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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标志马克思新思想萌发的一本著作，马克思在其中论述了人的类本质、异

化劳动、积极扬弃以及共产主义等重要内容，说明了人为何会丧失自由，怎样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本

文通过对此著作中自由观产生的时代背景、理论渊源及其主要内容进行论述，以此说明马克思自由观的

超越以往自由观的科学性及合理性；通过对其在此著作中自由观的分析来论证马克思于此时期所形成的

自由思想在其整个自由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并将其与现代新形势所结合起来，以理论指导实

际，充分显现出其所蕴含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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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conomics & Philosophy Manuscript of 1844” is a work that marked the germination of Marx’s 
new thinking. Marx discussed important content such as human nature, alienated labor, active sub-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cpp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3.124130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3.124130
https://www.hanspub.org/


王瑞 
 

 

DOI: 10.12677/acpp.2023.124130 746 哲学进展 
 

lation, and communism, explaining why people lose freedom and how in order to achieve true free-
dom.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theoretical origins and main content of the 
concept of freedom in this work, to illustrate the scientificity and rationality of Marx’s concept of 
freedom beyond the previous concept of freedom; Analyze the position and role of Marx’s liberal 
thought formed during this period in the development of his liberal thought, and combine it with the 
new modern situation, use theory to guide reality, and fully demonstrate its implications Mea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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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从古到今，自由问题一直备受关注。柏拉图在《洞穴喻》中要求人们自主地进行思考，通过对善的

追求来达到自由的状态；庄子主张通过“无竟”寻求超脱，以达到“逍遥”的自由境界；严复主张的言

论、政治、经济三者的自由；再比如康德的自由伦理观，黑格尔的自由意志，胡适的自由主义理论等等，

都以自由为研究的主题。同样，在马克思的著作和理论当中，也都体现了马克思对自由的追求。 

2.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自由观提出的时代背景 

2.1. 劳动异化与工人自由的丧失 

在资本主义社会当中，工人的生活是处在资本的控制之下，异化的状态之中的。在具体的劳动过程

中，工人得到的只是一份微不足道的工资，生产的产品绝大多数归资本家所有，而这些产品在资本家手

中成为了与工人相对立的力量，对工人进行支配和奴役。并且由于分工制度的存在，工人被当成机器一

般固定在某一具体的范围之中，只需要重复进行生产过程中的某一操作即可，失去了自由选择劳动内容

和劳动方式的权利。并且资本家通过将工人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分开，使得工人的价值只有在为资本

家创造财富的时候才能显现出来，这进一步加深了工人的异化。 
在再生产的过程中，资本家为了最大限度的提高生产效率和增加产品的积累，进一步加强了对工人

的压迫和剥削，工人的劳动时间被延长，工资被压低，因此工人只能通过出卖更多的劳动力以求得自身

最低的生存需要的满足，而当工人的劳动力被当成商品出卖时，工人自身也就受到了资本的控制，丧失

了自由。 
并且，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和工人的获利并不是成正比例关系的，但亏损却是。在资本家获

得高额利润的同时，工人的工资并不一定会得到提高。反之，当资本家的利益遭受损害时，工人的利益

也会遭受损害，甚至就其对各自的影响来说，工人遭受损害的程度是比资本家遭受损害的程度更深的。

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为了维持生存，只能选择继续为资本家进行更多的工作，创造出更多的产品和财富，

同时，其自身异化和受资本支配的程度也就越来越严重。 

2.2. 私有财产与两大阶级的对立 

经济上的矛盾必然导致政治上的矛盾。私有财产作为异化的根源，它不仅造成了社会财富分配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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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均匀的情况，使得财富越来越多的流向资产阶级，工人受到的异化程度加深，更加深了资本家和工人

之间的矛盾，最后形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对立的局面。 
资本主义社会在取得进步的同时，也存在着大量不平等的事实。大机器生产固然已经为资本家带来

了巨大的利润，但他们却并不满足于此。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他们加重了对工人的剥削，通过延长工

人的劳动时间，加大工人的劳动强度，压低工人工资等方式来获得更多的利润。并且，由于工人在没有

基本的生活保障的同时又缺乏社会福利，使得工人的生活十分悲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

越来越激化，这也就加速了社会的分化，使得工人的队伍越来越庞大，以至于无产阶级最终成为一支独

立的政治力量与资产阶级相对抗。 

3.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自由观的主要内容 

3.1. 人的类本质：自由自觉的活动 

“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1] (p. 53)而人的类特性决定了人的本质是自由的。

而活动中所包含的自由和有意识这两点内容，正是将人和其他动物进行区分的依据。首先，动物并不像

人一样是自由的，它们是依赖于自然所提供给的条件而生存的，并且“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

配下生产”[1] (p. 53)，由此可见，动物的生产活动只是对于本能和欲望的服从。其次，动物并不是像人

一样有意识、有目的地进行活动，它们并不能真正理解自身所进行的行为活动的真相，仍然只是按照自

己的肉体需要和生物本能来进行的，“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1] (p. 53)，
例如候鸟南飞，鲑鱼洄游，蛇类冬眠，这些活动是动物在本能的驱使下自发进行的，是无意识的，而不

是自由进行的。而人的活动则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是具有目的性和创造性的，是人的能动性的体现。人

类可以通过对客观世界的改造来满足自身的物质需要，而不是像动物一样一味的依赖自然界所提供的环

境和物质条件，除了满足自身的物质需要，人类还可以通过创造性的活动，来满足自身的精神需要。马

克思正是通过将人和动物进行区分，才使得作为人的类本质的自由显现出来。但是，这种自由是抽象的

自由。因为这个自由没有涉及到任何有关人的事实的具体内容。并且，现实中的人一生下来并不是和马

克思所说的一样是自由的、有意识的，因为“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

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1] (p. 103)。人只有摆脱了束缚，挣脱了限制，才能

够实现真正的自由，而摆脱束缚、挣脱限制、实现自由的手段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即劳动。这里

所说的劳动并不是国民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种艰苦的，工人为了维持最基本的生活而不得不进行的活动。

而是工人为了肯定自己、实现自己而自觉地进行的自由活动，是自觉的生命活动，其本质和人的内在本

质是一样的。那么，这样的劳动就不是劳动者为了维持最基本的生活而进行的活动，而是为了满足自身

所有需求，不论是精神需求还是物质需求，而进行的活动。“只有当人的意识是自由的，他的行为才是

自由的；只有当人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能力和才能，人的意识才是自由的”，[2] (p. 14)所以，只有当

人不再为了维持生计而不得已劳动时所进行的自由自觉的劳动，才能使得人走向真正的自由。 

3.2. 自由的主体：现实的人 

首先，人和动物一样都依赖自然而生存，是自然的存在物。无论是人类所需要的生活资料还是从事

劳动所需要的生产资料都可以从大自然中获得。人不仅和动物一样都依赖自然而生存，而且和动物一样

都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尤其是在人了社会早期生产力水平极其底下的时候，自然对人类的制约尤其的

明显。即使生产力在不断的发展，人类依旧没有能够摆脱自然。 
其次，马克思认为人都是处在社会关系当中的而非是孤立的，不可能摆脱社会关系而独立存在。人

类社会并不是一直以来就存在的，而是在人们以劳动为基础进行相互交往的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就是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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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个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并且，人的发展也受到了社会生产力的制约。人类从茹毛饮血、刀耕火种，

到铁犁牛耕以至于现在的机械化大生产，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带动了人类一步步向前发展，因此人也是

社会的存在。 
最后，现实的个人不仅仅是自然的存在和社会的存在，也是实践的存在。也正是通过实践人才能成

为自然的存在和社会的存在。一方面，实践活动是人类利用自然提供的生产资料谋求生存和发展的方式

和手段。另一方面，实践是人与人间发生联系的桥梁，社会是在人们以劳动为基础进行相互交往的过程

中产生的，离开了实践，社会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3.3. 自由的丧失：异化劳动 

异化指的是人通过劳动活动所创造出来的力量成为了外在于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并且对人产

生支配和奴役作用的力量。劳动因此也由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变成了对人的自由进行否定的异化劳动。

工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不自由的状态主要有以下四点表现。 
第一是劳动者同他们的劳动产品之间的异化关系，即劳动产品成为了与劳动者相对立的力量。在财

产私有制以及雇佣劳动制的情况下，劳动者生产出来的产品归资本家所有，他们得到的只是雇佣关系下

那一点微不足道的工资。随着这种劳动越来越多的进行，在越来越多与劳动者自身相对立的力量被创造

出来的同时，越来越多的财富聚集到资本家手中，劳动者则越来越贫穷。并且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异化

也导致了劳动者与自然的异化，劳动者越是改造自然就离自己所能够拥有的生产资料越远，与自然的对

立情况就越严重。 
第二是劳动活动自身的异化。异化不仅是劳动结果的异化，还是生产劳动这一过程的异化。劳动者

在雇佣关系中所进行的劳动是在被支配的情况下进行的，劳动者为了满足生存的需要，通过出卖自己的

劳动力获得工资以维持生活。真正的劳动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是劳动者自愿进行的，能体现自身价

值并获得幸福感的劳动。 
第三是人同自己类本质的异化。“异化劳动，由于 1) 是自然界，2) 使人本身，使他自己的活动机

能，使他的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也就使类同人相异化”[3] (p. 68)。在异化劳动的过程中，劳动者是处

于被支配被压迫的地位，不是自由自觉地进行劳动，其积极能动性并没有得到体现，因此在雇佣关系下

的劳动并没有体现人的类本质，而是使人与自身的类本质相违背。 
第四是人同人之间的异化，这是前三种异化的直接结果。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情况下产生的异化劳动

导致社会财富聚集到少部分资本家手中，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劳动者被压迫剥削的状态在资本家那

里成为了劳动者原本应有的状态。而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所受到的压迫和剥削使得劳动活动本身发生了

异化，进而使得人的类本质发生了异化。因此，人与人之间和谐平等的关系变成了相互对立的关系，最

终形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的对立。 

3.4. 自由的恢复：消灭私有制建立共产主义 

异化劳动使人丧失了自由，那么想要恢复人的自由，首先就应当突破异化劳动对人的限制，为了突

破异化劳动对人的限制，马克思从异化劳动的根源入手，思考解决办法，提出了对异化劳动和私有制进

行扬弃的论断 
马克思认为私有制既是异化劳动的基础和根源，也是异化劳动的必然结果，二者是相互依存的。生

产资料私有制导致生产资料被集中到资本家的手中，没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只有在被资本家奴役控制的

情况下才能和生产资料相结合进行生产活动，而在这种情况下的生产劳动是异化劳动，其所得绝大多数

为资本家所占有，劳动者得到的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异化劳动因私有制而产生，其所产出又变为私有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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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这是一个不变的循环。所以要扬弃异化，就要扬弃私有财产，最终实现劳动自由，让劳动者挣脱异

化劳动的束缚，进而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基本矛盾，为实现共产主义打下基础。 

3.5. 自由的形式 

首先是摆脱异化劳动而从事自由自觉的劳动形成的自由的形式——劳动的自由。马克思将人与动物

相区分所得到的自由是抽象的自由，现实中的人并不具备，因为现实中的人是对象性的存在，所以在日

常生活仍然受到自然的制约，因此要实现劳动的自由就要实现人的自然解放。人虽然是自然的一部分，

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但是人可以通过实践活动来改造自然来满足自身的需要。自然在被人改造的过程

中不断的被改造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条件，而这种改造只能通过自由自觉的劳动才能实现，由此可见，

劳动的自由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它不仅是自由的形式之一，更是人类实现自身本质的前提和基础。 
马克思眼中的人是现实的，处在社会关系当中的而非孤立存在的人，社会就是一个个独立的人之间

的相互关系所形成的，并且人类的实践活动也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以开始是平

等的，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财产私有制度的出现，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平

等关系被打破。大部分的社会财富聚集到少数的资本家手里，作为大多数存在的无产阶级为了满足自身

生存的需要而被迫进行劳动，被资本家剥削，而这种不得已的劳动进行的越多，资本家对工人的压迫和

剥削就越重，这就使得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发生了改变，由原来相互平等的关系变成了少数人对多数

人的压迫，使得人由原本拥有自由和谐的社会关系变成了与之相对抗。因此想要实现这一种自由的形式，

实现真正的社会关系的自由，就必须消灭资产阶级，消灭任何对人进行压迫和剥削的制度，从而将人从

旧的社会关系的压迫中解放出来。 
“‘自由天性’是人的内在本质。《手稿》中马克思把包括审美情趣、创造才能在内的诸种精神力

量概括为人的自由天性，并且认为这是人的内在本质”[4] (p. 16)，但异化劳动束缚了人的自由且限制了

人的发展。而在实现了劳动自由和社会关系自由后，人不再受到压迫和剥削，能够自由自觉的进行活动，

且自身的物质需要也通过当前的劳动得到满足之后，应当让人的个性得到发展，人自身的个性发展才是

要追求的目标，并且只有个性自由，人才能得到全面发展，才能向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理想状态不断靠

近。 

4.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自由观的当代价值 

4.1. 为批判西方错误的自由思想提供了理论支撑 

20 世纪中后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产生了重视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诚然，在当

时的情况下新自由主义一系列举措，诸如以法律规范市场，强调市场对资源的配置，确实推动了资本主

义经济的发展。但其中所提出的例如国际垄断资本集团理念，这完全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霸权理念的体

现，企图以此来干预他国主权。所以其倡导的自由根本就是虚假的自由，只是形式上的自由，而非真正

的现实的自由。并且新自由主义的战场应是在经济领域，但一些西方学者却将其包装为对社会主义制度

进行攻击的武器，利用它来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公有制，强调个人利益而忽视集体利益等等。 
不同于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形式上的自由，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提出的自由是

站在全人类的角度上的，是以实现全人类的自由为出发点的，而新自由主义实质上仍然是以牺牲无产阶

级的自由来维护资产阶级的自由。马克思所认为的自由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循序渐进的，实现自由的

范围和自由实现的程度也是伴随着科技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人自身素质的提高以及对客观世界改造的

不断深入而扩大和加深的。新自由主义却是将自由的实现寄托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治上，这显然是不可

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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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提供理论指导 

党的十八大将自由与平等、公正、法治结合在一起作为对社会层面的四项要求，作为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主要内容之一提出。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的自由是建立在平等、公正、法治的基础上的自

由，不是为所欲为的自由，而是在法律监管下的，不影响他人和集体的自由。这与马克思所提出的消除

阶级，消除剥削和压迫的理念相契合。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则是国家层面的四项指标。马克思在其

著作中明确指出，要想实现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最终目标，物质财富是必不可

少的。因此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而富强对应的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积累丰厚的物质

财富，并以此为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基础。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对应的是

个人层面，是对个人的具体要求。马克思认为人都是处在社会关系当中的而非是孤立的，社会在人们以

劳动为基础进行相互交往的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就是现实的个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因此，一个人的自由

的实现，并不能算自由的实现，所有人的自由的实现才是真正的实现。而要实现真正的自由，每个人都

应该尽自己所能，承担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并培养良好的品格， 
通过对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自由观的学习，能使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个人与社会

之间的关系，只有清楚地认识到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才能更好地以马克思的自由观为指导，人们才

能更加积极地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去，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为实现真正的自由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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