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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逻辑前提
!

尉迟光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L&!$!+湖北医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十堰 ''!"""%

摘E要! 理论界对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理论争论已久#观点多样#如,生产资料论-

,消费资料论-,生活资料论-,个人财产论-,股份制论-等#但是很少专题考察,重建个人所有

制-的前提条件% 廓清它是,什么样社会-里对,什么样的个人-的重建#是解决此问题的必要

逻辑前提% 这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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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正如美国著名哲学家奎因的(本体论承诺)理

论所指出每一个理论都隐含地承诺了一个本体的

存在!即在这个理论背后有一个内在地支撑这个理

论的基础性的系统规定# 学理上!马克思的(重建

个人所有制)也不是一个孤立的观点!它承诺了一

个理论上的社会本体存在!它建立于一个社会系统

上!有一些基础性条件规定保证它的成立# 学术界

对于重建个人所有制理论争议很大# 我们认为要

解决此问题需要廓清它的逻辑前提!具体说就是要

界定马克思意在(什么样的社会)里对(什么样的个

人) (重建个人所有制)# 如果我们能就这些方面

进行类似本体论层面的深入探讨!那么这对理解个

人所有制的内涵就相对容易些#

一&关于)重建个人所有制*的论争及方

法论的反省

应当说!最早关于(重建个人所有制)的争论是

从杜林把马克思提出的 (既是个人又是社会的所有

制)讥讽为(混沌世界)开始的!为此!恩格斯在.反

杜林论/中进行了有力的回击# 我国对此问题争论

也很早# 改革开放前!大家普遍认为个人所有制是

生活资料或消费资料的所有制!争论焦点在于农村

家庭副业是否属于个人所有制#

&#'改革开放后!随

着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的逐步形成!越来

越多的学者对个人所有制是消费资料的个人所有

制的论点提出质疑!尤其在 #H%H 年以后!争论日趋

深入!每年都有数十篇专门探讨此问题的论文!有

时双方论争还较为激烈!交锋多次!引起许多学者

关注并参与讨论# 综合看!关于(个人所有制)的观

点主要有$

观点一$马克思提出的重建个人所有制是重建

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制# 此观点以卫兴华教授为

代表!他认为马克思提出的是重建社会主义劳动者

的生产资料所有制!这种所有制是生产资料公有制

和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的统一!是一枚硬币的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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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正面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背面是个人所有制!公

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实现统一!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

的所有制# 他还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公有制问题

就在于过去我们只注意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一面!片

面强调公共利益!而忽视与生产资料公有制相统一

的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忽视个人利益!并且这容

易造成一些国有企业成为厂长经理或权贵谋取私

人利益的工具#

观点二$它是重建生活资料的个人所有制# 王

成稼教授认为这种(既是社会的又是个人的所有

制)是杜林强加给马克思的错误观点# 他还认为

(联合起来的社会的个人所有制)就是指生产资料

的公有制!而马克思提出的重建个人所有制是在生

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重新建立生活资料的个人

所有制!而非生产资料所有制!建立生活资料或消

费资料的个人所有制是为人的自由发展提供物质

财富条件#

观点三$它是公有制和私有制的统一!股票形

式就是这种所有制的最好体现# 谢韬"辛子陵认为

马克思在写.资本论/第 & 卷时!股份公司的出现使

马克思认识到通过股份的形式不仅可以把生产资

料变成生产者的共同占有!而且可以转变为生产者

个人所有!股票正是实现这种个人所有制的形式!

体现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生活资料所有制"社会所有

和个人所有"公有制和私有制的统一# 这种观点被

认为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私有化观念!受到许多学者

的批评# 比如!胡钧认为马克思的重建个人所有制

是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所有制关系!而不是社会主

义阶段的所有制关系!公众持股的股份制是依资本

主义私有原则建立的企业制度# 相反!于金富认为

前者混淆了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所有制的本质特征

和具体实现形式的差别!现阶段的公众持股体现了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本质特征!根据我国发展的实际

情况!公众持股应当成为(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实现

形式!它将为走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所有制奠定

基础#

观点四$李惠斌教授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分析

了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和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个人

私有制!指出马克思要消灭的是前者!但不反对后

者*他还重点区分了粗陋的共产主义的公有制和在

资本主义成就基础上的公有制!资本主义股份公司

和工人工厂企业的性质差异# 他的结论表明马克

思的重建个人所有制是生活资料或消费资料!或财

产的个人所有制!同时生产资料采取公有制形

式#

&#'对此!韩立新撰文区分了共同占有和共同所

有!还区分了私有制和个人所有制"个人所有制与

社会所有制的关系!特别是借助马克思在.资本主

义以前的各种形式/中对罗马古代共同体的所有制

和日耳曼共同体中的个人所有制的论述!指出马克

思的个人所有制是实现劳动与所有相统一的生产

资料的个人所有制!得出与李相对立的结论#

(重建个人所有制)问题被有的人称为经济学

理论界的(哥德巴赫猜想)!各种解释见仁见智!探

讨深刻!但是专门展开讨论此问题的逻辑前提的却

很少# 并且!从方法论上看!人们较少从理论自身

的规定性问题角度进行具体讨论# 就是说!当我们

使用一个理论概念时!我们必须时刻警惕这个概念

本质性规定的片面性!概念所表达的只是抽象掉丰

富现实内容后的纯粹规定!它最多只能代表现实!

但是它绝不是现实!它和现实有很大的距离!现实

内容远远大于概念的规定!没有穷尽现实的理论!

现实永远在向理论提出新的问题# 理论和现实的

这种张力正是理论的魅力所在# 马克思曾写道$

(在研究经济范畴的发展时!正如在研究任何历史

科学"社会科学时一样!应当时刻把握住$无论在现

实中或头脑中!主体+++都是既定的*因而范畴表

现这个一定社会即这个主体的存在形式"存在规

定"常常只是个别的侧面#)

&!'L"I

马克思.资本论/第 # 卷是论述资本的生产!该

书第 !'章专门分析资本原始积累!这实际上是在探

讨资本的史前史!马克思试图通过对比资本的史前

状况和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产生情况!然后指

明如何超越资本主义!指出后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

的经济制度是什么# 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马克

思得出的结论(个人所有制)理论不是对当时现实

的描述!也不是对未来现实的描述!而是在对当时

西欧的社会规律分析后得出的对未来社会形态的

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征的纯粹规定# 现实和理论有

联系更有差别!理论只是从本质性上或者规律性掌

握现实!是对现实的稳定的本质联系的描述!但是

它并不是现实# 理论上!资本主义终结意味着下一

个不同社会形态的到来!但现实是这个未来社会形

态可能有好几个发展阶段!不是一蹴而就的!并且

每个阶段的特征都不会相同# 因此!当我们用马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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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当年的理论论断来观照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时!

需十分谨慎# 因为马克思是根据当年的社会现实

和社会问题进行逻辑分析得出的对当时而言的未

来社会的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征的结论# 相比而言!

今天中国的社会现实发展无比丰富!今天社会的现

实本质以及问题究竟应当如何把握!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如何迈向共产主义!马克思当年的论断在什么

程度上和什么方式上对当下社会现实有什么样的

指导作用!这些问题都不能简单化约等而视之!问

题的真正解决还需要依靠今天人们的智慧和勇气#

如果认为仅遵前人教诲就能解决现实问题!那么这

样做显然是割裂了历史的客观规律性和人的主观

能动性!这是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在历史唯物主义的

典型表现#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理论

范畴把握未来现实的本质特征是有稳定性的!包含

有未来历史的现实的可能性!对未来社会现实的指

导作用也不能否认# 这是历史的辩证法!也是理论

和现实关系的真理所在!当我们探讨马克思重建个

人所有制理论时必须有这种理论自觉#

二&在什么样的社会里)重建个人所有

制*,

(重建个人所有制)是马克思提出的关于经济

制度的一个结论性的论点!这意味着它不是孤立

的!它的确立需要相应的一个系列基础理论来支

撑!尤其当所有制理论是关于未来社会形态的一个

方面的规定时!它就蕴涵地承诺了它存在基础的这

个社会形态!对这种社会形态整体的理论探讨就是

不可或缺的# 这是重建个人所有制理论的逻辑前

提# 特别是在今天对此问题的理解众说纷纭"莫衷

一是之时!展开对它的前提进行讨论!弄清楚马克

思的这种所有制是在什么样的社会建立!厘清此问

题的边界范围!那么问题讨论会进一步清晰# 简单

地说!(重建个人所有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

未来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里的社会制度4 或者是

在过渡阶段无产阶级专政时期4 这一制度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有什么联系4

首先!可以肯定!马克思提出的(重建个人所有

制)不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重建!而是在未来社

会里建立的经济制度#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写

道$(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

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

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 但资本主义生

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

这是否定的否定# 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

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

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

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HHM&""

马克思这段论述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逻辑表

明了人类社会的三种所有制依次更替发展!即资本

主义前的个人私有制"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主义

后的个人所有制!后一个制度从前一制度中孕育产

生!并超越前一制度!即扬弃!这是事物发展的辩证

逻辑# 马克思明确说(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那么

这种所有制肯定不属于资本主义制度!所谓(重建)

就是指重新建立被资本主义摧毁的"又吸收资本主

义成就的"前资本主义那种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个

人所有制!它同时吸收了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两

种制度的各自不同的优点# 在马克思的其他著作

中的论述也与他在.资本论/中的这一观点是一致

的# 在.#%$L+#%$%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

对人的依赖"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和人

的自由个性三种社会形态!分别契合资本主义前"

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后即共产主义三种社会形态

的理论观点# 在 #%$H 年的.6政治经济学批判7序

言/中!马克思甚至提出两种人类社会时期!把亚细

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

都看作人类社会的史前史时期!说$(人类社会的史

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马克思是把

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作为真正人类社会史的开始!这

样就区分了共产主义前的私有制社会即人类社会

的史前时期和真正的(人)的历史时期即共产主义

社会时期# 可见!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理论旨趣

是十分清晰的!都是指向资本主义社会终结后的未

来共产主义社会#

但是!#%L$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

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有一个革命转变时期!

即无产阶级革命专政时期# 从时间上看!马克思亲

自修订了在 #%L!+#%L$年期间出版的.资本论/第

#卷法文版!马克思还对出版于 #%%&年.资本论/第

#卷德文第 & 版进行了部分修订但没有能够完成!

.哥达纲领批判/正处在.资本论/法文版和德文第

&版之间# 并且!恩格斯在德文第 & 版序言中说$

(在马克思的遗物中!我发现了一个德文本,资本论

第 #卷德文第 ! 版-!其中有些地方他作了修改!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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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何处应参考法文版*同时还发现了一个法文本!

其中准确地标出了所要采用的地方# 这些修改和

增补!除少数外!都属于本书的最后一部分!即资本

的积累过程那一篇#)

&&'!%他还写道$(在第三版中!

凡是我不能确定作者自己是否会修改的地方!我一

个字也没有改#)

&&'!H恩格斯这两句话表明德文第 &

版与法文版的内容密切相关!几乎都是马克思本人

的思考!并且德文第 & 版修改的多数内容是在.资

本论/第 # 卷包含(重建个人所有制)理论的第 L

篇# 而且!就关于(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内容表述而

言!现在通行的.资本论/第 # 卷德文第 ' 版与德文

第 &版的内容是一样的# 这就带来一个疑问$当马

克思对.资本论/第 # 卷第 & 版进行修订而论述未

来社会所有制时!他是否想到了他在.哥达纲领批

判/中的对共产主义社会两阶段的划分而认为重建

的(个人所有制)也是指资本主义后的无产阶级专

政时期的所有制呢4 有的学者就认为.批判/中关

于消费资料的分配论点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德

文第 &版修订中提出的重建个人所有制#

.批判/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著作# 它是马

克思针对 #%L$年 $月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

派-和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派-在哥达召开合并

会议拟定的纲领而写的文章!逐条对哥达纲领进行

批评!其中针对纲领提出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

进行了详细论述!区分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和高级

阶段分配原则的差异!但是马克思明确指出庸俗的

社会主义者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围绕分配兜圈

子是开倒车# 结合马克思.给威廉%白拉克的信/!

马克思说$(既然不可能+++就干脆缔结一个反对

共同敌人的行动协定# 但是!制定一个原则性纲

领!就是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可供人们用来衡量党

的运动水平的里程碑#)

&''&$$显然!马克思认为两派

要么制订一个(共同行动的组织计划)或者(反对共

同敌人的行动协定)!要么就制定共产主义的(可供

人们用来衡量党的运动水平)的(原则性纲领)!而

不是拉萨尔派的改良主义的东西# 可见!马克思强

调的是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原则性纲领)!认为

(在所谓分配问题上大做文章并把重点放在它上

面!那也是根本错误的#)

&''&I$并且!马克思写道$

(这个纲领既不谈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也不谈未

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

&''&L&此处他使用(革

命专政)和(国家制度)!可以看出!他是把无产阶级

专政作为一个时间相对短暂的过渡性时期!因为他

设想的未来社会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展基

础上实现的!也就是说!他并没有把无产阶级专政

作为相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而言的一种社会形

态看待!并为这种社会形态的制度建设进行理论准

备!他理论的着眼点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

制度)# 因此!(重建个人所有制)不是指无产阶级

专政时期的经济制度!因为马克思认为专政时期只

是一个过渡阶段!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五大社会形态

中的一个典型社会形态!马克思要重新建立的这种

经济制度是真正的从人类历史开始的"使人类获得

解放的"有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基本经济制度#

这样又引出另一个问题!既然如此!那么这种

所有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不是没有关系

呢4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它实

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相当于马克思在.哥达纲

领批判/中提到的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政治

上的过渡时期)或者(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一

般来说!我们现在处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初

级阶段#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个人所有制)这种制

度与我国目前的制度完全无关# 马克思在 #%$& 年

给魏特曼的信中就指出!(这个专政,无产阶级专

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

过渡+++)

&$''!I历史是接续发展的# 马克思在.资

本论/中设想的个人所有制是对当时欧洲社会典型

的分析结论!认为它是在资本主义成就的基础上发

展而成的# 但是!我国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个

人所有制)并不是从资本主义发展而来的!而是建

立在现在的社会主义的成就基础上,当然吸收了当

今世界资本主义的优点和成就-# 我国目前的社会

主义公有制度与(个人所有制)虽然不是同一个事

物!但是我们要意识到我们目前的经济制度与(个

人所有制)有逻辑上的内在联系!可以说是(个人所

有制)的前身# 马克思提出的重建那种(个人所有

制)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我们应当创造各种条件为

这种所有制的出现打下基础# 马克思曾明确指出$

(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是从无中发展起来的!

也不是从空中!又不是从自己产生自己的那种观念

的母胎中发展起来的!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发展过程

内部流传下来的"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内部!并且与

它们相对立而发展起来的#)

&I'!&$

最后!根据马克思的论述!(重建个人所有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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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未来社会应当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4 首先!马克

思认为未来社会的生产力必须有极大发展!创造的

社会物质财富极其丰富!人的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

础问题得到解决!人不再受制于物的奴役# 马克思

说!(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

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

极端贫困化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化的情况下!

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

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同时!生产力的发展促使世界

市场的形成!世界成了相互联系的整体!为生产关

系的变革奠定了基础!个人成了世界性的普遍个

人!个人的全面性具备了现实条件!个人的全面发

展具有可能性!个人的解放与整个人类的解放统一

起来# 马克思说$(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

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

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

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

的个人所代替#)

&L'#II马克思还写到$(交往的普遍

性!使世界市场成了基础# 这种基础是个人全面发

展的可能性!+++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

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

性#)

&%'&I其次!在马克思的未来社会构想里!个人劳

动直接就是社会劳动!以货币为中介的商品经济已

经不存在!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货币和市场

已经消失!资本的生长条件已被消解!劳动不是人

获取报酬的手段!一切按需分配!劳动成了个人生

活的第一需要!劳动是个人生命的表达# 马克思

说!(单个人的劳动必须一开始就不是特殊劳动!而

是一般劳动!也就是说!必须一开始就成为一般生

产的环节# 但在这种前提下!不是交换最先赋予劳

动以一般性质!而是劳动预先具有的共同性决定着

对产品的分享# 生产的共同性一开始就使产品成

为共同的"一般的产品#)

&I'##H

(把它,劳动-直接规

定为一般劳动!这就恰好否定了使劳动必须成为货

币和交换价值并依赖于私人交换的那些条件#)

&I'#!"

三&)重建个人所有制*的)个人*是什么

样的,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解放的科学!马克思的

理论批判和现实批判都围绕着这个主题# (重建个

人所有制)就是马克思设想的为人类的解放奠定物

质基础的未来社会形态的经济制度# 因此!要明白

它是什么样的所有制!必须对马克思的(个人)理论

发展过程有所了解!而且!马克思(个人)理论发展

过程与他整个理论体系的发展是一致的#

第一!原子式的(个人)# 在博士论文.伊壁鸠

鲁的自然哲学和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的区别/

中!马克思对比了伊壁鸠鲁的原子概念和德谟克利

特的原子概念# 他认为!德谟克利特设想的原子只

按照预定的轨迹永远做直线运动!而没有偏斜现象

发生!不是真正的意义上的独立原子概念!而伊壁

鸠鲁主张原子有大小轻重的差异!可以做偏离直线

的运动!这是对必然规定的反抗!是独立性和个性

的体现# (偏斜却表述了原子的真实的灵魂"抽象

个体性的概念#)

&H'!#'

(要使作为人的人成为他自己

的唯一真实的客体!就必须在他自身中打破他的相

对的定在"欲望的力量和纯粹自然的力量#)

&H'!#I实

际上!马克思通过对两位古代哲学家关于原子概念

的哲学分析!提出一种超越必然的具有自我意识的

原子式的抽象个人概念!而这只是哲学思辨意义上

的个人!还不是真正的人的概念#

第二!作为对象性存在物的社会的(人)# 在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受费尔巴哈的

影响从(类)的角度探讨了人的概念!马克思首先论

述了人同动物的类的区别在于人有自由意识的生

命活动# 他说$(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

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

就是人的类特性#)

&L'$L但是!这是人的(类)与动物

的(类)的区别!还没有走向社会的视角# 其次!在

.手稿/里!马克思用黑格尔哲学话语方式从哲学意

义上论述作为对象性存在物的人# 他说$(一个存

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对象!就不是对象性存在

物# +++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

&#"'#"I马

克思的意思是非对象性存在物就是神或者思维#

接着!(这些对象是他需要的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

的本质力量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 +++人只有

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

命#)

&#"'#"I这里!马克思开始思考人的现实性存在问

题!不再只是纯粹的哲学的理性演绎# 马克思突破

了博士论文时原子式个人概念!认识到没有对象的

孤立的单个人是不存在的!认识到黑格尔思辨逻辑

的对象性的虚无!如果没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人

的本质存在就是不可知!就会走向神学或绝对精神

的神秘# 最后!马克思指出人是对象性的"感性的

社会存在物!人的本质是人的社会联系# 在.手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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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他说$(只有当对象对人来说成为社会的对象!

人本身对自己来说成为社会的存在物!而社会在这

个对象中对人来说成为本质的时候!这种情况才是

可能的#)

&#"'%I在.提纲/中!马克思直接指出$(人的

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L'#&$至此!马克思在这

一阶段对人的认识由(类的特点)到(对象性的存

在)!到(社会存在物)!再到(社会关系的总和)!逐

步深入到唯物史观的科学基础上!实现了世界观和

方法论统一的革命性突破# 但.提纲/只是(包含着

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此时马克思

对人的概念还是提纲式概括!仍然停留在相对抽象

的哲学思维的层面#

第三!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的(人)# #%'$ 年秋

至 #%'I年 $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德意志意识

形态/!唯物史观才得到较为完整阐述!尤其关于

(个人)的理论有了丰富的现实的把握# 首先!马克

思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

命的个人的存在#)

&L'#'I他突出了 (个人) 在人类历

史中的主体地位*其次!马克思认为!(这是一些现

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

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

物质生活条件#)

&L'#'I他把(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

具体规定为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

件)!指明了感性的人的具体条件*接着!马克思说$

(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

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

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

物质条件#)

&L'#'L这种观点比.提纲/中(人是社会关

系的总和)更加具体!直接把(个人)同(物质生产)

或(物质生产条件)联系起来!指明了社会的物质生

产决定(人)的现实存在状态#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

义是关于人类解放的科学!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

解放了的人的社会!但是要真正地实现人类的解放

必须首先明白人的客观存在的(人类社会)和(个

人)的现实状况!才能为(人类解放)找到现实的道

路# 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从人的社会物质生产开

始寻求人的解放道路!而不是认为从精神层面的抽

象思维的革命就能实现人的解放!所以马克思说$

(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

真正的解放#)

&L'#$'

第四!联合起来的个人的真正的共同体即共产

主义社会中的(个人)# 如前所述!马克思理解了现

实的个人是社会的存在物!社会现实的基本活动是

物质生产活动!人的发展受制于这些物质生产条

件!现实的个人必须在这些现实的条件下找到解放

的道路# 但是!这些物质的生产活动只能在共同体

中实现# 因此!马克思又从联合个人的角度发展探

讨了现实的虚假共同体即国家# 马克思认为! (只

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

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

由#)

&L'#HH马克思唯物史观理论越来越走向具体!这

为后来马克思提出重建个人所有制作了理论准备#

首先!马克思论述了独立于个人而存在的共同

体是虚假的共同体即国家# 他认为随着历史的发

展!分工和私有制的出现!单个人的利益与社会的

共同利益产生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

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

式#)

&L'#I'这样!国家就不是个人力量的联合!在现实

中反而成为压制个人的异己的外在强制力量# 马

克思认为!从前的各种国家形式都是虚假的共同

体!是独立于个人的实体!实质上是一个阶级为了

反对另一个阶级而采取的阶级内部联合!个人不是

作为个人而是作为阶级的成员处于共同体中!这种

个人是一般化或者说等级化的个人而非个性化的

个人# 具体到阶级社会的国家里!马克思认为被统

治阶级无法控制他们的全部生存条件!完全处于受

到各种外在生活条件制约的必然王国之中!无法获

得真正的解放# 这种共同体不仅是虚幻的!而且成

为个人发展的桎梏#

其次!马克思论述了联合起来的(个人)的真正

共同体# (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

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

&L'#HH马克思

设想的真正的共同体是指国家专政功能消失后的

共产主义社会!作为个人的自己联合!联合的基础

不在于产生一个脱离于每一个人的专政或强制力

量的超然实体!而在于联合是实现个人和人类的发

展条件!这种联合使任何妨碍个人发展的力量都不

存在# (在这个共同体中都是作为个人参加的# 它

是各个人的这样一种联合,自然是以当时发达的生

产力为前提的-!这种联合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

动置于他们的控制下#)

&L'!"!

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的前提是人!人类历史的

基本活动就是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各个时代的生产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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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交往形式就是个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个人的

力量表现在他们的生产能力中# 并且!马克思特别

强调的是联合的个人!不是与生产力分离的孤立的

个人!(这些力量只有在这些个人的交往和相互联

系中才是真正的力量#)

&L'!"%这种联合的个人占有全

部的生产力总和!个人因此就成了全体个人和完全

个人!这意味着个人与(类)的无异化的统一!个人

与社会的制度性矛盾彻底解决# (随着联合起来的

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私有制也就终结

了#)

&L'!#"因此!到.政治经济学,#%I#+#%I& 年手

稿-/时!马克思指出$(资本家对这种劳动的异己的

所有制!只有通过他的所有制改造为非孤立的单个

人的所有制!也就是改造为联合起来的"社会的个

人的所有制!才可能被消灭#)

&!'%'&这种所有制其实

就是共同体的本身!是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所

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条件#

综上!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理论背后蕴涵

着一系列的社会发展的基础性条件规定!生产力高

度发展"货币消失"个人劳动直接成为社会劳动"国

家专政功能消失"联合社会个人成为全体个人等等

都与之密切相关!当我们探讨这一理论观点时!应

该对这个理论观点承诺的一个系统有一个整体认

识!这样才能科学地把握它&##'

# 当然!这些要素或

条件还涉及谁先谁后!或者联袂而行!这些问题都

是在探讨(重建个人所有制)时需要同时展开讨论

的# 至于学术界争论的这种所有制就是我国社会

主义的公有制!它是生产资料公有和个人所有的统

一!或者股份制就是它的实现形式!或者它是消费

资料的所有制!等等!从逻辑前提上看!它们与马克

思的(个人所有制)还有相当远的距离# 马克思说$

(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劳动-!虽然正是由于它们

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

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对

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

性#)

&!'L"$

(劳动)这个概念尚且如此!何况(重建个

人所有制)8 因此!我们在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建设时!无论是现实解读还是政策制定!对理论观

点的历史条件的考察都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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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北京&人民出版社##HLH+

(L)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U)+第 # 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U)+第 'I 卷下+中共中央编译局编

译#北京&人民出版社##HLH+

(H)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U)+第 '"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H%!+

(#")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U)+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北

京&人民出版社#!"""+

(##) 唐梦婷+从中国实践谈马克思主义社会大系统的划分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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