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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视野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马克思依然不可超越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   汪行福  
 

  编者的话：年末岁初，鉴往知来。总结梳理 2009 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状况，既是对
“思想”的年度小结和对精神的及时梳理，也是急速的精神激荡后所必要的间歇和喘息。从本期

开始，本报将连续刊登哲学社会科学部分学科的年度回顾，展示它们在过去一年中走过的道路、

取得的成就，以飨读者。 
  当前，西方思想界出现了“马克思回归热”，而这与 1989年喧嚣一时的“马克思死亡论”之
间相距不过 20年。历史再次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萨特语）。马
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复兴显然与资本主义的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破产以及美国霸权的

受挫有关。虽然原因不尽相同，近年来中国学界也出现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热，并呈现出以下

特点。 
  研究的队伍日益壮大。自 20世纪 8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为中国学者系统研究以
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著作和思想一直是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动力之一。这一

特点今天得到进一步强化。从国内召开的有关国外马克思主义学术会议可以看出，西方马克思主

义研究领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基础扎实、外语好、有天分的中青年研究者。 
  研究领域不断扩大。长期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处在名不副实的状态。从地域看，对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多，对非西方国家的情况研究少，而在西方国家中又主要集中对英、法、德

等国思想家的研究。在学术领域中，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美学思想研究多，对其经济学、

政治学等领域研究少。这一发展不平衡的跛足状态今天已部分地得到了缓解。不仅传统的流派和

思想家的研究得到深化，美国马克思主义、日本马克思主义、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和东欧新马克思

主义的研究也得到了加强。 
  国外著作的翻译成为推动研究的重要动力。近年来中国各主要研究机构都推出了有自己特点

的译丛。复旦大学将在人民出版社推出俞吾金主编的“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研究译丛”，

第一批著作即将面世。南京大学在国外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上走在前列。中国人民大学段忠桥

主编的“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译丛”去年出版了一批国外马克思主义道德和政治哲学著作。清华

大学韩立新主编的“日本马克思主义译丛”，翻译出版了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望月清司的

著作《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受到学界的欢迎。中央编译局鲁克俭主编了“国外马克思学译

丛”等丛书。这些对推动国外马克思主义全方位研究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国研究机构各有特色。复旦大学重视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和最新发展研究，它拥有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杂志，编辑有《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年度发展报告》，主编了“国

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提供了大量信息和研究成果。南京大学重视社会理论和资本主义理论

史的研究，最近出版了“资本主义理解史”系列著作。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致力于生态学马克思主

义研究，近日出版了《生态批判与绿色乌托邦》。中山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的研究也

各有特点。随着研究队伍的壮大和学术交流能力的提高，中国学者的研究也越来越及时和全面。 
  最后，与中国现实研究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虽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中国化马克思

主义的研究之间还没有形成稳定的学术联系，但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现实关怀已经越来越

强了，它越来越直接地介入到当代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譬如，借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对



 

第 2页 共 2页 

当前我国生态和谐与绿色正义等问题进行讨论，借助公共领域理论研究民主问题，借助非物质生

产理论研究因特网和服务经济等，借助城市空间理论研究中国城市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