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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新马克思主义（修订版）》以客观、公允、开放的视角，对20世纪国外新马克思主义的
著名流派和重要代表人物进行了更加全面、系统、深入的阐述，堪称21世纪这一领域的学术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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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衣俊卿，1958年1月生于黑龙江省虎林县，1982年1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
1987年1月获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究
中心博士生导师。
从事马克思实践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和文化哲学研究，先后承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项
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等十余项，出版学术专着十余部，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
入选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全
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培养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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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论 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分化及其基本格局
一、20世纪马克思主义分化的理论原因
（一）新马克思主义兴起的内在理论根据
（二）新马克思主义兴起的外在理论原因
二、20世纪马克思主义分化的文化与历史背景
（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复杂命运
（二）现代人的文化-历史困境
三、20世纪马克思主义分化的基本格局
（一）社会主义国家的正统马克思主义
（二）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
（三）西方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
（四）东欧新马克思主义
第一篇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
第一章 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与辩证法思想
一、物化和物化意识
（一）商品拜物教与物化现象
（二）物化的规定性和具体表现形式
（三）物化的普遍化和物化意识的生成
二、总体性原则和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
（一）物化的扬弃与总体性原则的恢复
（二）总体性与人的主体性
（三）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
三、阶级意识与意识革命
（一）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生成
（二）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基本内涵
（三）阶级意识与意识革命
四、执著的文化守望
（一）自我超越和回归
（二）心灵深处的文化家园
第二章 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观
一、“哲学转折”与总体性原则
（一）理论的危机与哲学性的丧失
（二）“哲学转折”与总体性原则的恢复
二、马克思主义发展三阶段论
（一）第一阶段：总体性的理论
（二）第二阶段：非批判的实证性理论
（三）第三阶段：总体性理论的重建
第三章 葛兰西的西方革命观与实践哲学构想
一、西方革命观
（一）东西方社会的结构差别：市民社会地位的不同
（二）西方革命的核心：争夺文化领导权
二、实践哲学构想
（一）客观主义和历史宿命论批判
（二）实践哲学的基本构想
第四章 布洛赫的乌托邦精神论和希望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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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类文化精神的博采与升华
（一）传统文化精神：人的自我拯救
（二）德国古典哲学：人的主体性的生成
（三）现代西方哲学：人的异化的扬弃
（四）马克思主义：乌托邦精神的生成
二、乌托邦精神与希望哲学
（一）乌托邦的意义
（二）“尚未存在”本体论
（三）希望：人之生存的本体论结构
（四）具体的乌托邦：世界的人道化
第二篇 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
第五章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社会批判理论
一、批判的社会理论
（一）批判理论与传统理论的本质差别
（二）哲学的社会功能在于批判现存
二、启蒙的辩证法
（一）技术理性批判
（二）大众文化批判
三、否定的辩证法
（一）核心概念：非同一性
（二）本质精神：绝对否定
（三）现实维度：“奥斯威辛集中营之后”
第六章 马尔库塞和弗洛姆的性格结构批判理论
一、异化的内化和批判的深化
（一）意识形态批判
（二）技术统治与单向度的人
（三）异化批判与精神分析的综合
二、压抑性的心理机制
（一）弗洛伊德的文明观
（二）现代人的压抑性心理机制
（三）关于非压抑性生存方式的设想
三、“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
（一）人的个体化进程与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
（二）现代人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及其表现形式
（三）超越异化：确立“积极自由的存在状态”
四、非生产性（非创造性）的性格结构
（一）性格与性格结构
（二）非生产性（非创造性）性格结构的基本类型
五、重占有的生存方式
（一）两种不同的生存方式
（二）现存社会：以重占有的生存方式为主导的物化人格
（三）克服物化：以重生存的生存方式为主导的“新人”
第七章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
一、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
（一）科学技术的两重性
（二）以兴趣为导向的认识论
（三）交往行为与技术异化的扬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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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往行为的合理化
（一）普遍语用学：关于交往的一般理论
（二）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三、交往行为理论的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维度
（一）生活世界的“非殖民化”
（二）以商谈伦理为特征的话语政治
第八章 萨特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一、存在哲学的自由理论
（一）人的自由的理论前提
（二）绝对自由与绝对责任
（三）存在哲学：一种人道主义
二、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
（一）走向马克思主义
（二）历史人类学的基本思想
（三）希望本体论和道德共同体
第九章 列菲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
一、马克思人道主义的系统阐释
（一）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
（二）人的本质及其异化
（三）异化的扬弃与总体的人的生成
二、日常生活批判的全面开启
（一）理性向生活世界的回归
（二）作为社会根基的日常生活
（三）日常生活批判的两个维度
三、空间批判和节奏分析
（一）空间生产与日常生活批判
（二）节奏分析与日常生活批判
第三篇 西方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
第十章 德拉—沃尔佩的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
一、科学的辩证法：现代实验科学的唯物主义逻辑与历史主义的唯物主义
（一）对思辩辩证法和正统唯物主义的批判
（二）伽利略主义和现代实验科学的唯物主义逻辑
（三）科学辩证法：“具体—抽象—具体”
（四）科学的统一
三、社会主义：平等、民主与自由
（一）卢梭的平等自由观与马克思主义
（二）公民的自由与社会的自由：现代自由和民主的两个灵魂
（三）平等、自由与社会主义的合法性
第十一章 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
一、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
（一）结构主义方法论的基本思想
（二）征候阅读法的确立
二、从意识形态到科学：马克思思想进程中的“认识论断裂”
（一）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对立
（二）马克思思想进程中的“认识论断裂”
三、“多元决定”的辩证法
（一）“多元决定”的矛盾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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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元决定”的实践观
（三）“多元决定”的社会历史观
第四篇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
第十二章 南斯拉夫实践派
一、实践哲学的理论框架
（一）关于人的实践本质的思考
（二）异化理论与社会批判理论
（三）对革命与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理解
二、彼得洛维奇：实践哲学与革命思想
（一）对马克思思想的四种解释或表述
（二）以实践哲学涵盖历史唯物主义
（三）以革命思想发展实践哲学
三、马尔科维奇：人道主义与辩证法
（一）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本质
（二）对政治的人道主义批判
四、弗兰尼茨基：社会主义与异化
（一）异化与社会主义
（二）“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批判
（三）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实质
第十三章 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
一、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
（一）人道主义：马克思思想的主线
（二）关于人的本质的阐述
（三）对当代社会普遍异化的批判
二、激进哲学与激进民主制
（一）激进需要与激进哲学
（二）当代资本主义：形式民主
（三）现存社会主义：对需要的专政
（四）第三条道路：激进民主制
三、日常生活的人道化
（一）日常生活的界定
（二）日常生活的基本结构和一般图式
（三）日常生活的人道化
第十四章 波兰的新马克思主义
一、科拉柯夫斯基：意识形态批判
（一）对教条主义的激进批判
（二）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命运的分析
二、沙夫：社会主义人道主义
（一）人的哲学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
（二）异化与社会主义
（三）处在十字路口上的共产主义运动
第十五章 捷克的新马克思主义
一、东欧社会主义改革的曲折历程
（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复制
（二）东欧社会主义改革的几次尝试
（三）布拉格之春和思想解放运动
二、科西克：具体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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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具体（性）与总体（性）
（二）伪具体性世界批判
（三）具体总体的生成与人的实践
结语 依旧开放的理论地平线
一、开放的理论视域
（一）分析的马克思主义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
（四）文化的马克思主义
（五）后马克思主义
（六）发展理论的马克思主义
（七）解放神学的马克思主义
二、永远的批判精神
参考文献
2001年版后记
2007年版后记
2012年版后记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世纪新马克思主义>>

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一、物化和物化意识 应当说，卢卡奇被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不仅仅因为他率先
尝试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一种新的解读，更重要的是他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明确提出物化理论，表
达了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批判，而这一批判构成了20世纪后来的各种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的主题。
毫无疑问，卢卡奇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理论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进行
了深刻的批判，但是，他的批判没有仅仅停留在经济和政治层面，而是深入到文化层面，他对发达工
业社会条件下理性和技术对人的统治、人的物化和主体性的缺失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剖析。
这一文化批判的依据就是关于物化和物化意识的理论。
 熟知现代哲学思潮和文化思潮的人都不难发现，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同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在本质上是一
致的，都是对现代人的生存困境的文化批判。
特别要指出的一个事实是，卢卡奇在表述物化理论时，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尚未被世
人所知，他是通过韦伯、齐美尔等人的理论和对《资本论》中商品拜物教理论的研究而形成关于物化
和物化意识的理论的。
而到了1932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及其异化理论得以发表时，人们不得不承认卢卡奇
物化理论的深刻。
许多进步知识分子正是通过卢卡奇的物化理论而真正接受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
这些事实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物化理论和异化理论在现代社会中所具有的重要价值。
正如卢卡奇在谈到关于异化和物化问题的争议时所指出的那样，“在这里，谁最早，谁影响谁的问题
并不特别值得注意。
重要的是，人的异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问题，资产阶级思想家和无产阶级思想家，右派和左派评
论家都承认这一问题。
因此，《历史和阶级意识》对青年知识分子界产生了深远影响；我知道有一大批优秀的共产主义者被
这一事实吸引到这个运动中来。
”因此，要了解青年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首先要了解他的物化理论，了解他依据物化理论
对现代人的生存困境所展开的文化批判。
 （一）商品拜物教与物化现象 正如马克思有意识地把劳动异化现象放到资本主义条件下加以探讨一
样，卢卡奇也把物化现象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紧密联系起来。
他认为，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所具有的拜物教本质导致了物化现象的产生，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
展则使物化现象不断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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