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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20世纪80年代之后在西方兴起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特别是在后现代主义思潮背景下孕育而生的
后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了追踪式的考察研究，梳理了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发展脉
络和演变轨迹，并对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进行了深度的研究。
本书视野开阔、内容丰富，涵盖了英国的马克思主义、法国后结构主义背景下的马克思主义、东欧的
新马克思主义、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代的马克思主义、拉克劳和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精
神分析维度下的后马克思主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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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孔明安，1963年生，河南省济源人。
198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学士学位；2002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
，获哲学博士学位。
1986年至2011年工作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2012年调至中央编译局，现为中央编译局国外马克思
主义中心研究员，《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社编审。
主要研究方向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现代外国哲学、现代科技哲学。
近年来发表学术论文达6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物·象征·仿真一一鲍德里亚哲学思想研究》，主编
《鲍德里亚与消费社会》、《精神分析视野下的意识形态》，翻译《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合译)
和《诠释学与人文科学》(合译)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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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 篇
　导言 “后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理论规定
　第一章　阶级意识的深刻反省与阶级意识的自觉
　 第一节　物化现象的普遍性及其危害
 　第二节　物化的克服与阶级意识的诞生
 　第三节　阶级意识的规定与无产阶级的革命
　第二章　霸权概念与文化自觉
 　第一节　霸权概念的理论渊源
 　第二节　霸权概念的总体性意蕴
 　第三节　集体意志、文化自觉与霸权
　第三章　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战后发展
 第一节　从苏联马克思主义到文化马克思主义：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战后形成
第二节　从“文化马克思主义”到“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英国马克思主义在60年代初至80年代
初的内部冲突与发展
 第三节　结构主义之后：20世纪80年代以后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分化发展
　⋯⋯
下篇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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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①革
命所需要的“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范围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
系范围灌输给工人”②。
针对左派反对“妥协”的思想，列宁也进行了批判，指出不能简单地反对妥协，如果妥协是为了更好
的前进，妥协就是必要的，因此左派反对进入到合法议会的斗争，在无产阶级准备力量的时候就是错
误，这会使社会民主党人失去争取议会中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成员的机会。
③这实际上是一个以无产阶级政党意志为主导的阶级联盟的问题。
比如列宁认为，在当时的俄国，要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在一定阶段，如争取民主共和国的过程
中，同农民联盟也是必要的，这也是无产阶级获得领导权的重要内容。
④列宁关于政治领导权的论述，构成了葛兰西思想的重要来源。
 与列宁的领导权理论相对立的是索列尔的领导权理论。
由于深受尼采哲学的影响，索列尔（Sorel）认为现代西方文化建立在自然权利合理性的基础上，形成
了以经济增长为基础的进步观念和盲目的乐观主义，这种观念的最高表现形式就是国家至上的观念，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这种观念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传播作用。
与此相反，索列尔认为自己是一个消极主义者，以柏格森创造意志论为基础，反对自然权利理论中的
对象式哲学，认为这是抽象的描写，强调从人的内心出发的创造性社会行动的第一性地位，赋予工人
阶级的总罢工以革命性的理解。
在他看来，这种总罢工起着“神话”（myth）的作用。
“神话”是索列尔思想中最为重要的概念，他认为神话的消失是现代西方文化衰退的表现，无产阶级
总罢工的“神话”有着西方文化重建的意义，在这个概念下，索列尔强调“神话”的两个特征：第一
，“神话”强调行动，“今天存在的革命的神话是非常纯粹的，它们让我们去理解大众的活动、情感
和理念，使大众准备投身到决定性的斗争中去；它们不是对事物的描写，而是对行动意志的表达。
”①第二，“神话”强调总罢工的“自发性”特征，索列尔认为如果不这样就会站在与资产阶级相同
的立场，站到现有国家的立场上去。
因此，他反对列宁意义上的向工人阶级灌输政治意识观念②。
索列尔强调的是通过总罢工，以“神话”的形式激发人们的意象以及各种本能情感，建构工人阶级的
领导权，他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之后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也是社会主义真正走出乌托邦的体现。
索列尔的这个观念，虽然具有“工联主义”特征，但他对大众创造精神的重视，构成了葛兰西霸权理
论的重要内容。
早年的葛兰西深受索列尔的影响，在《新秩序》周刊时期，葛兰西就将自己的主要工作放在组织工会
，组织工人罢工上，认为工厂委员会是工业领域中生产者的独立组织和共产主义经济组织的基础，是
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致命工具，并形成无产阶级革命的精神独立性和主动性，葛兰西认为工会是工人
群众最广泛运动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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