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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国家的“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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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Z〗〖HT3K〗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  

    

〖JZ〗中央党校社科部共运室主任、教授胡振良  

    

〖HT3F〗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恰恰在某些资本主义西方人士迫不及待地宣称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的时候，同样在西方，一种肯定、发

展、呼唤、向往和重新评价马克思主义的声音由弱渐强地发了出来；也同样在西方，各种调整、创新、坚持、发展和努力实践马克思主义价值的

进步力量在不断地整合与发展。  

    

 

    

〖JZ〗〖HT3H〗  

    

英报刊文惊称：马克思的幽灵又回来了！  

    

〖HT3F〗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兴起、80~90年代全面展开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伴随着资本在全球的扩张，西方国家借此“东风”，缓解了“滞

胀”（生产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促进了经济发展，首先成为这一进程的受益方；而面临改革开放新任务的社会主义国家却没有都经受住经济

全球化浪潮的考验，苏东地区改革受挫，社会“改向”，世界社会主义陷入“空前”的曲折。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直被认为是现实社会主义理论

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开始不断受到各种各样的质疑和责难，社会主义“失败论”与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消失论”等，一时沸沸扬扬，甚嚣尘

上。  

    

然而，经济全球化真的可以如这些叫嚣者所愿、为马克思主义判上“极刑”吗？最近英国《金融时报》（2007年1月5日）刊登了约翰·桑希尔的

一篇题为《马克思的幽灵又回来了》的文章说：〖HT3H〗“新一轮全球化浪潮会使人回想起马克思生活的时代，这无疑已使人们对马克思之资本

主义批判的兴趣重燃。全球化或许正使成百上千万人脱离赤贫，但也造成了相对富有者的惊人差异。根据一份联合国报告最近的估计，全球2％最

富有的成年人，拥有全球逾50％的财富，而50％最贫穷的人，仅拥有全球1％的财富。”〖HT3F〗文末惊呼：“怎么会是这样？没有《资本论》，

一个人怎能理解资本？”此文一经发表即吸引了西方世界众多的眼球，而造成文章反响强烈的背后原因，恐怕并不在于其“忤逆”，反而来源于

某种“共鸣”。  

    

〖JZ〗  

    

〖HT3H〗  

    

两大民意测验：马克思依旧“人气最高”  

    

〖HT3F〗  

    



 

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西方有两次影响重大的有关马克思的民意测验，其结果都非同寻常、令人震惊。英国广播公司在1999年进行的一次“千年

最伟大思想家”网络评选活动中，卡尔·马克思得票率高居首位，胜出于排名第二、三、四位的爱因斯坦、牛顿和达尔文！2005年7月，英国广播

公司又进行了一次“谁是现今英国人心目中最伟大哲学家”的调查，马克思又以28％的得票率再次荣登榜首，就连大卫· 休谟等重要哲学家均远

在其后。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结果。英国《观察家》评论由此大发感慨： “自从上个世纪柏林墙倒塌起，很多资产阶级学者就不断宣称马克思已

完全与时代无关了，可是资本主义固有危机的不断爆发却又把马克思带回历史舞台。”为马克思立传的英国作家弗朗西斯·惠恩在最近一篇有关

《资本论》的文章中也总结道：〖HT3H〗“马克思并未被埋葬在柏林墙的瓦砾之下，他真正的重要性也许现在才刚开始显现。他可能会成为21世

纪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  

    

〖JZ〗  

    

系列学术会议：西方再掀马克思主义研究热潮  

    

〖HT3F〗  

    

在西方，学术界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就再次掀起了一股研究马克思主义热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数从巴黎、伦敦、柏林到东京、纽约的

一系列国际性大型马克思主义学术会议的召开。1995年9月27日至30日，在法国巴黎召开了首次 “国际马克思主义大会”。与会者上千人，均是

来自世界各地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支持者。就此，法国《人道报》的新闻标题称：“马克思引起了轰动”；《解放报》在《马克思没有死》的

文章中指出：“这次会议的成功使我们得以测试马克思的现实性，它集结了全世界的知识分子和广大的公众，证明马克思主义获得了新生。”此

后，国际马克思主义大会在法国每三年召开一次。最近一次国际马克思主义大会，即第五届大会于2007年10月3日至6日在巴黎召开，大会的议题

是“替代全球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与世界政治的选择”。这届大会共分12个学科和专题进行讨论，同时举行了4次全体会议，议题分别是“全球化

替代运动与反对资本主义”、“替代的方案：宣言与构想”、“反抗中的拉丁美洲”、“为了斗争的世界性”。会议期间，还举办了中国社会主

义论坛。这届大会是又一次世界马克思主义者的盛大节日。此外，在英国伦敦、德国柏林，以及在欧洲以外的美国和巴西，都会定期或不定期地

召开马克思主义会议，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回归。  

    

〖JZ〗  

    

〖HT3H〗  

    

各党派传承创新：马克思的幽灵原来从未离开  

    

苏东剧变之后，西方的各种进步力量其实从来也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他们始终都在进行着理论的创新和实践的探索。  

    

首先，各国的共产党当仁不让地成为发展与践行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苏东剧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为走出困境，各国共产主义政党

普遍组织全党认真反思，调整政策：他们在苏东剧变性质和坚持共产主义方向上形成共识，认为苏东剧变不是社会主义终结，要坚持共产主义目

标；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各有新意，认识到社会主义是自由、平等、人的解放和消灭剥削，要更加突出民主的地位和人民的参与；又在基本否

定苏联模式的同时都主张从实际出发、重视各自的民族特点，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建立适合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其次，社会民主党内的革新。社会民主党内的革新派为解决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不断涌现的诸如福利国家的危机、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失灵等新情

况，也提出了试图超越老派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思想框架或政策框架的“新第三条道路”，从而实现了社会民主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转型。

尽管它还有比较明显的局限性，但仍是在某种程度上借用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是承认马克思主义传统价值和理论来源的进步理论。

 

    

再次，一些左翼政党也有许多传承与创新。比如，“红绿运动”（生态主义与社会主义组合）的发展，“全球化替代运动”（专门针对资本全球

化及其后果）的崛起，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创新，等等。原来，马克思的幽灵从未曾离开过西方世界，马克思的幽灵从未曾离开过任何

需要它的地方。  

    

〖JZ〗  

    

〖HT3H〗  

    

 



“复活”绝非偶然：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依然旺盛  

    

〖HT3F〗  

    

马克思主义的“复活”令人欣喜，但马克思主义回归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这是不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过程？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原因有三：  

    

〖HT3H〗  

    

第一，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理论、一种科学价值、人类文明的成果，所以不论怎样，后人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都应分享和

继承这一成果。  

    

第二，因为马克思主义所产生、发展的历史因素依然存在，没有消失，所以马克思主义也不会消失。〖HT3F〗马克思主义的使命是揭示资本主义

的发展规律，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的最后解放，所以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产生发展的基础，只要资本主义存在，马克思主义就

不会过时！而〖HT3H〗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恰恰成为马克思主义复兴的原因。〖HT3F〗不可否认，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虽然在

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但却因其固有的局限性而产生了更多新的矛盾和问题。比如，新自由主义在西方政策实施中的结果最终导

致了大量“不稳定因素”和 “虚假泡沫”，不仅使经济长期不能走出“萧条”，反而引起国内进一步的“两极分化”。它还导致了资本主义矛盾

的全球化并引发了各种危机，十多年来，俄罗斯的“大面积倒退”，拉丁美洲的“经济波动”，亚洲的“金融危机”，非洲沦为“更加边缘化的

大陆”……，都表明了资本全球化的局限，体现了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HT3H〗  

    

第三，马克思主义复兴的必然性还在于它是千百万人的实践成果，还在经历着不断的发展过程。〖HT3F〗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科学的、

发展的理论，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之上”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理论。“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发展着的理论永远不会过时。  

    

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任何理论一样，必然面临着社会的考验和历史的筛选。伴随着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背景，马克思主义自身也在经历着观念

的更新、政策的调整、力量的整合、流派的嬗变，等等。在这一过程中，有发展也会有挫折，有高潮也会有低谷，有坚持也会有扬弃，无论东方

西方，无论过去现在，我们每一个处于马克思主义自身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与发展过程中的人，都应当有充分理由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存在与发

展始终具有其必然性。正如法国著名的哲学家萨特所说，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没有枯竭，依然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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