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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德国社会主义研究名家弗朗兹·梅林曾指出“赫斯既不缺少天赋，也不缺少勤奋，甚至不缺公直和正派；

他在那些日子里，有时似乎是恩格斯与马克思结盟的第三个人”。赫斯作为最早的社会主义者，对共产

主义运动的贡献十分重要，他率先将费尔巴哈人本学异化应用于社会领域，并通过提出货币异化尝试建

立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受赫斯思想影响，马克思将“交往异化”与“劳动异化”相结合，建立新的异化

思想，完成对赫斯异化思想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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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anz Mehring, a famous German socialist scholar, once pointed out that “Hess lacked neither talent 
nor diligence, nor even justice and integrity; those days, he sometimes seemed to be the third person 
in the alliance of Engels and Marx.” As an early socialist, Hess’s contribution to the Communist move-
ment is very significant. He was the first to apply Feuerbach’s anthropological alienation to the so-
cial field and tried to establish a connection between people by proposing monetary alienation. Un-
der the influence of Hess’s thought, Marx combined “communication alienation” with “labor alienation”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cpp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5.147364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5.147364
https://www.hanspub.org/


刘泽元 
 

 

DOI: 10.12677/acpp.2025.147364 237 哲学进展 
 

to establish a new alienation thought and completed the transcendence of Hess’s alienation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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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内外学者对赫斯的评价大体分为三种。第一种是认为赫斯对于马克思具有重要影响，甚至部分学

者认为这一影响是压倒性的，具体以梅林、广松涉等学者为代表[1]。第二种是认为赫斯对于马克思具有

一定程度的影响，赫斯的部分理论观点对于马克思产生了影响，促使马克思走向历史唯物主义，例如赫

斯的“货币异化”理论[2]。具体以科尔纽、候才及张一兵等为代表[3]。第三种是否定赫斯对马克思的影

响。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前苏东学者卢卡奇，他将赫斯称为完全失败的“马克思的先行者”。综上所

述，国内外关于马克思与赫斯的思想关系分为两派，一种是承认两者之间的思想关系，一种是否认赫斯对马

克思的影响。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赫斯是否对马克思产生影响以及影响程度如何是存在争议的，主

要原因有以下几点：1. 史料不全。人们不能完全确定马克思在撰写《手稿》之前，有没有读过赫斯《论

货币的本质》；2. 研究深入开展。学界对赫斯这一最早的共产主义者的关注度不断提升，关于赫斯的书籍

不断发掘；3. 个人研究偏差。国内外大部分学者认为赫斯对马克思是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的，并且可以

说是积极影响。本文认为赫斯对马克思是产生了影响，但影响的程度及表现仍有待商榷。因此，文章将

从赫斯与马克思关系演进历程、两者异化理论主要内容及马克思对赫斯异化理论的超越三方面进行研究。 

2. 赫斯与马克思关系演进历程 

赫斯与马克思的关系主要分为四个阶段：1.《莱茵报》时期：共同进行编辑工作。两者在这一阶段的

思想互动与渗透主要在共产主义和社会解放层，主要是赫斯在这一时期发表的关于共产主义思想的文章

对马克思产生了影响，甚至也促使恩格斯转向共产主义；2.《德法年鉴》时期：相互交流，互相影响。在

《德法年鉴》筹备期间，赫斯于 1843 年 7 月在《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张》上发表三篇最具代表性的文章，

《行动的哲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唯一和完整的自由》，而这三篇文章对马克思撰写《1844 年

经济学哲学手稿》产生了一定程度影响。其中“哲学共产主义”“行动代替我思”等思想促使马克思进

一步深入到经济和劳动领域研究。在《德法年鉴》后期，马克思发表《手稿》，其关于劳动异化的思想已

经领先于赫斯异化思想，可以说二者是相互影响；3.《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关系渐进，密切合作。赫

斯在《形态》中撰写了第一卷批判卢格的第一章和第二卷中批判库尔曼的第五章，表明在这一时期赫斯

与马克思、恩格斯仍是一种合作关系；4. 1846~1848 时期：思想分歧，爆发冲突。无论是否发生 1846 年

魏特林分歧和批判克利盖事件，赫斯与马克思都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同路人，因为赫斯的阶级立场小资产

阶级，且其全部思想理论基础是斯宾诺莎的道德伦理与费希特的行动哲学，与马克思无产阶级立场和唯

物史观具有根本性质的不同。 
当然不能全盘否定赫斯所有思想理论的价值，也不能磨灭其对实现共产主义的信念，更不能忽视他

对马克思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最终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积极作用。赫斯之于马克思是走向共产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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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性同路人，虽然由于阶级立场和哲学立场的不同，二者最后分道扬镳，但他们对于共产主义的价值

追求是高度统一的，都是为实现共产主义而进行努力。 

3. 赫斯异化理论的主要内容 

赫斯的异化理论主要集中在交往异化与货币异化，并针对如何消解异化问题而提出的共产主义思想。 
(一) 交往异化：人与人异化 
《论货币的本质》开篇提出：“生命是生产性的生命活动的交换！”这句话表明赫斯开始从人的自

由活动走向社会关系，从个体过渡到类本质，赫斯在此进一步从社会关系的角度论证了人的类本质的社

会现实，即交往关系。赫斯直接将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共同协作与交往看作是人的社会本质，交往是个人

实现发挥自己力量和本质的形式，也是生产力的实现形式。资本主义社会下人们在交往中被异化，人不

能作为社会人存在，而是变成“私人”，人与人之间变成利益化、货币化，人成为孤立存在的个体，通

过不断出卖自己而获取生存。赫斯明确指出：“人一旦……，一旦在……的交往，非人的……交往手段……

要被废除。”([4]: p. 164)但具体到联合即解决“异化”的手段，赫斯便走向了费尔巴哈的历史唯心主义，

主张通过“爱”来解决一切问题。不同的是费尔巴哈主张“爱”的宗教，而赫斯提倡“爱”的教育，二者

对于“爱”的立足点不同。 
(二) 货币异化：本质颠倒 
“在迄今为止的人的孤立状态中，在迄今为止的人的相互异化中，必然会发生精神的和物质的产品

交换的外在符号来，这是完全正确的”。人与人之间的异化造成了非人的存在，并且没有非人的交往手

段，为了交往的进行，人只能寻求一种中介进行联系并进行需要性的交往，这种中介就是货币。而由于

这种中介的出现，人的自然生活和类生活出现了根本颠倒，货币变成类生活，人不再以类生活为目的，

而是将个体提升为目的。如同基督教中人本质异化为上帝一样，货币就是人的能力外化的结果，它本应

是一种流通交易手段，是一种借以生活的工具，但在商人世界中变成了代表一切的价值尺度。人与人之

间必须通过货币这一媒介才能进行交往生存，而人们也仅仅根据货币数量的多少去审视评价他人，并且

这是一种自愿的货币化。货币最终成为了人的本质和价值的量化，成为了人满足自身动物层面享受的手

段。 
(三) 共产主义思想：最终走向渐进改革 
由于交往异化与货币异化，人们的生活发生根本的颠倒，应如何恢复这种颠倒的生活？赫斯对此提

出了实现共产主义这一恢复方式，超越精神奴役和社会奴役并合乎人的本质的自由与平等相统一的社会

([5]: p. 45)。且赫斯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指出：共产主义的特征应是劳动与享受的统一，未来社

会将是每个人个性全面发展的社会([5]: p. 46)。实现共产主义的途径：赫斯在《人类的圣史》《行动的哲

学》《唯一和完整的自由》等文章中，都提出要通过社会革命来实现共产主义，但聚焦到《论货币的本

质》中却提出人类将在经济水平发展的基础上通过教育和改革建立共产主义，实现人的自由本质和类本

质的回归([5]: p. 113)。从主张社会革命到提倡教育和改革的变化，反映出赫斯共产主义思想的逐步弱化。 

4. 马克思异化理论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主要集中体现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劳动中。马克思认为，通过

劳动人可以实现自身价值，劳动是价值产生的源头。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劳动已经不是真正的劳动，而是

一种异化的劳动，劳动者、劳动产品及劳动本身三者出现偏离。马克思从当前国民经济事实出发，剥离

出了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即： 
(一) 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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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的劳动对象化应该确立工人的现实化，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结果却转变成了“工人的非

现实化”[6]。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中，工人生产出产品，并经过多种程序产品最终变成商品。在商

品售卖过程中，由商品售卖所得的利润最终归资本家所有，和生产这个商品的工人并没有关系。简而言

之，“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7]: p. 157)。 
(二) 劳动者与劳动过程相异化 
在工人与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后，工人在劳动这一过程中，也产生了自身的异化。具体表现为：

大部分人在上班和劳动过程中并不会感到愉快或者享受，更多的是感受到疲惫、压抑、迫不得已等等负

面情绪，只是由于不得已原因必须继续工作，这些原因包括但不限于生活需求、家庭责任、个人需求等

等。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感受的不是自我肯定，而是自我否定；感受的不是人的自我实现，而是被迫劳

动。在这里人的思维、创造、劳动等等变成了与人相异化、相对立的东西，属于动物追求的简单机能在

人这里成为了一种享受。 
(三) 人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 
“类本质”有自然界的意思，有人的精神的（抽象）能力的意思，还有他人的意思。《1844 年经济

学哲学手稿》并没有就“类”或“类本质”给出一个较明确的范畴规定。类本质的异化是指偏离了原本

大自然的赋予。异化也是经常拿来跟本质、类本质等词一起讨论的。可以认为，这个世界本身赋予了人

类某种“应当如此”的生活方式，那是人的类本质。但是现在的资本主义大环境下的现代性演变，以及

很多技术创新带来的人的主体地位的缺失，就是人的异化。 
(四) 人同人相异化 
人与人的互相分离敌对。人变成只知求生的动物，一切对人都只能是求生的手段，也包括他人。一

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人与人之间不需要任何联系。马克思认为，经济理论中的“理性人”假设，本质

不过如此。完全是一种人性的扭曲。在异化劳动下，工人失去了这种将他人当做自身，建构自身的能力。

只能按照需要生产的产品要求，去使自己适应于物，而不是使物去适应人。现代社会下人与人相异化这

一现象更为明显，社会中大多数人的生活都是为了生存，少数人的生活则是享受属于其他人的幸福。 
“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对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

还生产出他人对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对这些他人的关系。”([7]: p. 165)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前三项规定都是落脚在人与物即主客体之间的关系

上，而第四重规定则直接落脚在人与人即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异化关系，看似这一规定与前三项规定差之

千里，但实则是马克思通过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劳动者与劳动过程、人与类本质的步步深入，最终推论

出人与人相异化即交往异化。 

5. 马克思对赫斯异化理论的批判与超越 

(一) 汲取与升华：交往异化的复归 
马克思在《手稿》中提出“整个所谓的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

人来说的生产过程”([7]: p. 196)。重新审视赫斯交往异化理论，从人们在交往中异化过渡到人们在劳动

过程中、生产过程中异化，人失去了人本身，异化为独立于个体之外的人。赫斯提出的“交往异化”更

多的是停留在表层的简单交往异化。马克思在《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第一，劳动者同

劳动产品相异化；第二，劳动者同劳动过程相异化；第三，人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第四，人与人相异

化。我们可以看到前三个异化都是在个人层面，第四重异化已经体现出了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关系，已经

到达社会层面，已经落脚在交往异化。可以说马克思从赫斯那里获取到“交往异化”的简单概念，后续

在《手稿》中完成了由“交往异化”–“劳动异化”–“交往异化”这一复归，更深层次地将交往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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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脚在社会关系中，深入到社会物质劳动中去探求现实的物质利益问题。 
(二) 实践与辩证：人本质思想深化 
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有一个发展过程。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着重探讨了

人的“类本质”“类特性”，并将其归结为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7]: p. 162)。在《神圣家族》

中，马克思把对人的本质的研究视角转向了“现实得人”。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提出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7]: p. 501)。赫斯在

《论货币的本质》中写道“他们的现实生活只是在于他们的生产性的生命活动的交换，只是在于共同活

动，只是在于同整个社会身体的联系”([4]: p. 138)。从这两句话中可以看出赫斯与马克思两者都认为人

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人处于社会中，并且处于一种社会共同活动中。我们可以发现在《1844 年经济学

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明显受到赫斯思想的影响，“个体就是生活的目的，而类生活确是生活的手段”和

“个体被提升为目的，类被贬低为手段”两句话具有明显相似性。 
可以发现，赫斯阐述的人的本质，社会交往都是基于一种哲学伦理学的逻辑，赫斯将人的本质与社

会交往和人的实践活动相结合并没有站在辩证的角度[8]。相比于赫斯，马克思更多地深入现实生活中去

寻求到根源性问题，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阶段，马克思对人的本质和交往的理解基于劳动基础，

在《提纲》中不再停留在个体性上而是上升到社会交往和社会生产的维度。 
(三) 确立“生产”主导性 
赫斯主张“交往决定论”，即认为交往决定生产，交往越广泛，生产力就越高。出现这种错误判断

主要是赫斯只是停留在了人们交往现象的表面，并没有深入到经济生产中去，于是只看到表象交往的重

要性，没有看到交往背后的生产动因，实际上交往是生产力发展的表现形式之一，生产力的发展带来贸

易的需求，人们便开展更多的交往。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就其实际进程来说，首先是

生产力的发展引起分工的扩大，随之引起交往的发展；交往的发展使得商业贸易普遍繁荣……最终形成

世界市场。”[9]  
(四) “人的复归”取代“爱”的教育 
“人一旦联合起来，一旦在他们之间能够进行直接的交往，非人的、外在的、死的交往手段就必然

要被废除。”([4]: p. 164)赫斯在此依然看到人们之间交往的异化，并致力于解决这种异化，使人们进行

直接交往。但具体到联合即解决“异化”的手段，赫斯便走向了费尔巴哈的历史唯心主义，主张通过

“爱”来解决一切问题[10]。不同的是费尔巴哈主张“爱”的宗教，而赫斯提倡“爱”的教育。马克思在

《手稿》中“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

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

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范围内实现的复归”([7]: p. 185)。 

6. 结论 

马克思沿着赫斯“异化理论”的道路前行，并开始走向历史唯物主义。赫斯作为与青年马克思恩格

斯同行的第三人，可以说其理论具有一定的超前性，甚至在一定阶段，赫斯的思想是领先于马克思的，

但由于受到费希特“行动哲学”和斯宾诺莎“道德伦理”的影响，赫斯对于人的异化以及共产主义始终

停留在伦理表层，并没有深入到社会物质层面[11]。我们不能否认马克思在前期受到了赫斯“异化理论”

的影响，并接纳了他的思想，正如张一兵所说“我认为，绝不会因为我们承认了马克思受到过赫斯的影

响，马克思就会被贬低”[12]。赫斯之于马克思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但赫斯只是促使马克思前进的诸多

因素之一，更多的是马克思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物质生活的深入研究，才最终促使马克思走向历史唯物

主义的道路，并最终到达真正的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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