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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马克思的人学思想对女性解放的启示

———基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学思想

魏寒冰

( 包头医学院，内蒙古 包头 014040)

摘 要:《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早期的经典著作之一，其中蕴含着关于人的类本质、人的异化和

人的发展等人学思想。这些思想不仅为人类自身的发展和解放探索了道路，也为女性解放提供了思想基础和方

法论指导。

关键词:《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类本质; 扬弃私有制; 扬弃异化; 女性解放

中图分类号: C913． 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 － 6838( 2018) 02 － 0001 － 06

女性解放源于西方女性主义社会思潮，发展

到今天已经成为思想界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

对于女性问题的研究也已经超越了传统女性解

放的论题，成为涉及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

学等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女性解放问题涉及到

女性作为主体的自我意识和作为类存在的生存、

发展和解放等重大哲学问题，因此，女性解放问

题的 解 决 必 须 从 哲 学 视 角 给 予 关 注 和 探 讨。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以下简称“《1844 年

手稿》”) 是马克思早期的经典著作，虽然这本著

作没有系统地对女性解放问题作出论述和阐发，

但是，其中的人学思想却为女性解放提供了思想

启示和方法论指导。

一、人的类本质与女性主体意识的确立

马克思在《1844 年手稿》中通过对类存在、对
象化和主体意识关系的论述，揭示了人的类本

质，并指出人的类本质获得是作为主体意识确立

的过程。首先，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

物，并把“类存在看作是自己的本质”［1］( P57)。马

克思认为人的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人通过把自

己看作为类存在物，把自身当作是普遍的存在物

来对待，而人越是具有普遍性，从而也就越脱离

动物性，而具有主体性意识。而自觉有意识的活

动才是人的活动，才是真正自由的活动。其次，

人作为类存在，在生产生活过程中把自己的生命

活动对象化为自己的意识的过程，即实践过程。

马克思指出正是通过自觉的有意识的活动，人改

造自然界，创造对象世界，从而证明了人是作为

有意识的类存在物而存在。人的活动与动物的

活动的区别是人的活动是对象化的活动，人可以

按照自己的尺度来构造，懂得把自己的内在尺度

运用于对象，从而按照人的尺度来改造世界，“并

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2］( P18)。在改造

世界的过程中，人成为并证明自己是类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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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象化的劳动过程中，人不仅认识了世界，也

认识了自身; 不仅获得了类意识，还具有了自我

意识和主体意识［3］。

主体意识是作为主体的人在劳动和实践过

程中对自我的主体地位和作用的认知，是在客体

对象化过程中主体身份的自我确认和树立。人

一旦具有了主体意识就从自在的存在变成了自

为的存在。女性主体意识是女性解放的内在动

力和要求，只有女性自觉地意识到“我是主体”，

她们才能获得独立自主的人格，才能自觉、自为

地参与社会活动，真正意识到自己作为主体存在

的价值和意义。因此，女性解放首先是女性的自

我解放，是女性主体意识的确立。从历史角度

看，在几千年的父权制社会中，女性逐渐丧失了

主体意识，而成为社会中“第二性”的存在［4］。如

何使女性确立自我意识，确立女性的主体地位，

是近代以来女性运动一直在思考和试图解决的

问题。

女性主体意识的丧失源于女性对女性主体

的不认同，或者是对男性主体意识的屈从。从历

史上来看，特别是私有制的产生，使女性将自我

的存在看成是为男性的存在，女性自身不再是自

我存在的原因和目的，而成为男性存在的结果和

手段。因此，对于女性主体意识的建立，首先要

实现女性作为主体的自我认可。要实现女性作

为主体的自我认可，必须要使女性意识到自己作

为类的存在的合法性和正当性。马克思指出人

之所以是类存在物，是因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

实践上，人不仅把他物当作自己的对象，进而实

现对象化，而且把自身的类作为对象，实现对象

化。人越是把自身对象化，人就越是具有普遍

性，就越是作为类的存在。作为类存在物不仅把

其他物的类作为对象，而且也把自身的类作为对

象，“人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和

自己意识的对象。”［1］( P57) 因此，女性在把自身的

类作为对象的同时，也就把自身作为了对象，女

人一旦把自身作为对象，并把自身对象化，也就

具有了自我的主体意识。因为，“只有当对象对

人来说成为人的对象或者说成为对象性的人的

时候，人 才 不 致 在 自 己 的 对 象 中 丧 失 自

身”［1］( P86)。作为类存在物的女性，不仅具有了类

的普遍性，而且在类中实现了自由，因为“自由的

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征”［1］( P57)。当

女性获得了对于自我的主体认可后，也就解除了

对男性的主体意识的屈从，女性不再屈从于作为

男性存在的结果和手段，而探寻成为自我存在的

原因和目的。因为“任何一个存在物只有当它用

自己的双脚站立的时候，才认为自己是独立的，

而且只有当它依靠自己而存在的时候，它才是用

自己的双脚站立的。”［1］( P91)

当女性实现了对自我作为主体存在的认可，

女性主体意识即被唤醒，但是，只有当女性以主

体身份进行实践，并有意识地去改造自然、改造

社会和改造自身时，女性才从真正意义上获得并

践行了主体意识。实践是主体的对象化活动，人

与动物的区别是人的活动与自己的生命活动相

区别，人的生命活动是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

象，女性在生产生活实践过程中实现自己作为类

的存在和作为主体的能动性。毕竟“意识在任何

时候都只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

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2］( P16) 因此，女性只有

在生产生活实践中才能真正获得自己的主体意

识，并以主体的意识去支配和主导自己的现实

生活。

二、私有制下人的存在与女性地位平等

在《1844 年手稿》中马克思揭示了私有制，尤

其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带来的不平等和剥削，并提

出只有扬弃私有制，才能使人从“奴役制”中解放

出来。首先，私有制下生产的不平等。马克思认

为私有制是生产不平等的根源。在私有制条件

下，特别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劳动者与生产

资料相分离，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不再为劳动者

所有，而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生产的不再是

劳动产品，而是商品，并且生产的商品越多，工人

本身就越廉价。因此“工人对自己的劳动产品的

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一边是辛

苦劳动最后却一无所有的劳动者，一边是不劳而

获最后却占有一切的资本家，形成了私有制下劳

动的不平等。劳动不再是人的第一需要，而成为

统治和奴役人的手段和工具。其次，私有制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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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的不平等。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了产品分配

私有制，而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也就成为了分

配领域的支配者。资本家凭借资本对“劳动及其

产品的支配权力”而间接获得了对工人的占有和

支配权力。工人对生活资料的需求也就成为了

工人“心甘情愿”被支配和剥削的原因。最后，私

有制不仅带来生产和分配的不平等，也是人的不

平等的根源所在。马克思在《1844 年手稿》中揭

示了为了维护和增加私有财产，工人的需求被降

低，甚至被忽视，“不仅没有了需要，甚至连动物

的需要也不再有了”，“把工人变成了没有感觉和

需要的存在物”［1］( P123)。人———工人———剩余价

值的生产者、资本积累源泉的创造者，是微不足

道的; 而产品———意味实现剩余价值、实现资本

积累者，则是一切，“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

的贬值成正比”［1］( P51) ，人在物的世界里不仅丧失

了人的尊严，甚至丧失了“生活”的权利。因此，

马克思指出:“社会从私有财产中解放出来、从奴

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

表现的，这并不是因为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工人的

解放，而是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通的人的解

放; 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

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

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1］( P61)

私有制的产生是阶级社会的开始，也是女性

沦为 男 性 私 有 财 产，成 为“他 者”的 根 源 所

在［5］( P56)。如果说女性获得主体意识是女性解放

的内在动力和要求的话，那么扬弃私有制则是女

性解放的客观条件和制度保证。首先，扬弃私有

制，获得生产权是女性解放的先决条件。私有制

使女性沦为“生产”工具。马克思认为私有制是

分工的结果，由于两性的分工使家庭内部分配出

现了不平等现象，从而产生了所有制的最初的萌

芽形式。马克思认为，“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

表达方式”［2］( P28)。一个是就人类的劳动而言，另

一个是就人类的劳动产品而言。随着私有制的

发展，女性慢慢退出“公共生产”领域，而进入到

更加隐蔽的“私人生产”领域———人的生产。一

旦女性进入“私人生产”领域，不仅女性生产的产

品包括女性自身都成为男性的私有财产，女性也

就完全丧失了平等生产的权利，因为在私有制条

件下的生产只能是带来物质利益的生产。对于

女性的“私人生产”的不认可和否定，一方面体现

了私有财产的自私的本性，另一方面也揭示了重

新回到“公共生产”领域，成为自觉自由、有意识

的生产者是女性解放的必要条件。因为，生产方

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活的一定方式。个人怎么

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2］( P12)。其

次，扬弃私有制，获得分配权是女性获得解放的

必要保障。在私有制条件下，产品的分配权不仅

仅意味着女性经济地位的独立和经济权利的获

得，更意味着女性作为社会存在的被认可和政治

权利的获得。虽然现代女性拥有了更多的机会

参与到“公共生产”领域，但是作为工人的一部

分，女性也同男性一样仍然处在资本的被剥削和

压迫之下。甚至由于女性对经济独立的渴望，而

导致其在现代资本生产中遭受比男性更为悲惨

的境遇。一方面女性在分配领域话语权的缺失，

导致其进入“公共生产”领域较之男性更为艰难;

另一方面女性在兼顾家庭和事业的同时，“心甘

情愿”地遭受家庭和社会的双重支配和剥削。因

此，在私有制条件下不仅要获得自由自觉生产的

权力，还要获得产品分配的权力。只有拥有了产

品的分配权，女性才会结束依附于男性而生存的

状况，才会在现实生活中获得尊严和自由［6］。最

后，扬弃私有制，实现女性作为人的平等———男

女平等。女性解放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实现男女

平等问题。1843 年马克思在《犹太人问题》一文

中指出:“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

关系还给自己。”马克思认为如何对待女性，表现

了人类文明的程度，男性把女性作为淫欲的对象

或婢女来对待，是人类自身的退化［1］( P80)。男人

与女人在生理上的差异是自然因素，而男人和女

人地位的不平等则是社会因素。因此，马克思强

调如何理解男人对女人的关系不仅体现了人在

何种程度上具有自然本质，而且也体现了人的自

然本性。因为男人与女性的关系体现了“人具有

的需要在何种程度上成为人的需要，就是说，别

人作为人在何种程度上对他来说成为需要，他作

为个人 的 存 在 何 种 程 度 上 同 时 又 是 社 会 存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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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1］( P80) 在这里马克思把对女性的理解和认识

上升到了对人的理解和认识上，而一旦实现了女

性作为人的自由和解放，也就实现了女性作为人

的平等。

三、扬弃异化与女性作为人的复归

异化理论是《1844 年手稿》中的一个重要内

容。在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异化劳动使私有财产

得以产生，在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相互作用过

程中，劳动者处在异化状态下，并指出只有扬弃

异化，才能真正实现人的复归。马克思的异化理

论主要是劳动异化理论，包括四个方面。首先，

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马克思认为在资本

主义私有制下，即劳动产品成为不依赖于生产者

的力量，劳动本来是主体对象化客体的过程，但

是，异化劳动却使主体丧失了劳动对象，并被劳

动对象所奴役，一旦成为劳动产品，就不再是他

自己的东西，因此，劳动者生产的劳动产品越多，

统治自己的异己的对象就越多，就越受“自己的

产品即资本的统治”［1］( P52)。其次，劳动者与劳动

相异化。劳动者要想生存，首先是作为工人而存

在，只有作为工人，劳动者才能保证自己作为肉

体的人而生存，因此，劳动不再是人自在自觉的

对象化活动，而成为并仅仅成为谋生的手段，“劳

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

了赤贫”［1］( P54) ，劳动者在劳动中获得的不是自我

肯定，而是自我否定。劳动成为一种异己的、不

属于他的活动，在这种活动中劳动者丧失了他自

身。因此，劳动者只有在劳动之外才能感受到幸

福和快乐。再次，人与人的类本质相异化。马克

思指出人与动物的区别是劳动，即有意识的对象

化活动。劳动使人类和人类社会得以形成，作为

类存在的人，劳动就是其类本质。人类的劳动与

动物的生命活动相区别，人的意识代替了人的本

能，劳动代替了生命活动，而动物的意识还是本

能意识，动物的活动还与其生命活动相统一。但

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使劳动和生产资料相分离，

社会分工细化，对于劳动者而言劳动不过是维持

生存的手段，作为一种“生产生活”方式的劳动已

经不再属于劳动者，劳动者被剥夺了“劳动”的权

利与自由。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劳动者丧失

了作为人的类本质。最后，人与人的关系的异

化。马克思指出，异化劳动生产出的劳动产品，

如果不为劳动者占有，那就一定被其他人占有，

而这个“其他人”不劳动，却获得并支配劳动成

果，进而支配劳动的工人。因此，异化劳动不仅

生产了劳动产品，还生产了在这种私人占有下的

生产关系，即人与人的异化关系。马克思指出，

异化劳动不仅生产了异化的劳动产品，而且生产

了 异 化 的 劳 动 关 系，即 工 人 与 资 本 家 的 关

系［1］( P60)。资本家不劳动，但是却占有劳动产品，

并通过占有成为工人异己力量的产品而成为统

治工人的存在，劳动对于工人是痛苦，但是对于

“这个存在物”却是享受。通过异化劳动，“工人

生产出一个对劳动生疏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对

这个劳动的关系”［1］( P61)———资本家对劳动者的

关系。至此，工人不仅生产了对自身对立的关

系———自身关系的异化，还生产了对他人的对立

的关系即工人同资本家的关系———他人关系的

异化。

马克思从劳动异化入手不仅揭示了劳动的

异化，异化劳动下人的异化，并指出，“自我异化

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1］( P78) ，这为

女性的自我异化的扬弃和解放提供了理论基础

和方法论指导。女性作为类存在，不仅与男性一

样在自我异化和自我异化扬弃道路上不断行进，

同时由于女性特殊的社会历史地位，女性的自我

异化和自我异化的扬弃又有其特殊性。作为类

的存在，女性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女性，由于

其参加了社会劳动，因此存在着作为劳动者的异

化和作为女性的异化的双重异化现象。首先，女

性作为劳动者的异化。现代工业的发展，特别是

女性意识的觉醒，使越来越多的女性有机会离开

家庭，走向社会参加社会劳动，成为普通劳动者。

这些作为劳动者而存在的女性与其他男性劳动

者一样，都面临着私有制带来的自我异化。因

此，从这一角度讲，女性自我异化的扬弃与整个

人类的自我异化的扬弃“走的是一条道路”，女性

的解放与人类的解放“走的是一条道路”。其次，

女性作为女性劳动者的异化。这里的女性劳动

者是指所有承担家庭生产劳动的女性，包括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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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承担社会劳动又承担家庭劳动的女性，更包括

那些只承担家庭生产劳动的女性。女性劳动的

异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女性作为人类生

产的第一个方面———人的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在

生育下一代的过程中所承担的异化劳动; 二是女

性承担的维持家庭正常运行的家务劳动［7］。女

性劳动异化体现在无论是人类生产还是家务劳

动一方面不能脱离私有制社会，反而是私有制得

以维系和存在的前提和条件; 另一方面，女性在

从事这些劳动时不是自觉自在的有意识的自由

活动，而是女性特别是没有经济来源的女性谋生

的手段。因此，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一

无所有者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卖淫”［8］。因此，女

性劳动者的解放不仅要实现生育的解放，还要实

现家务劳动的解放，这是女性解放的特殊性。

四、人类的解放与女性解放的实现

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是马克思主义的终极

目标，也是马克思毕生的追求。在《1844 年手稿》

中马克思不仅论述了人类如何实现自由和解放，

还为人类的自由和解放绘制了一副蓝图。马克

思认为，只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共产主义，才能

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因为只有真正的共产主义

才能够完成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积极扬弃，才

能实现人向自身的合乎人性的复归。因为“共产

主义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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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

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并在以

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1］( P81) 对于异

化的扬弃包括意识领域和现实生活领域两个方

面，因为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对一切异化

的积极扬弃，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

己的人的存在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对于如何

扬弃私有制和异化，马克思指出异化同扬弃异化

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即通过实践，因为“异化借以

实现的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它是历史之谜的

解答，并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1］( P81)。

人的全面解放包括人的自身解放和个性解

放，这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首先，人自身

的解放是感性的解放。马克思认为对私有财产

的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因

为人一旦获得了解放，“这些感觉和特性无论在

主体上还是在客体上都成为人的”，“感觉在自己

的实践中直接成为理论家”。其次，为了使人的

感觉成为真正人的感觉，使这种感觉与人的本质

和自然的本质相适应，必须使人的本质对象化。

因为，人作为社会的恒久的现实，必须具有丰富

而深刻的感觉，这种丰富而深刻的感觉是人作为

人的创造性的来源和体现，也是作为人的本质的

体现。最后，人的自身解放与个性解放的统一。

在私有制社会，社会分工使个体性与社会性相分

裂，人的个性淹没在资本的工业化之中。在对私

有制的扬弃过程中，人的感性的解放使人重新获

得社会的感性，作为类的存在人是个体存在与社

会存在的统一。在扬弃了私有财产后，人不仅是

为自己的存在，也是为他人的存在，而他人的存

在也是为我的存在。只要是作为人的活动，就是

社会的活动，甚至作为人存在的本身就是社会的

活动。因此，社会在这里不是与个体对立起来的

抽象，而是作为由个体组成的类，个体的生活就

成了类的生活，个体存在就成为了社会的存在，

个体的生活就成为了社会的生活［9］。

女性的自由和解放不仅仅是女性作为一个

群体的自由和解放，而且是作为整体人类的自由

和解放，换句话说，即只有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人

类的自由与解放，女性的自由和解放才能得以实

现［10］。作为类存在的女性，不仅是作为生理意义

的女人而存在，更是作为社会的人而存在。如何

看待女性的问题，换而言之是男性对女性的关系

问题，也是最自然、最基本的社会关系问题。马

克思在《1844 年手稿》中指出男性对女性的关系，

“作为一种显而易见的事实，表现出人的本质何

种程度上对人来说成为自然［1］( P80)。因此，男人

对女人的关系问题反映了人作为类存在的文明

进步程度，也体现了人在何种意义上把自身作为

类来理解。因此，女性的解放首先是女性作为类

的解放，即作为人的解放。马克思指出: “人类始

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

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

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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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会产生。”［11］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人的异化的扬

弃与人的自由和解放提供了前提，也成为女性解

放的出发点和推动力。一方面，女性解放是资本

主义发展的产物。资本主义的发展为女性解放

提供了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资本主义的发展

为女性从事社会劳动提供了可能，从而促进了女

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和经济地位的独立，特别是资

本主义的“自由、平等”思想促进了近代女性解放

运动的发展。另一方面，女性解放是对资本主义

私有制的扬弃。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女性越是获

得“平等”和“自由”，就越是被作为类的存在而获

得认可; 女性越是作为类的存在而获得认可，就

越是在私有制社会被异化和物化。因此，女性的

解放只有在积极地扬弃私有制的前提下才能够

得以实现。总之，女性作为类的存在不仅要获得

自身的自由和解放，而且也在获得自身的自由和

解放过程中实现了类的自由和解放，并实现了女

性作为人的复归［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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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lightenment of Marx’s Humanism on Women’s Liberation
———Humanism in Marx’s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WEI Hanbing
( Baotou Medical College，Baotou 014040，China)

Abstract: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 is one of the classics of Marx in his early years，
which contains theories about the essence of man，man’s existenc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These thoughts not only explore the way for human’s own development and liberation，but also provide the i-
deological basis for women’s liberation and methodology guidance．
Key words: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class being; sublate private ownership; sublate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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