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5 5卷 第 3期

2 0 0 2年 5月

崔兑省又口悦俘
,

俘
,

才民 ( 7 、 岁忆乖卜学 滋反 )

W u h a n U n i v e sr i ty J o u r n a l ( H u m a n i ty S e i e n c
es )

V o l
.

5 5
.

N o
.

3

M
a y 2 0 0 2

.

2 7 4 ~ 2 7 8

.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

反 思 批 判 与 价 值 彰 显

— 卢卡奇的
“

西方马克思主义
”

理论主题及其价值向度

杨 乐 强

( 武汉 大学 人文科 学学院
,

湖 北 武汉 43 00 7 2)

[作者简介」杨乐强 ( 19 6 1
一

)
,

男
,

湖北黄 冈人
,

武汉 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哲学系博士 生
,

主要

从事西方哲学研究
。

仁摘 要〕卢卡奇的《 历史和阶级意识 》是在历史哲学语境条件下形成的一套反思性的批

判话语
,

马克思主义与时代变革的关系是其话 语 活动的直接动因
,

总体性辩证 法 理论
、

物化理

论和 阶级意识理论是这种反思的核心 主题
,

而意识决定历史是其反思的内在理念和逻辑归宿
,

这 一点鲜明地 凸现 出卢卡奇的
“
西方马克思主义

”

的理论 旨趣和价值 向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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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
·

卢卡奇 ( G eo gr L u k dc S 18 8 3一 1 97 1) 是匈牙利共产党人
,

20 世纪重要哲学家
。

他因于 1 9 2 3

年发表《历史和阶级意识 》而与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齐名
,

被人们称为
“

西方马克思主义
”

的创立者

之一
。

由于他在理论上觉察到第二 国际后期修正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
,

在实践上

亲身经历了中欧和东欧在 1 9 18 一 1 9 2 3 年期 间的无产 阶级革命从爆发到失败的整个过程
。

因此
,

他 的

《历史和阶级意识 》实质上是他在所谓
“

正统的马克思主义
”

名义下对无产 阶级革命失败原 因的哲学反

思
,

这种反思既表现为他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庸俗化倾向的清算
,

又体现 出他对资本主义的总体批

判
,

在建构起总体辩证法理论
、

物化理论
、

阶级意识理论等西方马克思主义主题 的同时
,

还凸现出他对无

产阶级阶级意识在社会历史变革中的决定作用进行张扬的价值向度
。

卢卡奇进行反思批判的直接动因在于从理论上正本清源
,

恢复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本真权威
,

用批判

的武器达到对武器的批判
。

由于亲身经历了 19 世纪末 以来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复杂演变态势
,

卢卡奇十分明了各种背离和歪

曲马克思主义的倾向
,

并着重指出有两种极端倾 向阻碍着马克思主义 同当时欧洲无产 阶级革命运动的

有效结合
:

其一是 以德 国社会民主党 内崛起的
“

青年派
”

和第二国际后期的考茨基为代表
,

把历史唯物主

义庸俗化为一种
“

经济决定论
”

和
“

社会宿命论
” ,

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为一种
“
经济主义

” ,

在实践上奉行

客观主义直线性的 自发演进过程
,

否定历史主体的能动作用
。

其二是以伯恩施坦和 以麦克斯
·

阿德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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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代表
,

强调对社会主义的伦理判断和价值判断
,

在实践上他们奉行改良主义

和机会主义
。

卢卡奇正是在理论上洞悉到马克思主义阵营内的各种越来越严重的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 向之后
,

旗帜鲜明地提出了重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对于指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极端重要性
。

卢卡奇指出
: “

正

统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不加批判的接受马克思的一些研究成果
。

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命题 的
`

信

奉
’

也不是对
`

圣书
’
的解释

。

与此相反
,

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指 的只是方法
。

它科学地坚信
,

辩证唯物主

义是通向真理的道路
,

只有沿着其奠基人所开创的路线前进
,

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能得到发展
、

扩大和
、

加深
’

,1[ 〕 (第 2页 )
。

作为方法
,

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实质是一种改变现实的革命 的辩证法
,

卢卡奇指出
,

如

果
“

理论本质上是革命过程本身的观念的表达
” ,

那么
,

构成理论基础的就是
“

辩证的方法城 ’ 〕 (第 4 页 ) ;

“

对于辩证法来说
,

中心的问题是要改变现实
’

lj[ 〕 (第 5 页 )
,

而否定和背离辩证法
,

或
“

由于抛弃和站污了

辩证法
,

历史 (就 )成了无法认识的了
’

,l[ 」 (第 14 页 )
。

在这里
,

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极端重要性

的强调
,

是与他对总体性范畴的分析相关涉的
。

作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
,

总体性范畴包含

如下诸方面的实质内容
:

第一
,

总体性标志着构成整体的诸要素或部分的相互作用过程
,

它
“

不是把它的各种因素化为一种

无差别的一致性
,

化为同一性
”
:l[ (第 15 页 )

,

也不是把相互作用理解为简单片面的线性 因果关系
。

卢卡

奇引用马克思的话说
,

生产
、

分配
、

交换和消费作为总体经济活动的诸因素
,

它们不是同一的东西
,

相反
,

“

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
,

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 … 因此
,

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
、

分配
、

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
。

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
。

每一个有机体都是这样
”
川

(第 7 49 一 75 0 页 )
。

他指出
,

由总体性决定的相互作用也不能归结为庸俗唯物主义所理解的那种片面因果

关系或简单的线性决定关系
,

否则
,

我们
“

就没有认识社会的哪怕一丝一毫的可能性
” 〔’ 口(第 16 页 )

。

第二
,

总体性是对主体和客体的整体设定
。

在卢卡奇看来
,

既然总体性是构成整体的诸部分的相互

作用过程
,

因此
,

总体性范畴就能够在决定着认识的客体的同时
,

决定着认识的主体
;
并且

, “

只有假定主

体本身是一个整体
,

客体的整体才能够被假定
,

如果 主体想要 了解 自身那它必须把客体看作是一个整

体
” 〔`」 (第 32 页 )

。

主体 的整体存在 同客体的整体存在的这种相互依存关系是辩证法的必然要求
,

是辩证

法全面性原则的体现
。

卢卡奇认为
,

由于辩证法所涉及到的基本问题是
“

对整个历史过程的认识
” L̀ 〕 (第

39 页 ) ,

是对现实的总体把握
,

而这种认识和打蛋瞳的前提是依赖于主体及其能动性 的
,

因此
,

卢卡奇指出
:

“

行动
、

实践在本质上是对现实的干预和改造
· · ,

一只有在主体 自身是总体并具有这种干预能力时
,

现实

作为总体性
,

才能被理解
” 〔`习(第 44 页 )

。

第三
,

总体性优先于部分的实质是理论的优先性和支配性
。

诚然
,

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构成了特

定的现实
,

形成 自由和必然相互关联的具体样式
。

但是
,

主体借以改造客体
、

认识必然
、

追求 自由意志实

现的基本条件则是具有优先性和支配性的理论
。

虽然从理论的基本形成过程看
,

它是依赖于实践的
,

但

从理论与实践相互关系的总体性 目的和内在构建过程看
,

理论始终是作为整体的动力发生机制而突现

其优先性和主导性的
。

卢卡奇引用马克思的话说
, “

光是思想竭力体现为现实是不够的
,

现实本身应 当

力求趋向思想
’

,3[ 〕 (第 4 62 页 )
。

在卢卡奇看来
,

只有当意识的出现必然成为历史的过程朝着它 自己的 目

的所必须迈出的决定性的步骤时
,

理论才能发挥其历史性 的功能
,

使这个 步骤成为实际的可能性
,

成为
“

随意识而出现的实践的必然前提
’

,l[ 口 (第 4页 )
。

当然
,

理论的优先性和支配性
,

并不是指理论可 以脱离

实践
,

相反
,

它正是在主体和客体相统一的基础上通过与实践的相互关联表现其
“

革命功能的
” 。

卢卡奇对总体性的这种不同表述和说明
,

实质上就是要把历史过程和历史事件看做是一切历史构

成要素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
,

并突现以特定理论作引导的主体能动性
。

而这个过程同时还是一个对教

条主义和修正主义进行了清算和批判的过程
。

卢卡奇指出
,

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
,

通过寻找要么从无产

阶级的科学中彻底地取消辩证法
,

要么对辩证法进行改 良的方法
,

走上 了
“

为资产阶级辩护的歧途
”
川

(第 4J 页 )
,

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精神 旨趣和方法论的背离
,

在客观上维护了资本主义从经济基础到意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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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领域的稳定性
,

阻碍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进程
。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存在的非马克思主义倾 向是导致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内在原因
,

那么
,

资

本主义物化趋势及其同化机能则是淹没人们革命意识
、

造成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外在现实原因
。

所谓物化
,

卢卡奇认为它是 资本 主义条件下
“
每一个人所面临的必然 的

、

直接 的现实性风
’ 习 (第 224

页 )
。

其 中
, “

人际关系具有一种物的特征
’

,l[ 口 (第 93 页 )
,

同时
, “

人 自身的活动
,

他 自己的劳动变成了客观

的
、

不以 自己的意志为转移 的某种东西
,

变成 了依靠背离人 的自律力而控制了人 的某种东西
” 〔 `月 (第 96

页 )
。

这里
,

卢卡奇使用
“
物化

”
概念

,

旨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商品现象
,

特别是商品生产的内

在动因
、

商品的本质结构和商品交换的形式规则及其后果对社会总体生活和人际结构 的深刻影响
。

他

把这种影响分为客观的和主观的两个方面
, “

从客观的方面看
,

一个充满客体和事物之间关系世界拔地

而起 (商 品和它们在市场上的运动 )
” 〔`〕 (第 96 页 )

,

即以商品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客体及其物际关系突现在

人的面前
,

支配着生活世界和社会的运作过程
,

人们不能通过 自己的活动来改变这个过程
。

它消解人际

内容
,

淹没人的主体性
。

而从主观方面来看
,

卢卡奇指出
: “

在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地方
,

一个人 的活动成 了与他 自己相疏远

的东西
,

一个人的活动变成了附属于社会 自然规律 的人类以外的客观商品
,

人的活动肯定是按消费品那

样独立于人的方式去做 ,lj[ 习 (第 96 一 97 页 )
。

人无力驾驭 自己的活动
,

人做着不由自主的行为
,

这正是物化

在主观方面所造成 的人 的自主性 同人 自身活动的分离状态
,

它表明主体的活动已对象化为外在的力量
,

与主体自身相对立
。

在卢卡奇看来
,

物化的过程是一个 以物为中心物役人的过程
,

也就是物的本质结构
、

内在机理和运

作规则偕越人的主体地位
、

消解人的思想
、

颠覆人的价值
、

侵蚀人的主体性的过程
。

这种物降人的过程

最集中的表现就是工人作为生产主体的被物化和被分解
,

即
“
工人的人的属性和特征 日益表现为只是错

误的源泉
。

人既不是在客体上也不是在他同他的工作关系上表现为劳动过程的真正主人
。

相反
,

他是

被结合到机械体系中的一个机械部分
” 〔`」(第 9 9 页 )

。

工人的劳动力
“
对象化为某种跟他总的人格相反的东西

” 〔`〕 (第 10 0 页 )
,

工人 的心理特性被机械化过

程
“

从他 的总体人格 中分离了出去
,

并使这种心理特性与其人格相对立
’

心马(第 98 页 )
。

工人被
“

分裂成孤

立的
。

抽象的原子
,

他们 的工作不再把他们直接地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
lj[ (第 100 页 )

。

声卡奇指出
,

物化过程不仅仅使工人遭受物役性
,

它同时还是一个以物的外观遮蔽着的社会对人的

同化过程
,

这个过程在生产领域表现出
“

一种不断地向着高度理性发展
,

逐步地清除工人在特性
、

人性和

个人性格上的倾向
”

lj[ (第 97 一 98 页 )
。

在心灵领域则同化出统一的意识结构
, “

当资本主义的体系本身不

断地在越来越高的经济水平上生产和再生产的时候
,

物化结构逐步地
、

越来越深人地
、

更加致命地
、

更加

明确地沉浸到人的意识 当中
” 〔` 〕 (第 10 4 页 )

。

人的外在的物化状况
,

契人人的心灵
,

迫使人从意识上认同和接受人的物化
, “

因而涉足整个社会的

统一意识结构
” 〔`口 (第 I n 页 )就应运而生了

。

资本 主义通过物化结构的心灵渗透
,

侵蚀人的道德领域
,

通

过对道德的支配强化着意识的物化结构
。

因而
,

物化对生活的侵蚀是一个从外在存在到内心经验 的总

体同化过程
,

它赋予一切人间的东西以商品的特性
,

最终迫使人不得不以异化的方式察承商品的特性并

作为一种待售出的物参与普遍的市场交换
,

从而
, “
整个社会在历史上就第一次服从于或者趋向服从于

一个统一的经济过程
,

并且社会的每个成员的命运都 由统一的规律所决定的城 `口 (第 10 2 页 )
。

同化体现

出资本主义物化的彻底性和深刻性
。

资本主义物化对人的主体性的淹没
,

同人的革命意识的被瓦解
,

这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
,

它表明

资本主义社会具有阻止各种革命行为发生的物质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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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18一 1 9 2 3年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
,

除了前述原因之外
,

还有阶级意识上 的原因
,

卢卡奇认为阶级

意识包裹着全部社会变革的精神动因
,

因而从中能够找到历史事件的生发机制和历史演变的内在机理
。

在卢卡奇看来
,

阶级意识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形成并 自觉影响历史进程的完整的观念系统
。

他说
,

阶级意识是
“

对于在生产过程中所处的特殊典型的地位作 出的恰当和合理 的反应
。

因此
,

阶级意

识既不是组成这个 阶级的每个人的思想和情感 的总和
,

也不是它的平均数
”
川 (第 57 一 58 页 )

。

这种阶级

意识既不同于从心理学上可以描述
、

可以解释的人们在生活中对他们的处境所形成的观念 (个体意识 )
,

也不同于
“

人们对 自己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经济条件的一种 阶级条件的无意识 (经济意识 )
” 仁̀〕 (第 58 页 )

。

阶级意识的根本特征在于它是社会总体的表现
,

因此总体性应该成为阶级 意识的准则
。

卢卡奇依据这

个准则
,

着重从与意识形态的关联上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两大完整阶级的阶级意识的性质与作用
,

并认

为只有无产阶级用 自己的完整的阶级意识作引导
,

才能推动革命走向彻底的胜利
。

卢卡奇认为
,

资本主义物化的同化趋势有其深厚的阶级意识根源
,

其中居于资产阶级阶级意识核心

地位并起统摄作用的是资本主义合理性原则与体现这一原则的科学技术
。

在卢卡奇看来
,

正是这两个

东西直接代表着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对社会成员心灵的控制和人的主体意识 的压抑
,

造成对人们革命

意识的扼杀
。

所谓资本主义合理性原则
,

卢卡奇指出它是资本主义社会把一切纳人可计算性和可规范性的貌似

客观必然性的生存原则
,

它以提供生存的精神安全感和对各种物质需求以可满足性而具备对现实生活

的总体意义
。

这一原则有多方面的表现
,

其 中直接启动人们从思想观念上认同物化的是经济合理性
,

即

一种
“

建立在被计算和能被计算的基础上的合理化原则
” 〔`〕 (第 98 页 )

,

这条原则包含在生活的各个方面
,

是资本主义谋求合理化的基础
。

此外
,

科学技术以其固有的客观中立性和工具操作程序的合理性而直

接成为资本主义合理性原则的运作机制
,

它强化和扩展资本主义合理性原则的过程
,

也是一个逐渐丧失

客观中立性走向意识形态的过程
,

这样
,

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依靠其意识形态的优势
,

掩盖了真正的形

势
, “

掩盖了阶级斗争的实际状况
’

心〕 (第 241 页 )
,

而这正是合理性原则和科学技术 的独有成就
。

它表明
,

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既能在观念层面上成功地扼杀人们的反叛精神和革命意识
,

又能在操作层面上有

效地遏制社会可能的质变和更新
。

因此
,

以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表现出来 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

的精神支配
,

是阻碍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精神因素
。

卢卡奇上述对社会主义革命失败原因的分析
,

同时也表明他的
“

正统马克思主义
”
的价值 向度

,

这就

是他对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张扬
。

在卢卡奇看来
,

作为展示人类解放希

望的精神力量
,

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对人类生存状况 (人的物化
、

人的非主体性存在等等 )的整体意识

和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 自觉意识
,

它以其总体能动性
、

历史首创性和社会变革 的决定力量赋予无产阶

级以全新的社会责任感
,

它的基本 目的就是在逐渐实现历史主体和历史客体
、

社会变革和人类解放的统

一中展现其变革社会的功能
,

无产阶级理解 自己的历史使命越是紧迫
, “

无产阶级 的阶级意识将越有力

和直接决定它的每一个行动
” 〔`〕 (第 79 页 )

,

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之所以能够
“

自觉地帮助决定历史的过

程
” 〔`」 (第 343 页 )

,

就在于这种意识 的理论形态— 历史唯物主义在武装共产党组织过程中所具有的总

体优先性和对于革命实践的能动反作用
,

作为真理
,

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获胜的武器
, “

这一真理越

是无情
,

它就给无产阶级带来越大的胜利吸
`」 (第 77 页 )

,

而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恰恰是忽视无产阶

级阶级意识
、

忽视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真理的直接后果
。

综上所述
,

卢卡奇对无产阶级革命失败原因的反思
,

涉及到从革命的指导思想到资本主义运行机制

的诸方面
,

体现出他对 自己所确立的总体辩证法的贯彻
,

其主题是明确的
,

其批判是深刻的
,

其张扬无产

阶级阶级意识的价值向度是严肃的
。

这些对于我们在新世纪继续牢牢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及其辩证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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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全球化过程中资本主义物化的危害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侵蚀
、

高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的主旋律

等等
,

具有十分重大的启示意义
。

但是
,

由于卢卡奇把马克思主义仅仅归结为一种方法
,

把精神因素在

社会历史中的作用绝对化
,

这就不可避免地使他的理论在整体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正轨
,

犯了在马克思

主义名义下复活黑格尔哲学意识创造历史的错误
,

招致当时共产国际的批判
,

他不得不在国际大会上做

出深刻检讨
,

承认 自己理论错误的实质
。

然而
,

对于卢卡奇来说
,

这种检讨与其说是迫于政治压力
,

倒不

如说是出于一种策略性的考虑川 (第 2 页 )
,

从而一方面
,

可以在共产国际中保 留一席之地
,

对马克思主义

进行深人
、

系统的研究
,

而不至于像柯尔施那样
“

与共产 国际闹翻了
’

心〕 (第 5 页 )
,

另一方面
,

可以以 回归

于马克思主义的方式灵活地坚持 自己的理念
。

正如他晚年所说
: “

发展本身发生危机时究竟将选择何种

途径
,

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观因素 中产生的回答
”
5j[ (第 5 48 页 )

。

可 以说
,

张扬意识决定历史这一
“

西方马克思主义
”
的理念

,

是卢卡奇终其一生的价值追求
。

这一点如同其他缺憾一样
,

是我们在研究西

方马克思主义时必须加以戒除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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