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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普遍性的理论学说，确立了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揭示了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
，提炼出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在当代西方蓬勃发展的社会思潮中，马克思主义被许多后继者不经意间地加工、修改，乃至亵渎。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西方社会思潮》旨在描述当代西方形成的各种马克思主义，探索一种伟大理论的
发展之途。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西方社会思潮》首先从唯物辩证法的高度和发展的原理，客观评价经典马克思主
义的学说，以明确马克思主义的精华，便于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比较。
书中综合性地概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五大流派，即经验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批
判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试验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同时辩证地概述了最主要的几种西方哲学理论和社会思潮，包括新老实证主义、实用主义、人本主义
和存在主义、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海德格尔的“自我世界”和现象学方法论、波普尔的朴素否证
论、库恩的权威主义、费耶阿本德的非理性主义及各种后现代主义等内容。
历史上从来没有永恒的真理，每一种学说都在不断的演变之中。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西方社会思潮》介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之系统，正有助于我们解读马克思主义的
过去，现在和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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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马克思主义和西方诸流派都各有其合理性及现实性。
如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论和有关人类社会的结构、功能及发展规律的理论；科学哲学中的
实证精神，逻辑分析方法，对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进行的精细研究和具体描绘，有关科学发现的方法
、证明的方法，科学发展的机制、模式、规律和科学的划界，理论的评价与检验的标准等；人本主义
哲学对意志、本能、直觉、潜意识等非理性因素在人的认识过程中所起作用的关注，对科学真理背后
人的认识机制和认识功能的怀疑，对人的心理因素、主观能动性的关注，对本质主义、教条主义、形
式主义的批判，以及有关“选择”和“自由”等方面的论述等，都值得肯定和借鉴。
以至自20世纪初，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些综合性的哲学派别，其中尤其以西方马克思主义最具典型。
许多西方马克思主艾的理论观点，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和现代西方哲学的综合与发展。
　　类似罗莎，卢森堡对列宁的“集中制原则”、“极端的集中主义”或“无情的集中主义”的批判
；卢卡奇对恩格斯有关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的发生，“人类必将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武断性预
言的批判；葛兰西对经济决定沦的小绝和对布尔什维克的先锋主义与“民主集中制”的批判，以及他
的有关“知识—道德集团”和“实践一元论”的主张；施密特对恩格斯客观辩证法的批判和有关“物
质实在一开头就被社会中介，自然界不是孤立自存的，其历史一直都打着人类社会的烙印”观点；德
拉一沃尔佩的有关恩格斯等人的客观辩证法不过是黑格尔的物质辩证法的机械性抄本的观点；阿尔杜
塞的“多元决定论”的观点；霍克海默对马克思的批判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以及他的有关无产阶级也
会有无意义的经历，也会在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出现犯罪和不公正，打着科学招牌贩卖形而上学和
教条主义的观点；马尔库塞对科学技术的异化作用和局限性的批判；阿多诺对现实由“经济技术协作
”和“虚假的需求”导致的“绝对一体化”的批判；弗洛姆有关“社会变革和社会性格交互作用”的
观点；哈贝马斯的“认知　　兴趣的结构理论”和“交往行动理论”；萨特有关“人道主义”和“人
学辩证法”的论述；恩卓，佩奇的“生活世界”理论和“个人与阶级之间的辩证法”；现象学家保罗
·比康有关“生机勃勃的马克思主义必须使自己适应于变化了的环境和人类异化了的形式”的观点；
维里科，科拉西有关“把人的劳动从剥削和异化中解放出来”的观点；亚当·沙夫的“否定的”幸福
论；马尔科维奇有关“社会分工中不需要有代表别人来决定和统治的特殊职业者，作为独立的、异化
的、政治主体的官僚成为多余”的观点；斯托扬诺维奇有关“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将始终对一切现存条
件进行无情地批判”，否定那些“新构筑的神话、偶像、戒律以及神圣信条”的观点；生态哲学家有
关“异化消费使马克思的关于工业资本主义的生产危机理论失去效用”，现在人类面临的是要解决“
生产、消费、需求、商品和环境”之间矛盾的观点；福柯的日常生活有机化理论、“权力工艺”和“
生物政治学”；德里达有关“在文字之外别无更基础的存在和判定标准，世界上的一切都是语言和文
字”的观点；哈贝马斯有关生活质量、人权、生态、个人发展、参与社会决策的公平机会，消除社会
冲突、维护社会秩序的观点；布尔迪厄的反观性社会学和“社会游戏论”；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解
释的政治学，以及对“一切皆语言”的观点的批判等，都值得马克思主义借鉴。
　　概括当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有：进化主义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
马克思主义，实践主义马克思主义，激进主义马克思主义，批判主义马克思主义，心理主义马克思主
义，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新实证论的马克思主义，分
析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否证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个人主
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等等。
所有这些流派，基本上可以分为四大类别：经验主义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实验主义
马克思主义，批判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即法兰克福学派和新左翼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体系，自身包含的辩证论法决定它必然是一个不断否定、分
化、丰富和发展的过程。
只有不断扬弃马克思主义，才是对它的实质和精髓的真正继承。
马克思主义不是一块烤熟的、即可食用的牛肉，而是指导人类行动的指南。
具体的计划方案需要实践者自己去设计和实施。
今天，西方各种马克思主义争先恐后地登上历史舞台，证明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当然，这其中不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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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牌货，但可以肯定，更多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由衷的关注和拥戴；正是他们正大光明的批判和修正，
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发展和完善。
没有批判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也就不会有任何真理。
本书也正是出自这样一种评价立场，十分宽容地介绍各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
　　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肇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但真正使得这一理论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思
潮中一股重要力量的人物，则是法国的梅洛—庞蒂和萨特。
在萨特看来，伴随着20世纪西方社会人的生存与文化危机，出现了一系列诸如悲观主义、虚无主义、
人本主义、反理性主义或非理性主义、唯美主义、浪漫主义等思潮和观念，使人们日益感至再也不能
对于西方社会产生广泛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无动于衷。
但与此同时，他们又认为马克思主义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理论缺陷，最主要的表现是马克思主义忽视了
个人、人性等在哲学中应有的地位，对人在当代社会中的生存问题以及新的异化问题没有做出应有的
重视。
于是，存在主义哲学家试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某种修正和改造，用人学理论去补充马克思主义，
使之具有新的活力和生机；或者把马克思主义纳入存在主义的轨道，以马克思主义的宏观社会历史视
角为背景，来拓展自身的理论视界，以期既超越马克思主义，也超越存在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最大的贡献就是批判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认为它否定了人的革命性和自
我意识的能动性与创造性，没有认识到人的本质就在于它是一种从事自我创造性的实践的生物，继而
他们主张要重新探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批判的基础。
在20世纪40年代，所谓继承科学马克思主义的斯大林主义，其极权主义行为暴露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极
端恐怖。
正是在这个历史时期，萨特等人撰写了有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概念的批判文
章，主张只有存在主义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才是一种真正强调人的基本自由和权利的哲学学说，才
是批判以结构主义、官僚主义、决定论和机械论为特征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
正是后者，抛弃了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精神实质。
　　普遍伦理之所以在虚拟世界史容易由一股原则变成现实或是由一般现实转变为原则，关键就是虚
拟主体常常拥有更的人性、更多的坦诚、更多的暴露。
他当然有虚拟、假设、猜想　　推理，但却不乏人性之真实。
他的许多思想和行为都是意识自然流泻、悄绪的自然发挥、理智的自由创造，都是本能、欲望自由意
志的自然流露和展示。
在那里，人性可以真正得到完和丰满。
现在许多人热衷于网交、网游、网聊、网恋，业已证明是那些虚拟现实在满足着无数人的好奇心和求
知欲，使他们够拥有比现实界更多的自由天地。
　　虚拟世界拥有的非物质性、超时空性、可存储性、普遍性、效性、经济性、凝缩性、自我调节性
以及可操作性特征，将会给普遍伦理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实践性和现实性。
特别是虚拟世界的日益抽象化、符号化、数字化、规范化和形式化，必然给普遍伦理的实施提供最大
的方便和更多的机会。
在通过编码和抽象实现的概念时空中，各种虚拟化的具体既高于现实，也高于历史，这样一来它既需
要普遍伦理，普遍伦理也会自动地变为现实。
　　虚拟世界的系统性和快速性更易于虚拟主体交流和扮演“剧场化”角色，这样就更加需要普遍伦
理和相互间的协调与理解，需要合理的交往行动。
在虚拟世界中，日常生活世界中的结　　构要素，即文化的再生产活动、社会的一体化过程，以及个
体的社会化行为，将更多地摆脱现实社会系统或社会制度的束缚，而更加自由地发挥作用，出现“合
理文化的革命化”和“生活世界的开拓化”的新局面，使人类文化和生活世界进入一个高级阶段。
在一种更加宽容和人性化的普遍伦理袒护下，虚拟世界中的日常生活将会变得更丰富多彩，更具冒险
性，刺激性、透明性和开放性。
当然，人们也会从小获得更多的欢乐和幸福；会更加自觉地采取符合规范的态度，合法地凋节主观世
界和个人内部关系，使自己的意图、愿望和情绪在非“强迫”的网络交往中更适应于外部世界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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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体。
在这里，人们将会看到一个”完全沉浸于自己表演中的表演者；这种表演者会认真地相信，他所演出
的印象是真实的，是‘真正的’实在”①。
由此，也进一步证明人类建构虚拟世界不是为了抛弃现实世界，恰恰是为了更好地认识、改造、适应
和弥补现实世界。
现实世界对于不断发展的人类欲求来说，日益显现出其难以满足人类需求的局限性。
它需要人类创造更多的新世界为其服务。
特别是人之肉身的局限性，只有借助现代高科技，才能目睹整个宇宙的奥秘，尽情享受自由的生命。
　　今天，人类针对生活进行的哲学思维已不再是一种新奇的观察，而是将零乱的现实世界变换成某
种思维秩序。
虚拟世界就是基于人类生活将现实和理想观念化与秩序化的一个新世界。
它体现人类主体演变到一个新层次；它作为人之思想、概念和语言结构作用的产物，既代表着认知的
组成规律和平衡形式，也显现人类能动的理论实践能力。
　　鉴于文科博士研究生“两课”教学的重要性、“两课”教学内容的丰富性，以及目前国内本课程
教材的缺乏，我从1999年第一次担任该课程的任课教师时起，就决定并酝酿编写一部对文科各个学科
的博士生普遍适用的教材。
如今，我已经连续授课四届文科博士生，从教学内容到教学经验都有了一定的积累，知道学生对何种
理论感兴趣，也知道哪些学说、理论更有利于解放人的思想，开启人的智慧，锤炼人的思维，培养人
的创新意识，提高研究者分析问题和研究问题的能力，故而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理论和方
法的基础上，将多年的研究成果、读书心得和授课内容融为一体，介绍和评价了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
在内的十多种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思潮，以飨读者。
然而因水平有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赐教、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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