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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马克思反贫困思想伴随马克思本人思想及其世界观形成

而发展，这一思想更多体现在马克思一生不同阶段的著作当

中，《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作为马克思在公开场合首次

表明自己关于反贫困态度的文章，虽然它仅仅表达马克思

对因严厉的法案无法维护自己生活状况导致农民贫困问题

的思考，但是并没有从深层次探究反贫困的根源。而《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马克思反贫困

思想从法哲学批判向政治经济学转变，他发现贫困即物质上

的匮乏和精神上的自我否定，不仅源于工人阶级政治上的被

统治，法律上的被剥夺，更是根源于物质生活关系所决定的

经济上被剥削。

2 对象性关系理论：财富——“劳动的现实
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

关于马克思对对象性关系这一理论的阐述最早存在于

《手稿》中，他从工人阶级立场出发，以及对工人现实生活

的考察发现，“对象性本身被认为是人的异化了的、同人的

本质即自我意识不相适应的关系 [1]。”马克思将对象性看做

是一种关系，他认为对象性关系是人和自然界之间相互确认

对方存在和本质的一种关系。马克思认为：“一个存在物如

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

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对

象，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一个存在物如果本身不是第三

存在物的对象，就没有任何存在物作为自己的对象，就是说，

它没有对象性的关系，它的存在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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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可以看出马克思更多是表明人的存在和本质则需要

通过“对象”来实现，人自身目的就是要追求对象性的现实。

《手稿》中描述对象性关系并不是把这一关系赋予到抽象的

概念之中，而是放在劳动现实活动中去阐释的。马克思认为

人作为对象性的存在物，对象性是立足于客观现实，需要从

现实角度出发，即“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

对象性关系不是从凭空臆想中创造的，而是马克思从实

践论概念出发提出的。马克思认为对象性关系可以从关系

领域的三个类型分别去探究财富是以劳动来实现对自然的

“占有”。

3 异化劳动理论：贫困——“劳动的这种现
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

《手稿》中的“马克思反贫困”理论并不是处于精耕细作、

轮种套种的农业文明时代，也不是自然经济下一元传化的传

统社会，而是处于工业革命以后，机械化大生产下的工业文

明时代和以工业生产为主要经济支撑的现代社会。而马克思

批判国民经济学家把资本家的获得利益当作自身理论的根

据，他发现，“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接着马

克思明确表明国民经济学不能理解运动的联系，他认为，“工

人生产资本，资本生产工人，因而工人生产自身，而且作为

工人、作为商品的人就是这整个运动的产物。”得出“国民

经济学由于不考察工人（劳动）同产品的直接关系而掩盖劳

动本质的异化”，这就是工人产生贫困的根本原因。马克思

《手稿》中资本主义制度下异化劳动就是导致无产阶级贫困

根本原因，其本质上是“劳动的现实化竟如此表现为非现实

化”，异化劳动不仅让人陷入贫困的境地，面临物质匮乏的

危险，同时也扭曲工人的本质摧残他们的精神。

一方面，从异化劳动造成无产阶级物质性贫困来看，马

克思将劳动视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而国民经济学

只把工人作为劳动的物来考察，把工人与现实社会相剥离，

将劳动的现实化看做是劳动的非现实化的。马克思批判了国

民经济学家的这一观点，并从“从国民经济学得到作为私有

财产运动之结果的外化劳动（外化的生命）这一概念 [2]”。

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内在的本质。在私有制前提下异化劳

动颠倒了人自身生活与人的对象性关系，导致“自己的本质

变成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形成工人贫困。正如马克

思所描述那样“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

人生产了赤贫”。这种贫困是供给人类生存所需要的资源缺

失，这种资源不仅仅存在自然资源被占有，即没有劳动赋予

加工的物质，还有生存空间被挤压，也就是社会外界没有提

供维持工人“肉体生存的手段”。正映照《手稿》所说“工

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

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另一

方面富人愈来愈富有，工人仍然拿着极其慢增长微薄工资，

虽然或许可以满足基本生活需要，但是相对于社会平均财富

仍然是贫困的 [3]。

另一方面，从异化劳动造成无产阶级精神性贫困来看，

《手稿》在阐释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里贫困的根本来源私有

制的基础上，又揭示了工人劳动同产品及工人的关系，以及

资本家与工人的劳动及其产品的关系。马克思当时参考的是

18 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生存现状，在那个时期工人远

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因此工人的生活中只有工作。马克思

认为，劳动作为人类的本质，是人自由自在创造性的活动，

但在私有制条件下却发生了异化。对于工人来说，工业化越

普及，他们就越只有在参加强制劳动之后才能获得维持生存

所需的资源。所以工人必须参加工作才能活下去，而不是因

为自己活着，才去参加工作。从另一个角度进行说明，工人

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于是变得逃避劳动。

4 共产主义理论：反贫困——“通过人并且
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

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的贫困根本原因在于异化劳动，而

关于如何反贫困在于对异化劳动扬弃。《手稿》中的国民经

济学家们所提出的消除贫困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点，第一是

与工资相关，国民经济学认为通过工资补偿或者支付劳动本

身带来的价值，这仅仅是让无产阶级沦为工资的奴隶。即使

是后面蒲鲁东试图维护社会公平提出“工资平等”，也是从

私有财产的“矛盾中得出了有利于劳动不利于私有财产的结

论”。第二是私有财产和劳动的关系，财富包括一般劳动跟

财产的关系，并将劳动看做是财富唯一本质，将一部分财富

作为济贫金，相当于是工人需要用劳动换取。第三是以不改

变资本主义现有制度的圣西门等，通过渴望通过实业的发

展——“工业家独占统治，渴望改善工人状况。”而在《手稿》

里，马克思是不赞成这些方式去消除贫困，他认为，改变私

有财产的自我异化，不能只改变私有财产的某些存在形式，

而要从根本上来消除产生这种异化的客观条件。

5 结语
马克思认为，“复归”即回归，意味着回归到其已有的，

但现实中这种已有的却已经失去了。第一，在资本主义制度

下，无产阶级出卖自身劳动力同时，还需要忍受资产阶级从

精神、心理及其人格的剥削和压迫。而共产主义则通过人的

积极的扬弃，达到人自然状态下人性的复归，这种状况的复

归是可以达到精神上的反贫困。第二，社会状态下经济的复

归，在社会中，最重要的活动是私有财产的运动，即经济运

动。马克思认为，在社会中经济基础和生产力的发展往往能

起到推动社会进步，消除贫困的关键还是在于能最大程度地

发展生产力。这里区别于资产阶级通过生产力达到财富积累

不同的是，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路上，无产阶级不仅仅做

到利用资本去发展，还应节制资本，防止资本操纵国计民生。

第三，社会状态下人的复归，是社会中的个人生成自己和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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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同时在社会关系中确认自己和他人的存在，社会基础是

劳动的材料和作为主体的人，结果本应是劳动主体享受，从

另外一个方面来说也就是生产资料归本人所有。而现实情况

却是资本家通过对无产阶级生活资料的私人占有而去剥削

工人，致力于消灭剥削阶级的共产主义不仅要扬弃人与自然

界的异化，更重要的是扬弃人与人的异化，使人和自然、人

与人能够呈现高度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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