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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马克思看来，分工不仅是“政治经济学一切范畴的范畴”，而且是走向历史唯物主义深处的核心范
畴。
因为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从分工的观点来看是最容易理解的。
《马克思分工思想研究》在借鉴、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解读马克思的经典文本，力图挖
掘其中所蕴含的丰富的分工思想，着力将分工与秩序问题结合起来，指出现代社会的发展应该指向一
种现代文明秩序的建构。
这无论是对于坚持并发展马克思的分工思想，还是对于行进在“现代化”道路上的中国社会而言，都
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探索。

《马克思分工思想研究》的作者是王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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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虎学
男，1981年11月生，甘肃庆阳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博士，师从袁贵仁教授，现为中共中央党校马克
思主义理论教研部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论和人学研究。
已在《哲学研究》、《哲学动态》、《教学与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光明日报》等报刊杂志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数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哲学原理》、《马克
思列宁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文转载；出版个人译著《马克思的社会本体论》；参与“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原理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当代文明秩序的构建”、“马克思
主义整体性研究”等多项课题研究；参编《哲学与人生》、《思想品德和思想政治课教学论》、《建
设人才强国的行动纲领》等。
目前，正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社会转型期价值观的分化与整合”与中央党校教学资助奖
励项目“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导读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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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柏拉图看来，分工源于人的天赋、禀性之差异和人的需要的多面性。
“不同的天赋预先使人们具有适合于做这种工作而不适合于做另一种工作的不同禀性。
由此产生了分工以及与此相应的各个不同的等级。
”①所以，处于不同等级的人都应该根据其天赋、禀性去从事各种不同的工作，从而委身于其所应得
的分工体系之中。
非常可贵的是，柏拉图还从个人才能的片面性和个人需要的多面性出发进一步阐明分工在公社内部的
必要性。
由于公社中的每一个人都有着不同的才能，他不可能独立地满足自己的全部需要，因此，每一个人在
公社中都要依靠另一个人，只有与另一个人发生联系，他才有可能使自己的全部需要得以满足和实现
。
在柏拉图看来，“公社内部的分工产生于需要的多面性和才能的片面性，不同的个人有不同的才能，
因而每个个人从事某种职业会比从事其他职业发挥更大的作用。
”②而且，分工有利于劳动时间的分配，也能更好地满足公社的各种需要。
“一个人种地，另一个人盖房，第三个人织布，制鞋等等。
每一个人是把自己的劳动时间分成几个部分，一部分时间种地，另一部分时间盖房，第三部分时间织
布等等，自己满足自己的各种需要好呢？
还是把他的全部时间都用于做一件事情，因而他就不仅为自己而且也为别人例如生产粮食、织布等等
好呢？
后一种办法要好一些。
”③　　因此，柏拉图主张终身从事一种工作，反对把工作当做副业。
他认为：“如果一个人把某种手艺当做自己唯一的终身职业，他就能更好地完成这项工作，使他的活
动完全适合他所要完成的该项工作的要求和条件，如果他把这项工作当做副业来做，那么，这项工作
做得怎样就要看他从事其他工作的情形如何。
”④而且，如果一个人同时从事好几种手艺，那么一种不可避免的情况就是：把这种或那种手艺当作
副业，这是柏拉图极力反对的。
因此，柏拉图为分工辩护的主要论据就是他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劳动者应当适应工作，而不是工
作应当适应劳动者”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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