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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09 年，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重镇的英国，在继续密切关注世界经济、政治形势

的变化和发展，探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和最终出路的同时，“《历史唯物主义》第六届年会”

提出了口号: “另一个世界是必要的”，它代表了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和左翼学者的共同心声。在他们

看来，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与时俱进的活的传统。此外，英国还主办了与马克思主

义研究有关的许多重要的学术活动和政治活动，并出版了大量著作和论文，这些活动与著述不仅讨论

了《资本论》的当代价值，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视野，为激发马克思主义的活力，扩大

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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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危机与

马克思主义的意义

2009 年，世界仍然笼罩在经济危机的阴影

下，其最终结果会是怎样，没有人能给出确定

性的答案。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新

自由主义面临调整、甚至彻底失败的危险，生

态粮食危机则进一步加剧。这种不确定性，无

疑也给历史唯物主义的创新和变革带来了新的

挑战和机遇。在此背景下，一直密切关注世界

发展状况和趋势的 《历史唯物主义》杂志第六

届年会，无疑是 2009 年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界

最重要的事件。此次 《历史唯物主义》杂志的

全体会议是由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做主题演讲，

他的题目是: “重释资本: 阅读马克思 《资本

论》第 1 卷的新假设”，［1］
该演讲是其即将推出

的《重释〈资本论〉: 对第一卷的阅读》的一

个摘要报告。在演讲中，詹姆逊主张，我们要

像阅读乐谱一样来阅读马克思的 《资本论》，

不仅要读出《资本论》的核心思想，而且要读

出马克思思想展开的复杂过程和多重变奏。在

他看来，马克思思想的核心问题是资本统治下

的革命斗争所面临的悖论和矛盾，在当前危机

前途未卜的情况下，重温马克思 《资本论》的

思想具有重要意义。他特别强调，马克思的许

多概念没有固定的意义，它们是在文本的演进

过程中通过一系列的符号来进行表达的，对资

本主义的研究不是简单的事实描述，而是符号

与模型的建构实验，这是阅读 《资本论》的关

键所在。詹姆逊的发言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彼

得·托马斯、玛丽亚·埃利萨·切瓦斯科、彼

得·奥斯本等人对詹姆逊的演讲内容进行了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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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召开了三场全体大会之外，《历史唯物主

义》年会还有若干分组讨论，涉及的内容非常

广泛。在 讨 论 中， 美 国 学 者 约 翰·威 克 斯

( John Weeks) 提出，鉴于主流经济学在预测和

分析危机中的失败，我们要运用马克思的价值

理论来解释当前的危机。［2］
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是

商品生产，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两

重性，就存在抽象价值脱离使用价值、无限自

我繁衍和增殖的可能性。这是当前金融危机的

根源所在。英国著名政治学 家 鲍 伯·杰 索 普

( Bob Jessop) 等人集中讨论了此次危机的政治

后果，在“国家与新自由主义”［3］
的发言中，杰

索普认为，当前，资本主义正运用 “国家”的

力量拯救自己，这表明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

陷入了危机，国家在经济中所扮演的作用将再

次成为论争的焦点。当前的反危机措施表明，

我们进入了后自由主义时代，国家的作用注定

将会发生转变。

2009 年的另一个重大事件是英国社会主义

工人党 ( SWP) 所主办的 “马克思主义 2009:

一个抵抗的节日”活动周。该活动周是英国马

克思主义者和左派的盛大节日，吸引着来自世

界各地的数千人参加。此次活动的主题是 “挑

战资本主义与战争”，开幕式的主题是 “资本

主义不灵了———改变这个世界”。整个活动周期

间共组织了 20 多场主题讨论会和课程。齐泽

克、伊格尔顿、贝拉米·福斯特、梅札罗斯、

大卫·哈维、克里斯·哈曼 ( Chris Harman ) 、

拉帕维萨 ( Costas Lapavitsas) 等著名的马克思

主义理论家在会上做了重要发言。

除上述大的活动外，很多刊物也举办了自

己的年会。“马克思与哲学学会”① 于 2009 年 6

月 6 日举办了为期一天的年会，主要讨论了马

克思的人类学思想、总体性理论、阶级理论、

商品拜物教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学等思想，

由于参加“马克思与哲学学会”年会的学者基

本上是学界新秀，因此，他们的观点都比较新

颖，值得 关 注。比 如，巴 斯 内 特 ( Caleb Bas-

nett) 在题为 “重新确立主体: 马克思与伦理

学”［4］
的演讲中，强烈质疑将马克思主义演变为

科学而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学维度的做法，

在他看来，这种做法把革命的主体变成了不受

意识形态等现实因素影响的抽象模型，与马克

思的本意不相符合。他主张根据马克思 《资本

论》的原意，把主体分为流通中具有法权人格

的主体以及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者，并在无产阶

级革命的过程中加入伦理学的视角和维度，这

样才能确保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真正落到实处。

杰瑞米·科汉 ( Jeremy Cohan) 在题为 “马克

思关于阶级的真实思想”［5］
的发言中试图纠正人

们对马克思的阶级解放的观点。很多学者只注

意到马克思对无产阶级受压迫、不自由处境的

批判，而没有看到，在马克思的视野中，资本

主义社会中的所有阶级，包括资产阶级在内，

都是不自由的。马克思的目标不只是为受压迫

的无产阶级争取解放，而且更要消灭阶级、解

放所有阶级。肯特大学的梅杰里班克斯 ( David

Marjoribanks) 在“马克思主义和道德观: 在道

德荒野之外”［6］
的发言中为马克思主义进行了辩

护。在他看来，一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缺少自

己的伦理学，比如，麦金太尔在 《德性之后》

中就认为，马克思主义学说损害了道德，助长

了道德的贫困化。而梅杰里班克斯则认为，马

克思主义与道德之间的关系虽然非常暧昧，但

其仍然有自己的道德立场。他主张，社会主义

理论不应当只是科学的预言，同时也应该是关

于道德观念的伦理学说。我们必须重视马克思

主义的伦理向度，否则就会陷入诸如斯大林暴

政等罪恶之中。我们要做的是，在没有形而上

学和目的论的包袱下，按照黑格尔主义的马克

思主义的方式去理解道德与历史的关系，重建

后现代语境下的历史唯物主义伦理。

由于经 济 危 机 的 影 响，马 克 思 的 《资 本

论》和 政 治 经 济 学 理 论 受 到 了 特 别 的 重 视。

2009 年，出版了一批解读 《资本论》的著作。

《马克思的〈资本论〉与今天的资本主义》［7］
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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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arx and Philosophy Society，其宗旨是鼓励学者创新和发展马克思的哲学和基础理论。其年会所讨论的主题是与马克思主

义有关的哲学与政治学议题。



《资本论》运用于对当代现实的分析，《马克思

的〈资本论〉: 对一部真正经典的当代阐释》［8］

同样具有类似的目的。史蒂夫认为，首次出版

于 1867 年的《资本论》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经

典。真正的经典不仅属于过去，而且属于现在

和未来。《资本论》不仅是 19 世纪最伟大的资

本主义批判之作，即使我们在 21 世纪重新阅读

这部著作，对它的内在真理依然会有新的认识。

约瑟夫·库拉纳在 《国际社会主义》杂志上发

表的 《“经济危机”的马克思主义解释》［9］
是

2009 年度评估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重要

论文。在《资本主义剖析: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指南》［10］
一书中，他通过对 《资本论》三卷的

全面解读，阐述了如何通过马克思的眼光去理

解和认识当今的资本主义。约瑟夫·库拉纳认

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和对资本主义的解释虽

然受到了广泛的误解，但是，任何人想要独立

而准确地理解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都不可能

离开马克思，迄今为止，马克思仍然是资本主

义最伟大的评论家和批评 家。比 尔·邓 恩 的

《全球政治经济: 马克思主义批判》［11］
的主旨是

对世界历史和经济状况给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

解释。作者谈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是动态的、

总体性的和结构性的研究。在 《政治经济学批

判导言》中，马克思所设想的资本主义理论包

括资本、劳动、国家、市场、全球贸易和世界

体系六个方面，这一全球视角中的资本主义理

论对我们的时代具有指导意义。比尔·邓恩认

为，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涵盖了全球政治经济中

的贸易、金融、穷国与富国关系等领域，马克

思主义仍然是全面了解当今全球经济、政治的

最好的理论视角。

二、金融危机的根源与

资本主义制度的新探索

克里斯·哈曼 ( Chris Harman) 于 2009 年

出版了一本重要著作——— 《僵尸资本主义: 全

球危机与马克思的相关理论》，对当前的世界金

融危机的根源，从制度层面进行了深入分析。

该书的写作时间是从 2006 年底开始的，当时的

资本主义还沉浸在一片乐观的情绪之中，包括

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也随声附和，认为资本主义

正处于一种新的长期上升的态势之中。但哈曼

通过自己的著作表明，相信资本主义已经克服

了危机倾向，进入到新的、长期稳定期的人，

就像在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曾预言人类

的长久和平是可期待的人一样愚蠢。

在哈曼看来，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肯定

资本主义的稳固性、均衡性的观点，已经被确

认资本主义的不稳定性和停滞性的观点所取代。

哈曼特别强调，资本主义制度是彻底的 “死”

对“生”支配的制度: 工人无权控 制 生 产 什

么、怎样生产、生产多少，也不知道产品一旦

生产出来后会发生什么，除了能获得生存所必

需的工资外，与自己生产的产品没有什么关联。

在资本主义社会， “死”的东西统治着 “活”

的东西。换句话说，工人的劳动产品，在资本

主义 社 会 中，成 为 异 化 于 工 人 的 力 量，书 名

《僵尸资本主义》的寓意正在于此。

经过严密的分析，哈曼认为，此次金融危

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虽然资

本主义社会特定的制度安排或法律形式会不停

地变动，并且会因时因地做出适应性的调整，

但万变不离其宗。比如，资本积累的冲动以及

系统性的流水线的重复劳动，尤其是马克思所

分析的“价值规律”和 “劳动力价值论”，还

有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市场竞争和军备竞赛，

这些都没有发生改变。

资本主义的本质是竞争，它促使资本采用

更能节省劳动的技术创新，以降低成本和价格，

并增加资本积累，否则就会被淘汰出局。但它

也造成了大量的商品和资 本 过 剩。马 克 思 在

《资本论》中说，资本主义表现为庞大的商品

堆积，在这样的社会制度里，工人生产的产品

摆脱了工人的控制，并逐渐成为控制工人的力

量，资本是异化了的劳动产品，它唯一的目的

就是实现自身的增殖。因此，通过认真研究马

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哈曼认为，危机

是资本主义积累规律的必然结果，正如马克思

所预言，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和经济衰退，会

周而复始地出现，此次发生的金融危机，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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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众多危机中的一个而已。故而，通过对金融

部门加强监管，或者调整实体经济与金融部门

之间的关系，并不能避免危机的再次发生。哈

曼由此得出结论: 被定义为停滞性和垂死性的

资本主义特征，在当前仍然没有改变。

为了拯救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

宣扬资本的利益就是劳动的利益，“老板和工人

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 资本和工人的利益是连在

一起的) ”。正如齐泽克所说: 虽然金融冒险是

危机的罪魁祸首，但不救华尔街就不能救大街。

这种观念以前对工人产生过巨大的影响，现在

也仍然在起作用。例如，英国的民航驾驶员工

会已经建议削减工资、延长英国航空工人的工

作时间，以帮助公司渡过难关。但是，新自由

主义的最大缺陷在于没有触及到经济危机的根

源，就像患流行性感冒时，如果只是服用镇痛

药，头痛虽然暂时得到了缓解，但药效过了，

还是会再次头痛一样。资本主义周而复始的危

机，使人们重新萌发了对马克思思想的兴趣。

现在，人们日益认识到，想要克服资本主义的

危机，必须依赖马克思的理论，这也是哈曼写

此书的最终启示所在。

关于金融危机，在柏林墙倒塌 20 周年之

际，斯拉沃热·齐泽克在 《伦敦书评》上发表

了题为“柏林墙之后”［12］( P10)
的文章，在文中一

如既往地批判资本主义的乌托邦幻想。他在文

中反复追问，20 年前柏林墙的倒塌，是否就真

的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永久胜利? 难道资本主义

才是人类历史最终的现实吗? 柏林墙倒塌之后，

随之而来的就一定是资本主义的成熟时代，是

一切乌托邦都随之破灭吗? 在齐泽克看来，此

次金融危机之前，看似是资本主义胜利的这个

时代，其实也只是一直依赖于它自己的乌托邦

而已。如果说 1989 年 11 月柏林墙的倒塌，标

志着资本主义“快乐的 90 年代”的开始，以及

弗朗西斯·福山的所谓社会主义乌托邦的 “历

史终结”的话，那么，“9·11”事件则标志着

资本主义“快乐的 90 年代”的象征性终结: 在

这样一个时代，新的 “柏林墙”到处出现，在

以色列与约旦河西岸之间、欧盟与周边国家之

间、美国 － 墨西哥边界，已经出现了各种隔离

墙和封锁线。这就证明资本主义不可能实现人

类大同。

此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是福山的资本主义

乌托邦的第二次灭亡。“9·11”事件标志的是

民主自 由 式 的 资 本 主 义 政 治 乌 托 邦 之 灭 亡，

2008 年的金融危机是全球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

经济乌托邦的灭亡。在 20 世纪 90 年代，福山

的资本主义乌托邦预言曾让许多人心动，似乎

人类已经找到了最佳的社会经济秩序。但是，

过去几十年的经验清楚地表明: 市场并不具备

一个仅凭自身就可以运转得很好的良性机制，

它需要暴力来为它的运行创造必不可少的条件。

面对因他们对构想的实施而带来的动荡和危机，

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应对方式，也只是典型的

乌托邦“极权主义”: 他们将失败归咎于妥协，

并抱怨政府的干预仍然太多，希望彻底的市场

信条能更彻底地被付诸实施，然而，2008 年的

金融危机彻底地打破了这一幻想。齐泽克认为，

20 年前，当东欧人民抗议共产主义政权时，他

们中的大多数人所要求的并不是资本主义，他

们只是希望团结和某种公正，他们渴望能自由

地过自己的私人生活而不受政府控制，并且能

聚集在一起谈论所喜欢的事情而不受监控。也

就是说，他们希望从原始的意识形态教条与虚

伪中解放出来而已。换句话说，实际上他们仅

仅是渴望某种 “有人情味的社会主义”，而不

是社会主义的终结。今天的危机让人们有机会

重新回到起点进行思考。

《社会主义评论》于 2009 年 4 月的那一期

发表了约瑟夫·库拉纳 ( Joseph Choonara ) 对

哈维 ( David Harvey) 的访谈笔录，访谈的题目

为《探索资本的逻辑》。［13］
哈维在访谈中对目前

根源于金融市场、进而冲击了整个全球经济的

经济危机进行了评论，探讨了目前资本主义经

济危机爆发的原因，以及可能的解决途径。在

访谈中，哈维对那种把经济危机归咎于管理不

善的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在他看来，目前，

资本主义的确存在着 “过度积累”的问题，对

此，资本主义国家选择在资产价值上大量投资，

而不是对生产领域的投资。当前的资本主义面

临着劳动力、市场、资源、技术或其他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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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解决过度积累的问题。在哈维看来，只要

不改变阶级力量的格局，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

本身，任何摆脱目前危机的想法，都是不切实

际的。摆脱这场危机的根本出路取决于阶级力

量对比的变化，而要使目前阶级力量的对比发

生转变，就需要民众像拉美地区的民众那样积

极地行动起来，通过政治运动改变自己的命运。

但哈维也承认，到目前为止，尚未看到与新自

由主义全球化相对抗的反资本主义的全球联盟。

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只有对资本主义体系

进行彻底的改造，才能从根 本 上 摆 脱 当 前 的

危机。

在著名的经济学家乔万尼·阿瑞吉 ( Gio －

vanni Arfighi) 去世之前，哈维对其做了一场深

入 访 谈， 该 访 谈 以 “资 本 主 义 的 蜿 蜒 之

路”［14］( P61 ～ 94)
为题发表在 《新左派评论》上。两

位著名的思想家之间的对话是非常有意义的。

在哈维和阿瑞吉看来，现在的左翼和右翼都存

在着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认为只存在一种

类型的资本主义，它历史性地使自身得到了再

生产。但事实上，资本主义在全球化的基础上，

已经以人们意想不到的方式使自身发生了实质

性的变化: 在最初的几个世纪中，资本主义都

以奴隶制为基础; 后来又以殖民主义和帝国主

义为基础而快速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

本主义在被迫放弃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情况

下，又一次存活了下来，并依旧繁荣发展。这

表明，资本主义自身的改变是它的主要特点。

如果不考虑这些重要转型，就无法确切地知道

什么是资本主义。

此外，他们在文中批评了左翼学者对 《共

产党宣言》的误解。这些学者认为， 《共产党

宣言》的重大缺陷是，只强调资本，忽视了性

别、种族、民族等因素在解读社会矛盾和冲突

中的作用，似乎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资本

主义社会惟一重要的是剥削的可能性，而剥削

的对象只是被资本雇佣的劳动者，这些人与种

族、性别和民族无关。但在哈维他们看来，当

无产阶级化已经成为普遍的状况，当工人屈从

于资本的剥夺时，他们就会利用他们所能辨认

或构筑的各种地位差异，从资本那里赢得更优

惠的待遇。也就是说，他们会利用性别、民族、

种族等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因此，分析资本

主义的经济危机，除了需要对资本进行抽象的

分析以外，还得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角度入手

来研究资本主义和工人阶级。

当被哈维问及是否愿意用 “社会主义”来

形容全人类共同富裕、彼此之间平等生活、共

同尊重地球和地球上的自然资源这样一种生存

状态时，阿瑞吉表示其并不反对将此愿景叫作

社会主义，但不幸的是，在当今世界，社会主

义已经被更多地与计划经济等同起来了。在阿

瑞吉看来，如果这样一种人类的生存方式或世

界体系要被命名为社会主义的话，那么，它就

需要在人类相互尊重和共同尊重自然的基础上，

被重新进行界定。阿瑞吉希望哈维能代替他为

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找到替代之物，以使它摆脱

与国家认同的历史联系，并使它更接近于平等

和相互尊重的观念。

三、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新视野

2009 年的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可谓新论

迭出，成果丰硕。在众多的带给人们耳目一新

的研究成果中，首先介绍一本受到戴维·麦克

莱伦 ( David McLellan) 高度赞扬的著作: 安德

鲁·奇蒂等人所编的 《卡尔·马克思与当代哲

学》，［15］
应该说，目前， “市场社会” ( market

society) 和资本主义的危机正促使马克思的政

治、经济、历史和人类学思想得以复兴，这本

书就是这种复兴的明证。此书汇集了一批有影

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文章，同时也有部分

新生代研究者的创新思考。这本论文集主要讨

论了马克思的道德和政治哲学，并对正统的马

克思主义经济学及与之相关的社会学进行了批

判，其间贯穿着谨慎的历史态度和严密的逻辑

分析。

此书出版后，迅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多

人撰写了书评，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麦克莱伦，

他在评语
［16］

中这样写道: 马克思在 2005 年被评

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哲学家，这本书在这个时

候来讨论马克思与当代哲学的关系，具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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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义。该书内容丰富，涉及到马克思的思想

来源，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和康德思想; 马克思

的政治哲学; 马克思的劳动、货币和资本理论;

马克思的追随者，特别是卢卡奇、阿尔都塞以

及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 最后一部分是马克思

与女性哲学等方面，全面论述了当前最新的马

克思主义发展态势。在麦克莱伦看来，此书题

材涉及多个学科，内容丰富多样，论文的分析

非常精细，资料也异常的翔实。编者通过当代

哲学讨论的核心论题，将这些文章有机地统一

在同一本书中，并对当代马克思哲学的新开拓，

做了很好的概括和反应，对传统的议题，也做

了令人振奋的延续。所有这些，都很值得一读。

马西米利亚诺·东巴在题为 《资本的历史

时间性: 一个反历史主义的视角》［17］( P44 ～ 65，P22)
一

文中认为，马克思在 19 世纪 60 年代对绝对剩

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组合的重新思考，对重

新认识历史时间性的不同形式以及剥削的共时

性是非常重要的。后现代主义虽然意识到，当

前的我们处在多元历史时代的图景之中: 现代

化社会的周边，存在着旧的社会形态，高科技

工厂的周围，亦存在着血汗工厂。但遗憾的是，

后现代主义者未能对这些不同形态的社会形式

之间的关系做出合理的解释，而是把它变成一

个非历史的错误图景。在文章中，作者展示了

不同的剩余价值工种之间是如何有机地结合起

来的，并且解释了为什么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

理解这种多元历史时间的最好图景。但问题的

关键在于，如何解释成熟的资本范畴结构，需

要的不是历史主义的历史哲学，而是具有哲学

批判意识的政治经济学。

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宗教与马克思主义的

关系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问题。《国际社

会主义》2009 年夏季号刊登了罗兰·博尔的

“马克思 主 义 与 宗 教”［18］
这 篇 长 文，在 文 中，

作者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

形成，与他们对宗教的长期深入研究和批判性

分析高度有关，作者通过将马克思主义与基督

教进行对比分析，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

宗教的基 本 观 点。在 马 克 思、恩 格 斯 的 著 作

中，宗教一般以三种方式出现: 作为他们发展

历史唯物论的创作背景，用来支持他们的个人

观点，以及关于宗教的明确论断。马克思将费

尔巴哈关于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的观点视

作宗教批判的巨大突破，并在自己的著作中反

复运用 “费 尔 巴 哈 式 颠 倒”策 略。在 这 里，

不是上帝决定着人类存在，相反，是人类决定

了上帝的存在。博尔指出，相对于马克思，恩

格斯对宗教的看法更显积极。恩格斯甚至 提

出，原始基督教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原型，在历

史的各个阶段，基督教都是引发革命运动的意

识形态。

在博尔看来，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的

重要原则，是在回应宗教问题时得以发展的，

对宗教的分析和批判，使得马克思对资本主义

的批判入木三分，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

便源于马克思对宗教的研究。在马克思的大量

论著中，在最具可读性的 《资本论》中的最具

可读性的章节，就是 “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

秘密”。在此章节中，马克思探讨了商品获得自

身生命的方式，以及作为社会存在与其他事物

之间的相互作用: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逐渐

物化而变得痛苦难忍，商品和人类似乎交换了

角色，人类不再是商品的主宰，商品反倒成了

人类的上帝。而在如此这般的关系中，货币具

有类似宗教的神圣的性质，在它面前，人类必

须跪拜臣服，通过它，生命的价值才能得到实

现，追求它成为人类生活的目标。

通过对马克思的前辈、马克思及恩格斯关

于宗教论述的考察，博尔赞同马克思的观点，

即宗教在政治上是矛盾的集合体: 一方面，它

与富人、权贵同流合污，参与了对下层百姓的

欺压; 但另一方面，它又时不时地对造反与革

命表示出了同情。这就是马克思所讲的宗教的

双重性: 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中的苦难的表

现，又是对这种现实中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

被压迫的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

像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

的鸦片。最后，博尔得出结论，承认左派丰富

的多样性是当前急迫的一项任务，因为只有在

这种多元性的框架之内，当宗教左派拥有合法

的地位之后，才会与无政府主义者、环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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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社会主义者、女权主义者等左派团体一起，

扮演起至关重要的角色。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宗教的研究，还有一篇

非常 重 要 的 文 章，那 就 是 《历 史 唯 物 主 义》

2009 年第一期刊载的迈克尔·洛威的文章。在

这篇题为《作为宗教的资本主义: 本雅明与韦

伯》一文中，洛威认为，本雅明写于 1921 年的

片断式的《作为宗教的资本主义》一直未能刊

行，直至其去世好几十年后，才得以出版，这

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在 《作为宗教的资本

主义》一文中，本雅明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

礼拜式的宗教，甚至是邪教，没有仁慈、宽恕、

和谐和休战的特质，其将引导人类进入到绝望

之屋。洛威认为，这篇令人惊讶的文章，其思

想来源于韦伯的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但却与布洛赫和弗洛姆的思想很相似，本雅明

将韦伯对“价值自由”的分析，转化为猛烈的

反资本主义论说。

也就是说，与韦伯所说的相反，在本雅明

看来，资本主义不只是基督教的世俗化，而且

是其异化。资本主义是比新教更 “变态”的组

织形式，它要的不是救赎，更没有怜悯和同情，

其最终的目标是毁灭一切: 它使一切东西都名

不副实，使一切东西都与它自身隔离。因此，

本雅明的结论是，资本主义是有史以来人对待

自己最为苛刻的宗教。由于它，我们将我们身

边的所有东西都像神一样供起来，人类最终将

毫无希望地被引向商品的漩涡。

洛威还指出，本雅明的 “作为宗教的资本

主义”一 文 可 能 受 到 了 古 斯 塔 夫·兰 道 尔

( Gustav Landauer) ① 的浪漫主义和自由社会主

义的影响。因此，洛威通过分析本雅明与韦伯

及反资本主义的浪漫派的思想渊源的关系，探

讨了本雅明所主要想表达的思想。洛威认为，

本雅明的这篇文章，貌似与 马 克 斯·韦 伯 的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不谋而合，或者

说是基于马克斯·韦伯的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

义精神》写出来的，但事实却是，正如浪漫的

社会主义者所说的那样，韦伯的 《新教伦理与

资本主义精神》在本雅明的 《作为宗教的资本

主义》一文中被当作炮轰资本主义的体系、价

值、实践及其信仰的重磅炸弹。

此外，由于 2009 年是雷蒙·威廉斯逝世

20 周年和 《文化与社会》一书发表 50 周年，

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学界发表了许多纪念和研究

文章。在诸多纪念文章中，比较有代表性的，

是曾经与其争辩过的伊格尔顿所撰写的 “雷

蒙·威廉斯，为什么文化是重要的”［19］
一文。

伊格尔顿盛赞威廉斯为塔峰式的社会主义思想

家，威廉斯出身于威尔士普通工人阶级家庭，

而威尔士工人阶级也造就了像他一样的伟大人

物，威廉斯所倡导的 “文化是通俗的”这一

理念，是其一生最好的诠释和总结。在伊格尔

顿看来，威廉斯是谨慎而又激进的。他主张把

媒体从资本家手中夺回来，因为资本家利用媒

体来剥削 民 众、牟 取 私 利。在 谈 到 传 媒 大 亨

时，他由平时谨小慎微的理性知识分子变成了

振聋发聩的激进革命家: “把他们从世界上消

灭掉!”在威廉斯那里，文化是重要的，文化

不仅包括优秀的艺术作品，更应包含每个人的

生命过程。

与此同时，弗朗西斯·穆尔赫恩 ( Francis

Mulhern) 在 《新左翼评论》第 55 期发表了纪

念威 廉 斯 的 文 章 “《文 化 与 社 会》之 今 与

昔”。［20］( P31 ～ 45)
他认为，对威廉斯的 《文化与社

会》一书进行任何形式的回顾，都应当首先承

认，这本书已经历了一个悠久而清晰的回顾史，

但每次在本质和侧重点上都有所不同。穆尔赫

恩对《文化与社会》这部经典著作的成书背

景、威廉斯对文化与社会进行思考和研究的整

个心路历程、该书出版后在历史上经历的各种

评论以及带给读者的不同启示，均做了详细的

阐述。在穆尔赫恩看来，各个时期的学者对威

廉斯的核心观点———关于社会化劳动的内在历

史创造———有各不相同的理解，但无论如何，

威廉斯对文化分析的基本观点，即通过阶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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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他是德国无政府主义者，曾受克鲁泡特金影响，主张以消极抵制代替暴力反抗。他也因大量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为德语而知名。



系来把握文化的内涵和意义，并没有过时。只

要社会生活的资本主义秩序没有改变，威廉斯

的思想将具有永久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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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iscover Marx: New Dimension of German Research on Marxism in 2009
WANG Feng-cai

At present，Germany is still an important base for studies in Marxism because it has not only the heritages of the traditional Left-wing

Marxism but also the pursuit of Marxist theorists of several new generations． The studies in Marxism in Germany in 2009 focused on

the following: Reading Marx with the help of MEGS，the revival of Marxism，“Marxist system”in the public discussion，“human im-

age”and culture in Marxism． Besides，the historical influence of the October Revolution in Russia in 1917，the historical myth of

“Post －1989 Age”，the financial crises，the United Nations，the militarization of EU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re also the topics of

attention． Though their studies and interpretations are not always correct，their devotion and enthusiasm are praiseworthy and some of

their approaches have much significance to the Chinaliz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

Art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Crisis: New Perspectives of
Studies in Marxism in France in 2009

WU Meng
The major features of studies in Marxism in France in 2009 find expression in the following: It is mo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issues of

the contemporary times，more academic symposiums and more new field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ree topics of theirs: Marxism and

capitalist crises，art and revolution，and political parties and social movements． It concludes that their studies have followed a tradi-

tion: ideological participation in life which has the features of the new age and“priority of standpoint”which is being replaced by

“priority of life”．

Comprehensive Crisis and New Left-wing Strategies: American Leftists
and Marxists’Reflections on and Countermeasures

against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2009
LIN Hui

The present global crisis of capitalism is not only a financial crisis but also a comprehensive crisis which finds expression in finance，

industry，food，ecology，war and culture． American Leftists and Marxists hold that its major cause is rooted in the capitalist system．

To solve this crisis and avoid future disasters does not rely on some local or temporary measures but on some fundamental changes．

Though they all follow Marxism to work out future strategies，they have controversies over the new and long-term strategies． Their

studies have some significance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is crisis．

“Another World Is Necessary”: Voice of British Marxists in 2009
LU Shao-chen

Great Britain is a center of studies in Marxism in the West． In 2009，the British Marxists and Leftists not only paid attention to the

change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economy and politics and the deep-rooted causes and solutions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of the

capitalist world，but also at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Sixth Annual Conference voiced“another world is necessary”． They d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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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 Marxism is a fixed doctrine but a flexible theory that keeps up with the times． This year also saw quite a few academic and po-

litical movements and numerous publications on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Capital，which broadened the vision of studies in Marxism

and expanded its influence．

René Descartes’Evidences of the Existence of God
ZHAO Lin

The evidences of the existence of God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René Descartes’philosophy and a theoretical medium for his philo-

sophical turn from self-consciousness to mind /body dualism，from epistemology to ontology and from skepticism to rationalism． René

Descartes’evidences of the existence of God are related to the ideas of Aurelius Augustinus，Anselmus，Thomas Aquinas and others．

However，his evidences of God show that God is only a theoretical“springboard”from which he could turn from a narrow self-con-

sciousness to a broad objective world and a guarantee for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objective world． In a world，Descartes’God

is only an external self -consciousness．

China’s Position in the General History in the Eyes of Hegel and Schelling
XIAN Gang

The philosophies of history of Hegel and Schelling reveal their inheritance of the“general history”of Immanuel Kant，which give

China a definite position． However，Hegel regards China as an initial stage of the general history while Schelling stresses the unique

features of China deviating from the general history． Their differences in the philosophies of history can shed some light on the fea-

tures of the Chinese spirit and its real position in history．

Mathematical Background and Philosophical Significance of Begriffschrift
YU Jun-wei

Frege devised Begriffschrift as an inference tool when he implemented logicism． It is for the pursuit of truth that Begriffschrift is es-

tablished． It is suitable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but is unfriendly for the use in everyday life． Begriffschrift can be developed to become

a useful tool for philosophers． The usefulness means primarily the logical analysis，not the formal method． Frege distinguished defi-

nitely a judgment from a mere complex of ideas，the content from the sentence expressing the content and used the concepts of func-

tion and argument to replace predicates and subject． All these constitute the core of logical analysis in Begriffschrift． There are no

clear and strict concepts of semantics and grammar in Begriffschrift．

A Restudy of the Principle of Alternative Possibilities in the Perspective of

Harry G． Frankfurt’Theory of Autonomy
DUAN Su-ge

Harry G． Frankfurt’s major contribution to the issue of compatibility is the criticism of the principle of alternative possibilities with

Frankfurt counterexamples． However，the necessity expressed in the principle of alternative possibilities still lingers there as a kind of

intuition． The paper tries to offer an explan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alternative possibilities in the perspective of Frankfurt’theory of

autonomy，which might simultaneously support this intuition and Frankfurt’theory of aut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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