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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化的概念

1. 关系的疏远。

2. 权利的转让。

3. 主体自我丧失为他物。

4. 主体活动的结果，反过来支配主体。

5. 马克思的政治异化理论。《黑格尔法哲学
批判导言》

6. 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1844手稿》



1、关系的疏远，陌生化。

n亚当与夏娃离开伊甸园。

n中世纪，人性与神性的对立。

¨修道院



2、权力的转让。

n霍布斯

¨人将自己的权利转让给利维坦。

¨人是自私自利。

n卢梭

¨人将自己的权利转让给社会。

¨人本善良、友爱。



3、主体自我丧失为他物。

n 黑格尔
¨ 绝对精神—>自然（主体-客体）—>主观精神
¨ 伦理—>教化—>道德
¨ 服役意识—>劳动—>自为存在意识

n 人的假设：
¨ 人的意识具有彻底的认识能力。（唯心主义方法）

n 注意：异化逻辑是辩证法
¨ 主体异化—>异化扬弃—>归化
¨ 异化是中性词。



4、主体活动的结果，反过来支配主体。

n 费尔巴哈
¨自然的人—>宗教
¨宗教批判—>人的自然属性（启蒙方法）
¨异化是消极的。

n 人能认识自己是类存在，即理性、意志、心。类
指与动物不同的种类。

n 与黑格尔不同：
¨人是主体

¨ “直接的肯定”取代“绝对的肯定”



5马克思的政治异化理论

n 5-1黑格尔：《法哲学》

n 5-2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n 5-3总结



5-1黑格尔：《法哲学》

n 著作目的：寻找普遍性的代理人。
n 市民社会包含了所有经济和家庭关系，属于无限制的个人
主义领域，每一个人都深陷于彼此争斗之中。资产阶级和
无产阶级代表了不同的利益，均不具有普遍性。

n 公务员构成了具有普遍意义的阶级。只有政府代表普遍利
益，建立社会秩序。

n 国家（政治法律结构）代表了普遍化的领域，切断了市民
社会的自利行为，为社会提供秩序，逻辑上先于个人而存
在，是社会发展动力。

n 市民社会个人主义和国家普遍主义的媒介是政治代表权、
普选权。



5-2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n 国家不是普遍领域，与宗教类比，是异化的政治活动。
¨ 希腊城邦——社会与政治胶合，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无区分。
¨ 欧洲中世纪——经济分层对应政治分层，私人与政治不分离。
¨ 近代——国家观念与市民社会利益分离，具有普遍性表象，但实
际上代表了有产者的利益和受私有财产的左右。

¨ 真正民主，需要克服个人与政治共同体的异化和二元分裂。

¨ 例如真正的普选制（属于资产阶级自由派）。



5-3总结

n 法哲学批判形成学术分水岭：转向经济学批判。
¨不是国家和法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
和法。 

¨ “法律关系以及国家形式，既无法通过它们自身而得
到掌握，也无法通过所谓人类心智的一般发展来加以
掌握，相反，它们根植于生活的物质条件中。”

n 找到普遍意识的代表：工人阶级。
¨从意识革命（理论批判）到激进革命：革命的主体就
是无产阶级。

¨ ”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而无产阶级
则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

¨为什么是工人阶级（为什么不是批判哲学家）



经济与哲学手稿（1844年4-8月）n 手稿是马克思及对国家批判之后的对经济学领域的
批判。异化是手稿的核心。（因为结构松散和论据
不足，未出版）

n 结构（第一手稿）
¨ 工资
¨ 资本的利润
¨ 地租
¨ 异化劳动

n 工资、利润和地租等在异化中达到极致。（异化来
自于物质属性、商品生产社会，非思想。）

n 人的异化的四种特征：
n 早起共产主义观（极其艰辛而漫长的过程）

¨ 生产过程的异化是其他形式异化（宗教、国家等）的基础，
消灭私有财产。

¨ 反对原始共产主义，是人回归社会人、真正人，社会建立
在共同体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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