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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现 代” 死 了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文化建设”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研究中心和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学部联合举办的“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文化建设”学术研讨会于
2004年10月8日至9日在上海举行，来自英国、俄罗斯、日本和国内的专家近60人出席了研讨会。 
英国拉夫堡大学社会科学系教授默多克（Graham Murdock）分析了“当代消费文化及其矛盾”。他指出：热心于体
系研究的人往往着眼于市场交换，看到个人选择和自由的范围。而马克思则突出财富的不平等分配和强化生产的剥削
性关系。这种全新的商品文化在合法的和再生产的资本中扮演着关键性角色。这种复杂性的确引起了后来的马克思主
义学者如与阿多诺、霍克海默有关联的本杰明和文塔尔的重视。 二战以后，当西欧第一次走向全面的商品文化之
时，新一代学者开始回到这个主题上来。默多克认为商品文化已经成了整个资本主义的文化中心，为此他建议我们最
好重读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章中对商品的初始分析。但在此之前，我们需要考虑晚近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矛盾
并聚焦于以下三个矛盾：（1）“进步”的目标和风险的普遍化；（2）网络交往中的紧张状态；（3）世界公民结构
的出现。默多克指出：围绕商品和消费主义的争论——有关它们的含义、承诺和社会经济成本——都集中在了正在形
成中的对全球化消费资本主义抵抗形式的关注上面。也正是通过对商品的分析，能够把紧密包裹着广告和商品的闪亮
外壳的资本主义关系再次揭开。针对我国学术界对于现代、后现代等概念的纠缠，默多克直截了当地指出，“后现
代”在西方已经死了。“后现代”过去不是、现在更不是欧美的主要社会思潮。这一观点在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俄罗斯托尔斯泰国家博物馆研究部主任麦迪逊（Andtey Madiseon）以“‘俄国革命的镜子’中的反映论影响：并非
仅仅是列宁和托尔斯泰”为题，回应了默多克的发言。他认为：现代文化包含着两个次级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
化。前者提炼了大众文化，后者为精英文化提供了原生态物质。现代文化的关键角色是中介、管理者和发行商。中介
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所有者，这种文化状况与马克思当年的预言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差距。他认为革命不需要中介，如当
年托尔斯泰就拒绝领稿费。文化产品的好坏应由作者和接受者说了算，在大众中，反映论是由反映实践所决定的。世
界的发展不是在一种维度上，现代性就是要回答人们最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在一个时期被否定的东西也许在另一个
时期可能又会被给予肯定。在谈到文学的当代性时，他认为政治家要掩盖某些社会矛盾，作家要追求揭示这些矛盾，
这两者是矛盾的，作家的当代性就在于在作品中有勇气去反映当下的矛盾。至于什么是当代性，他提出用俄罗斯式的
思维方式来回答：让作家和读者自己去界定。 
日本神户女学院大学图书馆馆长、文学部教授滨下昌宏则从对三位重要的思想家甘地、森和斯皮瓦克的分析入手，提
出了人文学科如何能够抵制强权和有着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怎样保持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心等重大文化问题。他认为
甘地抵制暴力和强权政治，呼吁各文明的精神价值高于经济的成就；森把伦理带入到经济学中；斯皮瓦克则揭示出暴
力的种种特征以及强权政治作风的观念，并对此进行了批判。他把他们而不是那些英国化了的知识分子，看作是真正
的印度人民。他们站在底层人民一边，努力成为他们的代言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钱中文指出，上世纪50年代引进的苏联文学理论，在80年代受到了全面清算。80年代
中期以后，我国学者在不断清理、继承我国现代文学理论传统的基础上，努力面向世界，探讨前沿问题，沟通中外古
今，建设有我国特色的当代文学理论形态。由于当今社会的急剧变化，媒体、资本共谋制造文学时尚，文学功能粗俗
化，价值失范，文学理论确实严重滞后，但这并非由于什么“前苏联体系”所致。至于说文学理论已经从文化研究中
取得了“后现代真经”，一派光昌流丽景象，并要我们在很长时期内学深、学透这部真经，这可能会把人文科学标准
化、“麦当劳化”了。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刘奔指出，80年代，邓小平就尖锐地批评了精神生产领域一切向钱看、精神产品商品化的倾向。现
在某些部门无视文化发展的特殊规律，在文化领域照搬市场经济规律。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看，如果在文化市场化的
口号下，使文化生产和世界市场接轨，淡化意识形态，忽视文化产品质的方面即文化价值的实现，这不但不利于文化
的发展，而且会迎合西方霸权主义文化战略的需要，危及我们的文化安全。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尤西林认为，尽管现代人拥有着越来越多的自由时间，但仍受制于以缩短全球化社会必要劳动时
间竞争为中心的工作时间。这一格局规定着自由时间与文化的现代性困境。当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已揭示了上
述困境。他力图使自由时间超越剩余劳动时间地位，而独立为自由人性的现代生长基础。他所展望的以科学、艺术为
典范的自由时间活动形态仍是批判现代商业消费文化的尺度。但是，这一典范形态如何返回工作时间并转化以交换价
值及利润为目的的现代工作性质，却是今天与未来更为重大的难题。 
上海社科院许明谈了对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看法。他指出，重读马克思在当代是完全必要的，而且，重视和总结中
国本土经验，特别是20世纪西风东渐以后产生的中国经验和理性总结，将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杜书瀛从《共产党宣言》谈到了全球化与民族性问题。指出，由先辈得到启示，我们一方面要警惕
当今世界上打着“全球化”旗号而实行经济沙文主义、政治霸权主义、文化霸权主义的倾向；另方面要克服狭隘的民
族主义，以开放的心态欢迎和促进作为全球文化共享的真正的全球化。上海市委党校哲学部黄力之认为，《共产党宣
言》既是全球化的伟大预言，也是文化现代性的伟大预言。 
会上、还有上海财经大学程恩富、复旦大学刘放桐、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编辑部徐绍刚、英国拉夫堡大学章戈
培博士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当下中国社会的一系列文化建设的矛盾和问题。研讨会充分体现了本次会议的跨学
科性质。从会议代表的发言可以看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
化战略必须正视文化发展中的客观矛盾，理论研究的任务就在于分析研究这些矛盾，探寻解决矛盾的现实途径。 
（马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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