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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sweise）剖析为指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恩格

斯资本主义理解理论发展的最高峰，其标志就是《资本论》。[1]在这部深度解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

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巨著中，马克思初步完成了对市民社会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并由此揭示

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2]8，10 马克思在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时，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的三大“怪现

状”，即“死人抓住活人”、“死劳动统治活劳动”和“活人反对活人，活人反对死人”。理解其出现的根本原因和

具体表现，有助于更为深刻地认清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更为清晰地把握资本主义在当代的变与不变。
1 资本主义的“怪现状”之一：“死人抓住活人”

在《资本论》第一版第一卷的序言中，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一个“怪现状”———“死人抓住活

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对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扬弃，在一定意义上说，前者与后者虽然存在着巨大的差

异，但后者却是前者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资本主义生产必须建立在劳动和资本分离的基础上，这就决定了

封建的生产必然会与资本主义的生产产生激烈的冲突和对抗，以至于最终发展为你死我活的斗争。然而，

这种情况在当时的德国却并没有普遍出现。这是因为与英国和法国相比，德国资本主义起步较晚，发展也

比较坎坷，社会经济的发展与长期存在的农奴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德国的近代无产者并非绝对“无

产”，部分无产者还有着自己的小住宅和少量地产，“小农经济，特别是园艺业和农村家庭工业的相结合，构

成德国新兴工业的广阔基础。在德国西部地区，工人大半是自己家园的所有者；而在东部地区则是自己家

园的租佃者。事实上，德国小农中间日益加剧的贫困以及德国工业的一般状况，都强制地使农村家庭工业

发展起来”。[3]

那个时候德国的封建农奴制、农村小生产者、农村家庭小手工作坊、小住宅和小产权制度、小土地制度

等这些垂死挣扎的封建残余，并不会心甘情愿地退出历史舞台。他们作为“将死之人”必会成为资本主义生

产的阻滞，必会束缚工人的生产和生活，继而会“抓住”工人、制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随着社会历史的进阶，

周围资本主义国家迅猛发展，腐朽生产方式的落后性必将越发凸显。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

展，给人带来了许多“现代的灾难”，除此以外，由于封建所有制生产方式的存在，各种古老而陈旧的社会关

系和政治关系并没有消亡，还在压迫着当时的人们并给他们带来灾难，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才声称，“不仅活

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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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三大“怪现状”———“死人抓住活人”、“死劳动统治活劳动”

和“活人反对活人，活人反对死人”，并由此完成了对资本的本质与逻辑的述说。马克思运用的由表层现象到深层本质的分

析方法，为理解和分析社会现实提供了方法示范，马克思得出的结论为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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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资本主义的“怪现状”之二：“死劳动统治活劳动”
“资本成为现代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现代社会生活可以说是‘资本原则’的自我呈现和充分展现。”[4]正

因为如此，资本和资本逻辑成为《资本论》著述的主线。受资本及其逻辑的宰制，资本主义社会又呈现出一个

怪现状———作为“死劳动”的资本，管控和统治着作为“活劳动”的工人。
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认为资本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更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基

础，这是资本的历史地位；通过对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的批判性考察，马克思指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作

为直接生产者的财产，不是资本。”[2]878 也就是说，为人所见的一切“物”，如生产工具、生产材料等，都不能被

称为“资本”，否则就会犯国民经济学已经犯过的错误———将资本仅仅视为“有用物”而“见物不见人”。马克

思还指出，“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

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资本之为资本的关键，就在于“资本不是物，而

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5-6]，并且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正

是因为资本的本质是社会关系，资本这一“死劳动”才能成为社会的主宰，从而管控“活劳动”。
要对“死劳动”管控“活劳动”有较为深刻的认知，需要明确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即“剩余价值的生产”

或者说是“剩余劳动的吮吸”。[2]307 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只在于“尽可能多地自行增殖”，在这个目的的驱使

下，“资本本身表现为一切社会生产能力的主体。”[2]384 经过不断增殖，资本及其关系得以不断巩固，成为“资

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7]，攀上了社会权力的巅峰。在生产过程中，“工业上的最高权力成了资

本的属性”[2]386，资本“发展成为对劳动，即对发挥作用的劳动力或工人本身的指挥权”[2]359；在分配过程中，资

本通过自身的增殖，源源不断地生产出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

动。”[2]269 在这个过程中，资本虽然是一种“死劳动”，但却像吸血鬼一样，依靠对工人活劳动的吮吸获得了生

命，并且在越来越多的吮吸中变得越来越旺盛。可见，在资本增值的逻辑之下，活劳动必然要受制于死劳动。
在对“资本增值和资本流通”这个资本总公式矛盾的分析中，马克思确认，“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

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它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2]193 也就是说，货币的所有者要想使货币成为

资本，必须在市场上采购到能够创造出剩余价值的商品———劳动力。劳动力是使用价值十分特殊的商品，是

一个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他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它并不会自

动、直接地以商品的身份见于市场之上，它还“必须具备各种条件”：一是劳动力占有者不从属于除自己以外

的其他任何人，自己能够自由支配劳动力；二是劳动力占有者不可能支配由自己生产的、作为自己本质力量

对象化产物的商品，他可以做的，只能是把“只存在于他的活的身体中的劳动力本身当作商品出卖。”[2]195-196

简单地说，就是“自由得一无所有”的人，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维持生计。[2]197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正

是丧失掉了生产资料，也就失去了社会地位和话语权，劳动力的出卖者们无论愿意还是不愿意，都只能赶赴

资本家的工厂做工，接受资本的管制。劳动力的占有者一旦与生产资料分离开来，生产资料中的“死劳动”就
会拥有一种支配“活劳动”的权力，就会转化为资本。于是，生产资料这样一种“死的物”就活了，死劳动就成

为“主体”，从而具有了支配和役使劳动者的“意志”，通过各种强制劳动而支配着雇佣工人这一活劳动。
3 资本主义的“怪现状”之三：“活人反对活人”和“活人反对死人”

资本的逐利本性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和生活都要以资本增值为核心，只要有利可图，资本家必然

是无所不用其极。在唯利是图的社会中，资本主义的第三个怪现象出现了，即：活人（无产者）反对活人（资本

家）、活人（无产者）反对死人（资本的物质存在方式）。
资本按照自己的“意图”创建了一个劳资分离的全新世界，在资本的主导下，“简单再生产不断地再生产

出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同样，规模扩大的再生产或积累再生产出规模扩

大的资本关系：一极是更多的或更大的资本家，另一极是更多的雇佣工人。”[2]708 资本家因为占有生产资料而

成为社会权力的掌控者，他们像“吸血鬼”和“寄生虫”一样不劳动却获益良多，靠吮吸民脂民膏而活，在生产

和生活过程中作威作福，享有和行使着一切社会权利。无产者因为丧失掉所有的生产资料而不得不出卖劳

力，不得不进厂务工，继而成为资本的傀儡与机器的附庸而丧失自我、过着非人的生活，肮脏、混乱、单调、乏
味和畸形成了他们生活的要素，仅有受剥削、受压榨的权力。随着资本渗透的深入，必然使得资本家获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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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无产者受苦更重，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更为尖锐，无产者必然要奋起反抗，以改变现状。可以

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管无产者的生活怎么改善，只要所有制不改变，这一阶级受苦受难的状况就难以

得到根本扭转，“活人反对活人”的状况就将持续存在。
机器作为生产剩余价值的重要手段给资本家带来了更多的剩余价值，也给工人带来了深重苦难：一是使

资本能够持续地占有补充劳动力；二是使工人的工作时间（工作日）被迫延长；三是使工人的劳动不断被强

化。机器劳动“极度地损害了神经系统，同时它又压抑肌肉的多方面运动，夺去身体上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

动”的弊病不断显现，因此，工人开始反对作为资本的物质存在方式的劳动资料本身，也就是反对机器。[2]486-487

从 17 世纪的 Bandmühle 到“鲁德运动”，都是活人（无产者）反对死人（资本的物质存在方式）的最佳例证。当

然，马克思也告诫广大无产者，要学会区分“机器”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这两种不同的事物，将攻击物质

生产资料本身这种自发的幼稚举动上升到改变物质生产资料社会使用形式这种自觉的革命行为。
4 结束语

通过对资本及其逻辑的批判性反思，马克思洞察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怪现状”，并深刻剖析了造成这

些现象的根源。这既为我们分析当代社会经济现象提供了思路和方法，也为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提供了理论指导。其一，从表层现象到深层本质是马克思考察资本主义世界的基本方法，当我们考察所能够

接触到的纷繁复杂的物质世界时，既要看到与人相关的“为我之物”这个“表象”，更应认清其作为一定社会

关系的载体这个“本质”，唯有这样，才能更为深入地把握社会。其二，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或多或

少都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更应该吸取它们的教训，后发展国家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进程

中，应该看到有可能出现“死人抓住活人”的现象。尽快地变革旧的过时的生产方式，进而变革与之相应的社

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是一个比较紧迫的现实任务，马克思的相关论述为完成这个任务指明了方向。其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必须

长期坚持的政策。利用资本发展市场经济必不可少，但也必须认清资本的本质，把握资本的逻辑，通过思考

资本的历史作用为把控资本的现实作用提供理论支撑，在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同时做大做强公有经济，以

防止过度出现“死劳动统治活劳动”、“活人反对活人”和“活人反对死人”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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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ritical Review of “Weird Status Quos” of Capitalism in Capital
LI Shi-li

(School of Marxism,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 Marx critically analyzes the three “weird status quos”existing in capitalist society in Capital --

“the dead catches the living”,“the dead labor rules the living labor”and“the living opposes the living and the
living opposes the dead”, by which the narrative of the nature and logic of capital was completed. Marx’s method
applied for the analysis from the surface phenomenon to deep essence provides a model demonstration for
understanding and analyzing social reality; Marx’s conclusion provides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better build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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