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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人文思潮系列学术讲座”之《从青年卢卡奇到阿多诺——西方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悖结》 

作者：音乐学系 来源：中央音乐学院 发布时间：2010-6-29 9:33:37 

  2010年6月10日，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

著名哲学家张一兵（本名张异宾）教授，在中央音乐学院综合楼701报告厅举行了主题

为"从青年卢卡奇到阿多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悖结"的学术演讲，这是当代
人文思潮系列学术讲座的第十一讲。 

  在切入正题之前，张异宾教授先讲了两个题外话：一是哲学和音乐的关系。张教授认
为：音乐跟哲学神性相同体，是离人的本质存在最近的部分，在他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中，时常会出现一些意外的偏离，以其中一个偏离的对象海德格尔为例，他的思想深处缺
的最重要的一环就是音乐，这个问题引发了对音乐、艺术、哲学、神学这样一些和人的本
体存在直接相关的学科，所需的必要的物质基础的思考，另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很多大师
们，比如阿多诺和布洛赫都写有相当数量的关于音乐的著作，通过讲座来做哲学和音乐的
交流，这样的机会在国内是鲜见的；二是关于本次讲座的预期目标。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
列课程在中国教育里是让人头疼的问题，学生不爱听，马列课、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标
语无异，然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真的这么廉价吗？真的就这么令人讨厌吗？真正的西方马
克思主义又究竟是什么样子呢？通过这个讲座，张教授希望，能给音乐专业的师生提供一
个对（真正的）马克思和西方左派激进话语的全新的理解，这些话语对音乐专业的师生来
说是陌生的，甚至是自以为了解的，而本次讲座将改变我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看
法。 
  张教授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进行有关西马的讨论：第一个方面是做一个简单的概念疏
理，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在国内的讨论非常混乱，想要清楚地认识这个概念，首先要
界划几个容易与其混淆的概念：西方马克思学和欧洲共产主义，西方马克思学是并不信仰
马克思主义的一批学院派知识分子对马恩文本所作的客观的、知识性的解读；欧洲共产主
义则是上个世纪欧洲共产国际解体后，欧洲共产党人的实践性政治运动的产物。那么西方
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呢？它的缘起是十月革命，列宁在和马恩预言的，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
条件几乎没有任何关联的俄国取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这是不可思议的，尽管对于列
宁背叛了马克思的批评言论很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是拥护十月革命的道路的，他们认为
革命发生的最重要的方面是人的能动性和阶级的能动性，而不是具体的经济的决定力量，
然而欧洲模仿十月革命的武装斗争却无一例外的都失败了，欧洲共产党的负责人和左派的
领袖开始反思：十月革命成功的模型能不能搬到资产阶级强大的欧洲，这就形成了一个和
东方马克思主义不一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相当庞杂的思潮，这股
思潮的基本立场是拒斥共产党的官方意识形态，他们自由地讨论马克思，在讨论中当然也



 

     

有对马恩、列宁的批评，这就行成了一个开放式的马克思的话语。而在整个西方马克思主
义的发展过程中，有多少学者就会有多少马克思的思想，他们将马克思的理论和当时最先
进的哲学文化思潮相嫁接，形成一种非常独特的文化左派激进话语，没有对这些激进话语
的哲学背景的基本理解，那么今天，我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就是不能成立的。 
  第二个方面，张教授概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各理论流派的历时流变。20年代前后到

1932年是西马发展的第一个阶段，这个时段出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代思想家，也
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的过程。这个阶段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有青年卢卡奇、意大利共
产党总书记葛兰西、德国共产党著名理论家柯尔施以及德国著名哲学家布洛赫，他们主要
反对第二国际，从马克思单纯的外部经济决定论回到了主体性，和第二国际划了一条分明
的界限，同时也开始反思斯大林主义。这一批思想家打破了马克思是一种绝对真理的神
话，他们绝不把马克思的文本当成是教条、教义式的东西，马克思可以成为被批评、被超
越的对象，而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这本书里率先做到了这一点。同时，他们打破
了马克思主义固有的学科界限，在这批思想家当中，几乎所有人都是杂家：比如萨特，是
法国现当代最伟大的剧作家文学家，后期又是非常著名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大
家；比如青年卢卡奇，他同时是美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政治家：比如阿多诺，阿多
诺是音乐家，同时也是著名的美学家、哲学家，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开放性之下，整个西方
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变得五花八门，有一个流派就有一种马克思的学说。 
  1932年，马克思《1844年手稿》在欧洲第一次出版，西马的研究开始有了理论支

点，30年代到5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迎来了它的第二个阶段：人本主义的西方
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包括海德格尔的学生马尔库塞、法兰克福学派的弗洛姆、萨
特、法国著名思想家列克福尔等等。这一批人举起了一面旗帜：马克思主义就是人的学
说。当然这个人本主义已经不再是古典的强调共性、类本质的理性人本主义，而是关注真

实存在的那一个"人"的新人本主义。 
  西马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被称之为科学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运动，最主要的代表人
物就是阿尔都塞，这个阶段恰恰和上一阶段的理念完全相反，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
中反对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的思想中科学主义的部分，防止其被人本主义
渗入，同时，阿尔都塞在巴黎高师领导的《资本论》的研讨班中，用准结构主义的方式重

新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培育出了像德里达、阿兰·巴丢、朗歇等一批大师。除此之

外，意大利共产党理论家克莱蒂以及从上世纪60年代一直到今天还非常活跃的英国剑桥
学派（这个学派被称之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是研究数理逻辑的经济学教授罗
穆）都受到西马这个阶段的理论的巨大影响。 
  第四个阶段就是我们所熟知的由法兰克福学派引领的思潮，法兰克福学派真正产生影

响是在1930年代后期，特别是二战前后。著名的代表人物有本雅明、阿多诺、霍克海

默、布洛克等。法兰克福学派到了49年前后发生了一个非常重大的转折--后现代转折，
最著名的文本就是《启蒙辩证法》，书中第一次提出了反启蒙的概念，启蒙作为解放的话

语，在整个工业化进程当中，工具理性从控制自然最后反转为控制社会，书中"被控制的

社会"这个概念影响了一批思想家；本雅明在他的书中反省了进步史观，启蒙的观点也是
如此，思想家们意识到，由启蒙释放出来的工具理性已经成为资本控制自然、控制人最重
要的奴役工具。启蒙从解放走向奴役是启蒙辩证法最关键的概念。在阿多诺的这个文本中
第一次终结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逻辑，西马的整个理论体系是建立在现代性、工

业性的资本主义发展基础之上的，而阿多诺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后工业文明。 
  西马的逻辑终结之后，出现了三个理论流向：第一个流向是，仍然有一批左派思想家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但是他们的研究对象变成了后现代语境下的全球化资本主义，代表人

物杰姆逊、美国的David·哈维，这批学者被称之为晚期马克思主义者。 
  第二个流向是后马克思思潮，阿多诺的晚期是这个流派的最早的开创人，代表人物比
如齐泽克，德里达的晚期、德勒兹等，这些人不再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是仍然运用了马克
思主义批判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和方法来批判当代资本主义，更重要的是，这
批思想家的思想影响到整个现代西方文化。 
  第三个流向就是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一个是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一个是新女权主
义的马克思主义，这些流派直接是运用了后现代的理论，比如德里达、徳勒兹、鲍德里亚
的理论，形成了一批跟生态伦理跟心理批评相关的理论，而他们理论的最前端都是直接批
评马克思的观点，比如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最主要的，批评的就是马克思的生产力观
点。 
  最后一个方面，张教授通过两个例子，萨特和阿尔都塞，透视了上述这批西马学者在
观念、人格、精神和理论上的坚定的一致性。 
  然而，上述这样一批非常令人震撼的大思想家，在国内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
主义的研究都非常低迷，这个低迷张教授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国内做马克
思主义研究的人从来不认真读马克思的原著，第二个原因，做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人根本不
懂当代西方文化，真正能够进入西方马克思主义大师们的语境的研究者，寥寥无几。 
  讲座末尾，张教授对自己的《无调式的辩证想象》、阿多诺的音乐美学思想、拒斥同
一性、星丛理论等做了简要的介绍。 
  整整三个小时的讲座，其中所包含的巨大的信息量，让在座的师生受到了极大的震
撼。无论是概念分析还是发展脉络的梳理，都让人感受到一种厚积薄发的力量，张教授将
十多年深入的阅读、研究结果用一种清晰、浅出的方式呈献出来，不得不让人赞叹。正如
他自己所说，没有一个哲学家像他那样讲课，讲座里的例子生活化到电影《阿凡达》、
《骇客帝国》、《阿甘正传》，而我们却从来不知道哲学原来和个人存在、现实生活如此
的接近。同样的，对于中国教育制度、哲学研究现状的毫无保留的犀利批评，让我们深刻
地体验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左派激进话语，和这些批评一样，负载着对社会现象的深度探
索和敏锐的洞察力。无疑的，这些信息会给我们勾勒出一个全新的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

轮廓，为我们贴近西方"现在进行时"的精英话语提供一个更高的平台。 
  讲座结束后，于润洋、宋瑾、张伯瑜、何宽钊老师及在座学生就相关问题进行了热烈
讨论。讨论中，除了针对论著以及哲学概念的问题，张教授还谈及了学习方法、理论运用



以及面对后现代的态度问题，不得不说，这些问题无论是对在座的老师还是学生来说，都
是让人受益匪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