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校编码：10384                                  分类号      密

级     

学号：10420081152347                                          UDC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及其当代意义 

The Marx's Theory Of Alienation And Its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陈晓阳 

指导教师姓名：张有奎  副教授 

专  业 名 称：马克思主义哲学  

论文提交日期：2011 年 4 月 

论文答辩时间：2011 年   月 

学位授予日期：     年   月 

答辩委员会主席：           

评    阅    人：           

2011 年 4 月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brought to you by COREView metadata, citation and similar papers at core.ac.uk

provided by Xiamen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https://core.ac.uk/display/41419072?utm_source=pdf&utm_medium=banner&utm_campaign=pdf-decoration-v1


 

 

厦门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研究成

果。本人在论文写作中参考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均

在文中以适当方式明确标明，并符合法律规范和《厦门大学研究生学

术活动规范（试行）》。 

另外，该学位论文为（                            ）课题（组）

的研究成果，获得（               ）课题（组）经费或实验室的

资助，在（               ）实验室完成。（请在以上括号内填写课

题或课题组负责人或实验室名称，未有此项声明内容的，可以不作特

别声明。） 

 

声明人（签名）： 

          年   月   日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厦门大学学位论文著作权使用声明 

 

本人同意厦门大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

法》等规定保留和使用此学位论文，并向主管部门或其指定机构送交

学位论文（包括纸质版和电子版），允许学位论文进入厦门大学图书

馆及其数据库被查阅、借阅。本人同意厦门大学将学位论文加入全国

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共建单位数据库进行检索，将学位论文的标题和

摘要汇编出版，采用影印、缩印或者其它方式合理复制学位论文。 

本学位论文属于： 

（     ）1.经厦门大学保密委员会审查核定的保密学位论文，

于   年  月  日解密，解密后适用上述授权。 

（     ）2.不保密，适用上述授权。 

（请在以上相应括号内打“√”或填上相应内容。保密学位论文

应是已经厦门大学保密委员会审定过的学位论文，未经厦门大学保密

委员会审定的学位论文均为公开学位论文。此声明栏不填写的，默认

为公开学位论文，均适用上述授权。） 

 

 

                             声明人（签名）： 

年   月   日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II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I

摘  要 

异化思想的凸显，并不是偶然的，从霍布斯、卢梭等启蒙思想家到黑格尔、

费尔巴哈等德国古典哲学家，再到卢卡奇、马克思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对异化问

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异化意指主体创造的对象反过来反对

主体，与主体相对立。在现代社会，异化现象仍然是普遍存在的，而且异化并没

有随着世界文明的发展而走向消亡的道路，反而随着世界文明的进步而有了向多

领域拓展的趋势。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上对异化现象进行的批判，具有

极强的科学性与价值性，异化概念也因此成为马克思哲学的重要范畴，“是贯穿

马克思一生理论思考的基本概念”。
①
本文研究的对象是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及其对

当代中国经济建设的启示。 

本文从异化概念的历史渊源入手，通过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发展阶段进行梳

理，结合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建设遇到的困境，提出了几点建议。全文共分为六章： 

第一章是异化概念的渊源及其历史考察。主要考察了霍布斯、卢梭、黑格尔、费

尔巴哈、卢卡奇等人的异化思想，区分了物化、对象化、异化的概念差异。第二、

三、四章主要是以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发展阶段为线索，分析了马克思的政治与经

济的异化思想、异化劳动理论以及拜物教理论。第五章主要内容是异化的扬弃与

共产主义运动，具体分析了马克思异化的积极扬弃的辩证思想。 后一章从现代

性的困境入手，结合中国经济伦理建设问题，提出了几点建议和看法。 

时至今日，认真研究、审视、总结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仍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它有助于我们深刻反思市场经济发展中遇到的种种问题，拷问问题背后的根源，

帮助我们更好地建设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尽量创造条件减少异化

的发生，将经济发展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关键字：马克思 异化 共产主义 

                                                 
① 俞吾金：《从“道德评价优先”到“历史评价优先”——马克思异化理论发展中的视角转换》，《中国社

会科学》2003 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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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anding out of theory of alienation is not accidental, because from the 

initiation thinker Hobbes and Rousseau to German classical philosophers Hegel and 

Feuerbach, and to Lukacs and Marx, they all proposing their own opinions about this 

issue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y, the alienation 

represents the object created by the subject in turn opposing the subject and against 

the subject. In the modern society, the phenomenon of alienation is ubiquitous and has 

not moved toward withering away path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world 

civilization, on the contrary it has the multi-domain development tendency along with 

the world civilization's progress. Marx criticized the phenomenon of alienation from 

the angl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aving great scientific and great value. Therefore 

the concept of alienation became the important category of the Marx philosophy, “is 

the basic concept which passed through the theory thinking of Marx”. The object of 

this dissertation is the Marxist alienation theory and the enlightenment to 

contemporary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dissertation obtains the theory of alienation from the historical origin, 

carding the development stages of the Marxist alienation theory, combining the 

difficult position of current construction of market economy, putting forward several 

proposals. The full text divides six chapters:The first chapter is inspection of the 

historical origin, mainly inspecting the thoughts about alienation of Hobbes, Rousseau, 

Hegel, Feuerbach, Lukacs, distinguishing the concepts of materialization, 

objectification and alienation. Second, third, forth chapters are mainly taking the 

development phases of Marxist theory as clues, analyzing the Marx's politics and the 

economical alienation thoughts, alienated labor as well as the theory of fetishism. The 

main content of the fifth chapter is the sublation of alienation and the communist 

movement, concretely studying the positively dialectical thought of the theory of 

alienation. The last chapter starts with modernity difficult position, combining the 

Chinese economic construction question, proposing some suggestions and views.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Carefully studying, examining, summarizing the alienation theory of Marx, 

reconsidering all sorts of questions which our country marketing economy 

construction meets, interrogating and torturing the root behind the question, can help 

us preferably construct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 socialism market economy, create 

the condition to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the alienation as far as possible, tightly 

combin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the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human. 

Key Words: Marx;Alienation;Commu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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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1 

前  言  

恩格斯曾经说过：“马克思的世界观远在德国和欧洲境界以外，在世界的一

切文明语言中都找到了拥护者”①，恩格斯的话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即马克思主

义哲学是世界性的学说，是一种“世界哲学”，是人类共同的宝贵精神遗产。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可贵之处，不是停留在对世界的理论解释上，不在于它是

否具有某种“追求完整”的体系或者某种超历史的普世价值，而在于它始终关注

社会历史的当下状况和人们现实存在的境遇，并力图为人们提供摆脱其现实存在

关系而走向自身解放的可能途径。“完整的马克思哲学作为全人类宝贵的思想财

富，其思想体系大体可以分三个层次：表层是具体现象、事件的事实分析；中层

是社会批判和社会发展理论；深层则是关于人类解放和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

哲学思考。”
②
从具体的现象和事件入手，通过对社会现实的批判而指向人的自由

全面发展，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才展现出它的深刻性和亲和力；也正因

为如此，它具有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价值。德里达曾说到：“地

球上所有的人，所有的男人和女人，不管他们愿意与否，知道与否，他们今天在

某种程度上都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
③
正是思想对所处的时代精神的

不断拷问，触动着现实的神经。 

利用马克思的理论实现对现实世界的改造的前提之一，就是要求我们对马克

思哲学理论的研究应该“回到社会现实本身”
④
，离开这个研究马克思哲学的宗

旨，便不可能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了。然而回到现实本身，并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情。“一方面，某种研究假借纯粹学术和思想的名义，力图使马克思主义哲

学越来越远离现实的经验内容，以便捍卫所谓哲学本身的纯正性；另一方面，则

是完全粗陋和天真地来设想社会现实，不断地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反学术性的

和拒斥思想的形象，从而为无批判的实证主义大开方便之门。”
⑤
“回到现实本身”，

意味着我们要分清现实与现存的区别。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 212 页。 

② 张艳涛：《马克思哲学观》，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第 6 页。 

③ 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第 127 页。 

④ 吴晓明：《回到现实本身》，《学术月刊》2007 年第 5期。 

⑤ 吴晓明：《回到现实本身》，《学术月刊》2007 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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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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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意味的是一种当下的存在状态，是感性的，经验的；而“现实”是

一种处于不断变动中的、革命性的状态，是从感性上升到理性才能够抓住的。社

会生活中，孤立的、单独的人物、事件，是真实的“存在”，然而，隐藏在这些

纷杂现象背后的本质，才是“现实本身”，才是马克思哲学所要研究的对象。那

么，到底我们该如何去把握现实？看似杂乱无章的社会里，“ 基础”的现实到

底是什么？ 

中国人民大学陈先达教授认为，“社会生活中具有基础性决定性的现实是经

济现实，是在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基础上确立的政治和意识的结构”，
①
他提出“哲

学要透过经济理论问题与现实对话”，不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和以经济

为依据的社会分层，不深入研究经济伦理问题，就无法理解社会现象的本质。
②
他

进一步提出：“马克思之所以能创造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因为他没有局限在纯

哲学领域；马克思之所以是伟大的哲学家，并不是仅仅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而

同时是由于从哲学转向经济学，并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理论构

建过程。”
③
可见，马克思哲学的根基乃是建立在对经济现实的深刻把握之上的。 

就人的现实生存境遇而言，我们正处在由资本逻辑和全球化逻辑统治的时

代，全球化逻辑是在世界范围内放大了的资本逻辑。“人与人的关系转换为物与

物的关系，万物商品化，人的尊严和情感也成为可以买卖的具有一定价值量的商

品，真正以人为价值中心的关系模式并没有确立，人与人彼此疏离与冷漠。”
④
因

此，马克思主义仍然作为“普照的光”试图映射我们这个时代。就我国现实社会

发展而言，我们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期，改革初期的重点放在了“市场

经济”而不是“社会主义”，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

也出现了市场经济先天具有的缺陷和罪恶，如城市的圈地运动，工厂过分追求利

润 大化而无视工人的生命安全，资本家企业家的麻木和社会责任的缺失，社会

公共服务产品的滥用和私用，政府的不作为和乱作为，还有中国特权现象的产生

和权利腐败等现象，这都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平和社会发展，严重影响了人们的幸

                                                 
① 陈先达：《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现实的方式》，《中国社会科学》2008 年第 6期。 

② 参见陈先达：《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现实的方式》，《中国社会科学》2008 年第 6期。 

③ 陈先达：《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现实的方式》，《中国社会科学》2008 年第 6期。 

④ 张有奎：《时代境况与马克思哲学的理论解答》，《求实》2009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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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感。这些都是现实面临的问题。 

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要求它不可能纯学术化，在政治和价值取

向上，它必须关心社会现实问题，直接或间接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

相联系。在当代中国必须关注中国特色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哲学问题，否则就会把

马克思主义从整体中分裂出来，变为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实为思辨哲学的哲学。”

①
依照陈先达教授的观点看，当代中国与马克思哲学的 佳结合之处，就在于沿

着马克思哲学的关注现实、关注经济的研究传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进行系统的哲学反思，这样才能让马克思哲学之树找到在中国继续生根壮大的土

壤。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哲学反思，这就涉及到了经济伦理问题。“经

济伦理学所关心的，说到底不是经济问题本身，而是伦理问题，是隐藏在经济中

的人的价值实现和经济的意义问题。”
②
这种研究旨趣不在于“以伦理道德为手段

来实现发展经济的目的，”而在于“以发展经济为手段，以人为真正的 终目的。” 
③
如何深入马克思异化思想里头，充分挖掘对于其对现阶段经济伦理建设的有力

理论支撑，真正能够利用其异化思想对现代经济伦理及其在现代经济伦理下人的

“现实境遇”进行批判和反思，这是一个极有意义的课题。 

异化，作为对人的生存境遇进行反思的课题，其研究由来已久。十七世纪的

霍布斯第一个从政治学的角度论述异化，紧接着卢梭、黑格尔、费尔巴哈等，都

从独特的视角出发，提出了各自对异化问题的见解。异化问题更是马克思哲学思

想的重要一环，异化理论作为马克思构建其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

大理论大厦的重要基石，对我们的影响是如此广泛而深远。一方面，马克思异化

理论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成为日后马克思创立剩余

价值学说的动因和起点；另一方面，异化理论充分彰显了马克思深切的人文主义

关怀，对异化问题的思考伴随着马克思一生的理论探索之中。马克思摒弃了学院

派枯燥的纯思辨、纯理论的论述，将理论的起点紧紧地扎在了现实批判的土壤。 

                                                 
① 陈先达：《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现实的方式》，《中国社会科学》2008 年第 6期。 

② 刘可风、王雨辰、朱书刚主编：《应用哲学与应用伦理学》，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第 273

页。 

③ 刘可风、王雨辰、朱书刚主编：《应用哲学与应用伦理学》，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第 2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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