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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恩格斯对工业城市的产生、阶级矛盾的探究和城乡关系的分析至今仍具

有鲜活的生命力。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从城市的视角入手，将资

本主义的发展、城市空间的分布和阶级意识的形成紧密地结合起来，从不同的

路径与马克思共同走上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通过揭示工人阶级在城市的遭

遇，他将城市的诸多问题整合到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整体批判之中，以便唤起无

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和政治能动性，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城市问题的康庄

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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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无疑问，就理论的热度来说，与马克思和
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唯物史观

的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形成及阶级斗争等学

说相比，学术界对恩格斯的城市化思想的阐释

和把握还远远不够，它甚至被长时间地忽视了。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至少存在两种可能的

解释：一种是人们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难

以找到明显的以城市为主题的系统理论，有关

城市的思想总体上仍然处于一种碎片化的状

态；另一种是尽管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城

市化运动在全球的侵蚀和扩张，人们对马克思

主义城市理论的挖掘和梳理也没有表现出足够

的兴趣和重视。直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后，以
亨利·列斐伏尔、戴维·哈维、卡斯特尔为代表

的思想家开启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空间转

向，“城市空间”“灵活积累体制”“网络社会”等

新概念的介入使得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得到了

进一步的考察。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揭示资

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和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

规律的过程中，恩格斯对工业城市的产生、阶级

矛盾的探究和城乡关系的分析依然具有鲜活的

生命力。鉴于此，本文拟通过重新挖掘和考察

恩格斯的城市化思想来反观当代城市发展的实

践和趋势。

　　一、从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

况》谈起

　　众所周知，《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是恩格斯
根据当时在英国（１８４２—１８４４年）的亲身观察、
亲历走访、亲自研究大量可靠材料而撰写的一

部经典著作，其中蕴含大量的丰富的城市化思

想。对此，马克思曾在１８５９年的《〈政治经济
学批判〉序言》中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自从弗

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

（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信

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参看他的《英国工

人阶级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１］确实，

恩格斯将英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同城市的兴

起、工人阶级的形成以及诸多灾难的发生结合

起来，详细论述了工人阶级在为大城市的发展

做出巨大牺牲的同时又面临着极端悲苦的生活

境况，揭露了英国自发的城市化运动的巨大矛

盾。我们知道，英国的城市化运动与工人阶级

的历史紧密相关，它肇始于１８世纪蒸汽机和棉
花加工机的发明，新技术和新工具的运用引起了

产业革命和市民社会的全面变革，机器生产迅速

取代了简单的手工劳动，大量农村人口从分散走

向集中，小城镇逐渐变成了大城市。

然而，“在１９世纪以前，城镇上的各种活动
大致是平衡的。虽然工作和做生意一直是重要

活动，但是，城镇居民同样也费许多经历从事宗

教、艺术、戏剧等活动”［２］４６１。以纺纱业为例，以

前的纺纱织布家庭大都散布在靠近小城镇的农

村，他们几乎很少进城，即使织好的布也是交给

买办商拿到当地的市场上卖。由于本地市场的

需求有限，加之竞争又不激烈，他们不仅能攒下

一定的积蓄，而且闲时还能在租赁的土地上耕

种。不仅如此，他们无需过度劳动，也没有强制

的工作时间，更没有酒馆和赌场引诱他们去过

一种不道德的生活，空闲时常常与邻居一起锻

炼身体、聊聊家常。可以说，早期的织工们与城

镇长期保持一种隔离状态，“他们在自己的平

静、庸碌的生活中感到很舒服，假若没有产业革

命，他们是永远不会丢开这种生活方式的”［３］２８３。

然而，１７６５年，詹姆斯·哈格里沃斯发明了第
一台珍妮纺纱机，之后经过不断的改良又陆续

出现了经线织机、梳棉机、动力织机等机器，这

些发明迅速引起了生产方式和市民社会的全面

变革。在生产方式上，机器的发明和改进对手

工劳动形成了一种压倒性的胜利。一方面，机

器的使用导致生产费用降低，棉纱产量迅速增

多，产品的单位价格降低，市场需求进一步增

大；另一方面，需要的织工数量快速增加，工资

进一步提高，以前的居家工人逐渐离开农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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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城镇开始了更专业化的织布劳动，他们单靠

工资生活，没有丝毫额外的财产，逐渐形成了早

期的新兴织工阶级。在市民社会方面，资本主

义城市中表现出一种奇特的现象。一方面，像

伦敦这样的商业帝都繁华热闹，车来人往，络绎

不绝；另一方面，在这繁华的背后不仅暗藏着

“贫民窟”，还暴露出人性的丑恶。即使生活在

喧闹的城市，街头巷尾和来来往往的人们却形

同陌路，谁也不看谁一眼，彼此之间界限明显，

这种孤僻冷淡、目中无人的利己主义构成了当

时社会的基本原则。无论是生活在同一个城市

还是不同的城市，这种露骨和冷漠的特点不仅

可以用来形容伦敦，而且也能形容曼彻斯特、伯

明翰等城市。因此，这就造成了人们对城市和

乡村看法的截然不同，前者代表了利己主义、物

质主义、匿名性，后者表现出家庭美德、传统习

俗、亲缘性。

为什么会表现出如此矛盾的形象呢？在

《乡村与城市》一书中，威廉斯认为，“这种形象

所产生的以及与之相关的经验，就是资本主义

社会中的社会关系。资本主义将必然的唯物主

义从必然的人性中分离出来，而这种分离不仅

体现在工作和休闲、周中和周末、社会和个体的

二分法中，也体现在城市和乡村之间”［４］９４。由

于人们对这种持久的冲突和分裂在短时期内又

束手无策，只好用城市和乡村的对比来解释周

围所发生的变革，这样可能会让我们更好受一

点。但是，“在古代，城市从来没有成为新生产

方式的摇篮。罗马和各行省之间的联系完全是

政治的；城市无非就是隶农制生产方式之上的

一个行政中心。其内部的斗争可能会破坏这一

政治结构，但在旧的废墟之中，并不存在孕育全

新生产方式的基础”［４］９。因为古代的城市并不

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即使存在内部的斗争也被

内部消耗了，根本无法开启一个新的现实运动。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城市和乡村的出现是生产

力和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５］５２０。事

实上，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最早可追溯到中世纪，

它由众多获得自由的农奴建立起来，大量自由

农奴的出现使得以货币形式存在的资本第一次

成为可能，这促使早期的商业城市随之兴起，同

时也引发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城乡分离。近

代产业革命不仅促进人口频繁流动，而且加速

了城市化的进程。机器生产“建立了现代的大

工业城市———它们的出现如雨后春笋———来代

替自然形成的城市”［５］５６６。最初，大工业城市只

是经济生产的重要腹地，随着不断的发展，其逐

渐成为一个地区或国家的政治、文化中心。这

时，现实的城乡差异导致在人们的意识中也产

生了一种持久的城乡分离。在马克思恩格斯看

来，“正是城乡的分化塑造了人类社会从古代

迈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进程”［４］９。然而，资

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无法克服城市和乡村的对

立，事实上，它每天都在加强这种对立，因为资

本主义的发展正是建立在城市对农村的剥削基

础之上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这种对立的消

解是有条件的，“只有使人口尽可能地平均分

布于全国，只有使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发生紧

密的联系，并适应这一要求使交通工具也扩充

起来———同时这要以废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

前提———才能使农村人口从他们数千年来几乎

一成不变地在其中受煎熬的那种与世隔绝的和

愚昧无知的状态中挣脱出来”［６］。此外，恩格

斯在《反杜林论》中进一步补充道：“只有按照

一个统一的大的计划协调地配置自己的生产力

的社会，才能使工业在全国分布得最适合于它

自身的发展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保持或发

展。”［７］然而，由于时代和历史的局限性，“在生

产力还不够发达和富裕的条件下，人类社会仍

要通过有意识的努力，创建平等的社会制度，改

善城乡关系”［８］。

　　二、工人阶级的一般状况与城市住

宅的空间隔离

　　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城市的发展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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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阶级的牺牲是成正比的。恩格斯从伦敦著名

的“乌鸦窝”圣詹尔士开始，考察了包括都柏

林、爱丁堡、利物浦、诺定昂、格拉斯哥、利兹、曼

彻斯特等城市。但是，“不论在哪里，如果在乡

村与城市之间，在中产阶级区与穷人区之间，在

低密度区和高密度区之间，两相做一个比较，发

病率与死亡率高的，常常在后者”［２］４８０，这足以

揭露出工人阶级在这些城市里所遭受的诸多苦

难。一方面，工人们常常衣着破烂、体弱多病，

住在紧挨着富人的地下室里。那里没有排水

沟，到处是垃圾和污水，天热起来臭气弥漫。工

人们不分男女老幼住在同一个“房间”，那里几

乎没有什么“家具”，因为他们交钱的多寡与住

的条件紧密相关。“但是不管怎么样，还有一

个藏身之所的人，比起无家可归的来总是幸运

的。”［３］３３１工人们在恶劣的环境下难免道德败

坏，即使在威斯敏斯特的圣约翰教区和圣玛格

丽特教区也十分常见。另一方面，越靠近资产

阶级住宅的地方，不仅店面繁华，而且街道整

洁，从他们住宅的高雅环境可以看出他们所处

的地位和所属的阶级。例如，美丽如画的都柏

林和具有雅典之称的爱丁堡，生活在那里的贵

族区和贫民区形成了惊人的对比。即使是在海

港城市利物浦和工业城市诺定昂，繁华富足的

背后仍无法掩盖野蛮和阴暗，工人们大多住在

狭窄、潮湿、发霉的地方，常常伴有乞丐、流浪

汉、小偷和妓女出没。例如，根据政府派来调查

织工状况的官员描述，“在最下等的夜店里，一

间房屋里面有１０个、１２个、乃至２０个人，有各
种年龄的半裸或全裸的男人和女人，杂乱地睡

在地板上”［３］３１８－３１９。类似的城市还有利兹、布

莱德弗德以及靠近曼彻斯特的地方。

曼彻斯特是恩格斯最为熟悉的城市，它属

于４０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尽管曼彻斯特分
为新城和旧城两个部分，但是它们的共同点

“是空间的新型隔离和区分，以及阶级之间的

隔离感和冷漠感”［９］１４３。在住的方面，工人区和

富人区被严格地分开，即使生活在富人区很多

年的人也有可能碰不到工人，更不会走进工人

区，因为他们住所的好坏和城市的繁华区域在

空间上有密切的关系。从店铺所在的位置就能

轻易看出老板的富有程度，最富有的人离工人

区最远，他们住在空气新鲜、交通方便、视野开

阔的郊外别墅；中等富有的人的住所离工人区

也有一定的距离，周围的街道也较为整洁。然

而，紧挨着工人区的城市建筑十分随意，既不符

合警察的规定，也没有什么规划，房子乱七八糟

地挤成一堆。一方面，工人的房东为了自身的

利益，在修建时就精打细算，许多房屋即使成了

危楼也不会修缮；另一方面，房客频繁更换，加

之大肆破坏，工人们常年生活在脏、乱、差的地

方，只有受到流行病的威胁了，卫生警察才来突

击检查一下。“不难想象，在这些肮脏的洞穴

里只有那些穿得很破、吃得很坏的人才能住下

去。”［３］３４９在穿的方面，工人们几乎没有亚麻布

和毛织品，粗布成了工人服装的典型象征。然

而，粗布不仅质量差，而且数量又少，工人们的

衣服常常是缝了又缝、补了又补，许多爱尔兰的

妇女和小孩甚至养成了赤脚走路的习惯。而资

产阶级的老爷们大多穿着法兰绒的内衣、护胸、

紧身衣和肚兜等高端产品。在吃的方面，尽管

英国的大城市里什么都能买到，什么都能吃到，

但是这对工人来说却是个例外，他们得到的都

是资产阶级丢弃不要的，不仅没钱买好一点的

东西，而且工资也是等到所有好东西几乎都被

卖光了才发放。此外，由于市场监管不力，惩罚

力度不够，甚至很少惩罚，这导致很多小商贩肆

无忌惮地将发臭的病死的牲畜卖给贫穷的工

人。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工人们都受着双

重的压榨和欺骗，众多商人和厂主毫无良心，大

肆掺假欺骗众多的贫苦工人。毫无疑问，工人

们只有持续工作才能勉强生存下去，但是没人

能保证他们每天都能工作，一旦生病或因其他

原因无法继续劳动，社会的残酷和无情立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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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暴露出来。整个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不仅

十分恶劣，而且时常变动，即使那些过去和现在

条件稍微好一点的工人，也时常担心明天是否

还能继续保持。尽管他们中的部分人深知这个

道理，但也无能为力，因为“每一个工人都有可

能通过这一整个阶梯，从相对的舒适转到极端的

贫困，甚而至于饿死；几乎每一个英国无产者都

能滔滔不绝地叙述他一生所遭受的不幸”［３］３５８。

　　三、工厂制度的矛盾与城市生活的

其他问题

　　各种机器的突飞猛进使得资本雄厚的厂主
们纷纷采用机器生产，并且建立起了极其严格

的工厂制度，这极大增加了商品的数量和利润。

“慷慨”的老板偶尔也会给工人们多发一些工

资，但这并不意味着工厂工人们的生活状况得

到了改善。事实上，机器改进得越好，给工人带

来的后果也就越严重。因为在一个不合理的制

度下，这些发明反倒使得极少数人占有和剥夺

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失业加剧，生活贫困。机器生产不仅

带来了产品数量的迅速增加，而且也导致了大

量工人的失业，因为手工劳动不断被机器代替，

原先的工人要是没有更多的价值就不得不被解

雇掉，除那些经过长期训练的精纺工能拿到较

高的工资外，普通纺工的工资普遍很低，而且随

时都有可能被老板解雇。被解雇的这部分工人

不但很难继续就业，而且还面临巨大的生活压

力。更残酷的是，要是哪个老板舍不得改进机

器，但又不得不与采用新机器的工厂竞争，那么

那个老板的工人就会得到更低的工资，这种情

况在棉纺织业最为常见，因为手工织业是一切

失业者的最后避难所。一方面，他们人数众多，

工作时间最长，工作条件最差，工资又最少；另

一方面，他们住在又脏又破的地方，生活必需品

常常是土豆和少量的燕麦粥，几乎没有肉，因

此，手织工的生活算得上是最坏的生活。尽管

如此，资产阶级还是谎话连篇，他们告诉工人，产

品单价降低会进一步扩大消费市场，消费量的增

加又会促使失业的工人在新的工厂里找到新的

工作，但是他们决不会告诉工人，这个过程之间

还隔着很长的时间。此外，资产阶级将痛苦的织

工生活与工厂工人的生活进行对比，从而试图进

一步为工厂制度和机器的改进开脱。

其二，道德堕落，犯罪率升高。工厂将男女

老少集中在一个狭小的地方，工人们的相互接

触及其性格的扭曲导致许多违背道德的事情频

频出现。由于厂主大多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加

之他们对社会伪善习俗的藐视，厂主往往成了

女工身体和美貌的主人，因此，大量年轻的女工

常常很早就失去了童贞，城市的大多数妓女也

是这样产生的。事实上，在普遍实行机器生产

的工业部门里，“工人只有两条路可走，或者在

内心里、在表面上都反抗资产阶级，或者过酗酒

和放荡的生活”［３］４２５。

其三，身体衰弱，智力下降。为了追逐更高

的利润，资产者实行残酷的夜班制，白天和夜晚

的轮班工作常常使工人的休息时间处于混乱、

颠倒、被剥夺的状态。这种可怕的劳动不仅对

小孩甚至对成年工人的神经系统造成了极大的

伤害，从而导致身体的迅速衰弱。如果遇到了

更加残忍的厂主，由于没有更多可供替换的工

人，以便使之前的工人休息一两个小时，他们经

常被迫连续工作三四十个小时，这样持续高强

度的工作导致大批工人身体畸形，其中脊柱和

两腿的弯曲最为常见，同时扁平足和骨盆畸形

普遍增多，因为他们必须长时间站着工作。

“即使年轻人有比较结实的身体，比较好的营

养和其他条件，受得住这种野蛮剥削，但是他们

也免不了要闹背痛、腰痛、腿痛、关节肿胀、静脉

扩张，或大腿和小腿上生大块的顽固的溃疡。

所有这些疾病在工人中几乎是普遍的现

象。”［３］４４０－４４１尤其是在纺麻厂和棉纺厂的工人，

他们每日工作１３个小时，几乎所有的工人都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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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同程度的上述病症，这种情况的真实性得

到了利兹城的皇家外科医学会会员弗兰西斯·

沙普和具有１８年医学工作经历的海依博士的
证实［３］４３８－４４１。同时，布莱德弗德的外科医生波

门特、法普、德林瓦特、鲍尔、劳顿博士等委员，

以及塔夫耐尔爵士、戴维·巴莱博士也曾描述

过这种严重的后果［３］４３９。

此外，恩格斯特别考察了工厂制度给妇女

和儿童的生活世界造成的巨大影响。例如，像

纺织这样的部门，机器生产不再需要大力气的

男性工人，手巧灵活的妇女和孩子反倒更能胜

任，大量妇女和儿童不断挤占了成年男工的工

作，这就造成了大量男工的失业，同时也加剧了

对妇女和儿童的伤害。男工们要么失业，要么

就得从头学习其他的技能，导致从事生产的工

人越来越年青化。例如，“在使用水力纺纱机

的纺纱工厂中工作的只有女人和女孩子，在用

骡机的纺纱工厂里只有一个成年男纺工（在使

用自动纺机时，他就是多余的了）和几个接断

头的助手，后者多半是女人或小孩子，有时是十

八岁到二十岁的青年男子，间或是失了业的老

纺工”［３］４２７。然而，即使在统计到的大量童工和

妇女的数字面前，资产阶级的老爷们仍然试图歪

曲男工被排挤的事实。事实上，这种颠倒的秩序

至少给妇女和儿童带来了以下几点致命的后果。

（１）孩子无人照管，安全难以保障。由于
父母在外工作，稍微大一点的孩子便无人照管，

这就难免发生诸如烫伤、淹死、摔死等事件。

（２）母爱缺失，亲情冷淡。为了不被雇主
解雇，即使是刚分娩不久的母亲，也不得不扔下

还在吃奶的孩子继续到工厂里劳作。因此，孩子

们常常营养不良，缺少关爱，致使亲情逐渐冷淡，

即使孩子长大了也可能表现出对父母的不满意。

（３）夫妻长期分隔异地，导致家庭破裂。
由于夫妻不在同一个地方工作，很长时间不在

一起，即使遇到了问题也缺乏及时有效的沟通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矛盾的不断增加，常常导

致家庭解体、道德败坏等问题的出现。即使那

些勉强保住家庭的人，男子们常常在家洗衣、做

饭、带孩子，女人早出晚归，疲惫不堪，正常的家

庭关系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我们必须承认，

两性间的关系之所以这样完全颠倒过来，只是

因为这些关系一开头就建立在不合理的基础

上。”［３］４３２事实上，家庭的解体不过是揭开了那

些将自己的统治建立在谋求大部分甚至全部家

产的私人利益的“温情面纱”，自私自利早就战

胜了作为家庭纽带的爱。

（４）生活能力下降，未婚女并不比已婚女
好。工厂制度下的未婚女从小就在厂里生活劳

动，除厂里的特定工作外，什么也不会。女孩们

不仅很草率就结了婚，而且常常无法承担家庭

的责任，即使像日常的洗衣、做饭、看小孩的事

情也一无所知。

面对如此颠倒的世界，一方面，工人阶级的

反抗意识逐渐增强，斗争运动也迅速增多；另一

方面，工厂法的颁布使得工厂制度的恶果得到

一定程度的遏制，但是各地区并没有严格遵照

执行，工人们仍然会患各种严重的疾病，义务教

育的法令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甚至许多厂

主无视法律，继续雇佣童工长时间工作。１８３９
年，１０小时法案在工人之间得到了广泛的宣
传，工人们的呼声更加强烈，同时，英国的托利

党和辉格党就工厂制度、济贫法、工厂法展开了

激烈的较量，不断推动着新的工厂法和其他相

关措施的施行。总之，大城市给工人的身心健

康带来了极大的伤害，“原因在于大城市人口

集中，充满各种诱惑，而坏榜样又具有强的传染

性和不可抗拒的力量，所以，酗酒、纵欲、犯罪在

大城市是非常普遍的现象”［１０］。

　　四、结语

　　综上所述，恩格斯从城市的视角着手，“将
城市空间和社会关系当作资本主义生产的爆炸

式增长和工人阶级的意识与政治可能性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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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关键调节器”［９］１４１，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城

市化进程表现出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大量的

工人辛勤劳作，但在物质和精神方面均饱受苦

难；另一方面，少数的资产者游手好闲，但在精

神和物质方面均充裕富足。因此，列宁认为，

“恩格斯第一个指出，无产阶级不只是一个受

苦的阶级，正是它所处的那种低贱的经济地位，

无可遏止地推动它前进，迫使它去争取本身的

最终解放”［１１］。马克思恩格斯试图以实证理论

的方式去激发城市无产阶级的革命能动性，他

们深信大城市是资本主义发展最充分的地方，

同时也是反抗和斗争条件最为成熟的地方，因

为“大城市是工人运动的发源地，在这里，工人

首先开始考虑自己的状况并为改变这种状况而

斗争；在这里，首先出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利益的对立；在这里，产生了工人团体、宪章运

动和社会主义”［１２］。确实，当时欧洲主要的资

本主义国家，如德国、法国、英国等的大城市都

不同程度地爆发了工人运动，他们为争取自身

的合法权益浴血奋战，同时也产生了许多社会

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当然，“统治阶级也

不是铁板一块，他们在这些年中之所以还能抱

成一团，是因为面对反叛的工人阶级，他们间的

某些对立化解了（或降到相对次要的地位

上）”［１３］。不可否认，马克思恩格斯都期待，城

市无产阶级有朝一日会自觉地去领导社会主义

革命，但是城市里所表现出的“颠倒镜像”似乎

也反映出他们在分析资本主义制度时的矛盾心

理。一方面，城市把资本主义的罪恶表现得淋

漓尽致；另一方面，只有在城市中社会主义的革

命力量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展，因为“资本

集中、阶级分化加剧的趋势都出现在城市里，所

以城市无产者的聚集和普遍贫困更容易促进阶

级自觉并催生革命的组织”［４］１４。类似这样的

观点在《共产党宣言》中也得到了重申和强调。

可以看到，恩格斯的城市化思想不仅为科学社

会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的确开辟了一

条例外的研究城市空间、资本主义发展和阶级

形成的康庄大道”［９］１４７－１４８，为德国尽可能避免

发生类似的灾难发出了警告，因为他们的“社

会制度到底是相同的”［３］２７９。

既然如此，对于工人阶级来说，这是否意味

着直接摧毁工厂制度就万事大吉了呢？其实并

不是这样，“随着研究的继续，恩格斯对于城市

问题的看法转变为对资本主义的坚决批

判”［４］１２。他意识到，工厂制度之所以是罪恶

的，是因为支撑它的基础是罪恶的，这个基础就

是资本主义制度，工厂制度只是整个社会制度

的一个鲜活的表象，工人和厂主之间的矛盾只

是资本主义总矛盾的一个外在表现，因为这种

制度上的矛盾造就了颠倒的世界，在这样的世

界里人人自危。尽管资产阶级想尽办法来麻醉

无产阶级的反抗意识，但是他们的无聊说辞都

会被具体的行动所驳斥，因为“资产阶级，不管

他们口头上怎么说，实际上只有一个目的，那就

是当你们的劳动产品能卖出去的时候就靠你们

的劳动发财，而一到这种间接的人肉买卖无利

可图的时候，就让你们饿死”［３］２７４。值得注意的

是，恩格斯对工人阶级遭受的苦难予以揭露并

不是针对某个人或哪种人的控诉，而是对整个

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抗。在这个苦难的世界里，

人类的本性已然扭曲，社会逐渐出现一种畸形

的怪象：劳动的人越来越多，却越来越贫穷；不

劳动的人越来越少，却越来越富有；劳动的人越

来越慷慨、诚实，不劳动的人越来越自私、虚伪；

社会逐渐形成了两大对立的阶级———无产阶级

和资产阶级。因此，从世界历史的视野来看，无

产阶级必将意识到自己的普遍利益与资产阶级

的特殊利益相冲突，而与全人类相一致，全世界

无产者必将联合起来，以解放全人类的利益为

己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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