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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典追寻$马克思现代性批判及其超越性启示

殷 学 明
!聊城大学 文学院#山东 聊城#"#$"&"

摘!要!源构于碎片化的%现代生活&景 观 中 的 马 克 思 现 代 性 问 题 是 一 个 确 定 与 非 确 定 的 历 史 诗 性 存

在#马克思对人类所经历的新的事态景观给予深刻的征候诊断#发现%资本运作&是人与物’人与人全面异化的

潜在隐忧(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在处理人与物及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上给我们很多源发性启示(

关键词!马克思)现代性)资本运作)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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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认为每一 社 会 都 有 其 特 殊 的 运 作 方 式 和 景 观#
古代社会的景观是%从 事 定 居 耕 作&而%工 业 完 全 附 属 于 耕

作&的%田园诗&式 的#%在 资 产 阶 级 社 会 中 情 况 则 相 反(农

业越 来 越 变 成 仅 仅 是 一 个 工 业 部 门#完 全 由 资 本 支

配&+B,B$&GBB$(%大工 业 只 是 从BA#"年 的 危 机 才 开 始 它 的

现代生活的周期 循 环(&+#,BEGB%人 类 从%定 居&走 向%游 牧&#
从而阻截了时间连续性的流动’取消了空间归闭性的诗意#
构筑了碎片化偶在性的荒原生活景观(马克思就视阈于这

种%现代生活&#并肩住了人类碎片的异化裂痕#由于我们当

下的语境事态更凸显 了 马 克 思 的 深 度 拯 救#以 致 引 发 了 现

时一场焦虑而持久的原典追寻---马克思现代性检讨和发

掘$马克思是怎样切入到这种%现代生活&景观的征候#从而

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诊断的？马克思的现代性的批判对

我们当下又有何超越性的启示意义呢？

!!一、马克思现代性的基本认定及定性

在%马克思现代性&讨论中#出现了%裂片化&’%戏剧性&
的解读纷争$首先一 个 最 基 本 的 问 题---马 克 思 现 代 性 定

性’定位上就出现较大分歧(对马克思现代性的定性’价值

判定是一个基本的 事 态#这 个%基 本 的 事 态&不 能 含 混#%名

不正#则言不顺&#不然我们无法将问题深入下去(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0

中提出这样一个命题$%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有!$$年之久

一直是一种假 说#这 个 假 说 尽 管 有&&H’&&*&H’&&*&&H
的可靠性#但毕竟是一 种 假 说11当 后 来 加 勒 确 实 发 现 了

这颗行星的时候#哥白尼的学说就被证实了(&+!,##"G##E

我们认为%马克思 现 代 性&问 题 也 是 一 个%假 说&#尽 管

它有%&&*&&H的 可 靠 性&也 需 要%证 实&(哥 白 尼 学 说 的 证

实是一种%顺向求证&的 历 史 地 完 成#是 显 明 的)而%马 克 思

现代性&是%逆向求证&反历史的%溯回从之&#是遮蔽的(这

就使得问题复杂化了#但 这 同 时 又 给 马 克 思 一 个 额 外 的 契

机#一个%填空&的机 会---在 当 下 新 的%视 野 融 合&下 追 寻

马克思哲学 中 的%美 洲 新 大 陆&(面 对 当 下 我 国 现 代 化 语

境#这是我们首先需 要 也 应 该 澄 明 的 一 个 态 度 问 题---认

定%马克思现代性&探寻的积极意义(
当然我们不仅要与%幽 灵&对 话#还 要 还 他 一 个 当 下 的

血肉之躯(我们认为马克思是一个确定与非确定的历史性

存在$确定性是客观性下历史的框定#非确定性又是历史绵

延的必然#我们需要寻求马克思的客观性的确定性#同时需

要探寻他的历史性的 非 确 定 性#因 为 非 确 定 性 铸 就 了 马 克

思的丰富性’开放性(下面我们将围绕着这两个问题既%回

到马克思&#又 要%超 越 马 克 思&(我 们 这 里 所 说 的%超 越&
并非萨特批判的%一切2超越马克思主义3的论调#都无非只

是回到马克思主义以 前 的 思 想 中 去#重 谈 马 克 思 主 义 以 前

的老调&+F,中的%超 越&#而 是 像 詹 姆 逊 在.后 现 代 主 义0一

书中所说$%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仍是理解新的历史内容所不

可缺少的#新的历史内容并不要求修改马克思主义#而是要

求扩充它 (&+",超越是为了一种%扩充&#是向着未来筹划生

活寻求一个%突破口&的 努 力#鉴 于 此 我 们 才 有 勇 气 说$%我

们比马克思更理解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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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马克思"#给!马 克 思 现 代 性"的 定 性 就 应 该 回 执

到马克思的语境中 去#!知 其 人#论 其 世"$在 社 会 政 治 语 境

上#马克思就诞 生 在 十 九 世 纪 初%BABA年&#伴 随 着 资 本 主

义形成’发展’危机的自 由 竞 争 的 资 本 主 义 时 代(在 哲 学 语

境上#笛卡尔开启了认识论的转向#标志着!理性主义时代"
的到来#后有大陆理性主义与英国经验主义纷争#罗素在论

及十九世纪思潮时说!浪漫主义的反抗从拜伦’叔本华和尼

采演变到墨索里尼与 希 特 勒(理 性 主 义 的 反 抗 始 于 大 革 命

时代的法国哲学家#稍有缓和后#传给英国的哲学上的急进

派#然后在马克思身上取得更深入的形式#产生苏俄这个结

果)"*E+马克思就处于奉!理 性"为 圭 臬#但 非 理 性 主 义 又 有

燎原之势的夹缝之中(在自然科学语境上#马克思正处于信

奉科学的时代)
通过上述基本事态 的 分 析#我 们 可 以 初 步 断 定 马 克 思

在社会政治语境上应该是启蒙的’解放的(在哲学语境上是

断裂的#他的逻辑起 点 是!反 理 性"’!反 观 念"的#而 他 又 用

!理性"努力地建构 一 种!深 度"的 制 度 哲 学(从 自 然 科 学 语

境上看马克思还是一 种 二 元 对 立 工 具 科 学 思 维 范 式(而 马

克思其人还是进行着!宏 大 叙 事"的 工 程,,,纵 向 思 维$确

信历史#批判现实#建 构 未 来(构 筑 整 体#寻 求 同 一(注 重 启

蒙#指归解放--那么马克思是否应该定位在!启蒙的现代

性"上？

如果将马克思定位 到!启 蒙 的 现 代 性"上#那 么 我 们 就

将事态简单化了#必 将 流 于 皮 相)我 们 应 该 将 问 题 深 度 挖

掘#究其何以 为 之 的 本 根#这 里 我 们 就 要 有 个 问 题 了,,,
!马克思现代性"的定性何以如此复杂？是问题本身的复杂

吗？我们认为不是问题 本 身 的 复 杂#而 是 我 们 在 切 入 问 题

之前就!同床异梦"了,,,对!启 蒙"’!现 代 性"概 念 不 同 理

解,,,自说自话导致问题复杂化#于是肃清’整编!启蒙"和

!现代性"的外延是 厘 清 马 克 思 现 代 性 问 题 的 关 键#这 也 是

我们共识态度后所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整编后我们又如

何深度定性马克思的!启蒙现代性"呢？

马克思曾说$!一个成 人 不 能 再 变 成 儿 童#否 则 就 变 得

稚气了--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自己的

真实再现出来吗？"*B+#&所以考察一个人应该把他看 作 一 个

!过程"’一个!活 动"#将 其!本 质"在!活 动"中 再 现 出 来#而

不能将其割裂分析)
马克思完成了从!解释"到!改变"世界#从!抽象"到!现

实"#从!世界的 哲 学 化"到!哲 学 的 世 界 化"#从!意 识"到

!物质"的转向#更重 要 的 是 马 克 思 将 世 界 看 作!活 动"’!过

程"从而构筑一种!存在与时间"历史的哲学话语批判#这种

哲学观念的转向成为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的逻辑起点)马克思现代性问题#我们也应该看做一种!活

动"#马克思以他的哲 学 家 的 睿 智’政 治 家 的 远 见 透 视 到 资

本主义的!后现代"因 子 是 不 足 为 奇 的#但 为 此 我 们 就 说 马

克思具有!后现代"性#这 就 是 荒 唐 的 事 了！马 克 思 说$!人

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

化和这种外 化 的 扬 弃"*%+#!对 事 物’现 实’感 性#只 是 从 客

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 去 理 解#而 不 是 把 它 们 当 作 人 的 感 性

活动#当作实践 去 理 解"*A+"F#马 克 思 把 世 界 看 成 一 个 对 象

的世界#而对象世界又 是 以 实 践 为 中 介 不 断 历 史 生 成 的 活

动结果#即当下 所 说 的 世 界 是 一 个 显 现’澄 明 和 出 场 的 过

程)因此#我们应该把马 克 思 现 代 性 问 题 定 性 在 一 种 向 未

来无限开放的!活动"过程性的事态上来#马克思现代性问

题虽源构于!现代生 活"过 程 之 初#但 他 高 屋 建 瓴 地 垒 铸 成

当下现代性批判汲 取 力 量 的 武 库)虽 一 切 分 析’定 义 都 是

对事物的!遮蔽"#但为研究之便如强之分割的话#我们至少

也应该把其定性在!启 蒙 的 现 代 性"上#当 然!启 蒙"已 不 是

简单的历史性范畴#现代性也不仅仅是!政治计划"#而是绵

延时空向未来筹划 的!具 体"%政 治 经 济 学&和!普 遍"%哲 学

意识形态&统一下的!启蒙")

!!二、马克思现代性的具体批判及超越

对马克思现代性做了基本的认定#下面我们将!寻声律

而定墨"地就马克思 现 代 性 具 体 批 判 及 其 超 越 性 问 题 进 行

检讨#以深度挖掘马克 思 所 批 判 的 资 本 社 会 现 代 性 何 以 产

生的隐在机制,,,资本运 作#从 而 借 此 佐 证 马 克 思 对 现 代

性批判的超越性以及给后人以!填空"’!突破"的可能性)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0序言1中指出$!我考察资

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 照 以 下 的 顺 序$资 本’土 地 所 有 制’雇

佣劳动(国家’对外 贸 易’世 界 市 场)"*B+!B从.序 言1中 我 们

可以看出$!资本’土地 所 有 制’雇 佣 劳 动"是 马 克 思 对 资 产

阶级经济制度批判 的 内 涵#!国 家’对 外 贸 易’世 界 市 场"是

批判的广延(商品’货币’资本又是马克思批判的切入点)
马克思对现 代 性 的 诊 断 之 一 就 是 看 到 资 本 主 义 的 物

化’拜物教的泛滥#从而形成了他的!拜物教"理论)马克思

对!拜物教"理论的 阐 释 是 从 分 析 商 品 开 始 的#并 形 成 了 商

品拜物教#货币拜 物 教#资 本 拜 物 教 的 走 势)马 克 思 说$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占 统 治 地 位 的 社 会 的 财 富#表 现 为2庞

大的商品堆积3#单个 的 商 品 表 现 为 这 种 财 富 的 元 素 形 式)
因此#我们的研 究 就 从 分 析 商 品 开 始)"*#+F%马 克 思 说$!商

品世界的这种拜物教性质#像以上分析已经表明的#是来源

于生产商品 的 劳 动 所 特 有 的 社 会 性 质)使 用 物 品 成 为 商

品#只是因为它们是彼此独立进行的私人劳动的产品)"!劳

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

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A&这种拜物教理论意 识 直 接 构

筑了资本主义的畸形的!行动元")
第一#人与物二元对待’敌视而紧张$在商品’资本的时

代由于人与物的关系 被 框 架 在 对 待 的 范 式 之 中#人 不 仅 对

物无限制地殖民掠夺#造 成 生 态 的 失 衡#环 境 的 恶 化#同 时



也无情地掏空自身 的 人 性!普 泛 地 失 落"空 虚"荒 原 化##
马克思说$%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

的职业的神圣光环&’A(#%FG#%"!造成一切的 平 面 化)这 一 切

直接启迪了卢卡奇%物 化 理 论&"马 尔 库 塞%人 的 单 向 度&!
等等)

第二!人与人的交往关系$马克思说$%表现为对他们来

说是异己的"无关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在交换价值上!人

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 的 社 会 关 系*人 的 能 力 转 化 为 物 的 能

力)&’#(A&%资产阶级 在 它 已 经 取 得 了 统 治 的 地 方 把 一 切 封

建的"宗法的和田园 诗 般 的 关 系 破 坏 了)它 无 情 地 斩 断 了

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 的 形 形 色 色 的 封 建 羁 绊!它 使 人 和 人

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
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 联 系 了)&’A(#"!%资 产 阶 级 撕 下 了 罩 在

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 脉 的 面 纱!把 这 种 关 系 变 成 了 纯 粹 的

金钱关系)&’A(#%"从马克思的%现 金 交 易&商 品 化 的%生 产 之

镜&到鲍德里亚的%符号之镜&以及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合

理化&!无不显示出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奠基和肇始)
马克思对现代性 的 诊 断 之 二---资 本 的 运 作!以 此 构

架起宏大而深度的生产理论)%马克思的批评对象!当然不

是商品本身!不是商品 这 个 维 持 社 会 存 在 所 必 需 的 简 单 的

交易客体!他批评的是 商 品 在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和 交 换 情 况 下

的神圣化.1639749L039(//!以 及 商 品 那 到 了 可 以 包 括 生 产 的

基本关系并将其神秘 化 的 扩 大 化 程 度)&’B$(拜 物 教 可 以 说

是资本主义现代性 的 表 象 征 候!而 生 产 理 论---资 本 的 运

作才是隐忧)资 本 运 作 由 商 品 流 通 的 直 接 形 式%JDMDJ&
转化为%MDJDM&!货币 转 化 为 商 品!商 品 再 转 化 为 货 币!为

卖而买)资本的运作直接导致以下几方面危害$
第一!资本 的 自 行 增 殖"符 号 的 生 产$%这 是 物 质 生 产

中!现实社会生活过程.因 为 它 就 是 生 产 过 程/中 与 意 识 形

态领域内表现于宗教 中 的 那 种 关 系 完 全 同 样 的 关 系!即 把

主体颠倒为客体以及反过来的情况)&’B(#A这种颠倒 的 资 本

生产导致了人的本质 力 量 难 以 佐 证!人 的 劳 动 和 类 存 在 的

异化!造成现代性的焦虑)
第二!资本运作的自发 性!盲 目 性!斩 断 了 人 类 普 遍 信

仰的必然性和深度感!从而导致了人的平面化"碎片化和迷

茫感)马克思指出$%在 研 究 过 程 中 我 们 会 看 到!人 们 扮 演

的经济角色不过是经 济 关 系 的 人 格 化!人 们 是 作 为 这 种 关

系的承担者而彼此对立着的)&’#(B$!

第三!资本的%雪 球&效 应!导 致 殖 民 扩 张 和 他 者 的 动

荡!催发了现代意义 的 全 球 化 时 代 的 到 来)资 本 运 作 不 仅

使资本霸权"世界市场形成!%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

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
到处建立联系)&’B#(而且同时也造成了%精神的生产也是如

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

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BB(#&G!$)葛兰西研读0资本论1而

构建了%文化霸权&理 论!福 柯 藉 此 开 启 了 话 语 权 力 理 论 研

究以及赛义德对马克思0路易2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深入

分析后形成的%东方学&!还有杰姆逊的第三世界文化理论!
都说明马克思对后世影响的深远)

第四!资本的再生产枯萎了艺术的光韵!但又催发了艺

术生产"机械复制时代的到来!马克思说$%在罗伯茨公司面

前!武尔坎又在哪里？在避雷针面前!丘比特又在哪里？在

动产信用公司面前!海 尔 梅 斯 又 在 哪 里？阿 基 里 斯 能 够 同

火药和弹丸并存吗？或 者!0伊 利 亚 特1能 够 同 活 字 排 版 甚

至印刷机并存吗？随着印刷机的出现!歌谣"传说和诗神缪

斯岂不是必然要绝迹!因 而 史 诗 的 必 要 条 件 岂 不 是 要 消 失

吗？&’B(#AG#&马克思这 些 针 对 机 械 复 制 时 代 的 文 艺 批 判 成

为本雅明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现代性批判的%活化石&)

!!三、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启示

马克思从对现代社 会 的 拜 物"异 化 的 表 征 诊 断 而 引 发

出资本社会何以是的 内 在 机 制!深 挖 了 现 代 性 的 无 根 性 的

隐忧---资本的运作!马克 思 最 后 疗 救 的 方 案 就 是 资 产 阶

级要不断革新资本的 运 作 方 式 和 生 产 关 系!否 则 就 不 能 生

存下去)海德格尔说$%路!而 非 著 作&!对 马 克 思 现 代 性 的

批判!我们不能仅仅潜隐于%著作&意义上学理的研究!而更

重要的是给我们当下一种实践%路&的指向和启示)
卢卡奇说$%物化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一个人所

面临的必然 的"直 接 的 现 实 性)&’E(##F!其 实 在 我 们 社 会 主

义国家也存在着部 分 的%物 化&甚 至%异 化&的 现 象!我 们 应

该冲决掉浓重的意识 形 态 分 析 涂 鸦!认 定%物 化&只 是 资 本

运作的普泛性问题!从而正确地分析并解决问题)
通过马克思的分析!我 们 得 出 资 本 何 以 运 作 是 拯 救 现

代社会的关键!而在运作中又如何解决现代社会的%主体颠

倒为客体&---人与物"人 与 人 的 关 系 则 是 一 个 核 心 问 题!
这两方面又基 于 中 国 与 西 方 不 同 的 文 化 发 展 路 数 和 思 维

范式)
古希腊哲学家泰勒 斯 将 世 界 分 成 现 象 和 本 体!人 或 居

于%现象&之中!或居于%本质&之中)柏拉图"黑格尔又将其

理念化"观念化!注定了 哲 思 上 二 元 思 维 模 式 的 形 成!表 象

论的泛滥)何谓%表 象&？%表 象&首 先 将 事 物 立 为%对 象&!
%对象&就是%对立之象&!是一种%敌视&的态度!这样%物性&
的亲和就 殆 尽)其 次!%表 象&是%对 而 象 之&!是 对 事 物 的

%观念化&的把握)但同时这种%对立之象&的二元思维又预

设了科学的温床!而%对 而 象 之&的 观 念 又 催 生 了 民 主 意 识

的萌发)马克思所研究的全面异化的资本时代更是盲视抽

空了物性!表象思维已疾在骨髓!司命所属!从而造成%主体

颠倒为客体&的怪诞 世 界)而 我 们 当 下 已 深 陷 或 即 将 堕 入

物化的怪诞世界!此时 我 们 没 有 理 由 不 抽 身 到 马 克 思 现 代

性批判和我们自己的文化本根上汲取力量和智慧)



我们中国传统文化 在 形 上 哲 思 上 认 为!物"是 一 种!聚

集"#如桥一样既是建筑#同时也是!聚集"#!物"是一种诗性

的存在$主体!人"是!此在"或!亲在"#!此 在"是!物"的!看

护者"而非主宰%孟子 曰&!君 子 之 于 物 也#爱 之 而 弗 仁$于

民也#仁之而 弗 亲*亲 亲 而 仁 民#仁 民 而 爱 物%"’B!(孔 子 亦

!子钓不纲#弋不射宿"’BF(#这 种!天 人 合 一")!人 与 物 的 亲

和关系"构筑了中国哲学基点%在政治理念内核上则是!反

科学的制度美学论"#老庄认为&!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

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

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 之 所 不 载 也%"’B"(中 国 人 没 有 强 烈

的二元对待思维#从而失却了!科学"的精神#中国人!礼"的

严整集体规训#从而又缺失了!民主"的意识%
在人与人的关系层面 看&中 国 人 在 元 话 语 上!子 不 语&

怪)力)乱)神"’BF(#以!仁"!爱人")以!礼"尚!往 来"实 现 世

俗人伦交往合理合法性#!故制礼义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
使欲不穷 于 物#物 不 屈 于 欲#二 者 相 待 而 长#是 礼 之 所 起

也"#’BE(执两而用中%在思维方式上掊工具任价值的!修身

治国平天下")!内 圣 外 王"的 思 维 定 势%中 国 人 处 理 人 际

关系的原则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者#皆反

求诸己"%中国人这 种 围 城 似 的!皆 反 求 诸 己"势 必 造 成 盲

视和个体的困与乏#但同时换取了整体的和谐和诗意$西方

人善于用对话来实现人际交往的合法性#撩开了遮蔽#但话

语易堕入!语言的牢笼"%
通过中西比较格义#我 们 可 以 看 出 中 国 人 于!物"是 亲

和而诗意的#但亲和与诗意却有围城的座架$而西方则是分

裂而对待的#但西人!物 性"分 裂 和 对 待 中 同 时 又 蕴 蓄 科 学

和民主#两种文化各有良莠%面对当下!物性"阉割泛滥#中

国传统的!物性"的!良"本 应 凸 显 而 到 场#而 当 我 们 真 正 想

抽身于传统之时#文 化 的!根"又 被 刨 断！五 四 新 文 化 骁 将

们带着一种现代性的 焦 虑 呐 喊 而 奔 走 相 告#他 们 恪 守 着 盗

火者的信仰却用摩罗 的 精 神 重 估 一 切 价 值#他 们 高 扬 中 华

向来匮乏的两个基点***科学和民主#文化上反传统的!中

庸"#提倡!偏至"论#人 格 上 指 归 于!喝 了 狼 奶 长 大 的 一 代"
++ 五 四 整 个 启 蒙 运 动 对 中 西 方 文 化 的 体 认 是 全 面 而 深

刻的#当时迫于情势的!偏至")偏激的行为,比如取消汉字-

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五 四"这 种 现 代 化 转 换 的 休 克 疗 法 直

接斩断了传统文化的 根#而 西 方 的 理 念 嫁 接 也 很 难 在 中 国

文化的土壤里开花结果#铸就了当下人无根的迷茫#当我们

惫于尾随西方而又深 刻 体 认 了!现 代 生 活"之 后#我 们 才 懂

得!寻根"才是我们的第一要务%
面对当下没有!地 图"#没 有!指 南 针"的!物 性"匮 乏 的

时代#马克思对资本社 会 的 现 代 性 批 判 给 我 们 很 多 源 发 性

启示#尤其是人类存在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如何

处理人与物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为此我们当下应该铆定自

己的!规"#彰显自己的文化个性#回归中国物性亲和的基点

上#既有内指!反求诸 己"的 主 体 忧 患 和 良 知#又 有 外 寻!对

话"敞开的洒脱%而不 是 一 味 地 潜 隐 于 以 己 之 短 比 别 人 之

长%在社会的构建上应该用我们传统的物性亲和的元哲学

筹划资本的运作#还时间的流动性#空间的深度感#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肩住物化的阀门#建立一个真正和谐)诗性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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