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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围绕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劳动思想展开研究，聚焦劳动异化理论的核心内容及其理

论框架，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劳动过程、自身本质以及社会关系的全面

异化现象。通过对国内外学术研究的梳理，本文总结了“顶点论”“断裂论”“过渡论”等多元视角对

《手稿》的解读，分析了现有研究的贡献与不足。结合现代社会背景，劳动异化现象在全球化、技术革

命等因素作用下愈发复杂化，马克思关于自由联合劳动的设想对当代劳动组织形式的重构、生态危机的

应对以及社会发展的探索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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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oncept of labor in Marx’s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focusing on the core content of the theory of alienated labor and its theoretical framework. It pro-
vid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comprehensive alienation of workers from their product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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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or process, their own essence, and social relations under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Through a review of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academic research, this paper summarizes 
various interpretations of the Manuscripts, such as the “Peak Theory,” “Break Theory,” and “Tran-
sition Theory,” and analyzes the contributions and limitations of existing research. In light of con-
temporary societal developments, the phenomenon of alienated labor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complex due to factors such as globalization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 Marx’s vision of free as-
sociative labor holds significant practical relevance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labor 
organizations, addressing ecological crises, and exploring soc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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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作为马克思思想形成阶段的重要文本，展现了马克

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批判和对人类解放事业的热切追求。这一文本不仅奠定了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

的哲学基础，还深刻体现了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费尔巴哈人本主义以及古典政治经济学之间进行的扬

弃性批判。在《手稿》中，劳动问题居于核心地位，马克思提出了劳动的异化概念，并将其视为理解资本

主义经济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关键。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从人的创造性活动转变为

压迫性和外在性的存在，劳动者被迫以异己的方式面对自己的劳动成果和劳动过程。这种异化不仅剥夺

了劳动者对生产成果的控制权，还使劳动本身成为一种单纯的谋生手段，进一步侵蚀了人类的本质特征，

即通过自由和有意识的劳动实现自我发展和自我创造的能力。 
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异化的根源在于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一批判不仅超越了黑格尔抽象的

“自我意识异化”，也突破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对宗教异化的局限，转而从物质生产的角度揭示资本主

义社会的本质。劳动异化的批判是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意义远不止于揭露资本主

义社会的弊病。通过对异化劳动的分析，马克思将人类社会的历史运动与劳动的解放联系起来，提出了

通过社会革命摆脱异化劳动、实现人类解放的理论设想。在马克思看来，要消除异化劳动，必须通过消

灭私有制、重建生产关系，实现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将不再是外在

的强迫性活动，而是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过程。劳动异化的消除不仅意味着劳动者摆脱对资本的依附，

更意味着人与自然、人与他人关系的和解，从而实现社会整体的真正自由。 
因此，《手稿》中对劳动的论述，标志着马克思的思想从哲学批判向社会批判转向，也表明马克思

开始对资本主义进行全面而系统的批判。劳动思想不仅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框架，也为理解现

代资本主义的运行机制和社会弊病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工具，这一思想在当代社会对社会劳动关系的重构

和全球资本主义批判依然具有重要现实价值。 

2. 《手稿》中劳动思想的理论框架 

2.1. 异化劳动理论 

在马克思的理论视域中，劳动本质上是人类通过改造自然以满足自身需求、实现自我发展的实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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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人类区别于其他生物的根本特性在于能够以有意识的方式进行劳动，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主体性创

造，然而，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却颠覆了劳动的这一内在属性，将劳动转变为一种外在的、被强加

的活动。劳动者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不仅不能自主地掌握劳动地内容与目标，还因劳动成为谋生地

手段而与劳动本身疏离。马克思将劳动地异化现象划分为四种形式，分别是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劳动过

程、自身类本质以及与他人关系地异化。首先，劳动者与劳动产品之间地异化体现在，劳动者创造的物

质产品并不归其所有，而成为资本家的私有财产。这种关系的结果是劳动产品不仅无法满足劳动者的需

求，分而成为支配劳动者、加剧其贫困和无力感的力量。其次，劳动者与劳动过程之间的异化表现为，

劳动本身从一项自由、自主的活动转变为外在的、被迫的苦役。在资本主义生产体制中，劳动者为了生

存被迫出售自己的劳动力，这使劳动失去了创造性与自发性，而变成一种被支配的活动。第三，劳动者

与自身本质之间的异化意味着，劳动者无法通过劳动实现自身的人类本质。相反，劳动使劳动者远离自

身创造力与潜能的实现，甚至使其感到被自身活动所压迫。最后，劳动者与他人关系的异化是指，资本

主义的生产方式强化了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关系，将社会关系物化为经济利益关系。人与人之间不再以平

等与互助为基础，而是以商品交换与剥削关系为主导，造成了社会关系的普遍异化。 

2.2. 劳动、资本与社会关系 

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全面的异化现象是由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决定的，其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的

私有制。正是私有制的存在，使得劳动产品成为商品，并使资本成为支配劳动的力量，进而导致劳动者

失去对劳动成果的控制权。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不仅受到资本家的剥削，还被置于一种被商品化的存

在状态之中。这种商品化不仅表现在劳动者必须以商品的形式出售自己的劳动力，还体现在整个社会关

系被金钱关系所主导的现实之中。因此，劳动的异化不仅是个人的困境，也是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内在

逻辑。 

2.2. 劳动与未来共产主义展望 

尽管马克思对异化劳动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但他并未止步于揭示资本主义的弊病，而是进一步提出

了对劳动异化的扬弃与人类解放的可能性。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异化的消除是一个历史过程，必须通过

生产关系的根本性变革来实现。这意味着必须废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并建立一种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

会形态。在这种社会中，劳动不再是单纯为资本增值的手段，而是成为人类自由和创造力的真正体现。

马克思设想，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将摆脱异化状态，成为一种自觉自愿的活动，劳动者不仅能自由

地支配自己的劳动成果，还能够通过劳动实现与自身、与他人以及与自然的和解。这种社会不仅克服了

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的贫困与受压迫状态，更使人类得以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 

3. 学术研究的梳理与评价 

关于马克思《手稿》中劳动思想的学术研究，长期以来在国内外学界均引起广泛而深入的讨论。这

些研究围绕《手稿》的研究范式、逻辑主线、文本内容、历史地位等方面展开，并呈现出多学科交叉的研

究趋势。 

3.1. 国外研究现状 

在国外学术界对《手稿》中劳动思想的研究呈现出多样化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并取得诸多理论

研究成果，例如顶点论、理论断裂论、过渡论、不成熟论等等。 
第一，《手稿》是彰显的人道主义劳动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最高峰。20 世纪初，西方马克思

主义的兴起推动了对异化劳动理论的哲学反思，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阐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5.144192


窦伊迪 
 

 

DOI: 10.12677/acpp.2025.144192 486 哲学进展 
 

释了异化劳动与商品拜物教的内在关联，认为马克思通过劳动异化的概念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意

识与实践的矛盾。朗兹胡特认为，“手稿表明马克思的观点已达到了完善的高度”，手稿是“包括马克思

思想的整个范围的唯一文献”([1], p. 285)。持此类观点的学者认为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包含人道主义

价值内涵，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蕴含着深刻的人道主义态度，人的异化状态只有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才

可以进行消除，人的自由和解放才可以真正实现，为后期政治经济学批判奠定了哲学根基。 
第二，《手稿》是马克思劳动思想发展的过渡性著作。法国学者博蒂热利认为，《手稿》是一部还没

有完成的作品，《手稿》表明马克思思想正处于蓬勃发展的时期，正在初步形成自己的思想([1], p. 252)。
异化的概念在马克思后期的著作中被科学的“实践”概念多代替([1], pp. 282-283)。持本观点的学者将《手

稿》视为马克思思想转型的"实验室"，认为其既保留着黑格尔辩证法的理论基因，又孕育着历史唯物主义

的萌芽，异化概念在此阶段作为"胚胎期的实践观"存在，最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被更科学的术语所

扬弃。 
第三，《手稿》是马克思劳动思想发展的断裂阶段。阿尔都塞指出，在马克思著作中存在“认识论断

裂”([2], p. 15)断裂带发生在 1845 年时期，1845 年前的思想属于“意识形态”阶段，1845 年后的思想属

于“科学”阶段([2], p. 16)。持本观点的学者通过结构主义方法论，将 1845 年界定为“认识论断裂”的分

水岭，宣称《手稿》属于前科学阶段的意识形态话语，与《资本论》的科学体系存在根本性断裂。 

3.2.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手稿》的研究起步较晚，且多基于国外学者研究基础之上。我国学者大致从 1979 年思想解

放之后才开始研究，从多方面对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展开深入的研究与讨论，收获了显著成就，也积累了

相当多的学术成果。 
第一，关于《手稿》中劳动概念的多维阐释。针对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劳动概念，

国内学者形成了多层次的理论解读。林锋着重挖掘其思想史价值，指出该文本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首

次将生产劳动确立为理解人类本质及其存在形态的实践根基，这一突破性发现被列为《手稿》四大核心

理论贡献之一[3]。王海锋则构建了双重分析框架，既从人类学视角考察作为基础性生产活动的劳动形态，

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维度深入剖析雇佣劳动的本质特征，形成了完整的理论阐释体系[4]。值得注意的是，

姚修杰系统性的研究揭示了劳动概念的人文维度，其论证路径包括：通过劳动作为生命活动的本体论定

位，确证人与自然的内在统一性；基于劳动类本质属性的哲学分析，阐释劳动与生活的辩证关系；立足

劳动社会性特征，论证人与社会的共生关系，构建了完整的理论阐释体系[5]。  
第二，异化劳动理论的学术争鸣与研究深化。异化劳动作为《手稿》研究的焦点议题，学界围绕其

理论架构展开了深入探讨。现有研究普遍从四维结构展开论述：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疏离、劳动过程的

自我异化、人际关系的物化扭曲、类本质的异化状态[6]。然而张森年对此提出重要修正，认为传统“四

规定说”存在概念混淆，主张将“类本质异化”细分为本质异化与主体间异化两个层面，从而形成更具

逻辑自洽性的“三规定说”[7]。在异化劳动的生成机制方面，姚修杰强调必须建立辩证的认知框架，指

出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实为互为因果的历史性存在，任何割裂二者关系的分析都将导致理论误判[8]。姚

顺良的历时性研究则揭示了马克思异化理论的三阶跃迁：肇始于经济现象的直观描述，经社会价值关系

的批判性重构，最终升华为哲学范畴体系[9]。学界共识认为，《手稿》通过劳动异化批判揭示了人类解

放的现实路径——唯有消灭私有制，才能复归劳动的自由自觉本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3.3. 研究不足之处 

然而，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对于《手稿》中劳动思想的研究也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之处。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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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研究过于注重对文本的哲学阐释，而较少关注其历史背景与马克思理论体系发展的具体语境。这种

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劳动异化理论与资本主义批判之间的具体联系。另一方面，一些研究虽然尝试

将马克思劳动思想与当代劳动现象联系，但往往停留于概念层面的套用，而缺乏对具体劳动实践的深度

分析。关于劳动思想在马克思早期与后期思想体系中的地位与转变问题，仍然存在较大的学术分歧。尤

其是如何理解劳动异化理论与马克思后期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劳动思想是否在后期逐

渐被历史唯物主义所取代，依然是学术界讨论的重要议题。 

4. 研究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在《手稿》中提出的劳动思想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不仅为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现象提供

了理论依据，也为当代劳动关系和社会发展的批判性反思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当今社会仍然是以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为主导的经济结构，劳动异化现象并未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而消失，相反，现代社会的

劳动者在经济全球化和技术革命的双重作用下，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劳动形态和生存困境。因此，马克思

劳动思想的批判性维度与解放性维度，对于分析现代劳动问题、探索社会转型的可能路径仍然具有重要

价值。 
异化劳动理论作为马克思劳动思想的核心，在解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方面提供了深刻洞

见。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异化仍然广泛存在。尤其是在全球化的经济体系中，

跨国公司通过外包生产和全球化分工体系，剥夺了劳动者对生产成果的控制权，使得劳动产品被更多地

用于资本积累和资本扩张，而非满足劳动者的实际需求。技术进步和生产自动化的进一步发展虽然大幅

提高了劳动效率，但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劳动者的劳动过程却进一步失去自主性和创造性，成为机器

系统中被压迫最深的一环。这种劳动过程的异化使劳动者与自身工作的内容和意义更加疏离，进而引发

职业倦怠、工作压力增加以及个体精神状态的普遍失衡。在此背景下，马克思关于劳动过程异化的批判

性分析为现代劳动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 
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的劳动思想不仅仅停留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关系的批判，还包含了对未来

社会劳动组织的解放性设想。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消除劳动的异化需要彻底变革资本主义的生产

关系，使生产资料不再为少数资本家所垄断，而是回归劳动者的共同占有。这一思想在当代具有极大的

启发性。近年来，随着平台经济的兴起和零工经济的普及，劳动者的劳动方式变得更加灵活，但同时也

更加脆弱，失去了稳定的劳动保障和集体谈判权。在这一新劳动形态下，马克思所设想的“自由联合劳

动”模式为我们重新思考劳动的社会组织形式提供了可能性，即如何在劳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条件下，

赋予劳动者更多的自主权，使劳动不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是实现个体创造力和自由发展的路径。 
马克思关于劳动思想的现实意义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还涉及人类社会整体的发展方向。在现代

社会中，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无序扩张而变得愈发紧张，生态危机和环境恶化的问

题已成为全球范围内的重大挑战。马克思的劳动思想蕴含着一种人与自然和解的深层意涵：劳动不仅是

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也是实现人与自然关系重建的可能路径。通过克服劳动的异化状态，人类可

以摆脱对自然的掠夺性利用，重建一种可持续的生产与消费方式，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这

一意义上，马克思劳动思想中的生态维度为当代生态危机的解决提供了理论依据和价值指引。 
综上，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劳动思想作为其思想体系的理论起点和哲学基石，贯

穿了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批判以及对人类解放的宏大构想。其中，劳动思想的理论框架以劳动异化

理论为核心，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劳动过程、自身本质以及社会关系之间的

矛盾，这种全面的异化现象不仅颠覆了劳动作为人类本质活动的自由属性，更使劳动者深陷被物化和工

具化的处境，丧失了实现自我发展的可能性。在全球化、技术革命以及资本主义劳动组织形式不断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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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背景下，劳动异化的表现形式变得更加多样化和复杂化。零工经济、平台劳动以及数字化生产等新型

劳动形态，尽管改变了传统劳动的外在特征，却未能根本性地消除劳动者的被剥削与异化状态。马克思

关于劳动解放的设想尤其具有前瞻性意义，他提出的自由联合劳动模式为重新思考劳动组织形式和推动

劳动者主体性的回归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在全球劳动不平等、生态危机和技术变革交织的当代情境中，

马克思劳动思想的批判性和解放性维度为分析现代社会劳动问题以及探索未来社会发展方向提供了理论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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