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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哲学卷）手稿》与当代中国的
哲学自信
———剩余价值哲学破解的１０个理论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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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资本论〉（哲学卷）手稿———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哲学提纲》初步建立

了以剩余价值哲学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该书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起点”“商品生产与人的关系”“人的本质概念”“剩余价值概念”“按需分配概

念”“社会基本矛盾”“人道主义问题”“《资本论》的文本属性”“马克思两大发

现的关系”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这１０个理论难题的破解，以及以剩余价
值为核心，提出《资本论》前三卷可阐述为政治经济学（剩余价值学说）、第四卷

可阐述为史学（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五卷可阐述为哲学（剩余价值哲学），既展

现了我国学者续写《资本论》的可能，也是研究构建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哲学，

彰显当代中国哲学自信的有益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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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年９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郝

晓光、郝孚逸合著的《〈资本论〉（哲学卷）手

稿———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哲学提纲》，著名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复旦大学陈学明教授为该

书作序。该书由３１篇论文构成，这些论文大多

数都是由《湖北社会科学》刊发的。该书还有１

篇附录，对全书３１篇论文作了概括和小结。［１］

该书的出版在学术界引发了争议。争议并

不是因为该书的论文集形式和结构，而是因为

该书起了一个震撼人心的书名———《〈资本论〉

（哲学卷）手稿———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哲学

提纲》，并初步建立了以剩余价值哲学为核心

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也就是说，这里的剩

余价值哲学不仅用于研究《资本论》，而且力图

续写《资本论》。这就不能不使人产生疑问：续

写《资本论》是开天辟地的大事，我们中国人有

这个能力吗？究竟有没有这种能力，说空话是

没有意义的，正如陈学明教授在本书“再版序

言”中所指出的那样，最终还是要看本书的分

量。下面，我们就从１０个理论难题的破解来看

看剩余价值哲学的分量，并以此来说明我国学

者续写《资本论》的可能，彰显当代中国哲学自

信的努力。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起点：是物

还是商品

　　众所周知，１９３０年代苏联哲学家建立了名

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哲学体系，随后斯大林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

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

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与运用。那么，辩证

唯物主义中的“物”到底是什么呢？辩证唯物

主义与其他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又是什么呢？

近年来，我国有学者开始质疑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物质本体论，相继提出了实践本体论、劳动本

体论、生存本体论、社会本体论、实践 －社会生

产关系本体论等一系列研究线索［２－４］，但这些

研究都没有破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物”这个理论难题。现在，剩余价值哲学将

“商品”提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范

畴［５－８］，合理解决了这个基础哲学问题。北京

大学仰海峰教授的最新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

论，明确了“为什么不是物而是商品成为马克

思哲学的起点”［９］。

　　二、商品生产与人的关系：是人的

异化还是劳动力的商品化

　　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一直持批判态度，认为

这是一种人的异化。然而，现代社会又离不开商

品生产，那么该如何解决这个理论难题呢？剩余

价值哲学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

提出了劳动力在资本主义社会是特殊商品、在社

会主义社会是一般商品的观点：马克思时代的资

本主义社会，劳动力不是一般商品，其特殊之处

就在于劳动力与资本的对立关系，有别于一般商

品与资本的统一关系，它剥夺了劳动力作为一般

商品的权利，人处于一种被剥削的异化状态；在

现代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再是对

立关系，劳动力走向市场成为了一般商品。人的

异化问题演变成劳动力的商品化问题，从理论上

理顺了商品生产与人的社会关系。［１０－１１］

　　三、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还是自由发展

　　关于人的本质，马克思有一个著名的论断，

“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

和”［１２］。但是除这个论断外，马克思还有另一个

同样著名的论断，即在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的

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１３］。那

么，人的本质到底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还是

“自由发展”呢？这两个论断到底哪个是正确

的呢？或者还有一种“和稀泥”的答案（既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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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关系的总和又是自由发展）。对于这个一直

困扰着理论界的人性难题，剩余价值哲学采用

辩证唯物主义否定之否定的哲学方法，从马克

思这两个著名论断中，提炼出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人性范 畴 是 分 工 与 分 配 这 一 创 新 观

点［１，７，８，１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性范畴继承和

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同时也解

决了理论界一直纠缠不清的人性难题。

　　四、剩余价值：是剥削还是社会

财富

　　适用于早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剩余价值

学说是否也适用于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剩

余价值学说过时了吗？“剩余价值”与“剥削”

是一回事吗？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理论难题。

“剩余价值学说过时论”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用来论

证和解决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关系并最终形

成“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结论，

然而现实世界的发展似乎已经不能进行这样简

单的概述；另一种观点主张在研究剩余价值学

说时不应只是从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这一视

角去分析和论证，而应着重从其所包含的有关

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这一维度去把握；

也有观点从剩余劳动与发展生产力的关系上进

行论证，提出剩余价值本身没有阶级性，掌握在

资本家手中就是剥削，掌握在国家手中就不是

剥削。以上观点都没有对剩余价值概念本身进

行哲学剖析，只是在原有的概念上进行抽象的

解释。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剩余价值

哲学提出了剩余价值范畴的二重性，即相对于

生产关系的剩余价值（剥削）与相对于生产力

的剩余价值（社会财富），创造性地解决了这个

理论难题［１，７，１５，１７］，终结了剩余价值到底是剥削

还是社会财富的无谓论争。

　　五、按需分配：是不劳而获还是共

产主义

　　按需分配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的共产

主义的理想分配方式，但是从现实社会生产方

式的角度来看，按需分配又很容易跟不劳而获

划等号。那么，该如何破解这个理论难题呢？剩

余价值哲学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按需分

配”概念进行了哲学解读：按需分配并不是提倡

人们不劳而获，而是从哲学上给出一个与剩余价

值概念相对立的概念。因为，从哲学上说，剩余

价值是社会对个人的一种占有，而按需分配则是

个人对社会的一种占有，二者是互逆的关系。所

以，“剩余价值”概念表达的是社会与人的互动

关系，而按需分配概念表达的则是人与社会的互

动关系，这两种互动关系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

对矛盾，推动社会向前发展。［１，１８］

　　六、社会主要矛盾：是人与物的矛

盾还是人与人的矛盾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社会主要矛盾既是

社会问题的根源，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实

质是阶级矛盾（人与人的矛盾）。新民主主义

革命胜利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成了人民需

求增长与物质生产不足的矛盾（人与物的矛

盾）。在改革开放已获得了巨大物质财富的今

天，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不再是由于物质匮乏

而产生的人与物的矛盾，而是由于物质丰富而

产生的人与人的矛盾。那么，这种人与人的矛

盾在哲学上如何定义呢？剩余价值哲学继承和

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提出了与

“二生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相对

应的“二分矛盾”（分工与分配的矛盾）。如此，

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就形成了从人与

人的矛盾到人与物的矛盾又到人与人的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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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旋上升，处在中间的人与物的矛盾可以看作两

种人与人的矛盾的过渡与桥梁。虽然“二生矛

盾”和“二分矛盾”都是人与人的矛盾，但这两种

矛盾有本质不同。阶级矛盾是集团或集群之间

的经济与政治利益的矛盾，而“二分矛盾”则是

个体之间的矛盾、是人的本质或人性的矛盾。阶

级矛盾与人性矛盾相比，前者是具体的，后者是

抽象的，前者以阶级斗争推动社会发展，后者则

以改革推动社会发展。［１，６，７，１９，２０］

　　七、人道主义问题：是资产阶级自

由化还是以人为本

　　１９８０年代初，围绕着人道主义问题我国理
论界展开了一场大讨论，国内许多学者开始考

虑人道主义的哲学问题［２１］。１９８３年周扬发表
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

一文，试图将人道主义融入马克思主义哲

学［２２］；１９８４年胡乔木出版了《关于人道主义和
异化问题》一书，不同意将人道主义融入马克

思主义哲学［２３］，于是，人道主义被认为是资产

阶级自由化的思想根源。实际上，人道主义在

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曾产生过积极影响，在今天，

“以人为本”的思想也已融入了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问题的难点在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以人为本”该如何体现呢？基于历史唯物

主义的方法，剩余价值哲学从马克思关于人的

本质的基本观点入手，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人性范畴，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以人

为本”的内在联系，同时又在哲学上划清了马

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界限。［１，６，７，１４，２４］

　　八、《资本论》的文本属性：是政治

经济学著作还是哲学著作

　　有学者指出，《资本论》是一部政治经济学
巨著，应该重点阐释《资本论》的哲学思想，但

又不能把《资本论》阐释为一部哲学著作［２５］。

吉林大学王庆丰教授指出，殊不知，剩余价值学

说只不过是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中的一个阶段的

特殊规律［２６］。基于此，将剩余价值学说推广到

适用于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发展为剩余价

值哲学，既解决了“不能把《资本论》阐释为哲

学著作”的问题，又解决了剩余价值学说“是一

个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不是“一般规律”的问

题。当然，这样也就不存在《资本论》到底是政

治经济学著作还是哲学著作的文本属性的问题

了。所以，应该以“剩余价值”为核心，将《资本

论》前三卷阐释为政治经济学（剩余价值学

说）、第四卷阐释为史学（剩余价值学说史）、第

五卷阐释为哲学（剩余价值哲学）［１，７，２７］。

　　九、“两大发现”之间的关系：马克

思究竟是哲学家还是经济学家

　　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通常用“青年马克思”
和“成年马克思”来界定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

中的历史阶段，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法兰克福学

派更是把“青年马克思”与“成年马克思”割裂

开来，认为“青年马克思”是一位哲学家，而“成

年马克思”只是一位经济学家。恩格斯在《在

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不仅发现了

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历史唯物主义），还发现

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规律（剩余价值学

说）。这就是著名的“两大发现”。所以，马克思

到底是经济学家还是哲学家这个问题，实际上就

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这“两大发现”

的关系问题。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方法，剩

余价值哲学将发现早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殊

规律”的剩余价值学说，推广到适用于现代社会

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规律”，把马克思的“两大

发现”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１，７，１０］

　　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是社

会变革理论还是社会发展理论

　　研究建立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哲学，是马
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时代需要。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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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中国化，一是要从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出发，

二是要有中国特色，三是不应没完没了地谈感

想，而应该集中力量去做一件实事，研究建立剩

余价值哲学就是去做这样一件实事。有人批评

《资本论》“在哲学上不完整”，剩余价值学说

“过时了”。针对于此，将剩余价值学说发展为

“剩余价值哲学”，既解决了《资本论》所谓在

“哲学上不完整”的问题，又解决了剩余价值学

说所谓“过时了”的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理论

运用的角度来说，剩余价值学说是一种社会变

革理论（阶级斗争理论），而剩余价值哲学则应

该是一种社会发展理论（经济和文化建设理

论）；从哲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来说，研究建立剩

余价值哲学所遵循的不是马克思本人的原话，

也不是马克思某段话的原意，而是马克思主义

的原理；剩余价值哲学靠机械地查找原著是无

法获得的，是要抓住深藏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之中的要义和精神。

２０１７年是《资本论》（第１卷）出版１５０周
年，因此，《〈资本论〉（哲学卷）手稿———马克思

主义剩余价值哲学提纲》于同年在我国出版，

可谓是理论界和出版界的一件大事。书名中含

有“手稿”和“提纲”，显然是模仿马克思的天才

名著《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关于费尔巴
哈的提纲》。实际上，这种模仿有两层含义：一

是本书的所有内容都来自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的整理、阐述、继承与发展，而不是作者的什

么主观创见；二是采用“手稿”和“提纲”作为书

名，也说明本书是一部初稿。然而，虽然只是初

稿，却不难看出这位《资本论》的“后继者”已经

初见身手。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是称为“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还是“剩余价值哲

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既然外国人能写出

《资本论》的续篇［２８］，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呢？为

了这项事业，作者已经持续奋斗了 ３０余
年［１，７，２９，３０］。近期，我国学者对《资本论》的哲学

研究已获得丰硕成果，除了上文提到的北京大

学仰海峰教授的“《资本论》的哲学”［９］和吉林

大学王庆丰教授的“《资本论》的再现”［２６］，还

有上海财经大学鲁品越教授的“鲜活的《资本

论》”［３１］等。如果我们将《资本论》的前三卷阐

释为政治经济学、第四卷阐释为史学，那么唯独

还缺少第五卷———哲学。让我们为实现这个伟

大目标而不懈努力，用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

哲学，构建当代中国的哲学自信。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

学说，并把社会主义思想置于这两大理论基石

上”［３２］。“两大基石”的提法明确了研究建立

剩余价值哲学的历史使命，作者研究剩余价值

哲学３０年来一直所努力的工作，正是力图实现
“两大基石”的融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

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

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

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３３］。也就是说，从社会主

要矛盾层面看，“人与物”的要素正在逐步隐

退，而“人与人”的要素正在逐步呈现。中共十

九大报告提的是“不平衡与不充分的矛盾”，而

剩余价值哲学提的是“分工与分配的矛盾”，二

者基本精神完全一致。就此而言，我们或许可

以说，剩余价值哲学正是揭示我国社会主要矛

盾转变的理论铺垫，这也说明了剩余价值哲学

具有强大的社会解释能力［１，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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