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产阶级解放：马克思恩格斯胸怀天下的博思宏论

许耀桐

　　摘　要：对无产阶级解放这一重大问题，三大空想家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曾经准备了积极的思想启发材料，
提供了有益的事实借鉴资源，但由于囿于唯心主义认识，存在根本性的错误和缺陷。 马克思和恩格斯突破了他们

的局限，完整地论述了无产阶级解放蕴含的三大内涵：关于无产阶级为何需要解放的使命分析，无产阶级是人类历

史上最伟大的阶级，它要消灭一切私有制度、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关于无产阶级

怎样得到解放的途径确证，无产阶级解放将奏响“革命、夺权、改造社会”的三部曲，经历“政治解放” “经济解放”
“社会解放”的三个进程；关于无产阶级在科技革命与科技发展中的演化趋向，科技革命与发展是造成无产阶级解

放的极为重要的条件，它预示了无产阶级向着自主劳动和全面自由的发展，构成了胸怀天下的博思宏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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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对无产阶级最为关注，最
关心他们的生存状况，最关切他们的前途命运，他们

在早年就提出“无产阶级解放” ［１］２９５，４３０（并相继提

出“无产者的解放”“工人的解放”“工人阶级解放”
等概念），构成马克思主义的中心点、精髓实质和最

高境界。 然而，通览社会主义思想史，是 １９ 世纪三

大空想家首先触摸到无产阶级的苦痛，由傅立叶最

先提出“产业劳动者的解放” ［２］２４３口号；对于圣西

门，马克思肯定他致力于“工人阶级的解放” ［３］６８４；
恩格斯则称赞欧文，英国一切工人运动的实际进步

都是和他的“名字联在一起的” ［４］６５１。 因此，在无

产阶级解放问题上，如何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与圣

西门、傅立叶、欧文的关系，是一个难以回避且又鲜

少专议的论题。 应该看到，三大空想家曾经为无产

阶级解放事业准备了积极的思想启发材料，提供了

有益的事实借鉴资源，但由于囿于唯心主义认识，因
此存在根本性的错误和缺陷。 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

通过深入工人阶级，参加工人运动革命实践，运用历

史唯物主义原理，才科学地阐证了无产阶级的产生、
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揭示

了无产阶级解放的正确进程，指明了无产阶级在科

技革命与发展中的演化趋向。 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整

地论述了无产阶级为何需要解放、怎样获得解放以

及在科技革命和科技发展推动下，走向自主劳动和

全面自由发展的重大问题，构成了胸怀天下的博思

宏论。

一、无产阶级为何需要解放的使命分析

探讨无产阶级解放，先要弄清楚什么是无产阶

级、无产阶级为什么需要解放的问题。 随着 １８ 世纪

６０ 年代至 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兴起

和发展，社会出现了新的阶级状况，无产阶级（工人

阶级）开始不断地成长、壮大，形成了与资产阶级相

对立、相抗衡的阶级力量。 此时，被马克思和恩格斯

誉为“工人阶级的代言人” ［３］６８４与“现代无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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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驱者” ［４］３９２的圣西门、傅立叶、欧文，就开始思

索无产阶级是什么样的人以及它的命运与出路。
圣西门在写于 １８２１ 年的《无产阶级》一文中，

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的概念，并试图对

什么是无产阶级作出界定。 他认为，无产阶级是

“构成实业阶级的基本群众的非熟练工人” ［５］８。 圣

西门所说的“实业阶级”，乃是一个大杂烩，它主要

涵容三大部分：一是工厂主、农场主、商人、银行家等

人，称为“实业家”；二是学者、科学家、技术人员和

艺术家等人，叫作“理论实业家”；三是工人无产者。
圣西门把三部分人糅合在一起，可见他对阶级的理

解是混乱的、错谬的。 同时，圣西门之所以把由实业

阶级基本群众的“工人无产者”构成的无产阶级称

为“非熟练工人”，是因为他认为，随着科学和工业

的发展，在现有的社会制度下，无产阶级难以掌握科

学技术，“这些非熟练工人已被实业阶级中的一切

有实力的人士所抛弃” ［５］８。 因而，圣西门把无产阶

级视作极同情怜悯的对象。 对于无产阶级的命运和

出路，他提出的具体方案是：设置一笔巨额基金，帮
助工人就业劳动，以免他们坐以待毙。

在阶级问题上，傅立叶把社会划分为“穷苦阶

级”“生活拮据的阶级”“中间阶级”“富裕阶级”“富
有阶级” ［６］１２２五大阶级，这表明他对阶级的认识是

模糊不清的，阶级并非按照富有程度来划分。 尽管

如此，相比圣西门来说，傅立叶更接近于理解资本主

义社会有着两大阶级：一个叫“工人阶级” ［６］８６，一
个叫“工厂主阶级” ［６］１１７，即形成无产阶级和资产

阶级的对立。 工厂主阶级差不多只做些领导工作和

监督工作，但这并不是生产；工人阶级则是肩负全部

劳动重荷的阶级，终日劳作而吃不饱、穿不暖。 傅立

叶详尽考察了法国和英国的资本主义工厂制度，研
究了雇佣劳动给工人带来的严重后果。 他深刻地指

出：“工厂主阶级所关心的是，削减工人的工资和掩

盖他们的贫困。” ［６］１１７他得出的结论是：“文明制度

的结构在拥有若干巨大的财富的同时，只能生产种

种骇人听闻的事件和无数的赤贫者。” ［２］１８７而且，
无产者的贫困将随着生产的发展程度而增长，变得

越来越贫困。 傅立叶与圣西门一样，认为工人阶级

最终连获得令人厌恶的工作机会都没有了。
欧文生活在当时资本主义最发达、工业革命取

得巨大成就的英国，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

级对立，比起圣西门和傅立叶，他看得更清楚一些。
他尖锐地指出，财富在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已经

“变成了奴役大众的根源和人人竞逐的对象，成为

各种各样的虚伪、暴力、不义和压迫的原因，从而把

人们分成各个彼此仇视的阶级” ［７］５３。 社会的一

极，是集中了巨富的少数人———资产阶级；另一极，
则是沦为工资制度奴隶的大多数人———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创造了巨量的社会财富，却完全被工厂主、
商人、银行家、经纪人、收租者、食利者以及社会的达

官贵人所攫取。 对此，马克思在评述欧文的这一思

想时称赞道：“老罗伯特·欧文向有教养的绅士们

声明，不管用什么仲裁办法，用什么圈套或诡计，都
永远不能填满那条把英国和任何一个国家里的两大

主要阶级分割开来的鸿沟。” ［８］ 尽管欧文对资本主

义社会两大阶级的认识有了新的发展，意识到改变

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性，但是，他没能认识阶级产生

的经济根源，竟认为“阶级和社会地位的差别是人

为地造成的；这种差别是人们在蒙昧无知、没有经验

和缺乏理性的时期构思出来和确定下来的” ［７］３３。
他也始终没有意识到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和历史的

主动性。
通过以上考察可知，三大空想家已初步了解资

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状况，充分感知了无产阶级所处

的悲惨境遇，也察觉和认识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形成尖锐的对立。 但是，三大空想家的阶级观存在

着偏见和弊端：一是他们不能说明无产阶级和资产

阶级是怎样产生的；二是他们不能说明划分阶级的

标准以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的实质是什么；
三是他们不能说明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占有的

地位和作用。 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

阶级理论予以科学的论述后才得以解决的。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运

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现、方法论，
对人类社会发展和生产力发展进行深刻的经济、政
治、历史分析得到的重大成果，是无产阶级进行阶级

斗争的锐利武器。 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确切的历史

资料正确地指出，人类社会并不是从来就有阶级的，
一切民族的发展在其历史上都曾有过没有阶级的时

期。 在原始社会里，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们只是为了

自身的消费而生产，只有两性之间的自然分工，还没

有形成社会分工，没有剩余产品，就不可能产生人对

人的剥削，也不可能产生阶级。 马克思指出：“没有

一定程度的劳动生产率，工人就没有这种可供支配

的时间，而没有这种剩余时间，就不可能有剩余劳

动，从而不可能有资本家，而且也不可能有奴隶主，
不可能有封建贵族，一句话，不可能有大占有者阶

级。” ［９］５８５后来，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了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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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和剩余产品，产生了交换，促使私有财产和私有

制的出现，社会才有了阶级。 这说明，阶级的产生，
首先是以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但其发达程度

又不够高，社会出现了剩余产品或剩余劳动但又不

能完全满足全体成员需要为前提的；其次是出现了

劳动的社会分工和交换的发展，造成私有财产的产

生和占有，私有财产的占有和巩固催生了私有制，使
人类社会分裂为不同的阶级。 在这些条件中，生产

力是根源，分工是基础，剩余产品或剩余劳动是必要

因素，而私有制是直接的决定性因素。 因此，马克思

指出，“私有制不是一种简单的关系”，而是“生产关

系的总和”，“都是阶级关系” ［１０］ 。
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了资产阶级的产生。 他们

指出：“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

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

物。” ［１］４０２在封建社会里，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产
生了初期的城市。 没有人身自由的农奴进入城市

后，变成了有自由的城市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

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 ［１］４０１。 后来，随着生

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新航路和新大陆的发现，工商业

和航海业的发展，对商品需求的不断增加，封建行会

手工业生产不能适应日益增长的需要，资本主义工

场手工业代替封建行会手工业，工场手工业主代替

了行会师傅。 商品需求总是不断增加的，工场手工

业生产也不能满足需要，引起了工业革命。 机器大

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现代资产阶级代替了工场

手工业主。 资产阶级在封建社会里本来是被压迫的

等级，随着经济的发展，它在政治上相应地取得进

展，资产阶级在议会制的国家里终于夺得了独占的

政治统治权。
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资产阶级的产生，是为了

科学地说明无产阶级的诞生。 “随着资产阶级即资

本的发展，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也在同一程度

上得到发展” ［１］４０７，无产阶级是随着资本主义的产

生、发展而形成、壮大的。 资本主义生产经历了简单

协作、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三个阶段，相应地，
无产阶级也经历了由手工工场工人到产业工人的过

程。 在资本主义简单协作和工场手工业阶段出现的

雇佣工人，从事手工劳动，他们中的大多数拥有自己

的生产工具，所以还不是现代无产阶级，只是现代无

产阶级的前身。 现代无产阶级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

中形成的，这是以机器为主体的工厂制度代替以手

工技术为基础的手工工场的革命。 这次产业革命同

时又是一次深刻的社会革命，引起了社会阶级关系

的巨大变化。 现代无产阶级的形成是产业革命最重

要的社会后果之一。 无产阶级已不再拥有自己的生

产工具，已经完全丧失了生产资料，被迫遭受资产阶

级的长期奴役。
通过对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分析，马克思和

恩格斯揭示了划分阶级的标准以及无产阶级与资产

阶级对立的根源问题。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

和恩格斯阐明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尖锐对立深

藏于社会的经济事实中：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而
无产阶级一无所有。 后来，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
１８８８ 年英文版中加了一个注，指出：“资产阶级是指

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的现代资本家阶

级。 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

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

级。” ［１］４００这就明确地说明了什么是资产阶级，什
么是无产阶级。 阶级划分的标准取决于生产资料的

占有以及对剩余劳动（剩余价值）的占有。 恩格斯

提出的划分阶级的标准，从根本上划清了剥削阶级

和被剥削阶级两大阶级，即占有生产资料以及能够

占有剩余劳动（剩余价值）的阶级是剥削阶级，丧失

了生产资料以及靠出卖劳动力从而被生产资料占有

者攫取了剩余劳动（剩余价值）的阶级是被剥削阶

级。 马克思主义划分阶级标准的确立，从根本上解

决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的实质问题，即把它

归结为经济所有制的问题，资产阶级不可能放弃私

有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势不两立，矛盾不可

调和。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

最伟大的阶级。 伴随着机器大工业出现的无产阶级

是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掘墓者。 它生活在社

会底层，是受剥削最重、受压迫最深的阶级，这样的

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决定了无产阶级具有其他劳

动阶级所不具有的优秀品质。 第一，无产阶级是先

进生产力的代表者，是最有远大前途的阶级。 无产

阶级是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社会化大生产相联

系的。 社会化大生产具有无限广阔的发展前景，可
以容纳并不断应用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推动人类

社会不断前进。 无产阶级代表着社会化大生产发展

的要求，因而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 第二，无产阶

级是革命最坚决最彻底的阶级。 处于资本主义底层

的社会地位，迫使无产阶级不得不起来革命，只有推

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政治统治，才能摆脱

剥削和压迫。 由于无产阶级一无所有，在反对资产

阶级的斗争中没有后顾之忧，革命最坚决勇敢，也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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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无畏。 第三，无产阶级作为私有制的对立物，它
的历史使命是消灭一切私有制度，消灭一切阶级和

阶级差别，解放全人类。 “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

去的只是锁链。 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１］４３５

无产阶级若不解放全人类，也就不能最后解放自己。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无产阶级历史地位和作用的透彻

阐释，说明了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同整个人类的长

远利益相一致，从根本上解答了无产阶级为什么需

要解放的问题。

二、无产阶级怎样得到解放的途径确证

为了拯救无产阶级于水火之中，实现包括无产

阶级在内的全人类“自身的解放” ［１１］１３２，三大空想

家费尽心机，提出五花八门、各具特色的措施策略，
但归结起来无非是“宣传、教育、典型示范”三部曲：
一是进行宣传启迪，祈求国家的统治者、达官贵人、
资产者以及一切有钱人发善心，回归理性，放弃统治

和剥削；二是进行教育帮助，对无产阶级多方施救，
提供从物质到精神的各种支持，提高他们的知识、能
力和水平；三是进行典型示范，热衷于制定关于构建

理想社会的详尽、周密的计划和方案，甚至创办了试

验区，开展空想社会主义实验活动。
圣西门把宣传作为实现社会变革的唯一手段。

他努力著书立说，专门从事宣传教化工作。 圣西门

把自己的著作献给拿破仑皇帝、路易十八国王，也呈

送给元老院、国务会议和法国科学院，幻想得到和依

靠他们的支持和赞助，企望他们主动交出权力，“把
精神 权 力 交 给 学 者， 而 把 世 俗 权 力 交 给 实 业

家” ［１２］３０２。 圣西门十分关心无产阶级的命运，他提

出要建立“能够直接满足大多数居民的利益的制

度” ［５］１２，其中主要是为了 “人数最多的工人阶

级” ［５］６０，他在《致工人先生的一封信》中说，要“尽
可能改善你们的处境” ［５］１，称赞工人“必将成为民

族中的最重要、最有用和最有才能的人物” ［５］５。 要

让工人得到生活必需品和高级享用品，并能够随意

地到处去旅游。 圣西门构思的理想社会叫作“实业

制度”，他从社会的变革应当用和平方式而绝不能

采取暴力行动的观点出发，把实现实业制度的途径，
具体规定为争取舆论和扩大宣传。 在实业制度下，
实行有计划的组织生产，制定并实行明确的和配合

合理的工作计划，通过有组织的分工把人们紧密地

联系起来，有效地实现科学、艺术和工业等一切工作

的结合。 圣西门的实业制度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掺和在一起，把社会主义思想和非社会主义思想也

融合在一起，从根本上说，是荒谬怪诞和可笑的。
和圣西门一样，傅立叶一直幻想着能有一位明

智仁义的富人，对他建立“法朗吉”协作社的和谐制

度试验予以慷慨的解囊相助。 为此，他到处刊登广

告，给社会各界名流写信，定下专门的约会时间。 他

每天中午 １２ 点，都在家恭候富翁的光临。 可等到老

死的那一天，也一直无人问津。 傅立叶顽固地认为，
变革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绝不能采取暴力手段。 他

把革命看作是最坏的一种社会灾难，主张只有通过

和平改造的方法，才能解救无产阶级和受苦的人们，
实现全人类的和谐。 他认为，只要在一个小村庄中

建立一个“法朗吉”，经过四五年的时间，就不仅可

以吸引本国的广大居民，而且能够吸引全世界的居

民群起仿效，从而和平、顺利地完成改造资本主义社

会的计划，实现建立全人类和谐社会的历史任务。
当然，这不过是傅立叶带着良善愿望的痴人说梦。

欧文同圣西门、傅立叶如出一辙，竭力反对无产

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鼓吹阶级

合作。 他拒绝采用一切革命行动，主张通过和平道

路实现社会变革。 欧文竟然宣称：“富人与穷人、统
治者与被统治者实际上利益是一致的。” ［１３］１７５认为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可以携起手来。 他甚至要求无

产阶级同情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讲理性、慈善和博

爱。 通观欧文一生，曾不知疲倦地进行上千次演说，
发出约五百次呼吁，给报刊写过两千多篇文章，他还

向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美国总

统、法国临时政府、英国议会以及“神圣同盟”的各

国君主上书，恳请他们真心诚意地和无产阶级联合

起来。 欧文还不遗余力地进行共产主义试验，他于

１８２４ 年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哈蒙尼地区购买了三万

英亩土地及地面上的建筑物，创办了一个约一千人

参加的“新和谐”示范公社。 按照《新和谐公社组织

法》，欧文建立了人人劳动和按需分配制度，把公社

建设成为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在工作和娱乐中通

力合作”“财产公有” ［７］１８７的新社会。 但好景不长，
四年之后新和谐公社就以失败而告终。

三大空想家虽然绞尽脑汁、想尽方法，试图解放

无产阶级，但他们的空想计划和方案，终究是水中

月、镜中花，根本无法实现。 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找

到了无产阶级解放的钥匙，科学地指明了无产阶级

解放的道路。 他们开辟和确证的无产阶级解放道路

也构成一个三部曲，即宣布革命、夺权、改造社会。
第一，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和组织建立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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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要摆脱资本主

义的剥削和压迫，就必须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
早在 １８４２ 年 １１ 月，恩格斯就从政治学维度分析了

英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问题。 他指出，无产阶级已经

“意识到用和平方式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只有通

过暴力变革现有的反常关系，根本推翻门阀贵族和

工业贵族” ［１４］４１１。 接着，恩格斯从经济学维度分析

指出：“这个革命在英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正像英

国发生的一切事件一样，这个革命的开始和进行将

是为了利益，而不是为了原则。” ［１４］４１１－４１２由此揭

示了革命的深刻根源在于经济物质利益，革命正是

为了解决人数最多的工人阶级的经济物质利益问

题。 １８５９ 年，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维度分

析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

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的冲突和解

决。 他说：“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
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

（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 于是这

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
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１５］马克思和恩格

斯强调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对实践的唯物

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

世界 革 命 化， 实 际 地 反 对 并 改 变 现 存 的 事

物。” ［１］１５５

要成功地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无产阶级必

须组织建立共产党并依靠党的领导。 马克思和恩格

斯阐明，无产阶级政党是领导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

战胜资本主义的根本保证。 恩格斯指出：“无产阶

级要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就必须（马
克思和我从 １８４７ 年以来就坚持这种立场）组成一个

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
个自觉的阶级政党。” ［１６］ 这个特殊、自觉的阶级政

党就是共产党。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

斯论述了党的性质、特点、目的和策略原则，提出了

党的建设学说的基本要点，充分说明了只有共产党

才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 只有用马克思主义

武装的共产党，才能代表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才具

有彻底的革命精神，才能为无产阶级解放奋斗到底。
第二，夺取国家政权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马

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

家政权问题。 一切阶级要建立自己的统治，其首要

的目标都是夺取政权，无产阶级更是如此。 由共产

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通过暴力方式打碎资产阶

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这是马

克思和恩格斯总结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提

出的正确论断。 采取暴力方式，是无产阶级革命的

一般规律。 所谓暴力方式或暴力革命，就是指某些

阶级或集团为了进行社会变革所采取的武装行动，
它包括武装暴动、武装起义和革命战争。 马克思、恩
格斯曾高度评价过暴力在历史上的革命作用，在
《共产党宣言》中他们指出，无产阶级必须“用暴力

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 ［１］４１２。 无产阶

级革命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

度才能达到” ［１］４３５。 在《资本论》和《反杜林论》中，
他们都把暴力看作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

会的助产婆” ［４］５６４。
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新

型国家政权，是由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决定的。 无

产阶级革命同以往的一切革命不同，它不是以一种

私有制代替另一种私有制，而是以公有制代替私有

制的革命，它要消灭一切剥削和压迫，消灭维护私有

制、为剥削和压迫制度服务的旧国家机器，因为旧国

家机器不可能为公有制和社会制度服务。 只有建立

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政权，维护人民当家做主

的崭新社会制度，才能巩固和发展革命的胜利成果，
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历史使命。

第三，通过全面的社会改造实现无产阶级的彻

底解放。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夺取国家

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后，必须对政治、经济、文化

实施一系列社会改造。 一是在政治方面，要坚决镇

压被推翻的剥削阶级的反抗，打击一切仇视无产阶

级专政的敌对分子。 同时，必须实行人民当家做主

的社会主义民主，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工人革命

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

主。” ［１］４２１无产阶级在掌握了国家政权、争得属于

自己的民主后，必须大力推进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二是在经济方面，无产阶级要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

去剥夺剥夺者，要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

改造。 《共产党宣言》说，共产党人“把自己的理论

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１］４１４，同时，要建立和

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将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

即组织成为统治的无产阶级手里，尽可能快地增加

生产力的总量。 只有促进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并随着

生产力总量的不断增加，阶级和阶级差别才会逐渐

消亡，各种旧的社会关系才会随之消失。 三是在思

想文化方面，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提高人们的

共产主义觉悟和道德品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
共产主义革命“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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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１］４２１。 所谓同传统的观念

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就是用无产阶级思想去批判、克
服和战胜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排
除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旧习惯势力，
创造社会主义的民主、科学、进步、文明的新文化，形
成共同的理想、道德和价值观，使人们的社会生活充

满自由、平等、公正、幸福和“共产主义的博爱” ［１７］ 。
以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的通过无产阶级革

命、夺取国家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行政治、经
济、文化一系列的社会改造，概括起来就是，无产阶

级解放必须经历“政治解放”“经济解放”和“社会解

放”三个进程：一是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即无产

阶级通过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革命，建立“民
主的国家制度达到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 ［１８］ 。 二

是无产阶级的“经济解放”，即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

资本，建立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致力于促进生

产和发展经济，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追求。
三是无产阶级的“社会解放”，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

所指出：“工人的社会解放同他们的政治解放是不

可分割的。” ［１９］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剥削阶级

的消灭，所有阶级与阶级差别的逐渐消亡，社会主义

文化的建立和形成，使社会的道德和观念不再打上

阶级对立和私有制的印记，而真正成为人本身的文

化和道德，因而就彻底破除了一切旧的思想观念、旧
的社会关系，这就是无产阶级的社会解放。 无产阶

级的社会解放，也是所有人的解放，如恩格斯说的：
“工人阶级的解放，从而没有例外的一切社会成员

的解放，才得以实现。” ［２０］ 经过无产阶级的社会解

放，就实现了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也就实现了人类

的最终解放。

三、无产阶级在科技革命与
发展中的演化趋向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论述了无产阶级解放的必

然性与历史进程，而且还考察了造成无产阶级解放

的极为重要的条件———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由此

预测了无产阶级自身在科技发展中发生的演化，揭
示了无产阶级朝着自主劳动和全面自由发展的趋向

而解放。
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

科技革命包括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科学转化为技

术，技术应用于工业，科技革命引发了工业革命，为
工业革命提供了基础和支撑；工业革命的发展不断

地为科技革命提出新的难题和课题，反过来又推动

了科技革命的发展。 对科技发展史所作的研究表

明，迄今为止人类已发生了四次科学革命：１６ 世纪

的哥白尼天文学和 １７—１８ 世纪的牛顿力学；１９ 世

纪的法拉第电磁力学；２０ 世纪以普朗克、玻尔、海森

堡、薛定谔、玻恩、费米、狄拉克、爱因斯坦等人为代

表的量子力学；２１ 世纪的智能科学。 四次技术革命

是：１８ 世纪的蒸汽技术；１９ 世纪的电气技术；２０ 世

纪的信息技术；２１ 世纪以来的智能技术。 以上四次

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造成了四次工业革命，形成了

四大产业：１８ 世纪的蒸汽革命，形成蒸汽化产业；１９
世纪的电气革命，形成电气化产业；２０ 世纪的信息

革命，形成信息化产业；２１ 世纪以来的智能革命，形
成智能化产业。 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使二者更加紧

密地结合起来。 到了当代，科学和技术的融合甚至

已经很难再把它们截然分开。 正是科技革命造成了

工业革命，由此产生了无产阶级，因而无产阶级也必

然和科技革命密切联系，并且当代科技革命愈加深

入的发展，也必然给予无产阶级以愈加深刻的影响。
本文在前面的论述中已经说明，由于工业革命

的发动和进展，产生了无产阶级，随着无产阶级的成

长壮大，在其发展的进程中必将经历政治解放、经济

解放和社会解放，但这些论述还未涉及科技革命与

科技发展对于无产阶级解放所起的作用问题。 科技

革命与发展对于无产阶级解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三大空想家就曾作出明确的论述，把它纳入考察

无产阶级解放的研究范畴。
圣西门生长在 １８ 世纪末 １９ 世纪初，作为经历

了第一次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空想家，他曾经花

了三年时间专门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以“天才的

远大眼光” ［４］６４６对于科技问题予以特别的关注并

作出许多精彩的阐述。 圣西门出版的两卷本专著

《十九世纪科学著作导论》，涵盖了从 １６ 世纪到当

时的自然科学，其中涉含哥白尼的日心体系、牛顿的

万有引力、拉格朗日的函数论和微分，以及拉瓦锡的

化学、林耐的植物学和拉普拉斯对月球的研究理论

等，对此作出了十分详尽的介绍。 圣西门高度评价

了以哥白尼、牛顿为代表的“科学革命”，认为只有

“加速科学进步”“才能改造欧洲各国的社会和改善

人类的命运” ［１２］８６。 他正确地指出，正是科技革命

引发了工业革命，“当蒸汽的弹力被公认是可以用

作机器的新动力以后，也是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时

间，才使这项发明直接促进了工业发生一系列改

革” ［５］１４３。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发展，圣西门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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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将给国家带来繁荣富强，给人民带来改善和提高

生活的福利。 圣西门说“艺术、精密科学和实业”
“这些科学的进步又促进了最穷苦阶级的福利的提

高” ［２１］ 。 晚年的圣西门对无产阶级的看法有所转

变，他明确指出，在科学革命和工业体系时代，“无
产者已用充分可靠的事实证明了他们具有足以能够

管理动产和不动产的知识和高明远见” ［５］２９８。 “被
统治者阶级具有高度的才能。” ［５］３０４ 圣西门还指

出，科学革命推动政治革命，政治革命也推动着科学

革命的发展，“科学革命和政治革命是交替进行的，
一个接着一个，彼此互为因果” ［１２］８３。 这一见解无

疑是深刻的。 但是，圣西门没能说明科学革命为什

么引起政治革命，政治革命对无产阶级又会产生怎

样的结果。
傅立叶对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认识，虽不及

圣西门那样具有远大、敏锐的目光，但他能够着眼于

社会发展的大势，以独到的观察视角分析了科学革

命和工业革命带来的明显变化。 傅立叶对牛顿的万

有引力学说十分推崇，以至于他把自己发现和创立

的学说称为“情欲引力论”，并冠之以 “第一种科

学” ［６］１１与“精确科学” ［１１］２８７的称号。 情欲引力，
指的是人的性情、爱好和本能产生的情感需要以及

得到的满足，是人处于最好、最理想的状态。 傅立叶

认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就源源不断地来自于人类的

情欲引力。 他指出：“牛顿在物质引力计算上的成

就，乃是其他部门获得成就的预兆。” ［１１］２８８借助着

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傅立叶断定人类社会将快速

地进入它的情欲引力的“成长时期”，必然促成“劳
动者的解放” ［１１］１３９。

欧文从 １７８９ 年开始，先后担任纺织厂的股东、
管理者。 特别是在 １８００ 年，他成为新拉纳克纺织厂

的厂主，领导企业二十多年，有着亲身的实践与丰富

的经验，直接感受和认识了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对于

社会及无产阶级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欧文盛赞“哥
白尼学说体系”是“真理” ［１３］１６９；盛赞工业革命造

成新的巨大的生产力，只要“一小点蒸汽的帮助就

可以做一千个人的工作” ［１３］１６８，电报机“在一秒钟

内就能把人的思想传到二十万英里以外” ［６］７１；盛
赞英国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推动了世界各国的

技术进步和工业发展，他说：“这一新奇的生产力是

由一个人口还不到三千万的国家发现和实现

的。” ［１４］５１这里说的人口还不到三千万的国家，指
的就是当时的不列颠（英国）。 欧文阐述道：“由于

欧洲和美洲工业中普遍使用机械，主要是不列颠工

业中使用机械的结果。 在不列颠，这一变化由于阿

克赖特和瓦特的发明而大大加速了……这样一来，
机器的改良便一个推动一个地迅速出现。 在几年之

间，非但联合王国的工业普遍采用了机器，而且欧洲

其他国家和美国也争先恐后地加以采用。” ［１４］１７８难

能可贵的是，欧文还把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与人的

进步、富裕及幸福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利用以往

的经验和近代的无数发明，从而能够用上得到很好

利用和控制的蒸汽力和电力……这样就能够轻易而

简单地为人们创造出最好的条件，就能使他们富裕，
使他们成为有理性的、善良的、明智的、和睦的和幸

福的人，并能把世界变成人间天堂。” ［７］１２６

显然，三大空想家对于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取

得的成果以及给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所有人带来影

响的思考，富有启发意义和参考价值。 但是，由于受

到时代条件的限制，他们对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

这些思考又是很不够的，并且存在着两个明显的缺

陷：一是他们对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作用及其意

义的认识是非常肤浅的、模糊的，因而无法从根本上

把握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发展趋势以及对社会造

成怎样的后果；二是他们对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究

竟对无产阶级解放起了怎样的帮助和促进，并没有

清晰的、可靠的论述，也根本不清楚无产阶级在未来

的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中将要发生怎样的演化，朝
着什么样的趋向发展，会实现怎样的解放。 毫无疑

义，空想家留下的这些悬而未决的难题，都被马克思

和恩格斯逐一破解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科学革命及其工业革命作出

了最全面、最深刻的认识。 他们指出，科学本身和工

业一样是生产力，每一次的科学革命造成的工业革

命，都创造和形塑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生产力。
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了生产力的结构，他们阐明，生
产力是由多元因素组成的一个系统，组成生产力系

统的要素主要是劳动者和劳动资料。 马克思说：
“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 ［２２］９４这是因为，到了大工

业时代，人作为生产力中的劳动者，需要掌握一定的

科学技术知识和技能；作为劳动资料的生产工具，如
机器，则完全是应用科学技术制造出来的。 因而，科
学技术理所当然地构成生产力的一部分，而且是最

为重要的部分。 对此，邓小平曾指出：“马克思说

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 依

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２３］ 特别是随着科

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科学与生产力的关

系越来越密切了。 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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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出巨大的能量。 马克思最重视科学技术生产力的

发展，恩格斯曾这样说道：“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

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 任何一

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

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
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

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

了。” ［４］１００３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并最终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出

发，强调了生产力构成全部社会生活的物质前提，奠
定了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坚实基础，是推动社会进

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是衡量和区分各个社会

发展与人的发展不同阶段的界标。 正因如此，他们

才时刻注视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最新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关注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

的发展，是因为它深刻地影响着无产阶级的劳动方

式，从而引起无产阶级结构性、整体性的演化。 无产

阶级是一个人数庞大的队伍，它除了丧失了生产资

料、一无所有、只能依靠出卖劳动力、成为雇佣劳动

者这一共同性外，其内部结构是丰富多样的。 马克

思和恩格斯认为，在以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划分了阶

级的前提下，结合着如职业、教育、收入、财富等多元

因素，还要对阶级的内部进行阶层划分。 马克思和

恩格斯把无产阶级的内部结构划分为“产业无产阶

级”“商业无产阶级”“农业无产阶级”等。 尤其是他

们把以从事体力劳动为主的产业工人称作体力劳动

无产阶级，把受雇从事社会公共事务如行政、司法以

及医务、科学、艺术等行业的管理人员，律师、医生、
学者、教授、作家、诗人、画家等雇佣劳动者，称为

“脑力劳动无产阶级” ［２４］４８７，这一划分有着特别重

大的意义。 在马克思有生之年，随着大机器工业体

系的发展，他已经看到了：“操纵机器的工人所完成

的这些动作的特点，是它们的被动性，它们对机器本

身的作业和运动的适应性和从属性。 这种被动性的

专业化，即作为专业化的专业化本身的消灭，是机器

劳动的特点。” ［２５］１５４这就是说，在机械化的生产过

程中，工人已不再扮演生产的主力军角色，变成了

“对总机器体系的从属” ［２５］１５５，只需要被动地完成

几个简单的、重复性的动作，而就连这样的动作，也
会为“机器代替劳动” ［２５］１７３。 在完全“自动化”的

生产过程中，马克思说：“［机器本身体现出：］生产

的连续性（也就是原材料加工所经历的各阶段的连

续性）；自动化 （只有在排除偶然故障时才需要

人）。” ［２５］６５－６６马克思所说的“自动化”即是“无人

化”的生产劳动，这在智能化时代有了更进一步的

发展。 当今一系列智能化的“无人工厂” “无人商

店”“无人驾驶”等越来越多“无人化”行业开始涌

现，甚至在故障出现时，也无需用上人了，它的监控、
发现和排除都由机器人来完成，因而体力劳动无产

阶级注定要消亡。 鉴于此，１８９３ 年恩格斯在致信国

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时就指出：“工人阶

级的解放……还需要医生、工程师、化学家、农艺师

及其他专门人材，因为问题在于不仅要掌管政治机

器，而且要掌管全部社会生产，而在这里需要的决不

是响亮的词句，而是丰富的知识。” ［２４］４８７恩格斯的

这段话十分明确地预示了，原来主要由体力劳动者

构成的无产阶级，将结构性、整体性地转变为具有文

化和科学技术的脑力劳动无产阶级或知识化工人阶

级。 无产阶级要解放，就要解放劳动，无产阶级只有

摆脱繁重、枯燥的体力劳动，摆脱奴隶般地服从分工

的情形，从而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归于消

失，能够从事创造性、快乐型的自主劳动，才能获得

真正解放。
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重

要性在于，只有依靠着科技革命和科技发展提供无

比强大的生产力，使社会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

分地涌流，才能保障无产阶级获得彻底解放。 马克

思指出，无产阶级的解放是要在未来建立“自由人

的联合体” ［２６］ ，这是消灭了一切阶级，消除了阶层

差别，人与人之间形成广泛的、普遍的内在性和谐关

系的共同体。 在自由人联合体中，“以每一个人的

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 ［９］６８３，人最终脱离

了动物界，成为自由的、全面的、发展的人。 这样的

人，正如恩格斯指出的：“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

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

主人———自由的人。” ［４］８１７人实现了全面自由的发

展，也就实现了无产阶级解放的最高目标。 马克思

和恩格斯认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必须建立在生产

力高度发达并且具有无穷无尽的生产能力的基础

上，而这只有科技革命与发展才能造成如此强大的

生产力，否则，无产阶级的解放就是天方夜谭。
在当代，随着人类社会跨入智能时代和智能化

产业的飞速发展，各种各样的机器人已经不仅能够

代替人类的体力劳动，甚至可以代替人的一部分或

大部分的脑力劳动。 机器人是现代经济社会智能化

变革的关键工具，是人类社会加速智能化的显著标

志。 据报道，２０２２ 年中国工业机器人装机量占全球

比重超过 ５０％，稳居全球第一大市场，制造业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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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密度达到每万名工人 ３９２ 台。 特种机器人在物

流、医疗、建筑等领域大显身手，已经实现了规模化

应用［２７］ 。 这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的劳动生产率。 人

类为生产自身生存发展的物质财富的必要劳动时间

会大大减少，从而为自身赢得更多的全面发展的自

由时间和空间。 马克思早就指出，机器体系的发明

和应用，“有利于解放了的劳动，也是使劳动获得解

放的条件” ［２２］９７，它“为整个社会和社会的每个成

员创造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 ［２２］１０３。 毫无疑

义，当代的科技革命与发展，为无产阶级解放趋向于

全面、自由发展的人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提供了

不竭的动力和能力。 展望未来科技革命与发展的宏

伟愿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需要指出的是，科技革命与发展是无产阶级解

放必不可少的条件，然而它却不能替代无产阶级的

政治解放、经济解放和社会解放。 马克思和恩格斯

指出，机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使用，不仅没有促成

无产阶级解放，反而成为加深加重剥削无产阶级的

工具。 无产阶级只有在获得政治解放、经济解放和

社会解放的同时，循着科技革命与发展的轨迹，才能

实现最终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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