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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乡关系不仅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对重要的基本关系，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同

时，城乡关系的发展状况更是决定了每个时代整个社会的发展面貌。恩格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

的探索与分析经历了资本主主义革命民主时期、城乡关系影响因素的探索以及城乡关系的初现阶段，虽

然此过程恩格斯对城乡关系的探索不是特别全面和突出，但这种深入资本主义社会史、工业史以及经济

史的献身和付出，为后期进一步探索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打下了不可或缺的坚实基础。因此，在研究马

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的进程中，不能只注重成熟以及晚年时期恩格斯的城乡关系，而忽视恩格斯早期的城

乡关系的探索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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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basic relationship i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but also a major component of Marxist theory. Meanwhile, the de-
velop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determin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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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le society in each era. Engels early marxist exploration and analysis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has experienced the capitalist socialist democratic revolution period, to ex-
plore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of urban and rural relationship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
ban and rural areas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stage, although the process of Engels urban-rural rela-
tionship describes not very comprehensive and outstanding, but the deep social history of capital-
ism and industrial history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dedication and pay. It lays an indispensable sol-
id foundation for further exploring the Marxist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ere-
fore, in the process of studying the Marxist rural-urban relationship, we should not only pay atten-
tion to Engels’ rural-urban relationship in his mature and old age, but ignore Engels’ early explora-
tion and analysis of rural-urban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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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城乡关系不仅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一对重要的基本关系，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

同时，城乡关系的发展状况更是决定了每个时代整个社会的发展面貌。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同马克思主

义一样，诞生于 19 世纪 40 年代，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的最初发展还应追溯到恩格斯早期时

代的探索与分析。本文将恩格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思想界定在 1846 年马克思恩格斯共同编著

《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前，即恩格斯 1844~1845 年撰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这也是马克思主

义城乡关系的起始和真正开端。 

2. 革命民主时期的城乡关系思想 

恩格斯 1820 年 11 月出生在德国首批工业化地区——莱茵省伍珀河畔的巴门市，他的家庭是“这座

城市的一个名门望族，父亲在本市和外埠经营三个公司，生财有方，资金雄厚”[1]，同时其父亲也是一

个思想保守且虔诚的教徒，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恩格斯度过了自己快乐的同年，并见证了伍珀河地区特

别是巴门、爱北菲特等城市在资本主义工业发展下的变化。14 岁时那年，恩格斯进入巴门市立中学后来

又转入爱北菲特中学，在此期间他阅读大量进步的和优秀的理论著作，受到了一些民族思想的影响，便

开始萌发了一些憎恨专制制度的思想，但是由于他父亲的坚持，恩格斯中学没有毕业就中途辍学(这是由

于他父亲发现了他思想中所谓不良发展变化，迫使他退学)，即 1837 年 9 月便去了父亲在巴门市开设的

公司里当办事员，从此开始了经营家族事业，一年以后，恩格斯又去了不莱梅一家巨大的贸易公司实习

经商。这段时间中他从来没有放松学习和对文学、政治等多方面的探寻与研究，也正是在此期间，恩格

斯开始在公开刊物上发表诗篇，如《贝都英人》、《致敌人》、《致市信使报》等，表达了对当时德国

的刊物和“青年德意志运动中的自由主义作家和批评家倾注了”[2]鄙视之情。这些作品由于恩格斯涉世

未深、知识面局限和对社会史了解的不够全面，在思想上存在不成熟的因素，均未吸引大众的视野。但

是 1839 年 3~4 月恩格斯在谷兹科的《德意志电讯》上发表的《乌培河谷来信》，成为他早期最成功的作

品，也就是从这部著作开始，恩格式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探索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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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乌培河谷来信》中，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有了初步的探索与分析，这种探索与分析主

要表现在作为工业城市的巴门和爱北菲特，即其在城市空间中的环境、文化、教育以及生活条件方面的

变化。环境方面，由于恩格斯自出生以来，他的家庭从事的就是纺织行业，同时当时的乌培河谷又是纺

织业的集中发展地区，这就使得恩格斯从小就对纺织工业给环境带来的污染有着十分深刻的印象，“乌

培河谷……是指伸延在大约三小时航程的乌培河流域上的爱北斐特和巴门两个城市。这条狭窄的河流，

时而徐徐向前蠕动，时而泛起它那红色的波浪，急速地奔过烟雾弥漫的工厂建筑和棉纱遍布的漂白工厂。

然而它那鲜红的颜色并不是来自某个流血的战场……而只是流自许多使用鲜红色染料的染坊”[3]。可见

当时的纺织业对环境的污染不仅是维持人类生存的空气和河流，还有精神上的摧毁。文化方面，最突出

的是爱北菲特从前的博物馆“现在连一点博物馆的痕迹都没有了……从空荡荡的建筑正面看到的这个名

字使人再也记不起先前的那个高尚的名字了”[3]，曾经珍藏自然和人类文化遗产且向后人传递历史文明

成果的场所被“赌博场”所代替，可见这里的人们(特别是爱北菲特)价值追求越来越不如他们的先辈们，

“每天晚上，快乐的闲游汉都在街上荡来荡去，大声唱着他们的歌曲，但都是一些不知什么时候从醉汉

嘴里唱出来的最庸俗最下流的歌曲，你在这里永远也不会听到一支往往传遍整个德国并且我们可以引为

骄傲的民歌”[3]。人一旦没有了人生目标，并且受到周围恶劣环境的影响，自身也会逐渐随着堕落下去，

整日活在浑浑噩噩的世界里，这正是爱北菲特工人们的写照，恩格斯这样描绘到“所有的酒店都挤满了

人，特别是在星期六和星期天，到晚上十一点钟，酒店关门的时候，醉汉们才成群结队地从酒店拥出来，

其中大部分都是掉到路旁的水沟里酒才醒过来。他们当中最堕落的就是所谓搬运工人即颓废沮丧、没有

固定住所和工资收入的人；这些人天蒙蒙亮就从自己的栖身之所——干草棚、马厩等处爬出来，如果不

是在粪堆或楼梯上度过整个夜晚的话”[3]。这些还是经过地方当局采取措施限制了酒店的数量，现在才

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这种不成体统的现象的进一步扩大发展。对于如此现象的产生，恩格斯直截了当地

指出是因为“工厂劳动”即工业化。 
毫无疑问，工业的快速发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乌培河谷经济的增长，但推动工业前进的工人

却付出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双重压迫，也就是在生活、工作方面条件也是非常不好的。他们在低矮的厂

房工作，呼吸的不是大自然赐予的新鲜空气，更多的是煤烟和灰尘，更可恶的是，六岁正值上学年龄的

孩子们，就已经被剥夺了受良好的教育的机会，开始从事这样非人的工作，尤其是“单干的织工从早到

晚蹲在自己家里，躬腰曲背地坐在织机旁，在炎热的火炉旁烤着自己的脊髓”[3]，如此敬业、认真且长

时间的工作，工人们并没有因此变得富有起来，反而是工资还时不时地被好心的工厂主降低。“光是爱

北斐特一个地方，2500 个学龄儿童就有 1200 人不能上学，而是在工厂里长大的——这只是便于厂主雇

用童工而不再拿双倍的钱来雇用被童工代替的成年工人”[3]可想而知，在资本主义工业时代下，这些工

人的命运不是神秘主义就是酗酒，如此下去，他们当中得肺结核、梅毒以及肺部疾病的人也是非常之多。

教育方面，1820 年以前乌培河谷地区给孩子们开设的学校根本学不到什么有用的知识，并且人们对于接

受过教育的人的评价标准也是极其简单，“在巴门和爱北斐特，谁能玩惠斯特或打台球，能谈一点政治

和说几句恰当的客套话，谁就算是受过教育的人了”[3]。他们的世界如此简单，简单到“白天他们埋头

做生意，而且是那么专心致志，简直令人难于置信；晚上到了一定的时间，就三五成群，打牌消遣，议

论政治和抽烟，直到钟打过九点以后，才各自回家”[3]，这些人就这样一天天的生活下去，没有丝毫改

变，他们没有觉得这种生活是可怕的，反而还觉得却蛮不错。1820 年虽然通过地方经费，成立了“巴门

市立学校，爱北斐特理科中学和爱北斐特中学”[3]三所高级中学，但都受到流行的虔诚主义精神影响，

教育事业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阻碍。学校里面真正有文化和能力的教员寥寥无几，其他的教员大多数都

是从中学刚毕业的年轻人，其师资水平参差不齐，传授给学生们的知识方面，“除了教学生诵读、书写

和计算而外，只向学生灌输教义问答”[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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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培河谷来信》发表之时，恩格斯年仅 19 岁，虽然只有初中文凭，在思想上还属于革命民主思想，

但他凭借敏锐的洞察力、积极的求知欲和对教条主义的痛恨，深深地感触到了乌培河谷的巴门、爱北菲

特等城市，在工业化的发展下，带给当地不仅污染了自然生态环境，而且给工人阶级带来了肉体上的折

磨和精神上摧残，并且工人阶级的后代也将难以摆脱这种宿命，这一切表现出恩格斯的《乌培河谷来信》

惊人的现实性倾向。这在恩格斯给他的好友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信中也证实了这一点，“我聊以自慰的

是，我在文章中没有说过人任何我无法证实的东西”[4]。 
工业化在乌培河谷巴门和爱北菲特等城市的发展，给城市带来以上所描绘的变化，是历史发展的必

然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发展中突出城市发展的一部分。虽然恩格斯这些早期的城乡思想看起来

有一些欠缺，城乡关系还处于一种混沌、没有明显标志状态，但这也为接下来恩格斯进一步探索马克思

主义城乡关系奠定了很好的开端和铺垫。 

3. 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变化因素探索时期 

自轰动一时的《乌培河谷来信》发表之后，恩格斯的注意力就逐渐的放在了产业工人的生活、工作

等方面状况上。接下来恩格斯在不莱梅的两年多的时间内，主要是学习经商，在空余的时间开始研究黑

格尔哲学和批判宗教著作等的研习，尤其黑格尔左派分子大•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在此期间使恩格斯

形成了比较明确的反对封建专制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直到 1841 年 9 月，他不得不去柏林服兵役，服兵

役的空闲时间，恩格斯并没有放弃继续钻研学习的机会，而是去柏林大学旁听大学老师的讲课。恩格斯

逐渐由乌培河谷时期的“青年德意志”思想转向了“青年黑格尔派”，并与鲍威尔兄弟、弗•科本等其他

人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从 1842 年 3 月开始，恩格斯开始给“莱茵报”写稿，当年服完兵役于 11 月下旬

前往英国的曼撤斯特“欧门——恩格斯”纺纱工厂实习经商。 
到了英国以后，恩格斯开始关注英国的社会关系、政治问题、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状况，

连续编著《英国对国内危机的看法》、《国内危机》、《各个政党的立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以

及《谷物法》等多篇文章，发便于“莱茵报”。同时研究了如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让·巴·萨

伊等人的经济学著作、社会主义文献、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一些代表作以及蒲鲁东的作品。其中，

在《国内危机》中恩格斯论证了工业化下，在英国城市中，作为英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即工人阶级，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命运与使命是“因为工业虽然可使国家富庶，但同时也造成了急速增长着的赤贫如

洗、勉强度日的无产者阶级，这个阶级是消灭不了的，因为他们永远也不能获得稳定的财产。而这个阶

级占了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几乎是一半”[3]。并且工业发展的不稳定或者收缩，也将会给工人阶级的

生活造成巨大的痛苦与不幸，即“商业稍微一停滞就会使这个阶级的大部分人挨饿，大规模的商业危机

就会使整个阶级都挨饿。既然是这样一个情况，那末这些人除了起义还有什么路可走呢？况且按人数来

说，这个阶级已经成了英国最强大的一个阶级，当他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英国富翁们就该倒霉了”

[3]。工人阶级在商业的发展下不断壮大，越来越贫穷，几乎停留在温饱的边缘。恩格斯似乎看到了这个

阶级在未来社会发展道路上的巨大潜力，并且也符合德国文学的发展的写作趋势，也就如恩格斯 1844 年

2 月发表在“新道德世界”上的《大陆上的运动》中指出的“德国人开始发现，近十年来，在小说的性

质方面发生了一个彻底的革命，先前在这类著作中充当主人公的是国王和王子，现在却是穷人和受轻视

的阶级了，而构成小说内容的，则是这些人的生活和命运、欢乐和痛苦”[3]。 
积极的学习、大量的阅读以及和先进知识分子的交流与批判，使恩格斯的知识水平和思想发生了很

大的变化，且写作水准也上升了一个层次。如果说恩格斯前期“莱茵报”等期刊上发表的作品更多倾向

于社会等现实现象的观察与描述，那接下来在 1844 年 2 月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第一篇经济学著名之

作，后来被马克思评价为“经济学天才大纲”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就是对社会、经济等本质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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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根源的揭示，值得注意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发表也引起了杂志主编马克思的关注，并且给

予了很高的评价并做了大量的阅读笔记，这也正式开起了两人的伟大友谊。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以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演进为主线，逐步展开对政治经济学的

批判与深究。通过研究重商主义学说、18 世纪政治经济学(尤其是以亚当·斯密、李嘉图等为代表的学说)
以及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以及特征，一方面承认了政治经济学的进步，但另一方面更深刻

地是从本质上揭开政治经济学前进中始终掩饰的虚伪面纱，对国民经济从经济学和道德两个角度进行了

深入批判，指出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根源在于私有制的产生和进一步发展，而“私有制产生的最初的结果

就是商业，即彼此交换生活必需品，亦即买和卖”[5]。同时旧的政治经济学却避开了私有制这一前提，

直接过渡应用到商业中去，也就是说“政治学没有想到去研究国家的各个前提；政治经济学没有想到提

出私有制的合理性的问题”[5]。时代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亚当•斯密、李嘉图、麦克库洛赫以及穆勒等

为代表的经济学学家依然使用高超的诡辩术，把政治经济学同时代保持在了同一水平上。但其私有制的

本质促使人与人、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不讲人道的、赤裸裸的利益关系，正如《政治

经济学批判大纲》所述“由于私有制把每一个人孤立在他自己的粗鄙的独特状态中，又由于每个人和他

周围的人有同样的厉害关系，所以地主敌视地主，资本家敌视资本家，工人敌视工人。正由于利害关系

的共同性，所以在这种共同的厉害关系的敌对状态中，人类目前状态的不道德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而竞争就是顶点”[5]。由于国民经济和私有制两者处于相对立的状态，有了私有制就谈不上国民经济，

只能为少数人服务，大众的劳动成果将大部分不会属于自己，即工人与自己生产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因

此要完全回到国民经济就必须要以消灭私有制为前提，“只要我们消灭了私有制，这种反常的分裂状态

就会消失；劳动就会成为它自己的报酬，而以前转让出去的工资的真正意义，即劳动对于确定物品的生

产费用的意义也就会清清楚楚地显示出来”[5]。这就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消灭私有制的必要性，同时也

说明了私有制的不断发展，带来的将是两极分化的越来越严重，其“私有制”是根源所在。 
私有制的存在不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的根源，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一步步由城

乡混沌状态发展变化走向分离和对立的催化剂。此时的恩格斯虽然在思想上还是处在一个变化阶段，那

么与马克思 1844 年 9 月~11 月两人第一次的合作写的《神圣家族》，彻底清算了青年黑格尔派主观唯心

主义思想，走向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也标着恩格斯的思想彻底的由革命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由资本

主义转向共产主义，同时也标志着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逐渐走向城市化。 

4. 恩格斯城乡关系的初显 

如果说恩格斯早期的《乌培河谷来信》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等著作是对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

变化初步的或者部分描绘和变化因素的基础探索，也可以说是城乡关系变化因素的逐渐发掘和量的积累，

那么恩格斯花费二十一个月的时间，通过亲身经历和亲身交往写于 1844 年 9 月~1845 年 3 月的《英国工

人阶级状况》将是对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全面序幕的正式拉开，是质变的飞跃。 
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的变化不单单是城市和乡村在地理位置和空间上

的变化，更多的是体现在构成城市与乡村两者各自的物质空间形态上，具体表现是也多方面的。 

4.1. 城乡关系在城市和乡村在地理位置和空间上的变化 

恩格斯出生时期属于 19 世纪初期，实际上那时候的城乡关系已经由城乡的混沌或者说统一走向了分

离与对立，只不过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业快速发展下加速了这个进程。大工业在英国某一个地区的快速发

展，就“需要许多工人在一个建筑物里面共同劳动；这些工人必须住在近处，甚至在不大的工厂近旁，

他们也会形成一个完整的村镇”[6]。工人们生活也有自己的日常需要，这就吸引了“手工业者、裁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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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匠、面包师、泥瓦匠、木匠”[5]等相关人群的到来，如此循环，村镇就会被小城市替代，而小城市又

会变成大城市。最典型的就连原本为“偏僻的很少开垦的沼泽地”[5]也在大工业的发展下变成了热闹的

熙熙攘攘的英国工业中心，即英国工业的发源地——郎卡郡，与此还有与城市一起增长 9 倍的人口，“创

造了居民共达 70 万的利物浦和曼彻斯特这样的大城市及其附近的城市”[6]，在英国当时以这种形式不断

兴起的大工业城市如雨后春笋。 
随着大工业的需求发展，大城市的形成是自然的，是随着乡村人口的不断输入偶然堆积起来的，根

本就谈不上，经过勘察以后，先制定是否可行的方案，再进行统一规划，即城市是无序的发展和增长。

在这种情况下，城市中尤其是工人阶级的住宅也好不到哪里去，要么是被人废弃的旧建筑，要么是被省

钱的开发商修建的两间房共用一堵一砖厚的后墙的“小宅子”，其使用寿命很少达到五十年。工人住在

紧邻富人富丽堂皇府邸的狭窄小胡同的贫民窟里，已经存在的建筑都是杂乱无章、乱七八糟的排列着，

所有的房屋“几乎看不到一扇玻璃完整的窗子，墙快塌了，门框和窗框都损坏了，勉勉强强地支撑着，

门是用旧木板钉成的，或者干脆就没有”[6]，有的房子潮湿肮脏的都不如有钱人的牲口棚，压根就不适

合人居住，这种房子值得注意的是，还配有地下室或者是被人挖出来的地下室，即灰暗又肮脏。整个区

域内的基础配套设施，如街道很狭窄，一步可以跨到对面邻居家并且没有任何铺设，厕所少得可怜，排

水沟、垃圾收集站等均都是没有的，废水的任意排放以及任何角落都可能成为垃圾的堆积地，污水的消

失全靠自然风吹干，太阳晒干。这就导致整个工人住宅区空气流通困难，从来没有去过的一人要是第一

次去就会感觉到连呼吸都比较困难，更别说长久的健康生活下去。这些工人住宅区虽然处于城市中心且

紧邻富人区，但是由于“工人区和资产阶级所占的区域是极严格地分开的，而在那些不能公开这样做的

地方，这种事情就在慈善的幌子下进行”[6]。因此，工人区所在位置显得非常隐蔽，且多数位于城市的

中心区域，向外延伸住着中产阶级，住的更远的是高等资产阶级，以至于很少有人会发现或者看到工人

的住宅以及生活状况。相比之下，环境优美、空气新鲜的农村为城市不断输入各类资源和人力，从而大

部分乡村变得人烟稀少、荒凉和没落起来，只有有钱的高等资产阶级开辟出来的乡村别墅和大花园区域。 
城市和乡村一体化的城乡关系，在大工业的不断快速发展下，在地理空间上完全被打破，逐渐走向

了城市掠夺乡村的资源、人力等道路，导致城乡关系逐渐走上了分离和对立的状态。 

4.2. 城乡关系在城市和乡村物质空形态上的差别 

无论城乡关系如何发展，都是围绕主体“人”来进行，人的存在离不开空间和各类物质的需求，在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这种物质空间形态在资本主义社会城市和乡村之间有着各种各样的形态，主

要表现在城乡空间为主，人的相关方面，即城乡之间与人相关的环境的恶化、生活方式、精神体格状况

以及教育机会等方面。 
环境不断恶化。工业的发展，带来了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飞速发展，但这一切的成果，使得人们生

存的环境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地面上的自然河流艾尔河“像一切流经工业城市的河流一样，流入城市

的时候是清澈见底的，而在城市另一端流出的时候却又黑又臭，被各色各样的脏东西弄得污浊不堪了”

[6]。只要紧邻工厂或者工人阶级住宅区的河流，经常被工厂所产生的脏水、废弃物，居住区的排泄物等

每天充斥着。天空也未能幸免，被灰色的烟煤笼罩着，本来红色外观的建筑物，时间久了就会变成黑色，

曼彻斯特的“斯托克波尔特”[5]就是“以最阴暗和被煤烟熏得最厉害的地方之一”[5]而出名的。人们在

这样严重被污染的环境中生活，精神、体格以及教育等各方面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生活方式的差异。“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是从 18 世纪后半期，从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的发明开始的。”

[6]在使用这些机器之前，乡下人过着在自己家里一边经营土地一边兼营手工业的工农一体化生活，并且

他们从来不进城，也就说没有大量的人员在城乡之间流动，因此城乡关系就处于一种隔离或者说分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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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他们和城市完全隔离，连紧靠着城市住了一辈子的老年人也从来没有进过城”[6]。在信息不发

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交流是促进人快速发展的主要因素，由于缺少了与外界沟通的机会和渠道，乡村居

民散居在乡村的可以居住的各个角落，满足于一家人“过着庸碌而舒适的生活，诚实而安静地、和和气

气而又受人尊敬地生活着”[6]。但随着机器的发明使用，这一切平静舒适的乡村生活完全被颠覆，手工

业者的工业部分的收入来源被剥夺，经营的土地来源远远不能满足一家人维持生计的需求，同时乡村人

口逐渐被城市机器带来的高额回报所吸引，成群结队涌入城市。利润毕竟在有市场的情况下，会需要很

多工人，而且工人也会得到勉强糊口的工资，一家人可以租住在比较好的房间里，日常也会吃到或者多

吃到一些不新鲜的蔬菜、半腐烂的肉类、发臭的猪板油以及掺假的、有毒的食物等。一旦出现经济危机，

工人大部分失业，将面临是无家可归、露宿街头，以前特别差的食物也没有钱去买了，仅有的衣服和被

褥就是补丁摞补丁的工作服，他们的寿命也都是比较短暂的，且死亡率非常高，最终的命运要么沦落为

小偷、乞丐、流浪汉或者妓女，要么被活活饿死，要么被疾病折磨直到去世。 
精神追求与体格。十八世纪中叶以前的乡村农民过着“闭关自守，与世隔绝，没有精神活动，在自

己的生活环境中没有激烈的波动”[6]，精神方面沿袭上一辈人留下的各种生活习俗，一个人的一生几乎

都是复制上一辈人的，并且也没有太难得事情需要他们开动脑筋，这就使得在自然环境且未被严重污染

的情况下，他们随时可以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喝上干净的河水，还有更多时间可以自由支配，大部分人

的体格还是非常健康的。但机器的发明和使用，迫使农民放弃他们不知多少辈人所遵循的生活步伐，踏

入了纯工业化的时代，每天的工作时间是由资本家说了算，由于工作环境差，吃得又不好，难免经常被

“瘰疬、胃病、伤寒、肺结核、红猩热”等多种疾病所折磨，请医生费用又很高，他们“只好根本不看

病，或者求助于收费低廉的江湖医生和归根到底是害多利少的假药”[6]。为了使孩子安睡和强壮起来，

无知的母亲会给孩子们吃一些鸦片制剂的水药。因此，工人阶级以及他们的后代在精神和体格上“身体

衰弱，骨瘦如柴，精神萎靡，面色苍白”，孩子大多数不到两岁就去世了，工人阶级的年龄很少有超过

二十多岁的。 
教育机会很少。工农一体化时代，乡村的孩子们虽然没有接触到先进的文化知识，但他们可以“成

天和父母待在家里，受的教育是服从父母，敬畏上帝。宗法的家庭关系一直保持到孩子们结婚”[6]。当

然这种情况下，能读书的人是很少的，能会写点东西的人更是可得可怜，因为他们从小在就养成了温顺

的习惯。到了完全工业时期，虽然英国经济有所发展，但是给予工人阶级的教育特别贫乏，教育设施远

远达不到人口的数目，且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实行义务教育，对于仅有的学校，“教师都是已经失去了工

作能力的工人或者是做什么工作都不适合的人，他们只是为了生活才来当教师，大多数连自己也没有具

备最必要的基本知识，缺乏教师所应当具备的道德品质”[6]。同时，大批工人的孩子因为整天在家里或

者工厂工作，没有时间去上学，晚上的夜校要么没人去，要么上课期间由于白天辛苦而太困睡着了。而

政府给予教育事业的支持仅占预算的 0.07%，其中宗教教育还占去了一部分。这就造就了整各工人阶级

几乎既不会读也不会写，有时候基本的数学运算他们都很难答对，使他们一生记忆犹新的教育可能就只

剩下资产阶级的粗暴的、不能服人的皮鞭。 
乡村的手工业者和农民被大工业的发展吸引来到城市，城乡关系从此由于人的大量流动从隔离或者

分离状态进一步发展为城乡之间的对立，这种城乡的对立表现在工人阶级在进入城市之前，呼吸的是新

鲜的空气、生活环境优美、虽然没有接受很多的教育机会，但是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过着自由自在、

无拘无束的乡村生活，每天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身体方面比较健康，大部分均可以活到自然去世。但

是大城市带给他们的一切却恰恰相反，大工业化城市除了短暂地带给工人阶级的连自身或者连下一代都

养活不了的微薄收入外，把他们置身于各种烟煤污染的空气中，杂乱无章、肮脏、潮湿的住宅条件下，

工人阶级除了努力使灵魂不离开躯体外，精神上萎靡不振，身体经常被各种疾病缠绕，骨瘦如柴，面色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2.116298


杨海娟 
 

 

DOI: 10.12677/acpp.2022.116298 1754 哲学进展 
 

苍白；工作方面更是被资本家牵着走，工作期间没有休息、休假并且时间不由自主，最终的命运要么在

痛苦中离世，要么活活饿死。城乡之间的对立在主体人的各个方面提现的淋漓尽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更使这种对立趋向于极端。 
早期恩格斯的《伍珀河谷来信》《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作品中对马克思

主义城乡关系的贡献相对于中年以及晚年时期的成就而言可能存在一定的差距，人们常说“任何事物的

发展还是任何人取得的成就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如同如果没有早期恩格斯的现实观察探究，一步步艰

难的前行和坚持不懈的学习探索，可能恩格斯中、晚年的成就就不会扭转社会的发展道路。因此，在研

究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的同时，重视恩格斯早期的研究过程和成果，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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