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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今年七月二十日，厄奈斯特·曼德尔离开这个世界已经整整十年了。如何称呼曼德

尔，想来想去，觉得还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这一称谓最为恰当，或者可以在其中

再加上一个曼德尔经常用的术语，也就是说他是无产阶级争取自我解放的革命家和理论家，

尽管许多人可能不同意我这样的评价。 

作为理论家，曼德尔与通常大家所熟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类代表人物是截然不

同的。“自从斯大林在苏联获得胜利后，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卢卡奇、科尔施到葛兰西或阿尔

都塞，在欧洲左派力量的整个思想史的许多方面占据着前台”（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

思主义探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2页）。西方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对经典马克思

主义的一种倒退，“马克思这位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不断从哲学转向政治学和经济学，以

此作为他的思想的中心部分；而1920年以后涌现的这个传统的继承者们（指西方马克思主义

者— —引者注），却不断地从经济学和政治学转回到哲学— —放弃了直接涉及成熟马克思所

极为关切的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第68— —69页）。但是，“贯穿这整个历史时期

的、性质迥然不同的另一传统，在‘舞台以外’继续存在着，并得到了发展— —而且在法国暴动

时期及其后，第一次得到了更广泛的政治关注。当然这是指托洛茨基的理论和遗产… …由托

洛茨基派生的传统，在最基本的方面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恰成极端的对比。它集中于政

治学和经济学，而不是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第122— —127页）。 

曼德尔作为战后托洛茨基运动和第四国际的领导人，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在当代，能够

同时在经济学和政治学这两个领域都有着出色建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相当罕见的。另

外，曼德尔的著作，质量之高，数量之大，令人惊叹，要想对其进行全面的介绍是一件不小

的工程。而由于外语能力所限，笔者只能依据现有的中文文献来对曼德尔进行简单的介绍，

疏漏必多，权充抛砖之责吧。 

经济学家 

在多数人的眼里，曼德尔首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相对而言，他在这方面的成

就也得到了较多的承认。1962年，曼德尔出版了他的第一本经济学巨著《论马克思主义经济

学》（《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上下，商务印书馆，1964、1979年），这奠定了他国际公认

的、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地位。在这宏篇巨制之后，1964年曼德尔完成了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导论》这一著名的普及性的小册子。1967年完成了《卡尔•马克思经济思

想的形成》（《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82年第8期和1984年第3期，有该书部分章节的

译文）。该书对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的异化观、亚细亚生产方式等

问题都有着独特的见解。 

    1976— —1981年，《资本论》三卷的新英译本出版了，曼德尔为每卷都写了导言，后来

以《〈资本论〉新英译本导言》的名字而为人所熟知（《〈资本论〉新英译本导言》，中央

党校出版社，1991年）。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分析是曼德尔在经济学领域的突出贡献。

1972年，《晚期资本主义》（《晚期资本主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我国有学者



认为，该书中译名为“晚近资本主义”更为合适）出版了。该书“是在经典马克思主义范畴内第

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性发展所作的首次理论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

探讨》第126页）。1999年，新左派书店再版其英文版时，仍称该书是迄今为止把马克思关于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运动规律与二十世纪资本主义的具体历史相结合的唯一系统的尝

试。 

早在60年代中期，曼德尔就预言战后资本主义的黄金年代将要在60年代末获70年代初结

束，他可能因此成为唯一的一位预见到此情况的经济学家。1978年曼德尔在《危机》（此书

由1975年以来的相关文章结集而成）中指出，1974年开始的衰退证实了他的预言。1978年，

曼德尔在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就长波问题作了系列演讲，在此基础上，于1980年出版了《资

本主义发展的长波— —马克思主义的解释》（第一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在确

认了长波现象的存在后，曼德尔指出，资本主义由繁荣或扩张性长波转为萧条或停滞性长波

是由其内在的单纯的经济因素决定的，可以说是自动的；由停滞性长波转为扩张性长波就不

是自动的了，除了经济因素外，还必须具备外因或非经济的条件，那就是劳资冲突、阶级斗

争、革命与反革命、战争掠夺、资本主义运行领域的扩展及收缩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赖以

生存的所有社会与地理环境的这些激烈变动翻过来引起资本主义增长的基本变量的激变（即

它们可以导致平均利润率的激变）”（《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修订版，商务印书馆，第17

页）。1993年，曼德尔那强壮的身体第一次被中风击倒了，他抓紧时间于次年对《长波》进

行了补充，添加了两章的内容（《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修订版，商务印书馆，1998年）。

尽管自70年代以来此次衰退长波已持续了20年之久，但他继续坚持“不存在从长期衰退期脱颖

而出的‘软着陆’的可能”（《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商务印书馆，第136页）。 

除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分析外，曼德尔对苏联或“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的

经济的批判分析以及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方式的阐述也是同样出色的，或者说，按照

我国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通常用的区分方式，在介绍了曼德尔的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

部分以后，我们再来看看他的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仅仅从《过渡时期的政治经济

学》（见《关于过渡社会的理论》，人民出版社，1982年）一文中，我们就可以领略他的分

析的深刻性。自70年代以来，与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大举进攻的同时，在“现实社会主义”阵营和

整个西方左翼阵营对市场的迷信和对计划的贬斥也日渐盛行。80年代，亚力克·诺夫的鼓吹市

场的著作大出风头。从1986— —1988年，曼德尔在《新左派评论》上与诺夫进行了一场论战

（曼德尔：《为社会主义计划辩护》，《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十五缉，商务印书馆，

1995年）。曼德尔指出，诺夫期待用市场来解决资本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弊病是纯粹的幻

想，代替资本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唯一的选择就是民主的计划经济。曼德尔驳斥了对民主的

计划经济的各式各样的责难，明确地阐述了民主的计划经济的基本原则和确保运行的制度保

证。 

除了各种专著之外，曼德尔还有大量的文章和书信，比如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

典》所撰写的“马克思”这一词条，这也是一笔宝贵的理论财富，这一切都应该受到大家的

重视。 

政治学家 

与其经济学著作相比，笔者对曼德尔的政治学著作了解得就更不全面了，在此，首先以

出版年月为序将所知道的著作罗列一下，笔者对这些著作大多是“只闻其名、未某其面”。 

1967年，《论官僚主义》（见《关于过渡社会的理论》，人民出版社，1982年）；1970

年，《工人管制、工人委员会、自我管理》；1977年，《从阶级斗争到共产主义》；1978

年，《从斯大林主义到欧洲共产主义》（中译名为《论欧洲共产主义》，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2年）；1979年，《今日革命马克思主义》和《托洛茨基：对他的思想动力的研究》；

198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意义》和《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上的地位》；1992年，《权力与

货币— —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权力与货币— —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中央编译

出版社，2001年）；1993年，《1917年十月：政变还是社会革命？》；1993年，《以托洛茨

基为可供选择的道路》。 

工人阶级如何才能够联合起来中断和结束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自然是曼德尔所关注的问

题。曼德尔对一百多年以来的工人运动成功的经验、对社会民主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的失



败的教训，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在《论欧洲共产主义》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曼德尔对伯恩

施坦的“修正主义”、考茨基的“疲劳战略”、斯大林的左右剧烈摇摆、斯大林主义者自共

产国际七大以后的社会民主党化（当然是有反复的而非直线式的）、70年代西方共产党采用

的“欧洲共产主义”这一新改良主义等一系列问题的批判，都抓住了他们的要害而不流于肤浅和

概念化，指出了他们的小把戏和小手腕根本就不能解决现实问题。曼德尔向我们提供了在发

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战略和策略，这在《今日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论欧

洲共产主义》等著作中都有着详细的明确的论述。 

斯大林主义的官僚统治极大地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声誉，现在迫切地需要回答下面的问

题：工人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改用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的议会民主制呢？工人

阶级该如何来避免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专制呢？工人阶级在摆脱了资产阶级和官僚的枷锁以后

该如何确保自己自我管理自我统治的权利呢？社会主义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该如何结合起来

呢？二者真的象有些人所说的那样不能相容吗？曼德尔认为，不能孤立地看待这一问题，要

设想如何执政，首先必须要从工人阶级是如何取得政权这一角度来考察。如果推翻资产阶级

的行动是以工人阶级的自我组织为基础的，那么取代旧政权的肯定是工人阶级自己的组织，

容纳整个阶级的组织必然容纳不同的工人党派，就像十月革命初期苏维埃是多党制的且由布

尔什维克与左派社会革命党联合执政那样（社会主义必须是一党制，那是后来的斯大林主义

的神话）。为清洗斯大林主义带给社会主义的污垢，在曼德尔的主持下，1979年第四国际专

门为此通过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决议。 

1992年，在苏联刚刚崩溃以后，《权力与货币— —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出版了。在

该书中，曼德尔系统地分析了资本主义企业和国家中、工人运动中以及工人国家中的官僚现

象，同时也解释了苏联垮台的原因。资产阶级这时正得意洋洋地宣布“没有别的选择”了，而曼

德尔则令人信服的证明，一个既没有官僚也没有货币— —用中国当前流行的术语来说，一个

既不受权力支配、也不受资本支配— —的社会是值得人类去追求的，也有可能实现。 

这时对十月革命的攻击也达到了顶峰——十月革命不仅不合理而是根本就不曾作为革命

而存在过。1993年，曼德尔以《1917年十月：政变还是社会革命》这一著作来从斯大林主义

的崩溃中挽救革命的荣誉。同年，曼德尔又出版了《以托洛茨基为可供选择的道路》，驳斥

了资产阶级及各式庸人企图将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一同埋葬掉的企图，重申如果人类在二十世

纪选择托洛茨基的道路，那么就可以避开斯大林主义、法西斯主义和世界大战等灾难而走向

一个真正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革命家 

与那些学院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同，曼德尔不仅仅是理论家，同时也是其理论的实

践者。“他首先是一个革命家”（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曼德尔作为革命家的经历

笔者无从了解，只能通过对几件事情的观察来初步了解他作为革命家的特点。 

曼德尔出生在一个有着工人阶级战斗传统的家庭。德国共产党刚刚成立时，曼德尔的父

亲就是它的成员了。十一月革命期间，曼德尔的父亲与苏俄派驻德国的使节、著名的革命家

和理论家卡尔·拉狄克（他后来成了托洛茨基反对派的领袖之一）结成了好友。1923年，曼

德尔出生在法兰克福，后来举家迁往比利时，在安特卫普定居。受家庭的熏陶，曼德尔很小

的时候就将自己与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联系在了一起。1936年，他参加了反对斯大林的莫斯

科大审判、保卫托洛茨基的运动，1939年，他又加入了第四国际的比利时支部社会主义革命

党。1940年，纳粹占领了比利时，作为一贯坚决反对纳粹的第四国际的成员，曼德尔积极参

加了抵抗运动。 

自恃对德国历史和德国工人阶级的了解，年轻的曼德尔作出了直接向德国占领军散发传

单（具体时间不详）的决定，结果是遭到逮捕。但是事情随后的进展证明他的鲁莽并非毫无

道理。在被押往集中营的途中，曼德尔主动与看守进行了交流，看守中恰好有前共产党或社

会民主党的成员或拥护者，曼德尔打动了他（他们？），在其帮助下逃走了。1944年3月，曼

德尔又被捕了，他再次逃走，但是立即又被抓回，直到1945年4月他才被解放出来。被押期

间，他的犹太人的身份始终不曾被纳粹发现，这使他逃过了一劫。曼德尔侥幸地活了下来，

但是他的许多同志（包括虽然年轻但是却极有天赋、对他的成长起了很大作用的同志）却牺

牲了。按死者占成员总数的比例来讲，第四国际可能是为消灭纳粹而付出牺牲最大的政治力



量。对这些同志的怀念，可能成为他此后不倦地工作和创作的重要原因。 

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期间，由于托派青年组织在学生中的影响和本人政治嗅觉的灵敏，

曼德尔积极地参与了运动。运动伊始还局限在校园内部，曼德尔就驾车从比利时赶到了巴

黎。在著名的5月10日的“街垒之夜”的前一夜，托派学生组织的会议被扩大成了全体学生参加

的会议，曼德尔在会议上作了《从反对资产阶级大学到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报告。第二天

晚上，他与学生一起参加了“街垒之夜”的战斗。战斗中，学生们在街垒前点燃了许多汽车以阻

挡警察的进攻，此时，曼德尔站在街垒上，望着熊熊燃烧的汽车— —全然不顾他本人的汽车

也在其中— —高声赞美道：“多么美丽啊，这就是革命！” 

多说几句，在今天只要一谈到五月风暴，人们总是习惯于将其与萨特和马尔库塞等人的

名字联系在一起。萨特其实只能算是运动的支持者而已，他并没有直接参加战斗。五月期

间，被学生的反抗惊醒了的萨特采访过学生领袖康本迪特（后来此事甚至阴差阳错地被我国

某些人说成是萨特去指导他的学生康本迪特。另外，萨特70年代在巴黎街头卖左翼报纸一

事，也被他们给提前到了1968年五月），发表过支持运动的声明，仅此而已，他并没有更多

的贡献。只是在运动高潮过去以后，萨特才开始大出风头。 

至于马尔库塞，笔者了解的不多，许多人声称马尔库塞的思想对五月风暴影响甚大，但

是持此论者，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拿出任何事实来证明这一点。五月风暴是由学生们的反抗

引起的，继之而起的全法工人大罢工和占领工厂运动瘫痪了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只是由于

法国共产党的阻挠才使资产阶级逃脱了被推翻的命运。众所周知，马尔库塞一向视工人阶级

为资本主义所同化而对其大加抱怨，至于学生，在他眼中也好不到那里去，据我所知，至少

到1967年他还对学生牢骚满腹。五月风暴的事实，可以说是对马尔库塞的思想最有力的驳斥

了。恕我孤陋寡闻，如此看待学生和工人者怎么会成为学生和工人思想上的鼓舞者呢？请大

方之家指点迷津。 

为什么倍受冷落 

从以上的介绍中可以看出，曼德尔的成就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可谓首屈一指，但是

事实上他的影响力又可以说是非常之小。人们大都知道他的名字，但是极少有人去研究或引

用他的著作，即使是对其进行批判的声音也很少听到。在我国，曼德尔的著作被大量的翻译

过来，可到头来作出这一切努力最终似乎就是为了要对其置之不理。有一件事情可以让我们

认识到他被冷落的程度。最近20多年来，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理论在中国可以说成了一门“显

学”。詹姆逊在其代表作《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声称，他的研究深深受到了曼德尔的

《晚期资本主义》的启发，80年代中期来华讲学时，詹姆逊又提到了这一点。但是詹姆逊的

中国崇拜者们却没有一个像他那样去研究曼德尔的著作。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这一极其强烈

的反差是如何形成的呢？ 

要理解这一矛盾，追根溯源，还得从托洛茨基那里说起。托洛茨基和列宁一起，作为十

月革命的领袖和第三国际的创建者，是资产阶级的死敌，也是社会民主党的敌人。当斯大林

主义官僚集团篡夺了工人阶级的权力后，他又成了斯大林主义的死敌。因此，托洛茨基在我

们这个星球上几无立锥之地也就在所难免了。曼德尔继承了托洛茨基的理论遗产，同时也继

承了他被资产阶级、社会民主主义者以及斯大林主义者共同排斥的命运。敌视、蔑视和恐惧

等不同的原因，使许多人对他的著作不予理睬，即使在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也不例外。

曼德尔在他的著作中对各流派的人物的研究成果，或褒或贬，或利用或批驳，都给以明确的

态度而从不回避。但是，别人对他则常常是视而不见，这些人当中，有的是迫于压力（佩里

·安德森就曾因为给予了托洛茨基和曼德尔以肯定的评价而被一位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家”称作有了神经病），有的是出于无知，有的则是故意报以“恶意的沉默”，就像当年

《资本论》遇到的对待一样。 

令人欣慰的是，这种情况在今天开始有了改变。2002年，在《高级政治经济学》（经济

科学出版社，2002年）一书的导言中，孟捷、张宇教授对曼德尔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贡献给

予了极高的评价：“长期以来，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之外，似乎

找不到新的理论‘权威’。这个现象是不正常的。我们认为，应该实事求是的承认一批新的马克

思主义理论家的贡献，正是他们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现代成就。《晚近资本主

义》的作者曼德尔就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他在战后资本主义第一次普遍衰退（1973— —



1974）发生之前，在新古典经济学家幻想着经济周期已经过去之际，准确地预言资本积累有

史以来的‘黄金时代’即将终结。曼德尔的贡献极大地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声誉。今天他

被公认为是现代长波理论的主要复兴者。” 

    希望这一评价只是一个新的时期的开始而不是终结。 

上一篇文章: 欧内斯特曼德尔及其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评介(裴小革)

下一篇文章: 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一种新阐述——理想和现实的结合(赵准)

版权所有：中国政治经济学教育科研网      电话：010-62511177如有任何意见或问题，请发Email至cape@ruc.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