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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消灭分工”与实现人自由
全面发展的理论契合＊

王　磊

【提　要】马克思、恩格斯论述的 “消灭分工”，不是消灭世间的一切分工，而是消灭

旧式分工、实现新式分工，消灭自发分工、实现自觉分工，消灭劳动者分工、发展劳动分

工的社会演进过程。分工的消灭既依赖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又表征为异化劳动的消除和

私有制的消灭。“消灭分工”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则

是 “消灭分工”的理论目的和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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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 代 空 想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家 们 最 早 提 出 了

“消灭分工”的理想，他们希望通过消除分工对

立的现象，进入到理想的社会发展阶段。但是，

他们却 无 法 解 释 如 何 “消 灭 分 工”和 怎 样 进 入

到未来理 想 社 会，他 们 的 理 想 最 终 沦 为 空 想。

在 《德意 志 意 识 形 态》和 《共 产 党 宣 言》中，

马克思、恩格 斯 在 唯 物 史 观 的 视 阈 下，批 判 了

空想社会 主 义 者 的 分 工 思 想，阐 明 了 分 工 与 人

的发展的 内 在 关 系，找 到 了 实 现 人 自 由 全 面 发

展的理论路径。

一、“消灭分工”的思想意蕴是

　　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消灭 分 工”是 马 克 思、恩 格 斯 一 生 坚 守

的革命思 想，这 一 思 想 的 形 成 有 着 深 刻 的 时 代

背景。１９世 纪 上 半 期，随 着 西 欧 工 业 革 命 的 完

成，机器大工 业 取 代 了 工 场 手 工 业，社 会 劳 动

效率获得 空 前 的 提 高，资 本 主 义 经 济 取 得 巨 大

的发展。与此 同 时，资 本 主 义 社 会 的 基 本 矛 盾

逐步显现，并且日趋激化，最终导致了１８２５年

的英 国 经 济 危 机。此 后，危 机 频 繁 出 现，横 扫

欧美大陆，成 为 世 界 经 济 危 机。面 对 着 日 益 严

峻的社会 形 势，空 想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家 们 举 起 了

“消灭分工”的革命旗帜。圣 西 门 认 为， “实 业

制度”可以消除资本主义的不合理的社会分工，

由分工导致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将不复存在；

傅立叶认为，“法郎吉”可以消灭资本主义社会

不平等的城 乡 分 工、职 业 分 工 和 男 女 分 工，它

将使社会实 现 和 谐，革 命 斗 争 成 为 历 史；欧 文

认为，奴役性的、压迫性的分工是社会不和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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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源，只有消 灭 城 乡 分 工、工 农 分 工 和 脑 体 分

工的对立，才 能 实 现 社 会 的 真 正 和 谐。历 史 的

发展证明，空 想 社 会 主 义 者 们 虽 然 率 先 提 出 了

“消灭分工”的理论主张，但是，由于他们的理

论水平 和 实 践 能 力 有 限，都 没 有 找 到 “消 灭 分

工”的可行路径，最终，他们的理想沦为空想。

面对资本主 义 社 会 分 工 的 发 展，马 克 思、恩 格

斯指出：“工业革命创造了一个大工业资本家的

阶级，但是 也 创 造 了 一 个 人 数 远 远 超 过 前 者 的

产业工 人 的 阶 级。”① 可 见，工 业 革 命 将 人 类 社

会分裂为 两 大 对 立 的 阶 级：资 产 阶 级 和 无 产 阶

级。在阶级分 工 与 阶 级 对 立 的 社 会 中，无 产 阶

级一方面 为 资 产 阶 级 创 造 了 巨 大 的 财 富，养 活

着贪得无厌、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另一方面，

无产阶级 的 生 产、生 活 条 件 却 没 有 得 到 丝 毫 改

善，甚至自身 都 沦 为 机 器 的 “附 庸”和 资 本 的

“奴隶”。在 资 本 家 残 酷 的 剥 削 下，工 人 们 忍 无

可忍，纷纷举 起 了 革 命 的 旗 帜。法 国 里 昂 工 人

两次起义、英 国 宪 章 运 动 和 德 国 西 里 西 亚 纺 织

工人起义 揭 开 了 近 代 欧 洲 工 人 起 义 的 序 幕，由

此，工人阶 级 作 为 一 支 独 立 的 政 治 力 量 登 上 了

历史 舞 台。但 是，由 于 没 有 科 学 理 论 的 指 导，

工人阶级 看 不 清 资 本 主 义 剥 削 的 实 质，只 能 盲

目地、自发地 行 动，他 们 往 往 以 破 坏 机 器 和 厂

房的形式进 行 反 抗。然 而，反 抗 运 动 并 没 有 让

工人阶级 摆 脱 受 剥 削 的 命 运，起 义 在 被 资 产 阶

级镇压后，资 本 主 义 社 会 中 更 大 规 模 的 机 器 生

产开始运 转，无 产 阶 级 遭 受 的 阶 级 剥 削 和 压 迫

更加深重。革 命 斗 争 呼 唤 着 革 命 理 论 的 到 来，

马克思、恩格 斯 站 在 无 产 阶 级 的 立 场 上，从 社

会分工的 角 度，审 视 了 资 本 主 义 社 会 的 阶 级 矛

盾和阶级 斗 争，提 出 了 “消 灭 分 工”的 理 论 主

张，为无产 阶 级 革 命 和 人 类 社 会 发 展 指 明 了 方

向。“消灭分工”的思想意蕴是：

第一，消 灭 旧 式 分 工，实 现 新 式 分 工。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

分工与生 产 力、分 工 与 社 会 状 况 和 社 会 意 识 的

相互关系 后，指 出 “因 为 分 工 使 精 神 活 动 和 物

质活动、享受 和 劳 动、生 产 和 消 费 由 不 同 的 个

人来分担 这 种 情 况 不 仅 成 为 可 能，而 且 成 为 现

实，而要使这 三 个 因 素 彼 此 不 发 生 矛 盾，则 只

有再消 灭 分 工。”② 可 见，分 工 是 社 会 生 产 活 动

发生分裂的原因，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

阶级 对 抗，均 源 自 于 社 会 分 工 的 对 立。为 此，

马克思、恩格 斯 明 确 地 表 达 了 “消 灭 分 工”的

思想，并且认为 “消灭分工”就是消灭私有制。

因为在私有制下，“这种导致工人分裂的分工构

成了他 们 当 前 受 奴 役 的 真 正 基 础。”③ 此 外，恩

格斯也指 出： “当 社 会 成 为 全 部 生 产 资 料 的 主

人，可以在 社 会 范 围 内 有 计 划 地 利 用 这 些 生 产

资料的时 候，社 会 就 消 灭 了 迄 今 为 止 的 人 自 己

的生产资料 对 人 的 奴 役。不 言 而 喻，要 不 是 每

一个人都得 到 解 放，社 会 也 不 能 得 到 解 放。因

此，旧的生产 方 式 必 须 彻 底 变 革，特 别 是 旧 的

分工必 须 消 灭。”④ 可 见，马 克 思、恩 格 斯 提 出

的 “消灭分工”，即消灭私有制条件下的旧式分

工。在旧式分 工 消 灭 后，人 类 社 会 将 进 入 到 以

公有制为 基 础 的 新 式 分 工 阶 段。新 式 分 工 将 摆

脱旧式分 工 中 存 在 的 阶 级 剥 削 和 阶 级 压 迫，让

人们在新的劳动分工中尽享和谐、公正和平等，

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第二，消 灭 自 发 分 工，实 现 自 觉 分 工。自

发分工和 自 觉 分 工 是 社 会 分 工 由 低 到 高 的 两 个

发展阶段，也 是 评 价 生 产 力 发 展 水 平 和 社 会 文

明程度的标准。自发分工是私有制产生的基础，

在资本主义 社 会，由 于 自 发 分 工 的 存 在，整 个

社会的生 产 都 处 于 无 政 府 状 态，其 结 果 是 极 大

的资源浪 费，甚 至 导 致 经 济 危 机 的 频 繁 爆 发，

给人类社 会 带 来 灾 难。而 自 觉 分 工 则 是 公 有 制

的产物，在公 有 制 的 社 会 中，人 们 的 分 工 会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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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自 觉。因 此，只 有 消 灭 自 发 分 工，实 现 自 觉

分工，在公有 制 的 前 提 下，劳 动 者 的 利 益 才 会

趋于一致，社 会 生 产 才 能 协 调 有 序。恩 格 斯 指

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

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

社会生产 内 部 的 无 政 府 状 态 将 为 有 计 划 的 自 觉

的组织 所 代 替。”① 因 此，只 有 到 了 共 产 主 义 社

会，社会分工 才 能 实 现 自 由 和 自 觉，因 为 “在

共产主义 社 会 里，任 何 人 都 没 有 特 殊 的 活 动 范

围，而是都可 以 在 任 何 部 门 内 发 展，社 会 调 节

着整个生 产，因 而 使 我 有 可 能 随 我 自 己 的 兴 趣

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②

第三，消 灭 劳 动 者 分 工，发 展 劳 动 分 工。

有学者认 为 “束 缚 人 的 奴 役 性 的 劳 动 的 社 会 分

工，即劳 动 者 分 工”，③ 因 此，消 灭 劳 动 者 分 工

就是消灭 束 缚 劳 动 者 固 定 形 式 的 分 工，例 如，

消灭脑力 劳 动 和 体 力 劳 动 的 分 工，消 灭 固 定 职

业的分工等。通 过 消 灭 劳 动 者 分 工，广 大 劳 动

者将不再 屈 从 于 自 己 的 劳 动 者 分 工，不 再 受 社

会分工的 奴 役，而 是 在 自 觉 自 愿 的 基 础 上 进 行

社会劳动。可 见，消 灭 劳 动 者 分 工 并 不 是 取 消

各种职业 分 工，而 是 让 人 真 正 成 为 劳 动 分 工 的

主人，成为自 由 全 面 发 展 的 劳 动 者。恩 格 斯 认

为，在 共 产 主 义 社 会 里，劳 动 者 分 工 将 消 失，

“现在已被机器破坏了的分工，即把一个人变成

农民、把另一 个 人 变 成 鞋 匠、把 第 三 个 人 变 成

工厂工人、把 第 四 个 人 变 成 交 易 所 投 机 者 的 分

工，将完全 消 失。”④ 可 见，在 未 来 社 会 中，劳

动者分工将 消 亡。然 而，劳 动 分 工 却 将 在 科 技

进步中得 到 发 展，呈 现 出 细 分 化 和 专 业 化 的 特

点。随着社会 化 大 生 产 的 发 展，行 业 及 其 内 部

的分工合 作 会 更 加 紧 密 协 调，并 且 会 涌 现 出 许

多新兴的行 业 和 部 门。总 之，社 会 分 工 的 发 展

必然是劳 动 分 工 逐 渐 发 达 与 劳 动 者 分 工 日 趋 消

亡的过程。

二、“消灭分工”为实现人自由

　　而全面的发展创造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有交往和生产力

已经发展 到 这 样 普 遍 的 程 度，以 致 私 有 制 和 分

工变成了它们的桎梏的时候，分工才会消灭。”⑤

也就是说，分 工 的 消 灭 有 两 个 客 观 条 件，一 是

普遍交往 的 建 立，二 是 私 有 制 条 件 下 分 工 严 重

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当这两个客观条件形成时，

分工的消 灭 也 就 成 为 人 类 历 史 发 展 的 必 然 趋 势

了。在分工逐 渐 消 灭 的 过 程 中，社 会 将 进 入 崭

新的发展阶段，人将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第一，分 工 的 产 生 是 生 产 力 发 展 的 必 然 结

果，而分工的消灭也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

在 《德意志 意 识 形 态》中，马 克 思、恩 格 斯 指

出 “生产力、资 金 和 社 会 交 往 形 式 的 总 和，是

哲学家 们 想 象 为 ‘实 体’和 ‘人 的 本 质’的 东

西的现实基础”。⑥ 因 此，分 工 的 消 灭 必 然 依 据

这一现实基 础，它 不 可 能 出 于 个 人 的 喜 好，将

它从自己 的 头 脑 里 排 挤 出 去，从 而 实 现 所 谓 的

主观消灭。然 而，唯 心 史 观 的 思 想 家 们 却 希 望

通过 “头脑 革 命”消 灭 分 工，这 虽 然 凸 显 了 人

在 “消灭分 工”中 的 主 观 能 动 性，但 是，由 于

他们没有 科 学 地 认 识 到 主 观 能 动 性 和 客 观 规 律

性的辩证 统 一，最 终 使 “消 灭 分 工”的 理 想 化

为泡影。马克 思、恩 格 斯 运 用 唯 物 史 观 分 析 指

出： “分 工 的 阶 段 依 赖 于 当 时 生 产 力 的 发 展 水

平。”⑦ 也就 是 说，分 工 的 产 生、发 展 和 消 灭 都

与生产力 的 发 展 水 平 密 切 相 关，只 有 在 生 产 力

高度发展 的 条 件 下，人 们 才 能 摆 脱 旧 式 分 工 的

自发性、固定 性 和 奴 役 性 的 束 缚，实 现 自 由 全

面的发展。在原始社会，没有阶级、没有压迫，

人们似乎 过 着 自 由 自 在 的 生 活，实 现 着 自 由 自

在的 发 展。但 是，由 于 生 产 力 水 平 低 下，人 们

只有群居生 活，才 能 够 应 对 大 自 然 的 威 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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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是一个 “人 依 赖 人”的 社 会。进 入 到 阶

级社会后， “人 依 赖 人”被 “人 依 赖 物”所 取

代。在 “人依赖物”的社会中，“物”成为人类

的主宰，人类 的 劳 动 完 全 被 “物”所 支 配。在

这种情况下，人 性 发 生 了 扭 曲，价 值 观 出 现 了

颠覆，劳动出现了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异

化劳动”就 是 旧 式 分 工，就 是 分 工 消 极 作 用 的

表现。马 克 思 认 为，随 着 生 产 力 的 不 断 发 展，

“人依赖物”的 社 会 必 然 会 被 “自 由 人 联 合 体”

取代，即被共 产 主 义 社 会 取 代。在 共 产 主 义 社

会中，生 产 力 高 度 发 达，物 质 财 富 极 大 丰 富，

旧式分 工 已 经 消 灭，人 们 摆 脱 了 原 始 社 会 “人

依赖 人”的 状 态 和 阶 级 社 会 “人 依 赖 物”的 状

态，进入到自 由 全 面 发 展 的 社 会 状 态。正 如 马

克思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

个人奴隶 般 地 服 从 分 工 的 情 形 已 经 消 失，从 而

脑力劳 动 和 体 力 劳 动 的 对 立 也 随 之 消 失 之 后；

在劳动已 经 不 仅 仅 是 谋 生 的 手 段，而 且 本 身 成

了生活的 第 一 需 要 之 后；在 随 着 个 人 的 全 面 发

展，他们的生 产 力 也 增 长 起 来，而 集 体 财 富 的

一切源 泉 都 充 分 涌 流 之 后，———只 有 在 那 个 时

候，才能完 全 超 出 资 产 阶 级 权 利 的 狭 隘 眼 界，

社会才能在 自 己 的 旗 帜 上 写 上：各 尽 所 能，按

需分配！”① 如 马 克 思 所 述，奴 役 性 的 旧 式 分 工

的消灭，脑体 分 工 对 立 性 的 消 失，以 及 人 的 全

面自由的发展，都依赖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

第二，“消灭分工”即消除 “异化劳动”和

消灭私有制。劳 动 是 人 的 本 质，分 工 是 劳 动 的

外在表现形 式。在 人 类 社 会 发 展 过 程 中，劳 动

与分工形影相随，共同谱写了人类历史的乐章。

在自然分工 时 期，人 类 的 劳 动 是 多 种 多 样、丰

富多彩的，人们既从事采集又从事狩猎。然而，

在社会分工 以 后，由 于 私 有 制 的 存 在，人 类 的

劳动却被 限 制 在 狭 小 的 范 围 内，人 们 被 迫 从 事

着单调乏味的职业或工作：“就个人自身来考察

个人，个人就 是 受 分 工 支 配 的，分 工 使 他 变 成

片面的 人，使 他 畸 形 发 展，使 他 受 到 限 制。”②

这一切都 可 以 从 资 本 主 义 社 会 分 工 的 黑 暗 现 实

中找到证明。为 了 生 存，工 人 们 不 得 不 长 期 从

事着周而复 始、机 械 枯 燥 的 工 作，成 为 服 侍 机

器的奴隶。在 繁 重 的 工 作 下，工 人 们 完 全 彻 底

地依附于机 器，没 有 任 何 的 思 想 与 创 新，俨 然

成为 “职业的 痴 呆”。③ 此 外，分 工 还 塑 造 了 固

定的职业性格，使人逐渐异化为 “职业人”，背

离了应有的 社 会 本 质。在 阶 级 社 会 里，旧 式 分

工是异化 劳 动 的 外 在 表 现 形 式，消 灭 旧 式 分 工

就是消灭异 化 劳 动，让 人 的 本 质 得 以 复 归。旧

式分工 之 所 以 让 人 的 本 质 与 人 本 身 发 生 异 化，

是因为生产 资 料 私 有 制 的 存 在。因 此，只 有 消

灭私 有 制，才 能 彻 底 地 消 灭 异 化 劳 动 和 旧 式

分工。

关于 “消 灭 分 工”和 消 灭 私 有 制 的 关 系，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

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

另一个 是 就 活 动 的 产 品 而 言。”④ 这 里 所 说 的

“分工”显 然 是 “旧 式 分 工”，消 灭 私 有 制 和 消

灭旧式分工 是 紧 密 相 连 的。马 克 思、恩 格 斯 在

《德意 志 意 识 形 态》中，通 过 论 述 分 工 与 生 产

力、生 产 关 系 的 关 系 后，指 出：分 工 是 “生 产

力和生产关系联系的中介”。既然分工是生产力

和生产关系的 “中介”，那么，生产力的发展水

平必然决 定 分 工 的 发 展 水 平，分 工 的 发 展 水 平

必然决定所有制形态和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状况。

所以，只 有 消 灭 旧 式 分 工，才 能 消 灭 私 有 制，

实现 公 有 制，进 入 到 共 产 主 义 社 会。对 此，有

学者也指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

就是要消 灭 一 切 私 有 制 和 阶 级，因 此 就 必 须 消

灭作为其基础的社会分工。”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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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 “消灭

　　分工”的理论归宿　　　　

　　人 的 自 由 全 面 发 展 是 马 克 思 对 人 类 社 会 的

发展方向的科学判断。在原始社会，没有剥削、

没有压迫，人 类 处 于 “自 由”发 展 的 状 态。但

是，由于生产 力 水 平 低 下，人 类 无 法 摆 脱 自 然

对生 命 的 考 验，时 刻 处 于 危 险 境 地。因 此，原

始社会的 人 类 不 可 能 实 现 自 由 全 面 的 发 展。在

奴隶社会 里，虽 然 出 现 了 奴 隶 主 阶 级 和 奴 隶 阶

级的 尖 锐 矛 盾，但 是，相 对 于 原 始 社 会，生 产

力的发展 提 高 了 人 们 应 对 自 然 威 胁 的 能 力，延

长了人们 的 生 命，人 的 “自 由”状 态 获 得 了 发

展。在封建社 会，虽 然 地 主 阶 级 与 农 民 阶 级 之

间存在着剥 削 与 被 剥 削 的 关 系，但 是，相 对 于

奴隶阶级 而 言，农 民 阶 级 摆 脱 了 统 治 阶 级 的 私

有财产的 身 份，仅 依 附 于 地 主 阶 级 控 制 的 土 地

财产，因此，农民 阶 级 比 奴 隶 阶 级 获 得 了 更 多

的人身 “自由”。在资本主义社会，尽管无产阶

级不得不 忍 受 资 本 家 的 剥 削，以 致 劳 动 出 现 了

异化的现象。但 是，相 对 于 以 往 社 会 的 劳 动 阶

级而言，由于 劳 资 关 系 的 确 立，无 产 阶 级 摆 脱

了旧式的 人 身 依 附 关 系，人 身 “自 由”程 度 有

了进一步提 高。可 见，追 求 自 由 发 展 是 人 类 的

必然 要 求，也 是 人 类 社 会 的 发 展 趋 势。然 而，

在阶级社会中，由于私有制和旧式分工的存在，

人们不可 能 实 现 真 正 自 由 的 发 展，更 不 可 能 实

现全面的发展。

马克思认为 “共 产 主 义 和 所 有 过 去 的 运 动

不同的地 方 在 于：它 推 翻 一 切 旧 的 生 产 关 系 和

交往关系的 基 础……使 这 些 前 提 受 联 合 起 来 的

个人的支配”。① 只 有 在 共 产 主 义 社 会，人 们 才

能 摆 脱 在 自 然 分 工 和 自 发 分 工 条 件 下 的 人 对 自

然的依赖性和人 对 人 的 依 赖 性，从 而 实 现 在 自

觉分工基础上的 自 由 发 展。人 的 发 展 既 是 自 由

的发展，也是 全 面 的 发 展。所 谓 全 面 的 发 展，

不仅仅是智力和 体 力 的 发 展，而 且 是 各 方 面 能

力的整体 性 发 展。此 外，在 共 产 主 义 社 会 中，

人的发展是全体 社 会 成 员 的 共 同 发 展，不 是 某

一部分人的个别 发 展，更 不 是 为 了 实 现 一 部 分

人的利益而损害 大 部 分 人 利 益 的 发 展，而 是 在

共同发展的前提 下，人 与 社 会 的 发 展 最 终 实 现

和谐统一。消灭旧 式 分 工 必 将 为 实 现 人 的 自 由

全面发展创造条 件。旧 式 分 工 的 消 除 可 以 使 人

摆脱活动范围的 限 制，让 人 们 充 分 享 受 劳 动 的

快乐与幸福，让人 们 可 以 在 更 加 广 泛 的 职 业 中

实现自己的人生 价 值。资 本 主 义 社 会 普 遍 存 在

着劳动异化现象，一 方 面 把 旧 式 分 工 发 展 到 极

致，另一方面也创 造 了 消 灭 旧 式 分 工 的 社 会 条

件。只有到了共 产 主 义 社 会，这 种 固 定 的、奴

役的、被迫的旧 式 分 工 才 能 最 终 得 以 消 灭。虽

然共产主义社 会 中 也 有 分 工，但 是，那 是 对 旧

式分工 “扬弃”后 出 现 的 自 由、自 觉 的 新 式 分

工。在这种新式 分 工 下，人 们 必 将 实 现 自 由 全

面 的 发 展。可 见，共 产 主 义 实 现 了 人 类 的 解

放，把人们从异 己 的 力 量 中 解 放 了 出 来，实 现

了从必然王国向 自 由 王 国 的 飞 跃，掀 开 了 人 类

社会发展的新的 篇 章。恩 格 斯 曾 经 对 此 进 行 过

精彩的 阐 述： “一 旦 社 会 占 有 了 生 产 资 料，商

品生产就将被消 除，而 产 品 对 生 产 者 的 统 治 也

将随之消除。社会 生 产 内 部 的 无 政 府 状 态 将 为

有计划的自觉的 组 织 所 代 替……至 今 一 直 统 治

着历史的客观的 异 己 的 力 量，现 在 处 于 人 们 自

己的控制之下 了。只 是 从 这 时 起，人 们 才 完 全

自觉地 自 己 创 造 自 己 的 历 史；只 是 从 这 时 起，

由 人 们 使 之 起 作 用 的 社 会 原 因 才 大 部 分 并 且 越

来越多地达到他 们 所 预 期 的 结 果。这 是 人 类 从

必然王国进 入 自 由 王 国 的 飞 跃。”② 可见，共产

主义 是 对 历 史 上 一 切 异 化 的 社 会 形 态 的 “扬

弃”，是真正的 “自由人联合体”。③ 当 然，这 种

联合体是 建 立 在 高 度 发 达 的 生 产 力 基 础 上 的。

随着科学技术的 发 展 和 生 产 效 率 的 提 高，人 们

的自由 时 间 大 大 延 长，而 劳 动 时 间 大 大 缩 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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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们自由全面 的 发 展 提 供 了 广 阔 的 前 景。人

们可以在 较 短 的 时 间 内 创 造 更 多 的 社 会 财 富，

进而利用 更 多 的 闲 暇 时 间 从 事 多 方 面 的 活 动，

获得全面的 发 展。因 此，在 共 产 主 义 社 会，人

们的劳动会更加 自 觉，将 不 再 把 劳 动 视 为 谋 生

的手段，而成为 生 活 的 最 基 本 的 需 要。由 于 劳

动也不再 是 旧 式 分 工 中 的 僵 化、奴 役 性 的 劳

动，由于劳动时 间 逐 渐 缩 短，闲 暇 时 间 逐 渐 增

多。所 以，劳 动 者 必 将 释 放 出 更 大 的 劳 动 潜

力，创造出更多 的 社 会 财 富，推 动 着 社 会 继 续

向前发展。正因 为 如 此，在１８９４年１月３日，

意大利 人 卡 内 帕 请 求 恩 格 斯 用 简 短 的 文 字 给

《新 纪 元》周 刊 的 创 刊 号 题 词，以 区 别 但 丁 对

旧纪元 “一 些 人 统 治，另 一 些 人 受 难”的 界

定，恩格斯仔 细 思 考 后 说： “除 了 《共 产 主 义

宣言》中的下面 这 句 话……我 再 也 找 不 出 合 适

的了： ‘代 替 那 存 在 着 阶 级 和 阶 级 对 立 的 资 产

阶 级 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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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作 者：法 学 博 士，天 津 财 经 大 学 珠 江

学院政治理论课部主任、副教授

责任编辑：周勤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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