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西方马克思主义”命题辞典>>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西方马克思主义”命题辞典>>

13位ISBN编号：9787506018395

10位ISBN编号：750601839X

出版时间：2004-11

出版时间：东方出版社

作者：陈学明

页数：42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西方马克思主义”命题辞典>>

内容概要

一、本书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半部分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命题的总鸟瞰，题为《蓦然回首，她
在灯火阑珊处——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命题看其当代意义》；后半部分则是对本书所收集的“西
方马克思主义”的各个命题加以阐述。
    二、本书共收集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411条。
对每一命题作500-1000字不等的说明。
这些文字说明大致分为述评两个方面。
    三、411个命题按其内容分别归属于以下八个学科：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科学学、
经济学、美学、伦理学。
必须指出，这样做是非常勉强的，因为许多命题很难说属于某一特定的学科。
    四、“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个颇有争议的概念，究竟是哪些人物可以视为其代表人物，也众说纷纭
。
    五、命题一部分真接取自于外文著作，但更多的是采撷于中文著作，其中既有中国学者翻译的原著
，也有中国学者撰写的学术专著。
    六、这里收集的411个命题，仅仅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大量命题中的一部分，挂一漏万是肯定的
。
    七、本书附有两个目录索引：一是根据命题提出者名字按西方文字母排列；二是根据命题首字按汉
语拼音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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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编写说明命题鸟瞰总篇目正文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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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高兹把他所设想的未来的社会主义称为“后工业社会主义”，由于他同样认为这种社会主义体现
了新的乌托邦精神，所以他有时又称这种社会主义为“后工业社会的乌托邦”。
作为一个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者，他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无法解决生态问题，来说明社会主
义社会形态建立的必要性。
他强调，现代社会太需要乌托邦了，因为人们只有凭借乌托邦才能去“想象、期待和激发显现在当前
变革中的潜在的转变”。
他认为，他所设想的未来社会主义的根本宗旨就是要超越信奉“越多越好”的经济理性，他提出了这
样一个命题：“超越经济理性之日，也是社会主义实现之时。
”他认为这种超越了经济理性的社会主义是真正追求生活意义的社会主义，它有几个基本方向：其一
，使劳动成为自主的行为。
他提出了一系列阐述这一思想的命题，如“社会主义社会中人的劳动是由从事劳动的人自己组织起来
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关系体现了对自我确定的目的的自由追求”、“社会主
义社会中的人的劳动所到达到的是从事劳动的个人的目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人获得的权利是劳动
的权利，而不是挣钱的权利”。
其二，适可而止的消费。
他说：“社会主义社会将挣脱更多与更好之间的联系，而重新建立起更少与更好之间的联系”、“社
会主义社会将返回到够了就行和知足常乐的原则”、“社会主义将提供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更少地生
产，更好地生活”。
其三，不再以劳动为基础。
在他看来，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传统劳动已减少到最低限度，从而人类完全可以在劳动之“外”去
谋求满足。
他说：“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自由时间将压倒非自由时间，闲暇将压倒劳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
会不再是一个以劳动为基础的社会”。
其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他认为，只要在上述方向上有了进展，人的全面发展也就指日可待了。
他说：“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劳动的解放会使人发现一种新的存在方式”、“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是—
个自由时间的社会的乌托邦”、“未来的社会主义使人的全面发展真正有了可能”、“未来的社会主
义社会是一个解放了时间的社会”。
上述四位“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构想，显然是一种以他们的人性论出发的
构想，是用他们的人道主义思想对社会主义观念的阐发。
这种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有着天壤之别，全部的关键在于，他们的这些构想，根本
不考虑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生产关系”上的本质区别，相反却强调在物质生产领域中寻找社会主
义的本质特征没有抓住社会主义的真正含他们所构想的这种社会主义实质是“现代乌托邦社会主义”
。
正因为这种社会主义具有强烈的“空想性”，从而遭到了普遍的批评也在情理之中。
但必须指出，对他们所构想的这种社会主义也不能加以全盘否定。
不可否认，他们是从心理、意识、社会和科学技术等许多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后才做出这些构
想的。
在一定程度上，它反映了20世纪的人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
我们要像当年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家重视18、19世纪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即空想社会主义那样重视现代
乌托邦社会主义，即“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构想的社会主义。
他们确实从生存的最基本的根基上向人类展示了真正值得追求的生活方式。
或许他们也“天才”地猜测到了在现代条件下社会发展的正确走向。
其三，他提出人类的历史就是爱欲遭受压抑的历史。
马尔库塞认为，弗洛伊德理论中的人的概念是对西方文明的最无可辩驳的控告，同时又是对它最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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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移的捍卫。
他非常赞同弗洛伊德关于人类文明史的原动力的观点，他说：“人类的历史就是爱欲遭受压抑的历史
。
”这个社会把它所接触的每一样事物都转变为进步与开发、苦役与满足、自由与压迫的潜在来源，爱
欲也未能幸免。
他强调，在当今文明社会中，凡是与文明相悖的本能表现，与压抑性文明、特别是一夫一妻制的性器
恋至上性相悖的本能表现，都会受到禁忌。
当今文明社会中的性欲的升华是按照维护文明的要求进行的，“文明要求不断地升华，从而削弱了爱
欲这个文化的建设者”，“文明的升华对性欲在功能和时间方面加以限制，把性欲纳人一夫一妻制的
轨道，以及使大部分的肉体非性欲化”。
他还强调，从历史上看，把爱欲降格为一夫一妻制生殖器性欲，只有在个体成为其社会设施中劳动的
主一客体时，才能做到。
这种升华的前提是对快乐原则的压抑性改变，而与此同时又把压抑性成分引人社会有用活动中。
他指出，从表面上看，在现代文明中，人具有性自由，但实际上这种自由是有限制的，甚至还可以说
是虚假的。
他说：“现存的自由与满足同统治的要求紧密联系，它们本身成了压抑的工具。
”较之清教时期和维多利亚时期，今天的性自由无疑是更大了，然而与此同时，性关系也更加密切地
与社会关系同化了，性自由与有益的顺从一致了。
马尔库塞对商品关系进入两性行为深恶痛绝。
他提出，在人类历史上，爱欲遭受压抑的历史实际上也就是快乐原则被现实原则替代的历史。
他说：“在人的发展中，快乐原则被现实原则代替，这是一个巨大的创伤事件。
”性本能在现实原则面前首先遭受伤害，性本能屈从于至高无上的生殖器性欲，使性本能屈从于生育
功能。
在他看来，性欲向生殖器性欲的发展，有可能造成一定的快乐，但不可能带来根本的、持久的快乐，
因为对本能内驱力的控制也可用来反对满足，许多性冲动区都被非性欲化了。
对爱欲的压抑一方面造就了文明，另一方面又使文明滋生了内在的破坏力量，在马尔库塞看来，这就
是“文明的辩证法”。
他说：“文明陷入破坏性的辩证法之中，因为对爱欲的持久约束最终将削弱生命本能，从而强化并释
放那些要求对它们进行约束的力量，即破坏力量。
”他还说：“爱欲与文明的冲突随着统治的发展而发展。
”在操作原则统治下，人的身心都成了异化劳动的工具，而只有当人的身心抛弃了人类有机体原先具
有并追求的里比多的主一客体自由时，才会成为这样的工具。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体系并不存在这是法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主
要代表人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1901—1990)在《马克思主义的分化》一文中提出的一个重要命
题。
20世纪五十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多元论”在西方世界越来越广泛地传播着。
列斐伏尔是这一理论的最系统的阐述者和最积极的宣传者之一。
本命题正是在他阐述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多元的理由时所提出来的。
列斐伏尔认为，马克思呈多元化倾向，这是由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
他说，事实上，“只有马克思所得出的一些概念，这些概念构成一种‘理论’，但是马克思主义作为
一个体系并不存在”，“认识论在把一个狭窄的科学性标准强加给马克思著作的同时，使它变成了一
种又硬又没有肉的果核。
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玄学语言、大量的马克思主义推论的推论⋯⋯这就是所谓的‘马克思主义’”
。
为了否认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存在，列斐伏尔还强调：“马克思主义几乎始终是一门经济学说”，“而
没有政治理论”。
他还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成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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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辩证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像斯大林时代人们习惯称颂的那样
，形成了绝对的统一。
在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之间很久以来产生了裂缝，不过被教条主义掩盖了而已。
至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关系，这还是个问题。
”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不成体系，决定了它以后的发展不可能也不应该是单一的，人们完全可
以从不同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作出解释，这是顺理成章的。
列斐伏尔否认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存在，这是从根本上取消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有限的”理论这是法国著名哲学家、“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路易?阿尔都
塞(LouisAhhousser，1918—1990)在《马克思主义是“有限的”理论》一文中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
1977年11月11—13日，在意大利威尼斯举行的关于“革命后的社会中的权力和对立”的国际研讨会上
，阿尔都塞作了一个题为《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的报告，宣称马克思主义处于全面的危机之中。
该报告发表后遭到了许多人的驳斥，于是他又发表了题为《马克思主义是“有限的”理论》的文章，
作为对这些驳斥的应答。
本命题正是他在所作的应答中提出来的。
阿尔都塞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出现危机的原因。
他强调，他之所以认为马克思主义陷入危机之中是必然的，关键在于，他把危机归结为马克思主义本
身，这就是说，是马克思主义自身出现了问题，而不是其他外在的原因造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危机。
他指出，人们必须正视这一点：“马克思主义是‘有限的’理论”，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本身并不
是十全十美的，它的真理是相对的真理。
他还进一步说明了为什么把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有限的”理论的缘由。
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可以包罗人类的一切前途的历史哲学，而只不过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
种分析，它除了把共产主义说成是现阶段矛盾发展的可能趋势以外，并没有积极地描绘出共产主义的
轮廓，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就不是一种完整的理论。
例如，马克思主义对于国家、意识形态、政治和阶级斗争的组织几乎没有作任何证明。
如果阿尔都塞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是“有限的”理论，指的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真理，既有绝对性的
一面，又有相对性的一面，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原理必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趋于过时所以需要加
以修正和发展，那么，阿尔都塞所说的并没有什么重大的错误。
但显然阿尔都塞不是在这一意义上说的，他说马克思主义是“有限的”理论，是为了论证他的马克思
主义危机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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