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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拉克劳与墨菲——激进民主想象》著者安娜·M·史密斯女士是美国当代著名的政治理论家，也是
一位活跃的女权主义者。

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始人拉克劳和墨菲是安娜的老师，他们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一书中提出
了自称“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激进民主政治理论。
本书第一次对他们在此书中提出的激进民主理论作了系统的研究。
在这部论著中，安娜既对拉克劳和墨菲的政治理论作了通俗易懂的客观概括，又对其中的缺点作了富
有思想性和挑战性的主观考量。
安娜对拉克劳与墨菲激进民主理论的根基和源流作了历史的回溯，清晰地描述了拉克劳与墨菲融通葛
兰西的真知灼见、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反本质主义视角以及心理分析理论的有益思想资源，进而挑战并
激活多种经典政治理论的复杂过程。
在此基础上，安娜对拉克劳与墨菲民主理论的基本内涵作了精心的提炼和透辟的阐释，对其构建激进
民主的潜能作了有力的发掘和乐观的展望。
最重要的是，安娜联系着当代社会的核心关切和重大问题，并借助于当代社会理论和政治理论的前沿
思想资源，重构了拉克劳与墨菲关于激进民主的完整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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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从这些情况来看，列宁对联盟的建设采取了一种十分具体的方法，因为他坚持认为，社会民
主党应该在领导反沙皇的斗争中起先锋党的作用。
许多工人的行为方式与其在革命中的“本真”利益相矛盾，这一事实摆在了第二国际社会主义理论家
面前。
继马克思本人的精英主义路线之后，考茨基提出，要通过来源于阶级之外的一种力量，也即科学地掌
握了历史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唤醒工人的革命觉悟。
列宁甚至更为悲观，他认为，随着西方工人日益接受资产阶级制度内部施行的工会改良主义，其革命
潜力正越来越趋于中立化。
列宁的结论是，如果对工人放任不管，他们将不仅不能养成社会主义觉悟，还会成为资产阶级工会主
义思想和反革命领导权的俘虏。
在列宁看来，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压倒性的威力面前，只存在两种选择：要么党不得已运用任何必要
的手段进行干预，指导工人阶级获得无产阶级觉悟；要么工人阶级被反动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席卷一
空。
列宁决定，党必须使工人获得他们“真正的”觉悟，这又反过来要求向他称为资产阶级倾向的那种意
识形态全面开战，因为这一倾向有使工人阶级背离其真正的革命召唤的危险。
列宁认为，革命党因此不能接受来自基层工人成员的任何指导。
党必须成为只将政治决策建立在客观知识和科学理论基础之上的先锋领导权。
无论他们自己的阶级地位如何，“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历史规律的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觉悟的真
正体现者，因为他们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政治决策唯一合法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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