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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论 异 化 社 会 中 非 异 化 的 人
’

刘 金 联

对于什么是异化
,

以及异化的社会和异化的人的特征
,

国内外学术界已作了不少的研究

和探讨
。

而对于异化社会里是否存在着非异化的人
,

如果存在着非异化的人的话
,

那么他的

标志是什么
,

他在社会历史中究竟起什么作用等问题
,

至今还没有人进行研究
。

本文拟对此

试作探讨
。

异化社会中是否存在着非异化的人 ? 对此
,

马克思的回答是肯定的
,

只是没有专门加以

科学的论证罢了
。

马克思在评论欧仁
.

苏《 巴黎的秘密》中的女主角玛丽花时指出
: “

尽管她处

在极端屈辱的境遇 中
,

她仍然保持着人类的高尚心灵
、

人性的落拓不羁和人性的优美
。

……

只有这些品质才能说明她怎样在非人的境遇中得以合乎人性的成长
。 ” ① “

玛丽花所理解的善

与恶不是善与恶的抽象道德概念
。

她之所以善良
,

是因为她不曾害过任何人
。

她之所以善良
,

是因为太阳和花给她揭示了她 自己的象太阳和花一样纯洁无瑕的天性
。

… …在大自然的怀抱

中
,

资产阶级的谈链脱去了
,

玛丽花可以自由地表璐自己固有的天性
,

因此她流露出如此蓬

勃的生趣
、

如此丰富的感受以及对大自然美的如此合乎人性的欣喜若狂
。

所有这一切都证明
,

她在社会中的境遇只不过伤害了她的本质的表皮
,

这种境遇大不了是一种歹运
,

而她本人则

既不善
,

也不恶
,

就只是有人性
。 ” ②

马克思肯定玛丽花在异化发展到极端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仍保持着人性
,

是因为
“

玛丽花把

她的处境不是看做她自己自由创 造的结果
,

不是看做她 自己的表璐
,

而是看做她不应该遭受的

命运
。

这种不幸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
。 ” ⑧

后来
,

玛丽花在传教士的毒害下
,

还是被异化了
,

最终阪依了上帝
,

成了
“

自己有罪这种

意识的奴隶
。 ’
④但是

,

这只表明了非异化的人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变成异化的
,

而绝不意味着

在异化的社会中不可能有非异化的人
。

玛丽花在被异化以前
,

毕竟是一个保持着完善人性的

非异化的人
,

而不是异化的人
。

在异化社会中存在着某些非异化的
、

保持完善人性的人
,

这是个经验 的事实
。

鲁迅先生

早就明确指出
: “

我们从古以来
,

就有埋头苦干的人
,

有拼命硬干的人
,

有为民请命的人
,

有舍

身求法的人
,

… … 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
`

正史
, ,

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粗
,

这就

是中国的脊梁
。 ” ⑥ 异化社会中存在着非异化的人

,

这种例子不胜枚举
。

马克思
、

恩格斯
、

备

迅……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列举出历代非异化的人的事例
,

而在于从理论上阐明为什么在异化社

本文的作者是我校哲学系 77 届学生 , 这是他的毕业论文
。



会中会存在着某些非异化的人
。

那么
,

异化社会中为什么会存在着非异化的人呢?

异化社会中之所以会存在着非异化的人
,

是因为
“

事物 (经济
、

政治
、

思想
、

文化
、

军事
、

党务等等 ) 总是作为过程向前发展的
。

而任何一个过程
,

都是由矛盾着的两个侧面互相联系又

互相斗争而得到发展的
。

、 异化当然也不例外
。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
,

异化社会不仅存在着产

生异化的物质条件
,

而且也为扬弃异化逐步准备着物质条件
。 “

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

的是同一条道路
。 ’

0 正是因为异化和扬弃异化的因素是同时增长的
,

异化为扬弃异化创造了

条件
,

才使得异化社会必然存在着某些非异化的因素
。

如果我们否认这一点
,

那么就无法解释

异化社会为什么会由一种形态过渡到另一种形态
,

也无法说明异化的历史性
、

哲时性
。

任何事物都包含着矛盾的对立面
。

那么异化社会的对立面又是什么呢 ? 这就是非异化的

人
。

也许有人会提出这徉的质询
:

既然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

而异化作为一种特定的客观社

会关系
,

谁又能不受它的影响呢? 诚然
,

任何具体的人
,

都是生活在他所处的社会关系的天

罗地网之中
,

不可能超越时代和历史
,

因而在异化社会中
,

不管他的主观愿望如何
,

他总会

被打上或深或浅的异化烙印
。

不过
,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非异化的人
,

并非指不受任何异化关

系影响的人
。

任何事物都是对立面的统一
,

这也适用于异化的社会和非异化的人
。

异化的社

会中有非异化的因素
,

非异化社会 (如共产主义低级阶段 )也有异化的残余
。

在异化的人身上

有非异化的一面
,

在非异化的人身上
,

也有异化的一面
。

二者的区别只不过是异化的程度不

伺罢了
。

量的差别可以造成质的差异
。

在异化的人身上
,

异化的因素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

相

反地
,

在非异化的人身上
,

则是非异化的因素居于矛盾的首要地位
。

不仅如此
,

矛盾的双方

在一定的条件下还可以相互转化
,

由于一定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的影响
,

异化的人可以转变

为非异化的人
,

非异化的人也可能转变为异化的人
。

这主要取决于异化和非异化的因素在同

一个人身上所处的不同地位
。

所以
,

异化社会中存在着非异化的人
,

正是对立统一规律的普

遍性在异化社会中的一种具体表现
。

异化社会中之所以会产生某些非异化的人
,

还在于人们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具有能动的选

择性
。

大家知道
,

自由自觉是人的本质
。

人们虽然不能 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社会存在
,

但对社会

存在的反映却是能动的
。

异化虽然是异化社会的普遍现象
,

但异化社会中也同时存在着非异

化的因素
。

人们在吸收客观存在的信息时
,

假若他恰恰注重的是非异化的因素
,

那么就可以

成为一个非异化的人
。

(当然
,

这种可能性极小
,

因此
,

异化社会中大多数人都是异化的人
。

)

异化社会是整体与个体相分裂
,

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相冲突的社会
。

在异化社会中
,

大多数

人不可能认识到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
,

因而只是片面地追求个人利益
。

只有极少

数人才懂得
,

个人利益只能在共同利益中才能实现
,

因此他们选择了为共同利益奋斗的方向
。

前者的个体与整体相矛盾
,

后者的个体与整体基本上相统一
。

二者的区别则是异化的人与非

异化的人的区别
。

我们说人们对客观存在的反映吸收有一种 自由的选择
,

并不意味着否认了存在决定意识

的唯物主义原理
。

我们在承认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的同时
,

也必须承认精神对存

在的反作用 以及体现在各个具体的人身上的主观能动性的差异
。 “

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

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
,

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
,

但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

的东西的反作用
、

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
。 ” “

这不是违反唯物论
,

正是避免了机械唯

物论
,

坚持了辩证唯物论
。 ” ⑧



我们可以列举许许多多的事实来址
: 明人的 1二观能功性对人的帷个发展过程的 , 耍影响和

作少IJ
。

许多家庭出身相同的人
,

故至是华生兄弟姊妹
,

在相 }
`

d的环垅览成长
,

但绪果他们所

走的人生道路却不尽相同
。

. 迅和他的二弟周 作人
,

同是留学 日本
.

似后来前者成为新文化

的旗手
,

后者却一度堕落为日本帝国 卜义者的走狗
。

再如毗界」..f 卜大的女性燕妮
,

出身 f 德

国 升名的冯
·

威斯特法伦贵族家庵
,

身为男璐小姐
,

却不受金钱利碌的引诱
,

不怕贫困的威

胁
,

毅然与马克思结为夫套
,

并为他的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一 切
,

变成贵族阶级的叛逆者
。

这说明了一个人的人生价值观
、

伦理 观停主观因素对
,

一个人 的成 长起嘴极其重要的作用
。

咫

总理位经对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于女说
; “

出身不山己
,

进璐可选择
。 ”

这正是对马克思主义历

史辩证法的具体运用
。

我们说异化社会中存在粉一些非异化的人
,

不是说他们不受异化关系

的影响
,

而是说他们能够不断克服异化因素
,

从而逐渐使 自己成为一个非异化的人
。

那么
,

怎样具体地规定非异化的人呢 ?

非异化的人的头一条标志
,

就是他的主要活动对自身不是否定而是肯定
。

马克思在 《手

稿》中分析劳动异化时曾经指出
: `

如果工人不是在生产行为本身中使自身异化
,

那么工人怎么

会同自己活动的产品象同某种异 己的东西那样相对立呢 ? 产品不过是活动
、

生 产 的 总 结
。

……在劳动对象的异化中不过总结了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
、

外化
。 ”
面 劳动过程本身的异化主

要是
:

这种劳动对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
,

他在劳动中不是感到幸福和满足
,

而是感到痛苦
。

而非异化的人
,

其活动却是一种 自由自觉的活动
,

是一种肯定自身的活动
,

他在这种活动中

可以看到自身的力量
,

感到幸福和满足
。

臂如古罗马奴隶英雄斯巴达克领导的历时两年多的

席卷意大利半岛的奴隶起义斗争
,

阿基米德在数学领域里所进行的科学探讨
,

莎士比亚在文

学领域中进行的创作思维等
,

都属于这种非异化的
、

自由自觉的活动
。

非异化的人的第二条标志就是他作为异化社会的一员
,

不是屈从于外部异己 力 量 的 淫

威
,

而是积极地反抗这种异己力量
。

当然
,

这里所说的屈从
,

不仅仅是从心理学的角度
,

从

主观意识方面来说的
。

异化作为一种客观关系
,

不管你承不承认
,

仍然是与你的本质相对立

的力量
。

正象阿 Q 的精神胜利法不能掩饰他那受欺凌
、

受屈辱
、

受压抑的困境一样
,

异化决非

用心理上某种
“

超脱
”

就能扬弃
。

不过
,

我们也不能完全离开主观的
、

心理的因素
。

法国伟大

的文豪雨果说过
:
假若一个人在思想上祈祷上帝

,

那么无论他身体的姿势如何
,

灵魂却总是

双膝跪下的
。

没有起码的反抗异化的意识
,

没有对自己非人处境的债怒和不平感
,

而是逆来

顺受
、

麻木不仁
,

那就根本无从谈起什么反执斗争了
。

当然
,

反抗不能仅仅停留在思想上
。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

只有从思想到行动都坚决反抗异化社会的人
,

才是非异化

的人
。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

不仅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是非异化的人
,

而且历史上一些奴隶英

雄
、

农民领袖
、

资产阶级革命先驱
,

甚至某些作为新兴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
,

也可以说是非

异化的人
。

尽管后者建立的并不是非异化的社会
,

但他们毕竟是 旧的异化社会的叛逆者
。

作为一个非异化的人
,

不仅必须具备上述二重规定性
,

而且还必须继承人类优秀的道德

传统
,

具备人类优秀的思想品德
。

譬如对自由的热烈向往
,

对真理的执着追求
, `

象屈原那样
“

亦余心之所善兮
,

虽九死其犹未侮
” , “

路漫授其修远兮
,

吾将上下而求索
” 。

敢于抵制世俗

的潮流
,

出污泥而不染 , 象陶渊明那样
“

不为五斗米折腰
” ,

而宁愿弃官归田
, “

晨兴理荒秽
,

带月荷幼归
’ ,

呼吸
“

采菊东筒下
”

的 自由空气 , 象诗人杜甫那祥
,

怀抱着对祖国赤城的爱
,

对

人民深刻的同情
, “

安得务农息战斗
,

普天无吏横索钱
” , 还有象文天祥那样敢于为正义和自



由而斗争
,

宁愿牺牲
“

自我
”

来换取民族的幸福
,

浩气凌云
,

谱写了一曲
“

人生自古谁无死
,

留

取丹心照汗青
”

的生命颂歌
。

这些人虽身处逆境
,

却处处放射出真正人性的光辉!

在异化社会中
,

非异化的人虽属少数
,

但他们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却不可低估
。

首先
,

非异化的人是变革社会的先驱
。

十七
、

十八世纪英法等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温斯

菜坦
、

摩菜里
、

马布利
、

巴贝夫
,

十九世纪的圣西门
、

付立叶
、

欧文
,

以及俄国的赫尔岑
、

车尔尼雪夫斯基等
,

他们不惜流血牺牲为建立他们心 目中认为真正合理的社会而战斗不息
。

尽管未能如愿以偿
,

但他们的历史贡献却是不容否认的
。

当然
,

我们说非异化的人是变革异

化社会的先驱
,

并不是说一切变革社会的先驱都是非异化的人
。

譬如 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

领袖陈胜
、

吴广等人
,

他们提出了
`

帝王将相宁有种乎
”

的口号
,

仅仅是出于对反动的世袭血

统论的否定 , 尽管他们领导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
,

给予 当时腐朽的社会

以沉重的打击
,

这个行动本身具有非异化的性质
。

但从他们的口号中
,

我们也可 以看到
,

他

们并没有摆脱皇权思想的羁绊
。

倘若他们夺取了政权
,

很可能也和刘邦一样称皇称帝
。

这就

是他们异化的一面
。

而中国历史上的秦始皇和法国皇帝拿破仑这样的人物
,

尽管他们是变革

社会的先驱
,

他们的身上也有非异化的因素
,

但总的来看
,

他们是凶恶残暴的
,

是异化的人
。

历史上非异化的人虽然是变革社会的先驱
,

但他们都不能建立真正的非异化的社会
。

这一历

史的任务
,

只能由无产阶级来完成
。 “

由于在已经形成的无产阶级身上实际上已完全丧 失 了

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
,

甚至完全丧失了合乎人性的外观
,

由于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现代

社会的一切生活条件达到了违反人性的顶点
,

由于在无产阶级身上失去了自己
,

同时他不仅

在理论上意识到了这种损失
,

而且还直接由于不可避免的
、

无法掩饰的
、

绝对不 可 抗 拒 的

贫困— 必然性的这种实际表现— 的逼迫
,

不得不愤怒地反抗这种违反人性的现象
,

由于

这一切
,

所以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 自己解放自己
。 ”

@

其次
,

非异化的人担负着唤醒被异化的人的觉悟 的责任
。

异化的人可以分为两类
:

异化

别人的人和被别人异化的人
。 “

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
,

但有产阶级在这种自

我异化中感到 自己是被满足的和被巩固的
,

它把这种异化看做自身强大的证明
,

并在这种异

化中获得了人的生存的外观
。

而无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毁灭的
,

并在其中看

到 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
。 ”

@ 所谓被异化的人
,

就是指那些被统治
、

被压迫但又并

未意识到 自己这种非人的地位
,

或者是意识到了又不敢奋起反抗的人
。

鲁迅先生笔下
“

不幸

而又不争的阿 Q
” ,

正是这种被异化的人的典型
。

阿 Q 的一生是十分不幸的
,

受尽欺凌和侮

辱
。

但是面对这种非人的处境
,

他不是积极地反抗
,

而是用逃避现实的自我解嘲
,

在精神上

反败为胜的
“

精神胜利法
”

来欺骗 自己
。

结果是一天天堕落
、

一天天消沉
,

最后带着那精神胜

利的
`
法宝

” ,

痛苦地离开了人间
。

非异化的人就是要用生活中血淋淋的事实来揭示人间的不

平等
,

唤醒这些人沉睡了的灵魂
,

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启迪被异化的人的麻木的神经
,

使

被异化的人丧失了的人性
,

在自己身上得到复归
,

重新放射出光彩
:

范仲淹高歌
“

先天下之

犹而犹
,

后天下之乐而乐
” ,

就是对那种唯利是图
,

个人利益高于一切的唯我主义者最有力的

鞭答
,
朱自清先生拍案而起

,

不吃美国人的
“

救济粮
” ,

其浩然正气
,

激励着许多国人不甘屈

辱
,

为自由而英勇奋斗
。

托尔斯泰在 《复活》 中塑造了人性复归的典型— 聂赫留朵夫
,

不过

他把聂赫留朵夫灵魂的复活
,

归结于宗教的力量和
“

天良
”

的启示
。

实际上
,

我们从许多现实

的例子中可以发现
,

有些人之所以有灵魂的复活
,

除 了自身的主观因素之外
,

还有
“

人性
”

的



感召作川
,

即他所处的环境
`

卜那 此 l卜异化的 人的染高 f’l咨
.

德的教 介
。

第 毛
,

非异化的人代之奋人类 发展的方 向
。

人类 自央的发展
,

也是一个 J火坷如旅的过程
,

这个过程可以川
“

肯定—
否定

-

一 否定之 否定
”

这样
·

个辩证刀
、

的现 {卜拟优却9!
。

斤一 瞬

化的人—
止 ll{ 的人

,

这种 肯定一 否定
-

一 否定之否定的辩址
、发展过程

,

是同经济 关系 fJ’

面的原始公有制—
私有制—

共产 卜义公有制的辩证发服过程相
·

致的
,

并且前者是山后

者所决定的
。

因此
,

马克思 在《 卜稿 ;川
,

反址谈到
,

只有消灭
一

r 私有 财产
,

才能最终扬介外化
。

马克思之所以把共产主义社会以 前的厉 史称为
“

史 .讨史
, ,

正趣因为只有共产 k 义社会的人
,

才是真正 的人
。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 , ! , 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
。

他说
: “

一 .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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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态将为有计划的白觉的组织所 1仁替
。

生存斗争停止了
。

于是
,

人刁
’

在一定的愈义 卜最终地脱

离了动物界
,

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爽正人的生存条件
。 ”

妙 我们所说的 作异化的人
,

虽然 诞

生在异化社会之中
,

在他们的身上也打 下了一些异化的烙印
,

但从他们的身上
,

我们可以看

到
“

人类的明天
” 。

人类从自我异化逐渐走向非异化
,

这是历 史的必然
。

历史的发展往往总是要以暂时的倒退作为前进的阶梯
, 人和自然的异化则要通过人与自

身的异化来消灭 , 进入自由王国要以不 自主
、

不 自由作为代价
,

这就是残酷无情的历史辩证

法
。

黑格尔常常强调
“

道德上的恶的历史作用
” ,

是不无道理的
。

异化
,

使得人的族类分裂
,

人自我分裂
,

使人成为
“

非人
” ,

使人的历史留下了兽类的痕迹
,

这不能不说是令人痛心疾首

的
。

然而
,

异化既然能够在历史上出现
,

那么它无疑也有自己存在的必然性
。

异化社会孕育

了非异化的人
,

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生产力
,

这就为扬弃异化准备了物质条件
。

当异化社会进

入资本主义这个充分成熟的形态时
,

扬弃异化的条件也就成熟了
。

社会主义在厉史上的出现
,

标志着一个崭新的
,

非异化的社会的开始
。

尽管社会主义仍然存在着某些异化的残迹
,

但这

毕竟是暂时的
。

只要找们把公有制社会发展得更加完善
,

那么异化将会最终在人类历史上消

失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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