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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代社会是在否定传统社会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肯定现代社会的历史必然性,也就必然的或否定之否

定的扬弃现代社会的人类史前史、走向未来真正的人类史;认识到现代社会发展规律和它为实现自己而盲目地

克服障碍,必然有助于我们认识实现自由人联合体这一历史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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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现代社会的历史合理性或历史使命

“‘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

社会,它或多或少地摆脱了中世纪的杂质,或多或少地由于

每个国度的特殊的历史发展而改变了形态,或多或少地发

展了。(现代国家)它们都建筑在资本主义多少已经发展了

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1](P98)马克思首先是从德

国的传统社会中感受到了不自由和屈辱:恋爱过程中,马克

思遭受到传统社会的等级制的歧视和侮辱,备感成为遭受

唾弃的七弦琴手要破罐破摔;在作为莱茵报主编位置上,他
又深切感受到言论自由的不可能性,言论自由最主要体现

在出版自由上,“自由是人的本质”,可是书报检查令“却要

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

没有色彩就是这种自由唯一许可的色彩———精神的太阳,

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

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2](P7)我们的奋斗目标就是

达到“国家是相互教育的自由人的联合体”,马克思此时已

经朦胧的意识到未来的社会形态。

现代社会的产生和运作:对货币欲望的追求中,导致古

代共同体的解体,现代社会组织的产生和交换价值的充分

发展,货币作为发达的生产要素,只能存在于雇佣劳动存在

的地方,货币是社会形势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发展一切生产

力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主动轮。“作为一般财富

的物质代表,作为个体化的交换价值,货币必须是一般劳动

即一切个人劳动的对象、目的和产物。劳动必须直接生产

交换价值,也就是说,必须直接生产货币。因此,劳动必须

是雇佣劳动。”[3](P173)

英国产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确立“自由、平等、人权”的

资产阶级社会秩序,资产阶级法的精神就是自由、平等、所

有权三位一体的集中表现。物权法、财产权与遗产法作为

财产意志的法律贯彻,法律关系巩固了自由、平等的社会规

定,使社会规律的效力超越了个人生命的自然界限,使个人

生命以法律形式得到来抵抗自然的偶然作用对个人自由的

毁灭。

商品所有者之间的社会联系由物化的社会劳动转化为

外在的交换价值并进而由商品形态转化为货币形态。一切

交换契约都需把货币作为共同的话语基础。物化的社会关

系以社会关系的物质客观性保证了契约交割的确定性,把

立约主体的意志自由在资源相对稀缺的约束下产生的自利

规定所可能带来的机会主义趋向从契约结构中驱除出去。

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

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

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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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到文明中来了;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未开化的国

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资产阶级建立了独立的工业国家 ;

最主要的是,“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

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

还要大。”[4](P244)现代社会代替传统社会具有历史必然性,
“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

后者未来的景象。”[5](P8)整部《资本论》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

经济运动规律。可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

史过程,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

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只是它能缩短

和减轻分娩的痛苦。”[5](P11-12)

二、现代社会的历史性或非永恒性

现代社会绝不是永恒的、自然的社会形态,它是人类历

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的不自然性决定了它必然要

被真正的人类社会所代替,由此开始由史前史到人类史的

过渡。

从西方传统自然法伦理沿袭下来,并且深受其影响的

马克思批判了资产阶级人道缺失导致异化的社会:摩塞尔

河流域因为经济的贫困出现了林木盗窃现象,林木所有者

们立即在立法机构中订立严格的拣拾枯枝树叶形同盗窃树

木本身一样的罪刑,私有利益同公共利益出现严重冲突,马

克思对此裁判出,“砍伐树木是破坏树木所有者和树木之间

的活动的合法性,捡枯枝则是执行了财产本质所做出的判

决,林木占有者只是占有林木,不再占有林木上掉下来的树

枝了。捡枯枝只是重新恢复同财产的天然联系!”[2](P138)由

此开始,马克思追究到私有财产的罪恶行径:私人利益是一

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私有财产使人片面发展甚至异化,

资本家是资本关系的人格化,工人是雇佣劳动的人格化,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建立在物化了的商品———货币的基础之

上即以物的依赖关系的社会。

现代社会同传统社会一样是异化的社会,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最大的特色就是一切都成为商品(包括劳动力也成

为可以明码标价的商品),这样,人的特色和不同于动物的

本质消失了,成为没有质的差别只有量的多少和价值大小

的商品。货币充当交换价值购买到并且在生产过程中支配

和使用作为使用价值的劳动力、可能性的价值、潜在的财

富,实现了死劳动、积累劳动、过去的劳动对活劳动、现在的

劳动的统治和支配关系,活劳动变成了死劳动的一部分,活
劳动并入死劳动,结果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奇怪的现象:

资本参与到生产财富、创造财富、增殖财富的生产过程中

来,资本的生产领域揭示了资本的人道缺失、人的自由、人

的生命、人的个性的消逝。

生产使用价值的个别的具体劳动转化成为生产没有差

别的价值或交换价值的一般劳动、抽象劳动,在资本的眼

中,每个人都是创造财富的潜在的对象,都是货币所购买到

财富的化身、财富的人格化。“只有生产性的货币(进入生

产领域充当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作为资本的货币)才

能摆脱使用价值的束缚,同时购买到潜在的财富———雇佣

劳动,货币资本才能成为财富、成为自为性的财富———自我

保存和自行增殖。个人在一种社会规定(社会关系上)的对

象化来突破个人有限生命现实对无限致富冲动的限制,使
人格化的资本家个人得以抓住货币资本这个既抽象又现实

的共同体来实现自己无限的财富扩张冲动。”[6](P418)

在生产领域,生命的外化形式———劳动、自由自觉的劳

动出现了异化结果,剩余价值的生产暴露出一个以异化劳

动为基础的物的依赖的非人社会现实。从时间上说,过去

的劳动和现在的劳动,已经对象化的劳动和非对象化的劳

动由于空间上的分离出现了同一与分裂、分离、异化、对立,

深刻的表现在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异化、分离和对立。

在劳动存在解析成生命的规定中,在真正自由的生命存在

的同一和异化的现代资本关系中,劳动在时空分离条件下

的转化实现了资本的增殖,劳动在空间上的扩展只能以时

间的从属为结果。资本具有了强大的人格化的生命,资本

家成为资本的人格化,劳动者成为资本的雇佣劳动、成为资

本的附属物,资本和雇佣劳动作为资本的附属物为了资本

的历史使命,同时也为了自身的生存而相互结合在一起共

同进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运动。作为自然规律,这

种生产方式为自己开辟前行的道路。马克思所瞩目的理

想———自由人联合体,关注个体生命———不管资本家还是

雇佣工人,都是真正实现人和自然、人和人的纯粹关系,真
正赋予个体生命以鲜明的个性、能力的自由全面的发展,绝
不是用个体转化出去的力量———精神力量(构造出宗教)和
物质力量(构造成地上的天国———利维坦)来维系一个异化

的力量。以往的历史,包括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悲哀的

是,常常出现了个人移交了自身的力量创造出一个不以个

人意志为转移的异化物或外化物,反过来又统治和支配个

人的自然历史过程。

三、现代社会的历史归宿

问题和问题的解决是同时产生的,这就像异化和异化

的扬弃走的是同一条路一样,这就是历史的内在辩证法,资
本的罪恶便在资本的自身发展中被扬弃了。“我们这里所

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

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

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

脱胎出来的那个社会的痕迹。”[1](P89)

资本的本性在于追求剩余价值,它在个别资本家追求

超额剩余价值的过程中得以不断提高,总之,资本的本性只

是适合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全面的生产交换价

值而不是使用价值,价值作为抽象财富的象征,它不以满足

人自身的需要为目的,甚至对人们没有任何用处的但是可

以发财致富的价值或商品也是它所尽力追求的东西,这样

的目的决定了资本不是把人作为目的,只是把人作为手段、

作为发财致富的手段,只是成为资本不断的保存价值和实

现自身增殖的手段。财富的源泉在于劳动,在于工人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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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生产和再生产的必要劳动之外的剩余劳动,资本只有

不断的降低必要劳动的时间,增加剩余劳动时间、增加剩余

劳动时间创造剩余价值、增加这种剩余劳动时间给资本家

创造的财富。由于自然、生理、身体以及社会和道德的限

制,雇佣劳动者的工作日的长短是有界限的,这促使资本家

转向提高劳动生产率追求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上。资本效

率的提高一方面使工人沦为劳动条件即机器的零部件、附
属物并入死机构,机器侵吞了工人身体和精神上的一切自

由,制造了工人的贫困;另一方面,资本对市场供求矛盾的

解决方式中又为工人的自由个性全面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

的终极经济学道义理想奠定了扎实的经济技术基础,“劳动

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全面发展)看作

大工业的本性和不可克服的自然规律,并且带着自然规律

在任何地方遇到障碍都有的那种盲目破坏作用而为自己开

辟道路,承认劳动的变换,从而成为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

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并且使各种关系适应于这个规律

的正常实现。”[7](P560-561)市场需求和市场限制阻碍了资本

的致富本质得到实现时,资本对这种限制的突破要求刺激

工人的历史需求来超出自然需要的限制,从而发展了丰富

的个性,创造尽可能完整的全面的社会产品、多方面的享受

和享受能力、高度文明的人。

正是伴随异化的资本的产生,异化资本的出现和发展

促使资本违背它自己的本性,同时出现了人道的力量,社会

的异化和社会的文明同时在发展。资本在追求剩余价值和

超额剩余价值的过程中,首先遇到了雇佣劳动者身体、自然

的界限和社会的、道德的双重界限,前者的监护人在于劳动

所有者自身,后者的监护人在社会———作为社会总资本的

人格化的国家。劳动所有者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不断和资

本家的野蛮剥削作斗争,博弈的结果反映到后者身上以法

律(工厂法)的形式做出阶级利益的协调。资本家从最初追

求绝对剩余价值———任意延长工作日的长度,到后来追求

相对剩余价值———追求资本效率、强化劳动强度,历史的车

轮滚动到资本不断推动科技的创新、机器的应用上来,资本

效率解决的是资本的致富欲望和纯粹追求价值、剩余价值

的创造问题,资本效率提高的道德初衷和它外在的道德进

步是相矛盾的。一方面,资本效率的提高使工人沦为劳动

条件、机器的零部件、附属物而微不足道的并入死机构,机
器侵吞了工人的身体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机器漠视了工

人的存在;另一方面,资本效率的提高,尽可能的缩短了工

人的必要劳动时间(劳动时间一定的情况下,无限的扩大剩

余时间和剩余时间给资本家创造的剩余价值是资本家提高

效率的初衷。)延长了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现今的财富尺

度就是工人的劳动时间———工人在一定劳动时间内所物化

的劳 动 产 品,“现 今 财 富 的 基 础 是 盗 窃 他 人 的 劳 动 时

间。”[3](P219)未来社会财富的标准是自由时间,在劳动生产

率、科技和机器体系的巨大运用下,财富的巨大基石就不再

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和从事劳动的时间,劳动不再是

财富的巨大源泉,交换价值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劳动者的

剩余劳动时间不是发财致富的源泉,实现了劳动时间和自

由时间的统一,劳动本身就是工人个性、能力发展的手段,

则人们的时间可以充分从创造财富的无奈中转向个性、能
力、科学、艺术的自由发展中来。马克思所描绘的未来共产

主义社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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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P260)因此,资本创造出未来

的自由人联合体的条件———物质条件和自由时间,资本的

内生性矛盾埋葬了它自身,资本就这样在非人化和人道之

间徘徊游荡,它自身内在的逻辑必然促使资本的扬弃。

创造世界的尺度发生变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创造财

富这一尺度,被自由时间创造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尺

度所取代的过程,就是实现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的统一,就
是由劳动创造价值或剩余价值到劳动促进人的个性能力发

展的转变。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在扬弃资本的基础上

重建“个人所有制”,也就是劳动与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

天然结合即实在自由或真正的劳动价值论的发生过程。这

样,资本违背它自身的意志,成为实现自由的手段,资本生

产、资本创造财富的逻辑归宿便是自由人联合体,这是资本

的内在辩证法所决定的历史终极人道结果。在人类历史的

每一个具体现实的轨迹中,自由都是有限的自由、相对的自

由,历史的发展就是不断的将这一有限自由、相对自由无穷

的推进到接近无限的自由、绝对的自由,我们既要在每一相

对自由中追求工人合理的具体自由、要求工人的历史权利,

也要不断的追求终极自由,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包括资本

家在内的一切人,因为在现代社会,资本家不过是资本的人

格化忠实的执行资本的历史使命,资本家也是不自由、异化

的产物)、要求工人的人的权利。

四、现代社会的历史理论给我们的启示

现代社会中的人和社会的关系,“不过这里涉及到的

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

担者。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

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

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

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8](P352)

资本家是现代社会中资本关系的人格化,工人则是雇佣劳

动的人格化,他们的命运早已被物化的社会关系所控制,他
们承担了社会分配给他们的固定的角色,只是充当这些物

化的社会关系的婢女,如果说体现工人的自由自觉的劳动

已经是异化劳动,那么资本家也被追求剩余价值的历史使

命所驱迫,丝毫没有自身选择的自由可言,资本主义社会

里,人们只是异化了的动物。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的价值

评判都决定在创造物质财富上,社会生产不断的创造、催生

人的需求、欲望,同时社会也自动的将人们按不同的层次来

进行生产,人们追求自身的生理需要、心理需要、社会地位、

尊严、荣誉,人们只是被动的为名忙为利忙,追求这种外在

价值或价值评判上,而不是为着自身内在的个性、精神、能
力、真实的需要上,社会架构注定他们时时上演一幕幕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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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即使现代社会已经进入高级资本主义社会,为利润的

创造和追求仍然是虚假的人和真实的人之间的一道绕不过

去的障碍。“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

和”,个人只能是执行历史所赋予他的使命,面对社会关系、

社会制度或社会规定,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工人只有联合

起来作为一个阶级、一个政党执行阶级利益,以整体的力量

发挥作用推动社会进步。“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站在

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而且就在

今天,各种国家形式比较自由或比较不自由,也取决于这些

国家形式把‘国家的自由’限制到什么程度。———把现存社

会当作现存国家的基础。”[1](P98)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关

系,“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

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

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

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就缠着活人的头脑。”[9](P6)传

统在我们脑海里深深打下了烙印,这是我们不可回避也逃

脱不了的,我们每个人都要受积累下来的东西的影响。积

累劳动、死劳动决定活劳动、死人对活人的支配。“在资产

阶级社会里是过去支配现在,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是现在支

配过去。”[4](P253)这里从资本的意义上说,人们在过去所创

造的物质财富、人类活动、生命运动决定它现在的生活处

境、生命状态,人们生活的社会环境决定他的思维方式、生
存状态,人们现在的所作所为又决定了他的未来景象。所

以马克思坚持认为人类史是自然史的进化过程:人类生命

始终处在和自然的互动之中,肉体生命消逝了,可是肉体生

命早已用外化的方式得到了转移、转储到自然之中来储藏、

来延续,人类的生命以自然地状态来达到永恒。回望我们

中国的人类史———自然史,何处不展现生命和自然的有机

结合,何处不展现生命在自然之中的永恒方式。秦始皇以

兵马俑的方式实现了自己的永存、永恒,所以我们感叹:正
是这些贵族权势人物可以以这种方式来永恒,所以他们对

于小民的永恒方式———血肉骨亲常常不屑一顾,因为有更

辉煌的永存方式;小民只能采取“虎毒不食子”的肉体生命

的永存方式,所以常见宫廷内的自相残杀。

人的辩证法。马克思采取的是否定的辩证法来建构他

的唯物史观,而否定的辩证法实际上就是人的辩证法,以人

的实践活动来改造世界的方式。人以他自身的本质力量不

断的外化过程,在自然界中刻上自己的烙印、符号,不断的

否定自然的存在,肯定自身的存在。也即是人自身的力量

不断外化、物化、对象化的过程中否定自然,将这种力量不

断内化来肯定自己的力量和强大,然后进一步以自己更为

强大的力量来继续否定自然强化自身,这一过程不断循环

往复,以至无穷的肯定—否定—肯定的否定之否定辩证法,

通过这一辩证法,实现了人的生命。

实践对马克思的现代社会理论的回应。马克思的现代

社会批判理论自从建立到成熟,一直就在不断的实践中检

验它的真理性。传统社会主义社会采取高度集权的计划经

济体制,决定劳动者所能体外积累的只能是以消费品的形

式而不是能转化为创造新价值的积累劳动,好像传统社会

只是追求使用价值的创造,满足人自身的需要,结果无法实

现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一样,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

都严重的挫伤了个体的存在,个体消融在群体之中。作为

概念的社会群体需要个体这一实体来支撑,只有唤醒个体

的活力和创造性,弘扬主体性和鲜明的个性,才能更好地推

动社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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