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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部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专题性文选，比较完整地收录了近年来作者在这个领域中陆
续发表的一些论文。
 　　今天的西方左派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的运用，早已经不再采取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语境下
对抗斯大林主义的那种本真性证伪的思路，不再有人如同卢卡奇、阿尔都塞和施密特那样，认为“本
真的马克思主义在我的手中。
”　　编入本书的，基本上是近年来已经公开发表过的一些论文：第一部分代绪当中，作者选入了一
篇能够呈现自己学术思想逻辑发展过程的访谈；上编包括几篇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总体评述和
一些相关的涉及当代西方哲学背景研究的论文；中编则是作者这些年来写下的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经
典文本研究的文章；下编都是关于后马克思思潮研究的一些新成果；最后，作为代跋的，是刚刚发表
的一篇关于构境理论新方法的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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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一兵（原名张异宾），男，1956年3月生于南京，祖籍山东茌平。
1981年8月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
哲学博士。
现任南京大学副校长，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代表性论著有：《文本的深度耕犁——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解读》（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04年版）；《神会马克思》（合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问题式、症候阅读和意
识形态——关于阿尔都塞的一种文本学解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
主体向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二版）；《无调性的辩证想象——阿多诺的文本学解读》（北
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张一兵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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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编　范式与历史语境何为晚期马克思主义所谓晚期马克思主义（Late Marxism），是指活跃在当前西
方左派学界中的一群至今仍坚持主张以历史唯物主义生产方式构架来重新解决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新问
题的马克思主义者。
他们中间最具代表性的风头人物当数中国学界耳熟能详的杰姆逊（《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
文化逻辑》），德里克（《革命之后：警惕全球资本主义》），贝斯特、科尔纳（《后现代转折》）
和哈维（《后现代的状况》），以及那本风靡全球的《帝国》的作者哈特和奈格里等人。
我曾经指出，晚期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思潮和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是三个具有重要理论异质性的不同
概念。
三者间最为显著的区别在于它们面对资本主义后工业一后现代社会时，清晰呈现出截然各异的理论态
度和基本立场。
我发现，后马克思思潮与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不约而同地对西方社会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逻辑转换
给予了充分而全面的肯定，并且将后现代思潮直接指认为反抗与批判工业一现代性之激进话语的逻辑
依存基础。
由是，他们的理论逻辑从根本上绝弃于那个犹自沉醉在现代性话语之中的全部西方马克思主义。
不过，在这条全面肯定的道路上，后马克思思潮与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必定是要分道扬镳的：前者事
实上已经在悄然之间根本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充其量只是在幽灵式的援引马克思的批判方
法；而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则不遗余力地试图将阉割过的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思潮嫁接起来，从
而凭借其自我标榜成为一种全新的马克思主义流派。
而我以为，晚期马克思主义则是在基本理论立场和逻辑基础上与这二者都根本异质的。
首先，与上述两个流派相比，晚期马克思主义与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无疑最为接近。
仔细考察之下，晚期马克思主义与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极为重要的理论逻辑关联和时空转换关系
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不妨作个不算十分准确的类比——晚期马克思主义是后现代（后工业）语境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
在我看来，晚期马克思主义的奥妙，只不过就是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构架（并不是传统马克思主
义）拿来重新面对变化了的新时代而已。
因此，与后马克思思潮和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这两种激进话语完全不同，在这个变化了的飘摇的时代
里，晚期马克思主义者们依然坚持着马克思哲学最基本的原则和最根本的观点，特别是坚持以生产方
式为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框架，并将其指认为理论运作中最重要的方法论基础和原则。
譬如杰姆逊那个作为研究后现代文化语境历史现实基础的“跨国资本主义”、德里克所指认的“弹性
生产（flexible production）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哈特的“活体生产”中的帝国政治和哈维福特主义之
后的“灵活积累（flexible accumulation）体制”，凡此种种，万变并未离其宗，他们根本的立论原则都
还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
正如哈维所言，晚期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绝不新颖，它最新的观点肯定在历史唯物主义探究的掌握之
中，甚至能够被马克思所提出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元叙事的方法理论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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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启蒙的自反与幽灵式的在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论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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