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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资本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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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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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峰
主讲嘉宾

冷
战
之
后
美
国
!资
本
论
"研
究
状
况

冷战结束以来( 在经历了东欧

剧变! 柏林墙倒塌和苏联解体等一

系列事件之后(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一度陷入低潮) 但是(马克思主义政

治运动的低潮并不意味着理论研究

的沉寂( 反而说明更需要进行深入

的理论研究) 从
43

世纪
53

年代中

期开始(美国的学者中掀起了对*资

本论+的研究热潮)

6553

年
4

月( 正值苏东剧变之

时( 得克萨斯大学的贝斯特,

7"898:

;8<"

'教授发表了*马克思与冲突着

的历史模式问题 +一文 (试图用 -关

联论& 的方式把马克思的历史发展

连续性模式和非连续性模式统一起

来) 贝斯特认为(马克思在后期著作

中综合运用了三种模式( 并使它们

互相关联) 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涉及

劳动异化( 而异化又是阶级斗争的

动因( 人道主义模式便成为生产力

模式和阶级斗争模式的潜在前提)

6554

年
64

月 (由 *再思考马克

思主义+杂志和-经济与社会分析协

会& 在阿默斯特马萨诸塞大学举办

了一次题为 -在新世界秩序中的马

克思主义"危机和可能&的国际学术

研讨会) 会议从
=2>

篇论文中选出

了若干篇汇编成册(以*马克思主义

在面临新世界秩序的后现代时代 +

为名于
655>

年出版) 书中*后现代

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现代经济思想

批判+一文指出"后现代资本主义不

是晚期资本主义( 后现代时期的经

济学主要以新古典经济学. 凯恩斯

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轴

心) 过去(马克思主义强调资本主义

社会的无序性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有序性) 但其实社

会主义也有无序性) 该书中的另一篇论文 *资本主

义.社会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则认为(现在的马克

思主义者必须改变旧观念" 要实行新形式的社会主

义(社会主义应讲求效率(要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哥伦比亚大学伯纳德学院经济系的弗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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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655E

年发表了题为 *近来关于劳动

价值论的发展+一文(该论文回顾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

历史根源以及现代对这一理论的批评与贡献) 他认为(对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现代阐释建立在双重平行定价制度

的基础上(忽视了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哲

学基础及其作为货币理论基础的功能)而经验主义的单一

体系方法(包括新解释主义(试图通过考虑货币币值和耗

费在产品中的活劳动量来共同确定商品的价格(取得了新

的理论成果)

蒙特霍约克学院经济学系的莫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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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
6EI6J6EI=

年手稿中剩余价值分配理

论的发展+,

4336

'一文中指出(最近几年发现马克思

资本论的手稿有四部(而不是原来认为的两部(在第

二部手稿中( 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剩余价值分割为

个别部分( 这一理论后来构成了资本论第
=

卷的内

容) 莫斯利分析了马克思如何在
6EI6J6EI=

年手稿

中发展剩余价值理论)

本版整合 谢怡华

!东方讲坛"文汇讲堂#哲学演讲季

哲学与我们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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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 嘉宾$王德峰 复旦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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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资本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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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 嘉宾$张汝伦 复旦大学教授 主题$哲学的意义与批判的价值

$

月
%!

日 嘉宾$童世骏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主题$凡俗生活与理想境界

$

月
!&

日 嘉宾$俞吾金 复旦大学教授 主题$历史主义与当代意识

'

月
%#

日 嘉宾$高瑞泉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主题$哲学照亮文化精神

&

月
%

日 嘉宾$陈卫平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主题$中国哲学的正能量

伊格尔顿#只要存在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消亡
马克思主义结束了) 在那个工厂林立.到处

充满饥饿暴动的世界里(那个以数量众多的工人

阶级为标志的世界里(那个到处都是痛苦和不幸

的世界里(马克思主义还多少有些用处) 但马克

思主义在今天这个阶级分化日益淡化.社会流动

性日益增强的后工业化西方社会里(绝对没有一

点用武之地) 如今(仍然坚持支持马克思主义的

都是一些老顽固) 他们不肯接受这样一个事实"

我们的世界已经取得了极大的进步(而过去的那

个世界再也不会回来了)

-马克思的时代过去了&这样的话使一些马

克思主义者如释重负) 这意味着他们终于可以离

开罢工游行与纠察的队伍(回到心急如焚的家人

们温暖的怀抱中( 在家里度过一个平静的夜晚(

而不用去准备冗长的会议发言或者激情喧嚣的

演讲了) 马克思主义者最大的愿望不见得就是永

远做马克思主义者)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完全不

同于做一个佛教徒或者亿万富翁) 马克思主义者

更像一名医生) 在一般人眼里(医生都是跟自己

过不去的人(虽然他们深知病人痊愈后自己就将

失去价值(但他们还是尽心竭力地救治每一个病

人) 同样(政治激进分子的任务就是努力让自己

早点退出历史舞台(因为那样就意味着他们为之

奋斗的目标已经实现了) 这时候他们就可以安心

地退休(烧掉他们的格瓦拉海报(拿起已经放了

很久没碰的大提琴(聊聊比亚细亚生产方式
!

更

有意思的话题) 如果二十年之后(这个世界上还

有暴动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女权主义者的话(那

将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马克思主义应该仅仅

适用于一个临时性的历史阶段(所以那些将全部

身心都奉献给马克思主义事业的人恰恰没有抓

住马克思主义的实质) 马克思的时代终将过去(

但之后的生活会更加美好) 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

要义之所在)

不过这个看上去十分吸引人的想法有一个

问题( 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

判) 作为有史以来对资本主义制度最彻底.最严

厉.最全面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大大改变了我们

的世界) 由此可以断定(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存

在一天(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消亡) 只有在资本主

义结束之后( 马克思主义才会退出历史的舞台)

而从近些年的情况来看(资本主义看上去迅速衰

败的迹象并不明显)

今天(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都对此表

示认同) 不过他们宣称(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发生

了根本的变化(早已不是马克思当年描绘的那个

样子了(如果不与时俱进(马克思的思想就会失

去价值) 在认真地审视这样的说法之前(我们必

须清楚地看到(马克思本人是十分清楚资本主义

在不断发展变化这样一个事实的) 资本主义不同

历史阶段的划分更是来自马克思主义"商业资本

主义(农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

义(金融资本主义(帝国资本主义等等) 既然马克

思早已洞察了资本主义不断变化的本质(最近几

十年中资本主义的形态变化又怎能影响马克思

主义理论的可信度呢/ 另外(马克思本人曾经预

言工人阶级数量的锐减和白领工人的增加,稍后

我们将谈到这一点') 他还预见到了所谓的全球

化%%%一个真正思想陈旧的人是做不到这一点

的) 而且(马克思的这种-陈旧&恰恰是他的观点

仍然适用于当今世界的关键之处) 资本主义的捍

卫者们在批评马克思主义陈旧过时的时候却忽

视了一点(那就是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不平等程

度甚至可以与古老的维多利亚时代相提并论)

一九七六年(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有很多拥护

者0而到了一九八六年(马克思主义就已经失势)

在这十年的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难道真的只

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昔日的支持者们为了养家糊

口疲于奔命(而放弃了当初的理想/ 还是因为某

项震撼世界的新发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谬误/

抑或是我们偶然中发现了一份失落已久的马克

思手稿( 马克思亲口承认这一切都只是一个玩

笑/ 马克思主义的衰落并不是因为我们失望地发

现马克思其实是为资本主制度服务的) 事实上 (

我们一直都清楚这一点 ) 如果没有弗里德里

希$恩格斯那从事纺织品制造业的父亲开设

的磨坊 ( 马克思恐怕根本活不到能对织布厂

老板进行口诛笔伐的那天 )

注释$

!

!亚细亚生产方式"由马克思在一八五九

年最早提出# 马克思在著作中将之前的人类社

会依次分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资本主

义的四种形态# 现在一般将效率偏低的劳动密集

型传统农业作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代表#

附录$%资本论&主要观点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源于资本

再生产过程中对劳动者的剥削和异化) 资本家按

照市场价格支付劳动者工资(但劳动者在规定工

时内所生产商品的实际价值超过了所获的工资)

这部分超出工资的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 马克

思将这部分价值称为-剩余价值&) 由于资本家垄

断了生产资料( 劳动者无法独立地进行生产(故

只能出售自身劳动力(供资本家剥削) 资本只有

不停地榨取劳动力(才能获得发展)

#()*

年
+"

月生于上海#

+(,,

年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于
+(&!

年$

+(("

年分别获得学士$硕士学位%硕士毕业后留校#

+((&

年以

&人的本源存在与历史生存'一文获哲学博士学位# 现为复旦学院

副院长$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同时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研室

教师及!当代外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兼任美学教研室

主任#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的本体论视域% 中心课题为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与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编者按$

特 里(伊 格 尔 顿 )

-.//0 1234.567

%

+($%8

*%当代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

论家和具有独特风格的文化批评家#

#(*$

年

毕业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

#(*(

年起长期担

任牛津大学凯瑟琳学院沃顿英文和文学理

论讲座教授%现任圣母大学客座教授#

!9++

年出版&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中译本

由新星出版社出版
:

%对于当前西方社会十个

典型的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逐一进行了

反驳% 引起广泛反响# 本文摘录于该书第
%

节+&当前西方反马克思主义观点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