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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共产党宣言》中的马克思主义自由观

任卫华

（厦门大学马列部 福建厦门 >!"556）

摘要：本文着眼于《共产党宣言》中若干与马克思主义自由观有关的论述，从马克思主义

自由观的历史发展，信仰自由、宗教自由、政治自由等精神领域的自由、无产阶级争取自由的

斗争，以及社会自由与个人自由的发展的关系等角度进行了一些探讨，并简要分析了个人自

由的发展与社会自由的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自由

作者简介：任卫华，男，厦门大学马列部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毛泽东思想。

自由问题是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对自由问

题的回答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 年 4 月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而

发表的传世之作《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

言》），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她的任务是“宣

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宣言》在对

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彻底的揭露和无情的批判的

同时，也从侧面反映了马克思在这一时期对自由

问题某些方面的认识和观点，譬如，《宣言》中明

确写道：“在先进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范围内，

所谓自由就是自由贸易，自由买卖”；“信仰自由

和宗教自由的思想，不过表明自由竞争在信仰领

域里占统治地位罢了”，等等。这些论述无疑是马

克思在这一时期对自由问题进行深刻思考的结

果，是马克思主义自由观中某些观点的高度概

括。至于《宣言》中那一段经典的论述，“代替那存

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将是这

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

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更是包含了马克思的

理论中非常丰富的内容，从自由观的角度去探

讨，亦蕴涵着许多宝贵的思想，即使在我们今天，

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宣言》中有关自由的历史发展的观点

（一）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自由——— “特许的

和自力挣得的自由”

前资本主义社会涵盖面甚广，上可追溯到原

始社会，下至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在不同的历史

阶段，人的自由发展的程度因社会发展水平或生

产关系的不同等因素的影响而有很大差别。但基

于人与人之间是相互依赖的这一传统社会的基

本事实，各历史阶段或所有制形式下的自由亦有

其共性。马克思非常精练地将其描述为“特许的

和自力挣得的自由”。这里，马克思虽主要是针对

被资本主义社会取代的封建社会而言的，但我们

亦可将其理解为马克思对整个前资本主义社会

自由的高度概括。在古代，人与人之间形成了狭

隘的相互依赖的内部关系：原始公社中的个人不

能脱离公社而单独存在，奴隶社会中的奴隶与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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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主，封建社会中的封建主与农奴、行会师傅与帮

工等，都是相互依赖相互依存的，每个人都被束缚

在特定的社会关系和规定之内，被一定的社会角

色和传统观念所制约，“当分工出现之后，每个人

就有了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

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

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

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

人。”所以，他们的自由是有限的，是由这些社会

关系和社会规定等所“特许的”，因而很难有个人

自由的充分发展，而且若不想失去这些所谓的自

由，必须对自己的工作都是兢兢业业，奴隶般的忠

心耿耿，而若想从而获得更大的自由以赢得更多

的生活资料，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改变自己的身

份，就更需付出百倍的艰辛。这一切，都是由古代

生产手段的落后，交往范围的狭小，传统观念的束

缚所决定的，这样的自由，也必将被随着社会的发

展而产生的新的、更高级的自由形式所取代。

（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自由———“自由贸易，

自由买卖”

马克思在《宣言》中主要从经济自由的角度界

定了资本主义自由的实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人被物所支配而失去独立性和自由。剩余价值规

律，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也让资本主义社

会自由的形式性、表面性和虚假性暴露无遗。在

经济领域中，商品生产和交换成为整个社会的基

础，但通行在商品交换中的自由与平等的原则却

被剩余价值规律所扭曲，内容变了，所谓的自由也

就成了形式上的，不过是资本家诈取工人剩余价

值的幌子。是建立在工人阶级被压迫、被剥削的

基础上的自由，是工人阶级辛勤劳动给资产阶级

挣来的自由，而被迫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的工

人们则自由得一无所有，不得不靠出卖自己的劳

动力而维持生活，而资本家则在使用劳动力过程

中靠剥削工人在剩余劳动时间创造的剩余价值而

贪婪地聚敛财富。自由贸易、自由买卖也不过成

为资产阶级的专利，工人们连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的自由都谈不上。在这一过程中，那些个人之间

表面上的平等和自由也就消失了。正因为生产过

程的不平等性，注定了资产阶级自由在商品流通

领域，进而在政治、法律、观念上都是形式上的、虚

伪的、“没有良心的”。这种自由蕴涵着深刻的实

质上的不平等，在这样的制度下，自由只是少数人

的，广大劳动者则被拒于自由和发展之外，他们所

拥有的形式上的自由也是较低层次的，只有通过

无产者不懈努力的争取，通过斗争争取更多的实

质性的自由，才会逐步消灭这种自由，在更高级的

社会形态中实现真正的自由。

在这里，马克思强调的是经济自由的重要性，

强调的是人的经济自由对于个人自由的根源性和

基础性的作用，并不否认财产是构成个人的一切

自由、活动和独立的基础，认为自由受到物质资料

的生产和物质生活方式的制约。但这并不等于否

定政治自由、观念自由、信仰自由的重要性，只不

过这些自由都是经济自由在其他领域的表现而

已。

（三）共产主义社会中的自由——— “每个人的

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马克思在《宣言》中所揭示的这一更高级的，

“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

会形式”中的自由，从自由的历史发展的角度来

看，是最完备、最高级、最理想的阶段。下文将从

另一角度对其进行考察和分析。

二、《宣言》中有关信仰自由、宗教自由等精神

领域的自由的观点

在马克思看来，精神，任何时候都是物质的附

属物。政治自由、思想自由、信仰自由，都以商品

经济的一定发展为基础，精神自由任何时候都离

不开物质的自由活动，所谓政治自由不过是阶级

社会中特定社会集团所处经济地位在政治思想领

域的表现而已，阶级社会中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

是统治阶级的意识，这些意识本身是那些统治阶

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反映的是统

治阶级的意志，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这个阶级

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这种统治阶级的意识

广泛地影响、渗透到各种群体意识和形形色色的

个人意识中，被压迫阶级的个人和群体需经艰难

的思想历程才能摆脱统治阶级意识的影响，这是

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获得自由、获得解放的重要

前提。在资本主义社会，所谓的“自由竞争”披上

了自由平等的外衣，却难以掩饰资产阶级对无产

者赤裸裸的剥削，而与之相应的这一时代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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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不过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所谓的信仰自由、

宗教自由、政治自由，也不过是把握着精神领域统

治权的资产阶级的思想自由和精神自由，他们排

斥、抹煞、压制作为被统治阶级的无产者的个性和

自由。所以，无产者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就必须

起来反抗，消灭资产者的个性、独立和自由，实现

自身和整个社会的自由发展。

三、《宣言》中有关无产者争取自由的斗争的

观点

《宣言》用相当的篇幅阐述了无产阶级反对资

产阶级的斗争的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的状况，也

就是说，无产阶级争取自由的斗争是一个不断发

展的过程，最初的和开始的时候，仅限于捣毁机

器、烧毁工厂等，他们力图恢复的是那种已经失去

的中世纪的工人地位；随着工业的发展和无产阶

级力量的壮大，他们开始成立反对资产者的同盟，

有些地方甚至爆发起义，但只取得很少的一些和

暂时的胜利，因此，他们也只能被迫局限于争取一

些政治上的活动自由。无产阶级在不断的斗争中

日益联合、壮大、成熟，并产生了无产阶级政党，他

们的斗争亦有了更明确的目标，取得社会生产力，

消灭资产者的个性、独立性和自由，摧毁至今保护

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用共产主义取代存在着

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实现个人和

整个社会的自由发展。也因为他们掌握着先进的

生产工具，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所以，他们就

能主宰自己未来的命运，主导社会发展的方向，最

终实现社会的深刻变革。

四、《宣言》中有关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的关

系的观点及其现实意义

《宣言》中的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阶级斗争

是各个阶级为实现其各自的经济利益的政治活动

方式。无产阶级只有通过夺取政权，实现无产阶

级专政，运用国家政权，才能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

方式。只有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建立在经

济上真正平等的社会关系，才能使无产者得到彻

底的自由和解放。因为消灭了剥削和压迫，劳动

者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所以他们得以在创

造性领域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和能力，进而作为

生产力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社会的发

展又反过来对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

间和坚实的保障，使之能够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一

切人的自由发展，使人的自由发展和社会的自由

发展相和谐统一。因此，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

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必

须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协调统一起

来。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

造得越多，人民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改善，而物质文

化条件越充分，又越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

在现阶段，受我们还很不发达的生产力的制

约，我们还不能实现每个人真正的自由发展，但我

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却可以为个人的自

由发展尽可能地提供制度、法律、政策和物质上的

支持与保障，鼓励人们各尽所能、各显其才，为社

会创造更大的财富，促进社会的发展，同时，也就

使自身的自由得到提升。 #$$% 年 " 月新修改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就将“国家尊重和保障

人权”写了进去，从国家的根本大法的高度为人的

自由和全面发展提供了制度和法律上的保障。作

为构成社会主体的个人，因其个人利益与社会整

体利益从根本上是一致的，二者互为前提和条件，

个人应自觉主动、创造性的通过不断的学习提高

自己的能力，发展自己的个性，让自己进一步自

由、更全面的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他人、社会的

自由、全面发展。我们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

展。人的全面发展，不仅需要高度发展的生产力，

而且要有高度发展的生产关系。在整个社会不断

发展的基础上，逐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些论

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

义新社会本质要求的思想，对我们贯彻落实“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代表好最广大人

民的根本利益，实现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和人口

的可持续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人的全

面、自由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无疑具有非常重

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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