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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无产阶级会沦为无用阶级吗?

蒋红群

揖内容提要铱 170 年前诞生的 《共产党宣言》 宣告无产阶级是具有远大前途的先进阶级, 但近些

年来, 赫拉利提出的 “无用阶级论冶 即人工智能将使无产阶级沦为 “无用阶级冶 的观点, 使马克思

主义这一观念遭到新的历史虚无主义之冲击。 以 《共产党宣言》 观之, 人工智能是资本主义机器大

工业长期发展与技术积累的结果, 而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又是资本谋取剩余价值的技术工具。 人工

智能之所以排斥无产阶级, 仍源于资本与劳动的对立。 然而, 资本主义无论怎样利用人工智能赢得

新的生存空间, 都无法改变 “两个不可避免冶 的历史发展总趋势。 的确, 未来社会存在一个 “无用

阶级冶, 但这个阶级不是无产阶级, 而是资产阶级。 这是从 《共产党宣言》 看人工智能的阶级影响

而得出的必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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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年前发表的 《共产党宣言》, 无疑是人类思想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文献之一。 《共产党宣言》
科学地揭示了无产阶级是肩负人类解放重任的、 具有远大历史前途的革命阶级, 但近些年来, 以色

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提出的 “无用阶级论冶 即人工智能将使无产阶级沦为 “无用阶级冶 的观

点, 经过媒体盲目的发酵和渲染, 正成为继 “无产阶级消亡论冶 之后的另一种思想话语, 在全世界

一定范围内传播开来。 赫拉利的预言是对的吗? 无产阶级在人工智能面前真的会陷入 “无用冶 状态

乃至被所谓的 “算法冶 淘汰吗? 本文即尝试以 《共产党宣言》 为思想武器,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

来剖析这一观点, 以消除一种新的历史虚无主义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捍卫 《共产党宣言》 发表以来

无产阶级作为先进阶级的光辉形象。

一、 赫拉利的 “无用阶级论冶 与回应态度

20 世纪 70 年代出生的希伯来大学教授尤瓦尔·赫拉利是目前 “全球瞩目的新锐历史学家冶, 他

近些年出版了两本风靡全球畅销书: 《人类简史: 从动物到上帝》 (以下简称 《人类简史》)、 《未来

简史: 从智人到智神》 (以下简称 《未来简史》)。 这两本书的共同主题是 “智人的进化冶, 尤其在

《未来简史》 中, 赫拉利着力于刻画人类科学技术的演进, 并以超乎寻常的想象力描述了 21 世纪人

工智能如何引起人类自进化到智人以后的最大一次改变。 正是在此探讨过程中, 赫拉利论述了人工

智能的阶级影响, 提出了人工智能将使无产阶级沦为 “无用阶级冶 这个颇具思想冲击力的 “无用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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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论冶。
赫拉利认为, 随着进入 21 世纪以来大数据、 云计算、 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的突破性发展, 机器

与人的竞争越来越不限于身体能力, 就连人类独特的、 引以为傲的认知能力, 也将被机器打败。 赫

拉利在 《未来简史》 关于 “无用阶级冶 的一节中写道, 阿尔法狗 (AlphaGo) 以 4 颐 1 战胜李世石,
表明人工智能算法变得越来越聪明。 尽管人工智能目前无法与人类匹敌, 但人工智能把人类排挤出

就业市场的效应已经初步显现。 赫拉利基于牛津大学的研究报告提供了一份危机职业的名单, 这里

面首当其冲的就是电话营销人员、 收银员、 厨师、 服务员、 公交车司机、 建筑工人、 安保人员、 木

匠等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城市无产阶级群体淤。 赫拉利认为, 更为糟糕的是, 伴随着人工智能在大多

数认知工作上超越人类, 将来不仅体力工人, 就连公司经理、 医生、 律师、 艺术家等脑力劳动者也

将逐一被人工智能取代。 在赫拉利看来, 以往的无产阶级 “如果集体利益受到威胁, 他们可以团结

起来、 组织罢工、 进行抵抗, 形成重要的投票群体冶于, 但如今由于排斥劳动的人工智能算法被某些

公司垄断, 一方面, 这一切 “财富和权力可能会集中在拥有强大算法的极少数精英手中, 造成前所

未有的社会及政治不平等冶盂, 另一方面, 无产阶级和其他被人工智能挤出就业市场的人 (其实还是

无产阶级) 很可能会形成 “一个全新而庞大的阶级: 这一群人没有任何经济、 政治或艺术价值, 对

社会的繁荣、 力量和荣耀也没有任何贡献冶榆。 那么, 这群无用阶级在社会中还能做些什么呢? 赫拉

利再一次说出惊人之语: “很有可能就算这些无用的大众什么事都不做, 整个社会也有能力供养这

些人, 让他们活下去。 然而, 什么事能让他们打发时间, 获得满足感……答案之一可能是靠药物和

电脑游戏。冶虞 这里可以明显感受到, 赫拉利提供了一幅反乌托邦的阴暗画面: 人工智能算法将使无

产阶级沦为无用阶级, 这群无用阶级将无所事事, 沉沦到只能靠药物 (毒品) 和虚拟游戏而活。 其

实, 赫拉利对于资本主义也并非没有一点批判精神, 他甚至认为对数据主义提出批判可能是 21 世纪

“最急迫的政治和经济议题冶愚。 可是, 既然赫拉利认定无产阶级会成为一群 “无用冶 的人, 而唯一

足以和资本主义相抗衡的共产主义又被他视为 “一种宗教冶舆, 那么人类的终极希望和出路何在? 赫

拉利在 《人类简史》 的末尾这样透露: “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影响他们走的方向……或许真

正该问的问题不是 ‘我们究竟想要变成什么爷, 而是 ‘我们究竟希望自己想要什么爷。冶余 很遗憾,
赫拉利最终所给的也只是一个模糊的、 空洞无力的伦理学教条。

应该实事求是地指出, 赫拉利在他的著作中很犀利地刻画了人工智能等技术进步如何造成新的

失业、 职业分化和社会不平等, 而且 “无用阶级冶 作为一个概念从表面看似乎具有片面的真理性,
对此需要予以客观的评价。 但是, 赫拉利的 “无用阶级论冶 同时又有极端而深具误导性的一面, 这

一理论在当下还颇有市场, 传播到中国后, 甚至引起中国民间和学术界一定的思想惊恐。 这迫切需

要我们回到 《共产党宣言》 并依据其公开阐明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 观点和方法, 深刻剖析 “无用

阶级论冶 的错谬之处。 下文的任务, 即以批判性地回应 “无用阶级论冶 为鹄的, 由 《共产党宣言》
对人工智能及其阶级影响进行具体的、 理性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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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资本、 机器及人工智能的产生与实质

作为当今时代的一个热词, 人工智能 (英文缩写为 AI) 本质上属于计算机软件和程序淤; 宽泛

来讲, 就是如何通过计算机硬件和软件, 设计出可以模拟、 延展某些人类思维和智能行为的应用科

学与技术。 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那个年代, 当然还没有计算机和人工智能, 他们在 《共产党宣言》
和其他著作中也从未使用人工智能的概念, 但透过 《共产党宣言》 这部天才般的、 充满预见的著

作, 可以帮助人们从历史科学的视野弄清人工智能的产生、 发展与实质。
1. 资本的机器逻辑: 从机器大工业到人工智能的产生

人工智能在技术上有时也被称为机器智能于, 机器是人工智能的前身和先决条件, 故而了解人

工智能的前世今生, 有必要回溯至近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机器大工业时代。
马克思恩格斯终其一生都非常关注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与机器大工业发展, 他们早在 《德意志

意识形态》 这部历史唯物主义的奠基之作中, 就从分工出发有力地论证了机器大工业的产生。 他们

指出, 历史上的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最终引起了城市和乡村的分离, “不同城市之间的分工

的直接结果就是工场手工业的产生冶盂。 工场手工业时代已经出现了一种粗陋形式的机器———织布

机, 这时织布业开始采用机器生产, 并 “在城市里产生了一个新的织工阶级冶榆。 随着工场手工业的

变化和发展, 西方社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一则社会生产力有了巨大发展; 二则传统行会中的帮工

和师傅之间的关系逐渐演变为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 并在资本的加速积累中产生了大资产阶级。
《共产党宣言》 进一步指出, 随着资产阶级不断开拓新的市场, “甚至工场手工业也不再能满足需要

了。 于是, 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 现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冶虞。 要言之, 资本主

义从 19 世纪初开始进入由手工劳动向机器生产转变、 手工工场向工厂制度演进的近代机器大工业时

代。 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肯定了这一时期的伟大成就: 它使得资产阶级在不到一百年的统治中创造了超

过过去一切时代的巨大生产力。 “自然力的征服, 机器的采用, 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 轮船的行

驶, 铁路的通行, 电报的使用……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冶愚

资本 “是一种社会力量冶舆, 这种力量不仅最终确立了机器的地位, 也推动着机器和机器动力体

系不断沿着一个更为高阶的方向发展。 19 世纪下半叶, 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开启的第二次工业革命,
又把人类带入了以电和电器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电气时代, 这时旧的机器 (蒸汽机) 为新的机器

(如发电机) 所取代, 新机器的发明、 新产业的建立愈发成为国家发展的关键。 正是在电气时代,
与初代人工智能最为相关的机器设计得以产生。 1936 年, 年轻的英国数学家阿兰·图灵在一篇开创

性论文中提出了 “图灵机冶 的设想。 “图灵机冶 本身不是一台具体的机器, 而是通过机器来模拟人

类数学运算的思想模型。 “图灵机冶 与 20 世纪 40 年代的 “冯·诺伊曼机冶 作为区别于以往 “硬机

器冶 的发明, 是非常杰出的科技贡献。 1950 年, 阿兰·图灵在 《计算机器与智能》 一书中又设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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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 “图灵测试冶, 并预言了未来机器智能的出现淤。 也正是在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历史节点,
人类社会发明了第一台真正意义上的电子计算机 (1946 年)。 无独有偶, 1956 年, 约翰·麦卡锡在

有马文·明斯基、 香农、 西蒙等著名科学家参与的 “达特茅斯夏季会议冶 上, 首次正式提出 “人工

智能冶 概念, 由此开启了人工智能的起点。 毋庸置疑, 电子计算机和人工智能作为 20 世纪影响最为

深远的发明之一, 使人类社会面貌再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不少科学家相信, 基于计算机基础

之上的人工智能将成为正在孕育成形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
2. 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及其实质

人工智能为什么会在 20 世纪 50 年代出现并在当代最终崛起? 对此, 《共产党宣言》 的一段著名

论述可给我们启示: “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 从而对生产关系, 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

行革命, 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冶于 历史上, 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在无数次痛苦的周期性危机中存活下

来, 其深层秘密就在于资本作为一种统治权力, 不断利用科学技术进行生产工具和产业部门的重大

革新, 从而持续创造出资本主义暂时所能容纳的新的生产力和社会财富。 人工智能也是一种重要的

生产工具, 而且它从一开始就是资本主义极力利用的对象。 1956 年, 当时全球最大的计算机制造商

IBM 就参与了麦卡锡主持的 “达特茅斯夏季会议冶 的规划, 并作了人工智能的前期研究工作盂。 同

年, 工业机器人先驱乔治·德沃尔创办了世界上第一家机器人公司尤尼梅特, 一个全新的产业———
工业机器人产业诞生。 20 世纪 60 年代至 70 年代末, 人工智能经历了一个爆炸式的商业化浪潮, 这

时美国硅谷出现了第一批人工智能公司。 其后, 人工智能发展遭遇了 10 多年的低谷和市场失败, 但

以 1997 年 IBM 公司设计的 “深蓝冶 系统战胜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为标志, 人工智能的技

术和商业化重新获得生机。 尤其从 2011 年以来, 随着资本家集团意识到人工智能将成为有利可图的

热门领域, 全球爆发了一场引人注目的资本智能化转向和随之而来的资本竞争。 仅以美国为例, 谷

歌、 苹果、 IBM、 英特尔、 脸书 (FaceBook)、 亚马逊等科技巨头, 近些年就一直在悄然收购人工智

能初创公司榆。
由此可见,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除非……不断进行革命, 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冶虞 的压力, 迫

使人工智能这类先进的科学技术出现并为其服务, 迫使内在地臣服于资本逻辑的科学家集团和工程

师们, 不得不竭力追求能帮助资本家度过经济危机、 获得超额剩余价值的新的技术突破。 所以, 就

历史而言, 人工智能说到底是 《共产党宣言》 所揭示的资本逻辑驱动下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长期发

展与技术积累的结果; 就实质而言,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 人工智能实际上是资本谋取剩余价值进而

维持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体系存活的技术工具。

三、 资本与劳动的对立: 人工智能何以排斥无产阶级?

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必然会带来某些后果, 其中世人最为关注、 也是赫拉利在 《人类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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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 “图灵测试冶, 其要义是: 当某人与幕后的一台机器和一个人同时进行交流, 若他在一段时间内无法辨别与自己交流

的对象是机器还是人, 就说明这台机器通过测试, 有了人的智能。 因 “图灵测试冶 的提出和通用, 阿兰·图灵被认为是人工智能的

先驱。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2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第 34 页。
参见 也美页 约翰·马尔科夫: 《人工智能简史》, 郭雪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7 年, 第 108 页。
参见明轩: 《硅谷科技巨头 5 年收购 140 家人工智能公司, 这里有最全列表》, http: / / tech. qq. com / a / 20161012 / 040369.

htm。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年, 第 403 页。



史》 《未来简史》 中所提到的后果之一, 就是可能导致一轮史无前例的工人大失业。 遗憾的是, 赫

拉利虽然论述了人工智能对无产阶级的排斥, 却没能正确而清晰地剖析现象背后的本质及原因。 这

仍然需要求助于 《共产党宣言》 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卓越智慧。
1. 机器排斥无产阶级贯穿于资本主义发展始终

赫拉利认为: “自工业革命爆发以来, 人类就担心机械化可能导致大规模失业。 然而, 这种情

况在过去并未发生, 因为随着旧职业被淘汰, 会有新职业出现, 人类总有些事情做得比机器更

好。冶淤 赫拉利这个初看起来似乎成立的判断, 其实并非没有问题。 首先, 不是工业革命爆发之后才

出现机器对工人的排斥, 根据马克思在 《资本论》 中提供的严谨的历史考证, 此类现象早在 17 世

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确立之初就曾大规模地产生。 马克思在 《资本论》 中摘录了一段历史资料:
“17 世纪, 反对所谓 Bandm俟hle (也叫做 Schnurm俟hle 或 M俟hlenstuhl) 即一种织带子和花边的机器的

工人暴动几乎席卷了整个欧洲。冶于 “1758 年, 埃弗里特制成了第一台水力剪毛机, 但是它被 10 万名

失业者焚毁了……19 世纪最初 15 年, 英国工场手工业区发生的对机器的大规模破坏 (特别是由于

蒸汽织机的应用), 即所谓鲁德运动, 为西德茅斯、 卡斯尔雷等反雅各宾派政府采取最反动的暴力

行动提供了借口。冶盂 众所周知, 马克思在此处提到的鲁德运动 (也译作卢德运动), 是工业革命早

期无产阶级以破坏机器为手段而抗议工厂主压迫的工人运动, 此后鲁德运动在文献中成了工人捣毁

机器、 反抗资本家剥削的强有力的象征。 事实上, “世界历史上再没有比英国手工织布工人缓慢的

毁灭过程更为可怕的景象了, 这个过程拖延了几十年之久, 直到 1838 年才结束冶榆。 20 世纪初以来

的历史也表明, 当一种新机器或机器体系刚占据资本主义的某一生产领域时, 它总能对该领域的无

产阶级 (尤其是体力工人) 造成极其不利的影响。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 在第一次人工智能浪潮的催

生下, 工业机器人开始在欧美发达国家和日本投入使用, 无人工厂更是在制造业领域不断兴起。 据

统计, 目前全球共有 140 万台工业机器人, 它们是无产阶级极强的竞争者, 随时可以使雇佣工人

“过剩冶。 尤其是近些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成熟, 无人驾驶汽车、 无人公共汽车、 无人餐馆、
无人超市、 机器人药剂师等令人咋舌的新生事物纷纷涌现, 预设着未来一场新的、 不可抗拒的 “失
业潮冶 的来临。 不难看出, 从 17 世纪到 21 世纪, 人类历史一再证明, 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所引起的

机器对无产阶级的排斥, 在资本主义的各个时代都是广泛存在的。
2. 人工智能排斥无产阶级仍源于资本与劳动的对立

人工智能为什么比以往的机器更加排斥无产阶级? 根据 《共产党宣言》 所提供的无可辩驳的先

见之明, 这个源头祸水就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度所固有的矛盾———资本与劳动的对立。
《共产党宣言》 明白无误地指出, 历史上资本主义社会日益被 “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

级: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冶虞。 这两大阶级从一开始就是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的矛盾共同体。 然须

注意, 资本与劳动的矛盾同一性是相对的、 有条件的, 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斗争性却是绝对的、 无条

件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写作 《共产党宣言》 时期就已注意到要从生产关系的维度看待资本, 在 《资
本论》 中, 马克思更是明确指出资本的本质不是物, 而是被物掩盖下的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剥削与

被剥削的关系, 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 进而言之, “资本主义生产不仅是商品的生产, 它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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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上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冶淤。 而在资本的积累和剩余价值的再生产过程中, 资本家的资本无外乎由两

部分构成: 以生产资料形态存在的不变资本 (C) 和以劳动力形态存在的可变资本 (V), 它们各自

在剩余价值生产中所起的作用不同。 现在我们知道, 人工智能从物质形态来说是一种生产资料, 从

价值形态来说是一种不变资本, 而且正如其他不变资本, 人工智能本身也不创造剩余价值, 即不是

剩余价值的独立源泉。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 人工智能作为不变资本与无产阶级的劳动力作为可变资

本之间的矛盾不仅具有新的特殊性, 其矛盾的激烈程度也是前所未有的。 原因是, 如果说, 过去的

工人尽管受资本家剥削, 忍受可怕的异化劳动和过度劳动, 但毕竟机器还需要人做简单而单调的操

作, 从而工人还没有被完全排除于劳动过程之外, 但人工智能时代的智能机器与以往机器的根本差

别, 在于它不仅作为异己的力量奴役人, 更是直接作为拒绝的力量抛弃人, 亦即不再需要人。 《共
产党宣言》 早已指出: “由于推广机器和分工, 无产者的劳动已经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 因而对

工人也失去了任何吸引力。冶于 《资本论》 更是揭示了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也就是机器的比重作为不变

资本不断增加而可变资本相对减少的一般趋势, 强调资本在其积累进程中凭借新的机器越来越多地

排斥雇佣工人, 从而相对过剩人口或者说产业后备军的扩大, 构成了 “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 一

般的规律冶盂。 这一规律在人工智能时代仍然是完全起作用的。
在论及人工智能决然地排斥无产阶级的社会现实时, 还有必要留心一种迷惑性的观点。 19 世纪

的麦克库洛赫、 托伦斯、 西尼耳、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包括今天的一些经济学分析人士也认为:
“所有排挤工人的机器, 总是同时地而且必然地游离出相应的资本, 去如数雇用这些被排挤的工

人。冶榆 即赫拉利所言的 “随着旧职业被淘汰, 会有新职业出现冶虞。 马克思在 《资本论》 中针对这

种所谓的 “补偿理论冶, 一针见血地指出: “被经济学上的乐观主义所歪曲的事实真相是……机器的

这种作用, 在这里被说成是对工人阶级的补偿, 其实正相反, 是对工人的极端可怕的鞭笞。 在这里

只指出一点: 从一个工业部门被抛出来的工人, 当然可以在另外一个工业部门找职业……即使如此,
他们的前途也是多么渺茫! 这些因为分工而变得畸形的可怜的人, 离开他们原来的劳动范围就不值

钱了。冶愚 不幸的是, 马克思所描述的不仅是一个事实, 还是一个规律, 所以 19 世纪、 20 世纪发生

过的野蛮事情, 在今天高度文明的 21 世纪未必不能重演。 耐人寻味的是, 当今涉猎人工智能的 IT
巨头本身几乎就只雇佣很少量的工人。 2017 年资本总市值高居全球第一的苹果公司, 全球员工数量

仅 10 万余人; 以阿尔法狗 (AlphaGo) 系列程序惊艳世界的谷歌公司, 员工总数不到 8 万; 用 AI 理
念制造无人驾驶汽车的特斯拉公司, 全球员工仅 3 万多人; 已研发出绘图机器人的微软公司全部员

工为 11 万多人, 且近些年因公司调整方向一直裁员不断。 可见, 在当前资本智能化和人工智能资本

化的趋势中, 人工智能所替代的不仅是一般性的社会劳动, 也实际地排挤人工智能企业内部的雇佣

劳动者。 毋庸讳言, 只要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所有权还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 就一定会存在资

本与劳动的对立, 而机器对于工人的排斥、 历代工人挥之不去的失业梦魇和慢性贫困, 也一定会延

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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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人工智能、 阶级反抗与无产阶级的最终命运

让我们再次回到赫拉利的观点。 他认为, 以人工智能、 生物科技为代表的技术发展会将人类分

为两类, “一类是绝大多数无用的普通人, 另一类是一小部分经过升级的超人类冶淤。 对于那些被赫

拉利的 “无用阶级论冶 所虏获的人来说, 故事到这里似乎已经结束: 大多数普通人特别是那些靠苦

力谋生的工人, 将被人工智能彻底淘汰而没有任何的前途。 然而, 任何认真读过 《共产党宣言》、
赞同历史唯物主义和了解一点共产主义运动史的人, 都绝不会轻易同意赫拉利对于无产阶级的消极

看法。
1. 无产阶级怎样回击资产阶级: 历史与启示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冶于。 阶级斗

争归根到底也源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众所周知, 生产力和生产关

系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又表现为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冲突。 资本主义社会

基本矛盾的尖锐化客观上对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提出了公有制的要求, 但资产阶级出于自身的

阶级利益和政权统治, 却又极力维护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生产关系, 于是围绕着剥削与反剥

削的物质利益冲突, 便产生了贯穿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始终的两大阶级斗争。
由此可见, 资产阶级作为比以往各个阶级社会更为强大的统治阶级, 从头至尾都面临它的矛盾

对立面也就是无产阶级的反抗和威胁。 《共产党宣言》 甚至强调: “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

级中, 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冶盂 当然, 无产阶级也并非一开始就意识到自身的力量与历

史使命, 但无产阶级很早就开始了对资产阶级的反抗运动。 《共产党宣言》 如此记述: “最初是单个

的工人, 然后是某一工厂的工人……他们不仅仅攻击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 而且攻击生产工具本身;
他们毁坏那些来竞争的外国商品, 捣毁机器, 烧毁工厂, 力图恢复已经失去的中世纪工人的地

位。冶榆 在接下来的历史中, 随着无产阶级人数的增加和力量的增长, 他们 “开始成立反对资产者的

同盟; 他们联合起来保卫自己的工资……有些地方, 斗争爆发为起义冶虞。 不仅如此, 日益壮大的无

产阶级还越来越意识到自己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政党。 回顾历史, 《共产党宣言》 最具深

远影响的地方之一, 就是它旗帜鲜明地指出无产阶级必须成立自己的政党———共产党。 “共产党人

同全体无产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共产党人始

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冶愚 自从有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指导和共产党这个坚强的政党堡垒, 无

产阶级的政治面貌从此焕然一新, 轰轰烈烈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由此拉开了序幕。
关于无产阶级在过去怎样对抗资产阶级, 我们不可能列举过多的历史细节。 在 20 世纪的整个历史

进程中, 1917 年的俄国十月革命把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现实; 1921 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经过 28 年

浴血奋战, 最终建立了实质上由无产阶级专政的崭新中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各地民族解放运

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 曾经先后吸引十多个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形成了占世界人口 1 / 3
的强大社会主义阵营, 如此等等, 都是摆在人们面前清楚真实的历史。 其后, 尽管 1989 年后发生了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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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解体东欧剧变, 世界共产主义事业遭遇前所未有的重挫, 但这并非是福山所说的 “历史的终结冶, 它

只是表明社会主义作为有别于过去一切剥削制度的人间正道, 必会经历一段曲折漫长、 艰巨复杂的发

展过程, 表明当今社会主义国家更加需要坚守科学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
2. “两个不可避免冶: 人工智能崛起时代的阶级斗争与结局

进入 21 世纪以来, 全世界不仅重新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复兴, 而且无产阶级的斗争亦此起彼

伏, 声势浩大的工人罢工运动更是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一度达到新的高潮。 “在欧洲,
希腊于 2008 年 3 月 19 日举行了公用事业部门和工商企业员工的大罢工, 参加人数达 300 万, 拉开

了大规模罢工的序幕。 此后……2011 年 2 月及 9 月美国还爆发了威斯康星州民众抗议运动及 ‘占领

华尔街爷 等大规模的社会运动, 不仅在美国国内甚至在全世界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冶淤

那么, 在人工智能崛起的近些年, 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形势又如何呢? 目前看来, 虽然人工智

能对无产阶级潜在的极大排斥还没有导致 2008—2011 年那样大规模的工人运动, 但一些国家的工人

罢工和显而易见的对抗趋势已经进入公众的视线。 据媒体报道, 2014 年 6 月, 从英国首都伦敦到意

大利米兰, 超过 3 万名出租车和豪华车司机举行罢工, 敦促欧洲各国政府制定严格政策限制打车软

件 Uber于。 2015 年 7 月, Uber、 Easy Taxi 等打车软件在中国香港亦引起不少出租车司机的不满和抵

制盂。 2017 年 7 月, 美国众议院通过自动驾驶汽车上路的法案, 这遭到了拥有 140 万会员的美国卡

车司机工会的抗议和游说, 为此美国官员不得不进行讨论和做出部分让步榆。 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到,
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所引起的阶级对抗, 必将成为越来越频发的社会现象。 难怪 《共产党宣

言》 这样宣告: “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 它只是

用新的阶级、 新的压迫条件、 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冶虞

但是, 我们也必须冷静地看到: 一方面, 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已成为资本主义国家阶级斗

争新的导火索; 另一方面, 资本主义似乎又再一次地 “垂而不死冶。 这一矛盾不可回避地引发如下

的尖锐问题: 如何看待人工智能时代的阶级斗争? 无产阶级的历史命运究竟如何? 面对赫拉利的

“无用阶级论冶, 面对人工智能时代西方资本主义加紧散播的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不同程度的虚无化、
污名化和悲观主义意识形态, 回到 《共产党宣言》 并从中汲取信心和力量变得尤为重要。 《共产党

宣言》 从两个层面坚定了我们关于人工智能时代无产阶级具有光明前途的信心。 一是从客观的铁的

历史规律看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短暂性, 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终将合乎规律地结束资本主义制度;
二是从主观的无产阶级的自身力量看这个阶级的前途, 即回到 《共产党宣言》 那不屑隐瞒的观点:
“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 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冶愚 “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

墓人。 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冶舆 不是因为 《共产党宣言》 才有了

“两个不可避免冶, 而是因为 “两个不可避免冶 的客观历史规律及其发现才有了 《共产党宣言》 的科

学论断。 可以断言, 资本主义无论怎么利用人工智能赢得新的生存空间, 都无法消除资本主义基本

矛盾, 无法将无产阶级这个 “掘墓人冶 搬出历史舞台而改变 “两个不可避免冶 的历史总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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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拉利敏锐地察觉到人工智能必然带来很大的阶级影响, 但由于他的 “无用阶级论冶 针对的是

无产阶级, 由于他是从悲观的和历史虚无主义的角度看待无产阶级的, 他的理论预设就变得很可疑

了。 不可否认, 人工智能的技术发展趋势可能会在未来某个时候造成无产阶级空前的技术性失业,
但这并不代表无产阶级 “无能冶 或 “无用冶。 立足于 《共产党宣言》 展开的未来 “阶级冶 分析, 人

工智能从长期趋势来看蕴含着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征兆。 原因在于, 通过使用人工智能,
“资本在这里———完全是无意地———使人的劳动, 使力量的支出缩减到最低限度。 这将有利于解放

了的劳动, 也是使劳动获得解放的条件冶淤。 换言之, 人工智能和未来劳动的 “智能化冶 “无人化冶
趋势发展, 尽管会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即资本主义历史阶段使工人遭受新的异化和痛苦, 但同时也将

为以劳动解放为基本标志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创造条件, 为工人和全体社会成员腾出大量自由时间

创造条件。 由此可见, 未来的无产阶级在终极的生存论图景中不会是无所事事、 丧失能力的 “无用

阶级冶, 而是确如 《共产党宣言》 所坚信的那样, 是 “掌握着未来的阶级冶于, 是每个个体都将有条

件得到自由全面发展而在艺术、 科学、 教育等方面作出贡献的有为阶级。 相反, 倒是资产阶级, 从

长远来看会因为人工智能、 新兴生产力违背资本意志的对抗性作用而无法存在。 根据 《共产党宣

言》, 资本主义世界总有一天会因为 “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冶, 以致再也不

能 “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冶盂 而彻底崩溃和灭亡。 德国学者蕾娜特·默克尔说得好: “资
产主义由于它自身的运动规律将成为历史上被淘汰的制度, 而资产阶级, 且不考虑它在历史上一度

产生的革命作用, 将成为一个被淘汰的阶级。冶榆 在此意义上, 未来社会的确存在一个 “无用阶级冶,
但这个阶级不是无产阶级, 而是资产阶级。 这是再强大的人工智能也无法挽救的资产阶级的最终命

运, 这也是 《共产党宣言》 寄予厚望的无产阶级必定会迎来的新的历史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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