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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常将“异化”滥用，造成不少误解。大多有这么几种 ：

首先，将异化当做“异己物”“陌生物”的一般关系，凡是人类所

不知道、不熟悉陌生并使人害怕的东西都被称为“异化物”。其次，

当做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关系，凡是应当怎样而实际上又未能怎样

都称为“异化现象”。再次，当做主观上受限制、受压抑的一种心情，

凡是不顺心，不满意，愤愤不平和无法解脱的处境都当做异化现

象。最后，当做客观上不合理或不合逻辑的代名词。如果这些都

是异化，那么马克思所说的“扬弃异化”是不可能的，上述现象

在生活中是消除不了的。异化物必须是人的自由意志和主体性选

择的产物，然后才对人产生压迫，异化的前提是人的整体独立性。

这就需要我们回到《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重新解读马克思

的异化理论。

1  马克思异化劳动的理论渊源

马克思异化劳动的直接理论来源就是黑格尔精神异化说、费

尔巴哈人本主义宗教异化观和赫斯经济异化思想，但马克思的异

化理论并不是这些观点的简单杂凑，而是对他们的批判继承，可

以说是异化观的革命。

1.1  黑格尔的精神异化说

在黑格尔的视域中，异化是一个辩证法概念，它意味着从感

性确定性到绝对精神，从绝对精神到自然界、人类社会再回复到

绝对精神这个过程中，自我从自身中发现矛盾、分裂为对象，在

对象身上发现自身，实现主体与客体统一的过程。黑格尔是第一

个使用异化概念的人，在他的著作中，异化就是外化。主体必须

通过外化，才能在对象上发现自己，反思自己，异化和外化是主

体的本质需求。 黑格尔的异化就是精神的外化。在马克思看来，

人必须通过劳动才能创造社会历史，而在劳动的过程中，人们必

须将自我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或外化为劳动的产物。马克思吸收黑

格尔精神异化的辩证思想。

1.2  费尔巴哈宗教异化观

费尔巴哈以感性人为出发点，揭露了基督教的异化本质。费

尔巴哈认为上帝的本质和力量实际上是人的本质和力量的异化、外

化，没有人上帝什么也不是，人奉献给上帝的越多，他自己拥有就

很少。人对上帝的崇拜，不过是对自己力量的崇拜 ，但是这个力

量在人看来却不是自己造成的，不是人可以控制的，是一种外在的

力量，控制着人的命运与祸福。费尔巴哈用异化解释宗教现象，使

得异化从此转为一个社会历史概念，这对马克思用异化的视角看待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对资本主义经济批判有一定的启发。

1.3  赫斯的经济异化思想

费尔巴哈从人本学的角度揭示了宗教世界的异化，赫斯将人

本学运用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异化性质。赫

斯在《金钱的本质》一文中，指出人的类本质体现于相互交往的

社会活动中，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呈现颠倒的图景。

私有者相互隔绝，成为孤立的人，为各自的利益而相互对立，人

的类本质丧失了，类本质丧失而成为货币。货币成为人本质的体

现，人的一切自由行为、目的、能力都以货币的形式去买卖，并

通过计量的方式来评估。赫斯看到金钱货币资本主义人与人的秘

密，但没有经济学基础，他只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现象进行道德谴

责。但正是这种异化批判的经济学转向启发马克思去深入研究

经济学问题。正如张一兵先生所言 ：“正是赫斯这种将费尔巴哈

宗教异化批判思想推广到社会经济领域的人本异化论直接影响了

1843—1844 年的青年马克思。”

2  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四重内涵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集中论述了异化劳动

的四种表现形式，一是劳动者同劳动产品相异化，这是异化的表

象。二是劳动者同劳动本身相异化，他的劳动是不自愿的，是一

种强制劳动，这是异化劳动的根本的异化形式，它形成和决定其

他几种异化形式。三是人与自身的类本质相异化，异化劳动把自

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肉体生存

的手段，人与自身的类本质相异化是劳动本身异化的必然结果。

四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相异化，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劳动活动

本身、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相异化。

马克思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性的落脚点是第四种异化，揭示出人

与人关系的异化性质。

2.1  劳动者同劳动产品相异化

劳动者同劳动产品相异化，也叫物化，外化了的人。劳动者

同劳动产品相异化是异化最为明显的现象。这就是劳动者所生产

的东西，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劳动者的独立的

力量和他自己相对立，成为一种统治劳动者的力量，劳动者耗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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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劳动中的力量越大，他本身，他的内部世界便越贫乏，归他所

有的东西就越少。劳动者把自己的生命贯注到对象里去，但这个

生命已不再属于他，而是属于对象。他所耗费的越多，所创造产

品越多，和自己对抗的对象也就越多。劳动者的这个活动越大，

劳动者便越空虚。生产越多，占有的产品越少，这种统治他的异

己的力量就越大，简言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同相异化的

产品变成资本，日益强化地统治它的生产者。工人在他产品中外

化，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物品，成为外部存在，而且意味着

他的劳动作为一种异己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劳动

者在对象中要发现自己，确认自己。而作为劳动结果的产品不归

自己所有，自己的产品变为资本，资本是积累起来的劳动。

2.2  劳动者同劳动本身相异化

劳动者同劳动本身相异化即劳动者同他的生产活动本身相异

化。对劳动者来说，劳动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本质

的东西，因此，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并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

定自己，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肉体力量和精神力量，而是使自

己的肉体趋于衰竭，精神遭受摧残。这种劳动不是自愿的，而是

被迫的，是一种强制性的劳动，是一种自我牺牲和自我折磨的劳

动。马克思尖锐地指出这种异化劳动的本质，他说 ：“劳动者的异

化明显地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和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像

逃避鼠疫那样逃避劳动。”劳动者的这种劳动不属于他自己，而

属于别人，他在劳动过程中他本人也不属于他自己，而属于别人。

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的生产与生活，劳动法与享受完全割裂开

来。辛勤的劳动者即财富的创造者却日益过着贫困的生活，甚至

劳累冻馁致死。概括地说 ：劳动本身的异化就表现在对工人来说

劳动是谋生的手段，而绝不是乐生的第一需要。

2.3  人与自身的类本质相异化

马克思所说的“类的生活”“类的本质”就是人的自由自觉

活动。同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的理性、意志和爱是截然不同的。

马克思指出 ：“生产生活本身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

而人的类特性就恰恰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这是因为，劳动本身、

生命活动本身、生产生活本身对人来说就是满足他的需要。即维

持肉体生存需要的一个手段，而生产生活也就是类的生活，这是

创造生命的生活，是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自由自觉是人的类的

特性，生活本身表现为生活的手段。人有目的、有意识地改变无

机自然界，这是人作为类的存在物的自我确证，动物的活动是本

能地，是自然而有的。它的生命生活和它自己是直接同一的，而

人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有意识的活动能把自己跟动物区分开

来。正是由于他是有意识、有目的存在物，才是类的存在物。生

产劳动是实现人本质的基本活动和物质基础，而劳动的产物是人

的类生活，类本质的结晶，然而从人那里夺去他的劳动产品，夺

去他的劳动，也就是从人那里夺去他的类生活，从而使劳动者丧

失自主自愿进行劳动的兴趣，他把这种自由自觉的生产活动，视

为维持个体生存的手段。异化劳动把自我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

单纯的手段，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肉体生存的手段。

2.4  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相异化

人的本质包括自由自觉的类本质，人的社会关系方面的本质，

它们共同统一于人的本质。在全面异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不仅

异化了人的类本质，而且由于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性质，人与人

的社会关系也异化了。当人自身相对立的时候，那么其他人也与

他相对立。凡是适用于人对自己的劳动产品和自己本身关系的东

西。同样也属于对他人，对其他劳动者和劳动产品的关系。就是说 ：

“人的异化，一般说来就是人同自己本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

人同其他人的关系才能成为对象性的、现实性的关系。”在异化

状态下，工人生产出一个人对劳动疏远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对

这个劳动的关系。在私有制经济条件下，尤其是资本主义私有制

条件下，劳动者降低为商品，而且是最无足轻重的商品，劳动者

的贫困同他的产品的数量和力量成反比，资本集中于少数人的手

中，最后资本家和地租生活者之间，农民和工业劳动者之间的区

别消失了，整个社会分化为两大阶级的对立。资本家与资本家的

关系也表现出对立，他们也是异化劳动的另一方面的表现。农业

资本家、商业资本家、银行资本家，不择手段的竞争，追求更大

的利润，也成为资本的奴隶。在全面异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人人都

把别人当做手段，人与人之间是尖锐对立的关系。

3  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灵魂

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作为一个活生生的方法论，他的灵魂支

配一切，这个灵魂我们将其称为马克思异化劳动的自否定，劳动

自己否定自己。马克思曾对黑格尔辩证法说过一句总结性的评价 ：

“作为创造原则和和推动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马克思认为黑

格尔唯心辩证法的最合理之处就是自否定，事物自己和自己相矛

盾。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劳动，劳动是让你自由的本质，人最

大的自由就是人有劳动的能力，劳动的能力是存在于劳动者身上

的一种潜能，劳动要自己否定自己，自己与自己相矛盾，要把他

的潜能变为现实，劳动就是这样一种无规定的能力，它表现为一

种缺乏，他向我们展示的内容是空洞的，他是一无所有，他要否

定自己的空洞性、缺乏性，使自己丰富起来，他使自己丰富起来

时就要使自己外化、对象化。在对象身上才能看到自己的本质、

自己的能动性。而劳动把自己外化出去以后，劳动就不再是自己

本身，而是自己的对象。就像照镜子一样，香烟看到自己的形象，

必须借助于镜子，而你的形象一旦在镜子中反映出来，他就不再

是你的形象本身，他只是让你看到你形象的对象，没有对象你就

无法看到自己，劳动的这种矛盾就在于劳动自己否定自己。

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之中，由于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多

种所有制经济共存，这样一来异化现象在一定的范围内还存在着，

它影响着社会的和谐稳定以及人与人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

发展。但我国现存的异化现象与资本主义的异化现象有本质的区

别，我国发展的目的是把人作为目的，经济快速发展是手段，最

后消灭异化，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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