]所谓劳动的对象化就是指，一方面工人劳动的结果、

产品和具体化的物质，作为有形有象的对象供人使用，这个对象是工人劳动的成果，是工人生命的具体

化表达。另一方面，劳动的对象化指的是工人的劳动过程，也就是工人的生产过程，是工人展现自己生

命力的过程。所以马克思说：“劳动是人在外化范围之内的或者外化的人的自为的生成。”[2] 

2.1. 人具有主体能动性 

劳动对象化特性的原因在于人的对象化本性。对象化活动能够实现，是因为人是具有主体能动性的

和感性的人。人的主体能动性是人的生命冲动，从最基础的生理需求(例如吃、喝、生殖等)到更为高级的

对人生目标的规划和设想，都体现着人的主体能动性。主体能动性推动着人去满足生命冲动，并且要在

对象上实现这些生命冲动。因此，对象化活动是以人的能动性为基础的，所以能动性也是人劳动的基础，

马克思说“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2]，也是这个意思。 

2.2. 人具有感性 

同时，人也是具有感性的，感性就是感受刺激的能力，马克思说：“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

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因为它感到自己是受动的、所以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2]人的感性是很

重要的，因为这种感性证明人自己生命冲动的真实性和外部世界的真实存在，所以只有现实感性的对象

上确证的劳动，才是真实的和现实的劳动，因为“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本质的即自己生命

表现的对象；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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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主体能动性和感性是人对象化活动的基础，也是人劳动的前提，所以劳动一方面是出自人的能

动性，也就是出自人自己的生命冲动的活动，另一方面也是需要在外边世界中进行的活动，是要能把劳

动物化为具体结果、产品和物的活动。 

3. 异化劳动的表现形式 

在哲学上，异化指的是主体发展到了一定阶段，成为了对立面的以及力量。在马克思的异化观发展过

程中，他首先是站在唯心主义哲学的立场上探讨自然异化的问题，受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观影响后，转向

了政治领域。后又受赫斯的金钱异化观的影响，开始转向经济异化的研究方向，即思辨领域走向现实世界。

黑格尔早期对“机器”造成的劳动异化分析和经济学思想中的劳动价值论等理论都启发着马克思将异化与

人的劳动相结合。最终在《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重要的异化劳动理论。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一种对象性

活动，也就是人和对象之间的活动，因此劳动的本质是人和对象之间的一种关系。当这种关系发生异化时，

劳动就异化了，形成了异化劳动，它具体展现为人与劳动对象、人与劳动过程和人对人的异化。 

3.1. 人与劳动对象相异化 

从人和他的劳动对象的异化关系层面说，马克思认为，在异化的劳动中，工人在双重向度上成为自

己对象的奴隶，“首先，他得到劳动的对象，也就是得到了工作；其次，他得到了生存资料。因此，他

首先是作为工人，其次才是作为肉体的主体，才能够生存”[2]。在原本的劳动关系中，工人劳动的对象

和结果是作为确证工人生命本质的对象，但是，在异化的劳动关系中，原本作为确证生命本质的劳动对

象，现在颠倒并异化成了唯一目的，这个对象降格为了单纯满足肉体需求的对象，并且工人的全部劳动

都仅仅是为了确保获得这个对象，以此才能获得生活资料以保证基本生存。劳动就成为了工人谋生的手

段，工人就成了满足肉体生存的被迫劳动的异化的人。马克思还认为，这种对对象的异化关系，“同时

也是工人对感性的外部世界、对自然界——异己的与他敌对的世界——的关系”[2]。这是因为，工人在

异化劳动中既没有从感性世界中获得生存资料，也没能从自身劳动创造的对象那里满足自己的生命需求，

因此世界对他来说就是敌人，是外在的存在。 

3.2. 人与劳动过程相异化 

“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同劳动对象的异化同时也是人类生活和生命的异化，其结

果是“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当人

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2]。异化劳动使人和自己对立，这首先就表现为在异化劳动

关系中，工人的劳动过程本身也是异化的。马克思描述了异化状态中工人的劳动状态：“他在自己的劳

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

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摧残折磨、精神遭摧残。”因为工人在异化劳动中是强制劳动而非自愿劳动，他不

仅不能从劳动过程中不能感到满足，反而在劳动中被压迫和剥削，劳动成了对他自己的否定，构成了对

自己的消灭。所以马克思认为，在异化劳动中由于劳动只作为满足生物需求的手段，“异化劳动把自主

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人的类生活就成为了

动物式的生存，工人被降格为了动物并且觉得自己只是动物，“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

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

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现在资本主义时代是异化劳动展现到顶峰的时代，它的极端情况

在于，“劳动的现实化竟如此表现为非现实化，以致工人非现实化到饿死的地步”。工人把自己的全部

时间都用于满足自己的生物需求，但即便如此，他仍然无法满足最基本的生物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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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人生命的劳动成为了生命的敌人，劳动不仅不创造生命甚至消灭生命。 

3.3. 人与人相异化 

异化劳动同时还使人和他人对立，这表现为在异化劳动关系中，不仅工人(无产者)是异化的，资本家

同样也是异化的。马克思说：“卖淫不过是工人普遍卖淫的一个特殊表现，因为卖淫是一种关系，这种

关系不仅包括卖淫者，而且包括逼人卖淫者——后者的下流和无耻尤为严重——因此，资本家等等也包

括在卖淫这一范畴中。”[2]异化劳动的本质是一种关系的异化，这种关系既包含人和对象的关系，也包

含人和人的关系，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看似对敌对的关系，不过是异化关系的一个环节和体现，“凡是在

工人那里表现为外化的、异化的活动的东西，在非工人那里都表现为外化的、异化的状态”。资本家或

许占有生产资料和工人的劳动成果，并且通过这种占有而获得了某种富足，但他同样是异化的。首先，

资本家不像工人那样劳动，因此他失去了对象化自己生命力量的过程，他以为免除劳动是一种祝福，但

本质上却是一种诅咒。其次，资本家占有工人的劳动成果，但这种占有是强行的，他不能在这个对象上

获得自己生命的确证，因为这个对象不是属于他的对象。虽然资本家可以通过这种强行占有保证基本生

存，但其代价是资本家成为了工人的奴隶，因为是工人在维持异化关系，也就是说工人在生产资本家，

没有工人的资本家甚至无法生存：“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同劳动疏远的、站在劳

动之外的人对这个劳动的关系。工人对劳动的关系，生产出资本家……对这个劳动的关系。” 
从《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理论的内容来看，马克思的基本思路是：从对“人的产品异化”这一异化

现象的分析出发，由浅入深，由表入里，最后揭示出异化现象的核心或本质一人与他人的异化[3]。在异

化劳动关系中，资本家和工人都是异化的，同时，他们又以这种异化关系的态度对待对方和外部世界，

所以马克思说：“在劳动异化的条件下，每个人都按照他自己作为工人所具有的那种尺度和关系来观察

他人。”引文中的这个“尺度和关系”正是异化劳动的关系。在异化关系中，包括资本家和工人在内的

所有人，都不仅把他人而且把自己当作工具使用，当作促进劳动的消耗品使用，并且劳动本身也是被作

为工具对待的，它的目的仅仅在于满足需求，而不是作为生命力量的确证。但是，由于工人的劳动成果

具有多种多样的形态，维持就必须把这种多样性抽象化为某种单一的东西，方便使用，其结果就是，劳

动成果的丰富性被抽象化为了价值，而价值呈现的具体样态就是资本——私有财产。 

4. 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本质 

马克思在阐述了异化劳动的具体表现形式之后，进一步探讨了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之间的关系，他

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不可分割。由于资本家无法直接从工人的劳动成果中获得自

己生命的确证，因此他就必须把工人的劳动成果转化为一般等价物，将具体的劳动成果抽象化，以此满

足资本家自己的生命需求。而这个被转化了的抽象的一般等价物就是货币，它同时就作为私有财产的直

接证明，成为了资本家最大的和唯一的目标。所以，在异化的劳动关系中，“这一关系的产物或必然结

果是非公人对工人和劳动的财产关系。私有财产作为外化劳动的物质的、概括的表现，包含着这两种关

系：工人对劳动、对自己的劳动产品和对非工人的关系，以及非工人对工人和工人的劳动产品的关系”

[2]。从引文可以看出，马克思把私有财产界定为劳动外化的、物质的表现，由于导致私有财产产生的劳

动是异化劳动，因此私有财产必然地包含和体现为异化劳动的两种关系。 

4.1. 工人及资本家眼中的私有财产 

马克思从工人和资本家这两个不同主体出发分析了私有财产的特性。在以工人为主体的视角中，工

人的一切活动和社会关系都以私有财产为中心。工人的劳动及其劳动产品成为赚取私有财产的手段，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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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工人已经无法通过劳动及其产品获得对自己生命本质的确证，因此他只能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以及劳

动产品的方式，将之转化为一般等价物，以确保生命的继续。工人对待社会，即对待资本家时同样处于

以私有财产为目的的关系中。换言之，在工人眼中，资本家同样不作为人存在，而是工人自己获得私有

财产的手段或工具，在这种关系中，工人同样失去人性。私有财产成为了最高和唯一目的，这在以资本

家为主体的关系中更为明显。在资本家的视野中只有资本，一切对象如果不能转化为资本那就是无价值

的，因此就是不存在的，就如马克思所说：“经营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

美和独特性。”[2]同样，一切人(不仅是工人也包括资本家自己)在私有财产的关系中，其价值都由资本

来衡量，人的人性被狭隘化为有用性，即创造价值的能力，除此之外，人一无是处。 

4.2. 私有财产的两个向度 

除了对工人和资本家这两个主体的分析外，马克思还对私有财产本身进行了两个向度的分析，他写

道：“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

[2]私有财产的这两个向度，可以视为劳动的对象性特征异化后的结果。劳动是一种对象性活动，人首先

通过劳动活动把自己的生命力量对象化为具体物质，再通过这个物质确证自己的生命本质。在这个过程

中，劳动本身是目的和手段的统一，人劳动是为了使其生命力量对象化，劳动成果和劳动对象的使命是

反过来确证劳动活动和人的生命本质。但在异化劳动中，劳动本身目的和手段的统一性被私有财产剥夺

和取代了，私有财产成了对象活动的目的和手段，一方面，私有财产被当作劳动(一切活动)的目的，“私

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工人的劳动根本上

是为了私有财产的对象化，而生命本质的对象化成了次要目的。另一方面，在异化劳动中，私有财产又

是劳动借以外化和实现的手段，它提供劳动的生产资料和劳动条件，并通过劳动实现自己的增值。异化

劳动既导致了私有财产的产生，又因私有财产的出现而产生，与之同理，私有财产既产生了异化劳动，

同时它也产生于异化劳动[4]。换言之，私有财产同时把自己作为手段和目的，在创造自己的同时使用自

己。但与劳动不同，私有财产在本质上仅仅是劳动的结果，因此私有财产始终不能完全地确证人的生命，

并且，当私有财产在异化关系中成为唯一目的时，它不仅不能确证人，相反会压迫和消灭人。 

4.3. 私有财产与工资 

由于无法从劳动产品中获得生命确证，资本家以工资作为补偿提以确保工人维持生存。但是，“工

资和私有财产是同一的，因为用劳动产品、劳动对象来偿付劳动本身的工资，不过是劳动异化的必然后

果，因为在工资中，劳动并不表现为目的本身，而表现为工资的奴仆”[2]。工资不过是私有财产的一种

表现形式，工资本身是私有财产自我增值的手段，但在异化劳动中成为了工人劳动的目的，因此工人或

许可以通过工资维持生存，但在本质上不能确证生命本质。也正是因为工资在根本上与私有财产是同一

的，私有财产又是异化劳动的结果，因此提高工资“无非是给奴隶以较多的工资，而且既不会使工人也

不会使劳动获得人的身份和尊严。”提高工资不仅不能补偿工人生命本质的缺失，甚至还会在一定程度

上作为资本家掩盖异化现象的手段，给工人以心理上的误导。其后果就是，工人误把工资作为劳动正确

的和唯一的目标，试图以加倍努力的劳动弥补生命本质的缺失，最终沦为资本运作的工具。 
关于工资，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关系，马克思明确指出：“工资是异化劳动的直接结果，而异化

劳动是私有财产的直接原因。因此，随着一方的衰亡，另一方也必然衰亡。”[2]也就是说，消除对人的

压迫是不可能以改善工资这一方式实现的，而只有通过消灭异化劳动这一根源才能达成。消灭异化劳动

也就意味着消灭私有制，意味着推翻不合理的政治制度，因此也意味着社会革命。在马克思看来，只有

工人能胜任这场革命，“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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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来表现的，这并不是因为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工人的解放，而是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

放”[2]。工人与资本家的矛盾本质上是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人和自己劳动的矛盾。因此工人解放意味着

他的对象、自己的解放，意味着资本家的解放，意味着社会整体的解放。 

5. 结语 

在人类主体的努力下，他们通过劳动创造了一个新的现实物质世界。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人

们在这个世界逐渐丧失了作为主体应该具有的一切。人类主体应该具有的权利颠倒地表现为资本—物的

一种支配权利；人失去了自己，却让自己的创造物——资本获得了生命、这就是人的劳动本质的异化[5]。
总而言之，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异化劳动理论贯穿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

义的各个领域，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为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三部分内容的有机统一和科学把握马克思

主义的深刻内涵具有独特的意义，在整个马克思思想体系中具有极大的理论价值和重要地位。同时，马

克思对异化劳动的深刻剖析对于我们理解当代的许多社会问题提供了很好的视角。对于当代社会，马克

思异化劳动理论中的有关工人劳动的论述及劳动与资本的关系等思想，启示我国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就

得做到以人为本，大力发展生产力积极改善生产关系。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研究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

论，为解决当前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寻求解决方案，为人类的劳动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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