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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关系对于人的能力的形成，对于生产工具、生产资料以及劳动产品的使用，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对

于交往以及分工的形成发挥重要的作用。社会关系的发展也就是历史的发展，社会关系发展的不同阶段

也就是历史的发展的不同阶段，社会关系的发展要受到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影响，而必然性和偶然性也必

然会对历史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社会关系的变化会带来所有制形式的变化，社会关系的变化意味着

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意味着劳动产品的生产与交换的形式开始发生变化，意味着劳动产品的所有制

形式的变化。马克思对社会关系与分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指出社会关系会决定分工，而分工对于

社会关系也会产生重要的作用。文章对分工对于社会关系所产生的重要影响进行了分析，对所有制的几

种形式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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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cial relation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human capacity, the use of production 
tools, means of production and labor products,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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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ation of communication and division of lab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relations is also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y, and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relations are also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y.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relations is affected by 
necessity and contingency, and necessity and contingency are bound to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y. The change of social relations will bring the change of ownership 
form; the change of social relation means the change of relations between people, means that the 
form of production and exchange of labor products begins to change, and means the change of 
ownership form of labor products. Marx discuss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relations and 
division of labor, pointed out that social relations will determine the division of labor, and the di-
vision of labor will also have an important role in social relation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or-
tant influence of division of labor on social relations and discusses several forms of own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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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9 世纪初期是交通运输领域快速发展的时期，1830 年史蒂芬孙的机车“火箭号”以平均 14 英里的

时速行驶了 31 英里，“将一列火车行驶到曼彻斯特”，“1838 年英国已经拥有 500 英里的铁路”，1807
年，富尔顿的汽船在哈德孙河下水，1838 年，汽船已经能够越过大西洋，1840 年，越过大西洋的定期航

线已经确立。1866 年，人们已经能够进行即时通讯(斯塔夫里阿诺斯，2005：491) [1]。交通领域的不断

发展，为商人以及其他人的交往，为文明的传播与扩散创造了条件。在这样的背景下，“1845 年 9 月到

1946 年夏初，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写出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这部著作里，他们批判了费尔巴哈

的直观唯物主义和唯心史观，对青年黑格尔派做了彻底的清算，批判了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并在

批判中首次系统地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黄楠森，1998：48) [2]意识

形态是能够对社会的经济形态、政治制度进行反映的思想体系，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是对于一定的社会

存在的反映，并随着社会存在的变化发生变化(夏征农，2003：168) [3]。一般意识形态显然也是对于社会

经济以及政治状况的反映，显然也是对于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人们以生

产为基础所形成的关系。“社会关系不是从来就有的，它也是人类自己生产出来的。”(李秀林，2004：
144) [4]社会关系是“人们在社会活动和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相互关系的总称”(夏征农，2003：128) [5]。
能力是社会关系的产物，能力的强与弱是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社会关系的特殊性决定了能力的特殊性，

社会关系的一般性决定了能力的一般性。“人的素质是形成个人主体能力的自然物质前提……个人虽然

不可能选择自己的先天素质，却有可能在这种素质的进一步发展和变化上做出自己的某种选择，从而在

以后的生活中显示出与先前有所不同的素质状态。”(李秀林，2004：130) [6]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与恩格斯所撰写的一部重要文献，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当中的重

要内容。我们之所以要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背景以及社会重要性进行讨论，就是为了能够让人们更

加深入地了解《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创作前提以及环境，进而更好地理解《德意志意识形态》所讨论的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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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意识形态继续秉持着这样一种研究方法，也就是利用谬误、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之间的关系

原理来对当时的德国哲学，尤其是费尔巴哈的哲学、黑格尔的哲学进行分析，进而来阐释人的发展的一

般规律以及德国哲学发展的一般规律。《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费尔巴哈等人的哲学观点进行批判，对费

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观点、一般意识形态、所有制形式等内容进行了重点阐述。对意识形态、

交往、所有制等内容进行了重点讨论。意识形态的本质，社会关系，要依靠交往来实现，所有制的形成

与发展也需要依靠交往来实现，所以交往是促使人与人之间建立联系的重要环节，交往是促进生产力发

展，促进生产关系的发展的重要前提。交往是帮助人们进行生产的前提，也是帮助人们进行交换的前提。

在交往的基础之上，人与人之间形成生产关系、经济关系、社会关系，而在生产关系、经济关系、社会

关系的影响下，交往也在不断向前发展。马克思指出，最早的交往是商人的交往，商人的交往促进了劳

动产品的交换，促进了文明的传播以及保存，而劳动产品的交换，文明的传播与保留也推动了交往的进

一步发展。或者说，劳动产品、文明、意识形态的发展受到交往的影响，劳动产品、文明、意识形态的

发展同时也会对交往产生重要作用。所有制的发展也要受到意识形态、交往的影响，意识形态、交往的

发展会推动所有制形式的发展，所有制形式的发展也会对意识形态、交往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开篇这样写道：“正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所宣告的，德国在最近几年里

经历了一次空前的变革。从施特劳斯开始的黑格尔体系的解体过程发展为一种席卷一切‘过去的力量’ 的
世界性骚动。”马克思紧接着讲，一些强大的王国产生又匆匆消失了，很多英雄出现了，但又为其他一

些更为勇敢的人所取代。在这里“空前的变革”也就是指对于个人的关注开始转变为对于社会关系的关

注，对于个体的考察开始转变为对于关系而考察。黑格尔哲学所强调的对于个人的关注，对于个人发展

的关注，开始转变为对于社会关系的关注，对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关注。这种转变所带来的是一些王国

的产生，是不同人之间的相互取代。与社会关系的发展相联系的是所有制形式的发展，社会关系的发展

与所有制形式的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在这里我们重点讨论社会关系的发展与所有制形式

的发展这两个重要内容。 
谬误向相对真理进行转化需要创造这样一种条件，那就是谬误需要被置于一种名声扫地的状态，需

要被置于一种受鄙视的存在状态，而想要使谬误存在于这样一种状态，就需要对谬误进行批判，对谬误

进行揭露，因此批判就是使谬误向相对真理进行转化的前提，同时也是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进行转化的

前提。通过对谬误进行揭露，可以使谬误进入一种名声扫地的状态，进入一种受鄙视的存在状态，而只

有这样一种状态的获得才能够使谬误向相对真理进行转化，只有这样一种状态的获得才能够使相对真理

向绝对真理进行靠近。这种批判的方法，这种使用批判来促进转化的方法，显然是来自于批判的现实社

会，显然是对于现实社会当中的批判的反映。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篇文章当中，马克思依然使用批判的方法来对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

的哲学、黑格尔的哲学进行分析，并努力地揭示出这些哲学当中的合理的成分。马克思与恩格斯在文章

的开篇这样写道(这一部分写的比较直白)，“德国在最近几年里经历了一次空前的变革”，“从施特劳斯

开始的黑格尔体系的解体过程发展为一种席卷一切的‘过去的力量’的世界性骚动，……一些原则为另

一些原则所代替”(中共中央著作编译局，1995：62) [7]。在这里，两个人对当时的德国所存在的谬误向

相对真理的转化，对为了实现转化而进行的批判进行了比较直白的描述。德国的批判始终以黑格尔的哲

学体系为基础，而另外一部分人的批判，则指明他们已经超出了黑格尔的哲学体系，而事实却是他们只

是“抓住了黑格尔体系的某一方面”，并用这某一方面来“反对整个体系”，“也反对别人所抓住的那

些方面”(中共中央著作编译局，1995：64) [8]。也就是说，这些人都是法国的哲学家，都使用了法国的

批判方法(中共中央著作编译局，1995：14) [9]。马克思在接下来的内容当中写道，“从施特劳斯到施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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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的哲学批判“都局限于对宗教观念的批判”，其进步之处在于“形而上学观念、政治观念、法律观

念、道德观念”等都被视为宗教观念，“政治的、法律的、道德的人”都被视为“宗教的人”(中共中央

著作编译局，1995：64-65) [10]。这也就为黑格尔哲学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也就是说，这些哲学家将对于

社会关系进行反映的政治观念、法律观念、道德观念，都解释为是一种对于非人的反映，一种对于颠倒

的人、颠倒的社会、颠倒的世界的反映(中共中央著作编译局，1995：1) [11]。政治的、法律的、道德的

人都被解释为一种非人，一种颠倒的人。也就是说，对于社会关系进行反映的政治、法律、道德被解释

成为一种倒退了的事物，被解释成为一种脱离关系而存在的事物。这一点与青年黑格尔派和老年黑格尔

派的做法是一样的。老年黑格尔派强调“只要把一切归入黑格尔的逻辑范畴，他们就理解了一切”。也

就是说，只要把一切都当作单个的人、单个的事物来进行研究，这些事物就显得简单易懂。这样一种理

解将人与事物解释为一种独立的人、一种独立的事物，这也就放弃了重点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对人与事

物进行解释的立场，当然也放弃了从宗教的角度来对人与事物进行解释的立场。当然，对于从宗教的角

度来对人与事物进行解释的立场而言，黑格尔哲学显然是一种进步，显然是一种从谬误向相对真理进行

转化的结果。而青年黑格尔派则强调“以宗教观念代替一切”，并通过这种方式“来批判一切”。也就

是说，青年黑格尔派从对于非人的反映，从对于颠倒的人、颠倒的社会、颠倒的国家进行反映的角度出

发，来对一切事物进行解释。“青年黑格尔派同意老年黑格尔派的这样一个信念”，“认为宗教、概念”

等事物“统治着现存世界”。“只不过一派认为这种统治是篡夺”，这是老年黑格尔派的观点，“而另

一派则认为这种统治是合法的”，这是青年黑格尔派的观点。也就是说，青年黑格尔派认为普遍的、一

般的社会关系统治着“现存世界”。“不过一派认为这种统治是篡夺”，也就是说，社会关系对于现存

世界的统治是一种篡夺，也就是说这种篡夺既有可能是从宗教那里得来的，也有可能是从黑格尔那里得

来的。青年黑格尔派从宗教的角度来对一切进行批判的做法是很难令人理解的，因为这样一种做法承认

了谬误，而放弃了从谬误向相对真理进行转化，但青年黑格尔派对于老年黑格尔派的观点的赞同表明，

青年黑格尔派显然有从谬误向相对真理进行转化的愿望，在这种情况下，青年黑格尔派是不可能对普遍

的、一般的社会关系对现存世界进行统治的观点做出反对的。也就是说，只有老年黑格尔派才会反对这

一观点。只有老年黑格尔派才会认为“这种统治是篡夺”。而青年黑格尔派则认为这种统治是合法的，

这显然是一种积极的观点，而这样一种积极的观点则被老年黑格尔派所反对，老年黑格尔派更加强调从

对于单个的人进行反映的观点出发来对人与事物进行考察，这也就使从对社会关系进行反映的角度出发

来对人与事物进行考察的观点具有了并不重要的地位与意义。这也就为黑格尔哲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但是这种开辟道路的方式是不能够被人们所接受的，因为这种开辟道路的方式不符合哲学发展的一般规

律。青年黑格尔派要求“要用人的、批判的或利己的意识来代替他们现在的意识，从而消除束缚他们的

限制”(中共中央著作编译局，1995：66) [12]。这种要求也就是要放弃从对于社会关系的反映出发所进行

的分析，而重点选择从对于单个的人进行反映出发，来对人和事物进行分析，这也就体现出了青年黑格

尔派对于黑格尔哲学的弘扬。 

2. 对于一般的社会关系的探讨 

在这里，马克思首先对一般的社会关系的形成的前提进行了探讨，这样一种探讨指出，人的物质生

活条件是一般的社会关系形成的前提和基础，人的物质生活条件，人们对于物质资料的生产，在生产过

程中所出现的交往，以及由交往所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形成是物质生活条件与一般社会关系之间

的重要的联系，正是由于这样一种联系的存在，才使得物质生活条件成为了一般社会关系形成的重要前

提，而一般的社会关系也就是一般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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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接下来的内容当中，马克思对人类历史，也就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发展的不

同阶段的前提进行了分析。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中共中央著作编译局，1995：
67) [13]。个人是自然的产物，个人的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来自于自然，个人用于改造自然的工具也来自

于自然，自然是人化的自然，是人的有机体的延伸，而人是自然界的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本身就

是自然(中共中央著作编译局，1995：45) [14]。人与其他自然之间的关系既包括人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

也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其他自然之间的关系也是通过交往以及改造来实现的，通过交往人与人

之间建立起了各式各样的关系，而通过改造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其他事物之间也形成了各类关系，而这

样一些关系形成的前提便是人的肉体组织的存在。所以，人类历史存在的根本前提在于有生命的人的存

在。 
马克思在接下来的文章当中对各民族之间的关系的形成进行了分析，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取决于每

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中共中央著作编译局，1995：68) [15]。每一个民族的

生产力都是由该民族的劳动者、生产工具以及生产资料所组成的，劳动者越是能够利用生产工具以及生

产资料进行生产，生产力便越是能够得到发展。分工一方面是由能力的差异引起的，另一方面则是由生

产的发展所引起的。人的能力是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人的能力的大与小完全是由于人的社会关系的强

与弱所决定的，人的能力的发展完全是由人的社会关系的发展所决定的，而人的能力的差异则是由社会

关系的差异所决定的，社会关系的差异则是由社会关系的特殊性决定的，社会关系的特殊性是由不同的

等级或阶级，不同的种族或民族所决定的。不同的等级与阶级，不同的民族或种族的出现完全是由于偶

然性因素所引起的，而偶然性产生的原因则在于战争、侵略、掠夺等行为的产生(中共中央著作编译局，

1995：126) [16]。分工的另一个原因则是生产的不断发展。生产的不断发展需要人们去从事不同的工作，

进而提升人们的工作效率，并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这样一种原因，也使得分工得以产生。 
交往的形成与发展则是由于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所形成的。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需要劳动者之间进行生

产性的交往，而劳动产品的生产则会导致交换的产生，交换也是交往的一种具体的形式，生产以及交换

的形成帮助人们形成了经济关系，而经济关系的形成则是政治关系、文化关系以及其他一系列关系形成

的基础，进而也是社会关系形成的基础。所以，交往显然是由于生产以及交换的需要所引起的。生产力、

分工以及交往的发展是社会关系不断发展的基础和前提，而生产力、分工以及交往的发展程度决定了社

会关系的发展程度，决定了历史的发展程度。 
一般的社会关系显然是在没有等级与阶级的划分、没有民族与种族的划分，进而没有特殊性、没有

偶然性，没有战争、侵略、掠夺等因素干扰下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也就是一种非特殊的社会关系，也就

是一种只有在农业较为发达的地区才会形成的社会关系，也就是一种较为理想的社会关系，也就是一种

一般的意识形态，因为意识形态是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由此，便能够想到当时的德国是一个农业较为

发达的国家，而当时的德国的一般的意识形态，也就是一种在没有战争、侵略等因素影响下的意识形态，

也就是一种没有偶然性的意识形态，也就是一种典型的农业地区的意识形态，更为具体地说，也就是一

种在种植业较为发达的地区所形成的意识形态。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只能存在于观念世界，而无法存在于

现实世界，因为没有偶然性，进而没有战争、侵略等因素的干扰的情况在当时乃至于在现在都是不可能

实现的。所以，德意志意识形态只能是一种存在于观念世界的意识形态，但是这样一种存在于观念世界

的意识形态显然能够对现实世界产生重要的调节作用。因为必然性始终是事物发展的主导性趋势，始终

是事物发展过程当中的重要力量，同时，必然性也是历史在发展过程当中的重要影响因素，是社会关系

在发展过程当中的重要影响因素。所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必然性显然能够对历史的发展，能够

对社会关系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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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于所有制形式的考察 

社会关系的变化对于所有制形式的变化会产生重要影响，社会关系发展的一般化会使所有制形式向

着一般化的方向发展，社会关系发展的特殊化则会使特殊的阶级、阶层产生，会使所有制形式发生变化。

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的转变，标志着社会关系的变化，标志着社会成员日益划分为“两个相互对立的

阶级”，意味着劳动产品开始由生产者单独所有向生产者与管理者共同所有转变，意味着所有制形式开

始发生变化。也就是说，社会关系的变化一定会引发所有制形式的变化。 
马克思对社会关系与分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指出社会关系会决定分工，而分工对于社会关系

也会产生重要的作用。社会关系对于分工首先会产生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思在原文中写道，“分工发展

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分工要受到能力的发展以及生产力的发展的影

响，能力的发展就是社会关系的发展，因为能力就是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分工受到人的能力的发展的

影响，也就是分工受到社会关系的发展的影响。原始社会的生产方式主要包括：狩猎采摘、定居农业以

及畜牧生产。狩猎采摘所需要的是人的最为基本的能力，也就是合作性的狩猎能力以及合作性的采摘能

力，这样的合作当中产生了最为基本的分工，这种分工也是最早的、最为原始的。这种分工也就是单独

进行狩猎、单独进行采摘或者是狩猎与采摘兼顾。这样一种能力完全是受到当时的社会关系的影响而形

成的，当时的社会关系就是一种人与人进行合作狩猎、人与人进行合作采摘的合作关系，这样一种社会

关系便催生了人们的狩猎以及采摘的能力，这样一种能力的形成便会对分工的形成产生重要的影响。在

定居农业阶段，人们会进行农业方面的合作种植以及农业方面的合作养殖。种植与养殖的目的都是为了

应对资源总量下降的问题，因为能够捕获到的大型动物越来越少，能够采摘到的果实也越来越少。定居

农业的产生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出现特殊化的走向，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已经产生了偶然性现象，

已经产生了一定的战争、侵略与掠夺。而在社会关系出现特殊化走向的同时，一般的社会关系也依然存

在。也就是说，在偶然性产生作用的同时，必然性也依然在产生作用，而历史或者说社会关系，则会在

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因素的共同影响下不断向前发展。这一阶段的社会关系显然要比狩猎采摘阶段的社会

关系更为复杂，也就是说，这一阶段的历史要比狩猎采摘阶段的历史更为复杂，这也就使得这一阶段的

分工比狩猎采摘阶段的分工更为复杂。畜牧业的发展是原始社会生产方式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在这一阶

段，战争、侵略以及掠夺显得更加频繁，偶然性现象也变得更多，社会关系的特殊化走向也变得越来越

明显，所以，人的能力的特殊化走向也变得越来越明显，分工的特殊化走向也变得越来越明显。在这三

个时期，生产力是始终向前发展的，这也就使分工既变得越来越具体，又不断在向前发展。这也就是说，

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能力，以及基于社会关系的能力对于生产力的发展的推动，共同对分工产生重要的

影响。也就是说，社会关系会对分工产生决定性作用。 
分工对社会关系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分工能够促进能力的进一步发展，分工能够使一些特殊能力

得到发展，这样一些能力的发展也会对社会关系产生重要的影响，当人们的能力得到不断地发展时，社

会关系也会得到不断地发展。当人们的能力得到发展时，人们能够更好地创造与使用生产工具，更好地

使用生产资料，更好地创造劳动产品，进而能够推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而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则能够带

来生产关系的不断调整，带来经济关系、社会关系的不断调整，这也就是能力的发展能够导致社会关系

的发展的原因。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的与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

动产品有关的相互关系”(中共中央著作编译局，1995：68) [17]。也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都会对个

人的能力的发展，以及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关系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马克思紧接着对所有制的几种典型的形式进行了分析。马克思首先分析的是部落所有制，部落所有

制是一种较早的所有制形式，这种所有制形式产生于原始社会的末期，在这一时期，剩余的劳动产品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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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的首领所占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占据剩余的劳动产品的部落首领与部落当中的其他成员(主要是劳

动者)逐渐分裂为两个阶级，分别为占据剩余的劳动产品的奴隶主阶级以及进行劳动生产的奴隶阶级，奴

隶主是以一种共同体的方式存在，而奴隶则是以一种相对独立的方式存在(中共中央著作编译局，1995：
69) [18]。当时，“人们靠狩猎、捕鱼、牧畜，或者最多靠耕作为生”(中共中央著作编译局，1995：68-69) 
(中共中央著作编译局，1995：69) [19]，所以在原始社会，狩猎采摘、定居农业、以及畜牧业就已经存在，

战争以及入侵的数量在不断增加，偶然性现象在不断增多，社会关系在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共同影响下不

断向前发展，历史在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共同影响下不断向前发展。 
“第二种所有制形式是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这种所有制形式是“几个部落通过

契约或征服联合为一个城市而产生的”(中共中央著作编译局，1995：69) [20]。这种所有制形式显然是通

过交往而形成。最早的交往是商人的交往，是商人在特定的条件下通过产品的贩运而实现的交往。也就

是说，早期通过契约或征服联合为一个城市的部落是商业部落，或重视商业(中共中央著作编译局，2012，
187) [21]的部落，而最早形成的城市显然是商业城市。在这一阶段，国家也得以产生(中共中央著作编译

局，2012：188) [22]。 
所有制发展的第三种形式，也是第三个阶段便是封建所有制。“封建制度的发展是在一个宽广得多

的、由罗马的征服以及起初就同征服联系在一起的农业的普及所准备好了的地域中开始的”(中共中央著

作编译局，1995：70) [15]。也就是说，封建制度的发展是在一个畜牧业相对比较发达的地区开始的。封

建制度在此前便已经产生了萌芽，便已经开始发展，但是在这一阶段，封建制度得到了更为明显的发展。

在这里，封建制度一词的使用已经违背了封建一词的原有含义，封建原指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这就

像宗法原指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一样。而封建制度在这一时期的发展说明了偶然性的胜利，说明了战

争的胜利，说明了父母与孩子之间关系的破裂，说明了流浪者的产生，说明了畜牧业是一个能够收纳流

浪者的行业，说明了畜牧业与马克思所说的行会手工业、机器工业是同一性质的行业。 
在这里，所要重点提到便是费尔巴哈哲学当中已经出现的合理的内容。费尔巴哈的哲学已经认识到

了世界的物质性前提、社会的物质性前提，已经认识到了事物之间的联系，已经认识到了主要矛盾与次

要矛盾之间的关系，已经认识到了交往的重要作用，已经认识到了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已经认识到了

必然性和偶然性之间的关系，已经对黑格尔的哲学进行了批判。这也就为马克思的哲学体系的建构奠定

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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