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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 、马克思的本体论等研究。

[摘　要] 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基础上 ,青年马克思认为 ,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最终

导致了个人分裂为市民和公民 ,这一分裂意味着个人要么是纯粹个体和利己的存在者 、要么是

纯粹普遍和虚幻的存在者 。为此 ,他提出只有人类的全面解放才能彻底消除这种分裂 ,才能使

个人同时既是市民又是公民 ,青年马克思所主张的这种市民与公民相统一的“个人” ,不仅构成

异化劳动思想的切近前提 ,还间接地影响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现实的个人”的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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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的青年时代 ,关于政治问题的思考曾经构成其哲学的重要方面 ,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

《论犹太人问题》等一系列犀利的政论文字就是这些思考生动而直接的体现。通过这些文字 ,马克思仔

细剖析了国家与市民社会分裂的原因 ,着重强调了这种分裂直接导致的后果 ,即“个人”分裂为纯粹的个

体存在者(市民)和纯粹的普遍存在者(公民),并为此提出“人类解放”来解决国家与市民社会 、公民与市

民之间的对立。鉴于马克思上述的政治思想主要是以黑格尔的法哲学作为主要的参照系和批判对象 ,

本文的考察就从马克思与黑格尔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出发。这些分歧首先就体现在马克思与黑格尔

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不同理解上 。

一 、市民社会与国家

总体来看 ,黑格尔的法哲学是其思辨哲学在政治领域中的一种逻辑推演 ,或者说 ,法哲学的基本前

提与原则是他关于“绝对精神”的注解。

在黑格尔看来 , “绝对精神”意味着“大全” ,意味着扬弃了个体性与特殊性的普遍性。在伦理领域

中 ,他认为唯一能与“绝对精神”相对应的领域只能是国家 ,这是因为“绝对精神”“在实体性的普遍物中 ,

在致力于这种普遍物的公共生活所具有的目的和现实中 ,即在国家制度中 ,返回于自身 ,并在其中统一

起来”
[ 1]
(第 174页)。与之相比 ,黑格尔只把市民社会看作是“绝对精神”在伦理领域中实现自身的一个

中介 ,是介于家庭和国家之间的领域。“市民社会 ,这是各个成员作为独立的单个人的联合 ,因而也就是

在形式普遍性中的联合 ,这种联合是通过成员的需要 ,通过保障人身和财产的法律制度 ,和通过维护他

们特殊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外部秩序而建立起来的 。” [ 1](第 174 页)总之 ,国家作为家庭与市民社会的统

一 、作为真正普遍的公共生活的代表者 、作为精神实体的最终实现形式 ,构成黑格尔法哲学最为核心的

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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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近代的契约论思想相比 ,黑格尔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这番见解无疑是非常深刻的。无论是霍

布斯 、洛克还是卢梭的契约论 ,几乎都包含着这样两个方面:一是假设“自然状态”的存在 ,二是不对国家

与市民社会进行区分 。具体来说 ,个人在人类社会出现之前 、在契约关系发生之前始终处于一种自由

的 、利己的自然状态中;契约的缔结则意味着个人能够通过让渡部分的私人权利给国家从而获得共同体

的保障 ,并且 ,国家就等同于政治社会 。总之 ,近代契约论直接指向的问题是:国家如何成为公意的代

表 ,而不是沦为少数人统治的工具 。与之不同的是 ,黑格尔虽然也认同政治生活之于国家的重要性 ,但

是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背景却使他敏锐地觉察到经济生活带给那个时代的改变 ,即除了代表公意的国家

之外还存在一个相当庞大的私人领域 ,这就是市民社会 。“在市民社会中 ,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 ,其他

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但是 ,如果他不同别人发生关系 ,他就不能达到他的全部目的 ,因此 ,其他人便

成为特殊的人达到目的的手段 。” [ 1]
(第 197页)也就是说 ,市民社会是一个以利己作为最终目的的领域 ,

充满了个人之间特殊利益的冲突。

马克思对政治生活的关注 ,很大程度上也源自对当时广泛存在的各种特殊利益之间冲突的社会考

察。在《莱茵报》期间 ,他得以接触到一系列的社会现实问题 ,如书报检查令 、林木盗窃法等问题 。值得

注意的是 ,所有这些问题几乎都集中到一点上 ,即特殊利益之间的对抗以及特殊利益同国家利益的对抗

上。例如 ,在《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一文中 ,马克思逐一批驳了反对出版自由的辩

论人的辩词以及支持出版自由的辩护人的辩词。在他看来 ,所有这些辩词代表的仅仅是特殊等级的利

益 ,而未能从普遍性的角度来理解自由 、法和国家 。“在关于出版的辩论中 ,特殊等级精神表现得无比明

确而完备……某个集团的精神 、一定等级的个体利益 、先天的片面性都表现得极其强烈 、凶狠 ,露出一副

狰狞的面孔。”
[ 2]
(第 42 页)特别是那些反对出版自由的特殊等级 ,把私人特权 、违背人民和政府的个体

自由妄称为普遍权利 ,从而使得代表着公意的国家 、议会和法律等沦落为特殊等级满足私欲的工具 。很

显然 ,马克思对各个特殊等级在这场辩论中的表现感到无比的失望 ,这主要是因为他仍旧站在普遍理性

的立场上把国家看作是至高无上的 ,而现实的情形却是国家的普遍性已经湮没在各个特殊等级之间的

分裂中 ,每个人在实际的生活中都在争取自己的特殊利益而无视那种普遍的和整体的利益。

这种视普遍理性的国家为至高无上的立场 ,直到马克思开始全面地研究和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才获

得了实质性的改变。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论犹太人问题》中 ,马克思在考察国家同市民社会的关

系问题上同黑格尔的观点产生了根本分歧。这些分歧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马克思反对把国家看作是“绝对精神”的最高实现 ,而是当作人的社会本质的外化形式。“黑

格尔之所以发这些谬论 ,是因为他抽象地 、单独地来考察国家的职能和活动 ,而把特殊的个体性看做它

们的对立物;但他忘记了特殊的个体性是人的个体性 ,国家的职能和活动是人的职能;他忘记了`特殊的

人格' 的本质不是人的胡子 、血液 、抽象的肉体的本性 ,而是人的社会特质 ,而国家的职能等等只不过是

人的社会特质的存在和活动的方式 。” [ 2](第 270 页)

第二 ,马克思反对把市民社会看作是普遍理性的国家用来实现自身的中间环节 ,而是当作人的存在

的现实表现 ,当作个人之个体性的外化 。同时 ,他还从历史的角度指出 ,市民社会同国家的分离也不是

什么理性的安排 ,而是近代政治革命的结果。在马克思看来 ,近代社会之所以出现了市民社会这样一个

纯粹的私人生活领域 ,是因为个人的政治生活同他的社会生活不再直接同一 ,个人的政治地位和他的社

会地位不再直接同一 , “金钱和教养”成为决定个人社会生活的主要标准。“只有法国革命才完成了从政

治等级到社会等级的转变过程 ,或者说 ,使市民社会的等级差别完全变成了社会差别 ,即没有政治意义

的私人生活的差别。这样就完成了政治生活同市民社会分离的过程 。” [ 2](第 344 页)这里表明马克思意

识到了市民社会同劳动 、私有财产 、物质生活之间的内在关系。所以他说:“被剥夺了一切财产的人们和

直接劳动即具体劳动的等级 ,与其说是市民社会中的一个等级 ,还不如说是市民社会各集团赖以安身和

活动的基础。”
[ 2]
(第 345 页)

第三 ,就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而言 ,马克思反对把国家当作最高的目的 ,反对把国家置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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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社会之上 ,认为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真正基础 。他说:“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 ,它们才是真正的

活动者;而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
[ 2]
(第 250-251 页)。马克思认为 ,思辨的思维之所以要把“这

一切头足倒置” 、之所以不以真正现实的市民社会作为出发点 ,是因为思辨的思维“注意的中心不是法哲

学 ,而是逻辑学 。不是用逻辑来论证国家 ,而是用国家来论证逻辑” [ 2](第 263 页)。于是 ,马克思对黑格

尔法哲学的批判 ,就触及到了思辨哲学的实质 。

在以上三个方面中 ,虽然未直接论及马克思关于个人在国家与市民社会中的存在状态的论述 ,但这

方面的论述对于进一步澄清他同黑格尔在国家与市民社会问题上的分歧具有非常关键的意义 。

二 、个人分裂为市民与公民

在黑格尔那里 ,市民社会同国家的分离带来了个人自身的分裂 ,即分裂为作为公民的“人”与作为市

民的私人 。其中 ,作为公民的“人”被看作是普遍性范畴的最终实现 ,而作为市民的私人则仅仅是普遍性

范畴实现自身的一个中介 ,即个别性范畴的实现 。与此相应的是 ,由于国家被黑格尔看作是至高无上

的 ,所以 ,只有当个人作为公民时 ,即个人处于真正普遍的政治生活中时他才作为人存在着的 。

尽管马克思认同市民与公民相分裂的观点 ,但他却是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来理解这一分裂的 。在

马克思着手政治批判之前 ,费尔巴哈的一系列著作开始进入到他的视野中 ,如《基督教的本质》等。从这

些著作中 ,马克思读出了人本主义的基本立场 ,赞同费尔巴哈是从人的感性存在的角度批判黑格尔的理

性哲学。马克思说:“我们的全部任务只能是赋予宗教问题和哲学问题以适合于自觉的人的形态 ,像费

尔巴哈在批判宗教时所做的那样”
[ 2]
(第 418 页)。事实上 ,马克思当时确实是从人的感性存在这一立场

出发 ,重新理解市民 、公民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的 。

其一 ,虽然马克思也把市民与公民看作是个体性与普遍性的外化形式 ,但是 ,这里的个体性与普遍

性并不是黑格尔所谓的理性自身的发展形式 ,而是现实存在着的人的两重规定性 ,即人的普遍本质和人

的个体性 。换言之 ,公民代表着人的社会本质的实现 ,而市民则代表着人的个体性的实现 。正是从这个

角度 ,马克思批评了黑格尔的做法:“这样用客观的东西偷换主观的东西 ,用主观的东西偷换客观的东西

(黑格尔之所以这样做 ,是因为他想给抽象的实体 、理念写传记 ,于是人的活动等等在他那里就一定变成

其他某种东西的活动和结果 ,其次是因为黑格尔想使人的本质作为某种想像中的单一性来单独活动 ,而

不是使人在其现实的人的存在中活动)所产生的必然的结果 ,是把某种经验的存在非批判地当做理念的

现实真理 。” [ 2]
(第 292 页)

其二 ,正因为市民代表着人的个体性的外化 ,公民代表着人的社会本质的外化 ,所以 ,市民与公民就

构成马克思所谓的矛盾关系 ,即人的个体性与人的社会本质的尖锐对立。在黑格尔那里 ,公民作为个人

在国家中的存在形式 ,意味着个体性与普遍性之间矛盾的扬弃 ,但是 ,马克思坚决反对这一观点 。在他

看来 ,矛盾的两极并非是相互独立的两个存在者 ,也不是在本质上绝对对立的两个规定性(如极与非极

的对立),而是指从同一种本质中分化出来的有差别的两个规定(如南极与北极),如此一来 ,矛盾双方之

间的关系就不是外在对立的 ,而是内在对立且互为补充 、互相吸引的
[ 2]
(第 355 页)。从这个角度来看 ,公

民与市民 ,作为内在于人的两个规定性的外化形式 ,就处于一种同等的地位上 ,二者共同构成了人的公

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的尖锐对立 。因此 ,无论是市民还是公民 ,都应当属于有待扬弃的东西 。

其三 ,除了从逻辑的角度指出市民与公民同属于一对矛盾外 ,马克思还特别强调了这一矛盾的人本

主义涵义 ,即市民与公民都不是个人之为个人的真正存在方式。一方面 ,当个人仅仅作为公民存在时 ,

由于他并不包含任何具体的 、有差别的真实内容 ,所以 ,这种存在形式就只是一种纯粹的概念 ,只是个人

虚幻的存在。或者说 ,公民仅仅相当于个人的普遍本质 ,仅仅相当于抽象的“人” ,即“人”这一概念 。另

一方面 ,当个人仅仅作为市民存在时 ,由于他将自己的社会本质撇在一边而失去了人之为人的基础 ,所

以 ,他就成为一个彻底的利己的动物 ,一个纯粹的个体 。正如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所指出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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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直接的现实中 ,在市民社会中 ,人是世俗存在物 。在这里 ,即人对自己和对别人来说 ,都是实在的个人

的地方 ,人是没有真实性的现象。相反地 ,在国家中 ,即在人是类存在物的地方 ,人是想像中的主权的虚

拟的分子;在这里 ,他失去了实在的个人生活 ,充满了非实在的普遍性。”[ 2](第 428 页)总而言之 ,一个是

纯粹的本质 ,一个是失去了本质的纯粹现象 ,无论缺少了哪一个方面 ,人都不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个人存

在着 。

其四 ,尽管公民与市民都不能代表真正意义上的个人 ,但马克思更强调人作为市民的存在 ,因为市

民生活被看作是政治生活的基础。从理论的角度来看 ,唯有个体性的外化才可能是感性的 、具体的和现

实的 ,或者说 ,个人唯有作为市民的生活才是活生生的 。这一点通过个人的肉体存在以及个人之间为了

满足一己私欲进行的斗争就可以获得充分的证实 。相比之下 ,个人的社会本质则不可能外化为一种具

体的和感性的现象形式 ,因为本质本身是抽象的和普遍的 ,与之相匹配的外化形式当然也应该是一种无

限的和普遍的事物。然而 ,在真正的现实生活中 ,这种无限的事物是根本不存在的 ,所以 ,本质的外化形

式———公民 ,就是缺乏具体形体的个人概念。“黑格尔把普遍物本身变成一种独立的东西 ,于是就把普

遍物和经验的存在直接混淆起来 ,同时也就立即非批判地把有限的事物当作理念的实现。”[ 2](第 296 页)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马克思把市民的存在称为“地上的” ,而把公民的存在称为“天上的” 。从现实的角度

来看 ,马克思通过研究近代的政治革命发现 ,瓦解了封建时代之后的近代政治国家 ,是以市民社会的成

员作为其基础和前提的。为了说明这一点 ,马克思特意提到了美国在建国之初就在宪法中着力保护私

有财产等一系列的人权。在他看来 ,“任何一种所谓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主义的人 ,没有超出作为市民

社会的成员的人 , ……把人和社会连接起来的惟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 ,是需要和私人利益 ,是对他们财

产和利己主义个人的保护 。”
[ 2]
(第 439 页)由此 ,他得出一个结论:“可见 ,政治生活就在自己朝气蓬勃的

时候 ,并且由于事件所迫而使这种朝气发展到顶峰的时候 ,它也宣布自己只是一种手段 ,而这种手段的

目的是市民社会生活 。”[ 2](第 440 页)

总之 ,马克思通过对公民与市民的批判考察 ,就从理论上完成了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 ,特别是摧

毁了那种绝对普遍的理性国家观 ,同时也彻底地改变了马克思对政治革命和政治国家的态度。对于市

民社会与国家 、市民与公民之间矛盾的研究 ,使得他不再寄希望于完备的政治国家 ,不再把政治解放(近

代政治革命的最终目标)当作是人的解放的最终尺度。他后来愈发清醒地意识到:现有的政治解放必须

走向更为彻底的社会解放即人类解放 ,唯有如此 ,个人才能从市民生活与公民生活的对立中摆脱出来。

三 、市民与公民的统一

如果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从否定的角度探讨了国家与市民社会 、市民与公民之间的矛盾 ,那

么 , 《论犹太人问题》则代表着马克思试图解决这一矛盾的积极探索。在这篇论文中 ,马克思针对鲍威尔

的《犹太人问题》进行了批评 ,从“解放”的角度进一步思考了上述问题 ,并明确提出唯有“人类解放”才能

最终解决市民与公民之间的对立。

在马克思看来 , 《犹太人问题》一文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 ,鲍威尔把犹太人的解放问题

首先当成了宗教层面的问题 ,即犹太人要想从基督教国家中解放出来 ,就必须从整体上把基督教和犹太

教都消灭掉。在鲍威尔看来 ,消灭一切宗教是很容易的事情 ,只需要把犹太教和基督教设想成人类历史

(也即自我意识的历史)的不同阶段 ,只需要在这两个阶段之上设想一个非宗教的科学阶段就可以了
[ 2]

(第 421 页)。另一方面 ,鲍威尔又把犹太人的解放问题当成了政治解放的任务 ,以为只要解决了宗教与

国家的对立问题就能够解决犹太人面临的问题。“可见 ,一方面 ,鲍威尔要犹太人放弃犹太教 ,要一切人

放弃宗教 ,因为这样才能作为公民得到解放。另一方面 ,鲍威尔坚决认为宗教在政治上的废除就是宗教

的完全废除。”
[ 2]
(第 423 页)

与上述两个方面相对应的是 ,马克思认为 ,犹太人的解放问题不仅仅是宗教解放的问题 ,同时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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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是政治解放的问题。

就前者来说 ,政教分离 、国家从宗教中解放出来 ,或者说 ,犹太人不必再因为宗教信仰的问题在基督

教国家中受到歧视 ,这些并不意味着个人能够彻底摆脱宗教信仰的束缚 ,也不意味着宗教失去了它的生

命力 。马克思仅仅以美国为例 ,就反驳了鲍威尔的观点。“问题在于:完成了的政治解放是怎样对待宗

教的 ?既然我们看到 ,就在政治解放已经完成了的国家 ,宗教不仅存在 ,而且表现了生命力和力量 ,这就

证明 ,宗教的存在和国家的完备并不矛盾 。”[ 2](第 425 页)由此 ,马克思主张把宗教问题转化为世俗问题 ,

或者说 ,主张从人的世俗存在中寻求宗教起源的基础 , “宗教已经不是世俗狭隘性的原因 ,而只是它的表

现”
[ 2]
(第 425 页)。既然宗教问题被归结为世俗问题的一个方面 ,那么 ,国家与宗教的对立事实上就是国

家与世俗因素(市民社会)之间的对立。

就后者来说 ,如前所述 ,宗教解放只意味着政治国家从宗教的束缚中摆脱出来 ,或者说 ,宗教解放实

质上就是一定形式的政治解放 。通过这种政治解放 ,宗教信仰成为纯粹个人的事务 ,宗教的信仰自由同

其他人权一样受到政治国家和宪法的保障。马克思认为 ,政治国家对这些私人权利的保障带有一定的

虚伪性 ,尽管它以保障人的平等 、自由等权利自居 ,但事实上 ,它常常是公民之间在财产 、教育程度 、出身

等方面差别的维护者 。更进一步来说 ,政治国家保障的人权并不是个人作为共同体成员的普遍权利 ,并

不是个人作为公民的权利 ,而毋宁是个人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私人权利。于是 ,政治国家非但没有解决

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对立 ,而且还把这个矛盾直接作为自己的基础 。

综合以上两个方面 ,犹太人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市民社会与国家 、市民与公民的问题。“宗教信徒和

公民的差别 ,就是商人和公民 、短工和公民 、地主和公民 、活的个人和公民之间的差别 。宗教信徒和政治

人之间的矛盾 ,也就是 bourgeois [市民社会的一分子]和 ci toyen [公民]之间 、市民社会一分子和他的

政治外貌之间的矛盾 。” [ 2](第 429 页)并且 ,政治解放根本无力解决这些矛盾 ,相反 ,它恰恰是这些矛盾的

始作俑者 。“人分解为犹太教徒和公民 、新教徒和公民 、教徒和公民 ,这对于公民生活来说 ,并不是谎言 ,

并不是对政治解放回避 ,而正是政治解放 ,是使自己摆脱宗教的政治解放 。”[ 2](第 430 页)在此基础上 ,马

克思就提出了“人类解放”的任务。

在马克思看来 ,既然“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 [ 2](第 443 页),那么 ,政

治解放远没有完成这个任务 ,个人仍然处于一种分裂的存在状态中。在完成政治解放的基础上 ,我们还

应当进一步地解决市民社会与国家 、市民与公民之间的矛盾 ,这就是所谓的“人类解放” 。“只有当现实

的个人同时也是抽象的公民 ,并且作为个人 ,在自己的经验生活 、自己的个人劳动 、自己的个人关系中

间 ,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 ,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 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

把社会力量当作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 ,只有到了那个时候 ,人类解放才能完成。”[ 2](第 443 页)虽

然马克思此时还不清楚实现“人类解放”的具体途径 ,但是 ,这样一个最高的理想却一直贯彻在他的学术

追求中 ,并通过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获得了升华 。

四 、结　语

从上述关于马克思早期政治思想及个人概念的探讨中 ,并不是单纯为了填补长久以来青年马克思

研究的各种空白 ,而是有着一个更高的目的 ,即通过把握青年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更好地理解成熟时期的

马克思哲学 、更好地理解他对于个人的自由与解放的一贯关注。因此 ,使我们领悟到 ,青年马克思的政

治批判蕴涵着一些对日后影响深远的思想因素。

首先 ,在这一政治批判中 ,马克思的思考实际上已经超出了政治国家的界限 ,因为他关注的不是单

纯的政治国家而是政治国家同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 ,他已然发现市民社会才是国家的

坚实基础 ,这实际上就预示了市民社会将成为其哲学的核心内容 。与此同时 ,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关注

还意味着“个人”必然成为其哲学研究的根本前提 ,个人的感性存在构成市民社会的基础。这一点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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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地体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在那里 ,他明确地提出以“现实的个人”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

点。

其次 ,在这一政治批判中 ,马克思不仅考察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相对立的问题 ,而且也注意到市民社

会内部存在的矛盾。在后来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 ,马克思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 ,市民社会内部存在的个

人与共同体 、个体存在与社会关系之间的对立 ,比市民与公民之间的对立要根本得多 ,这为后来提出“异

化劳动”和阶级矛盾奠定了思想前提。

再次 ,在这一政治批判中 ,马克思敏锐地觉察到经济生活 、物质生活之于市民社会的重要性 ,觉察到

劳动 、需要在经济生活占据的重要地位 。这一点就为马克思从政治批判转向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尤

其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出现提供了十分切近的思想前提 。

最后 ,在《论犹太人问题》中 ,马克思提出了一个对日后影响深远的见解 ,那就是政治解放的最终实

现要以“人类解放”为前提 。这同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的“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

会 ,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
[ 3]
(第 57 页)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这是因为 ,“人类

解放”的提法意味着青年马克思已经站在了高于市民社会的立场上 ,意味着他所展开的哲学思考已经是

对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双重批判 。

[参　考　文　献]

[ 1] 　[德]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 M] .北京:商务印书馆 , 1961.

[ 2] 　[德] 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 1956.

[ 3] 　[德] 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 1995.

(责任编辑　严　真)

The Concept of Individual in Early Marx' s Political Thoughts

LI Zhi

(Schoo l o f Philosophy , Wuhan Unive rsity , Wuhan 430072 , Hubei , China)

　　Biography:LI Zhi(1977-), female , Lecturer , School o f Philo sophy , Wuhan University , majoring

in histo rical materiali sm.

Abstract:After a cri ticism on Hegel' s philo sophy of law , young M arx considers that the

separat ion of civil society f rom the polit ical state resul ts in the separation o f bourgeois f rom ci tizen ,

and the lat ter separation means that the individual is ei ther a purely hoggish being or a purely specie s

being .It fo llow s that , for M arx , only human emancipation could abolish this separation drastically

and make the individual being as a uni ty of bourgeois w ith citizen.The concept of individual involv ed

in what y oung Marx claim s , no t only o ffers a premise fo r the theory of Estranged Labor , but also

inf luences indi rect ly the understanding about “ the real individuals” 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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