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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影响深远，既促成了新型学术流派的诞生，更
开拓了社会科学的新分支学科。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聚集了种类众多的社会科学
家和思想实践者。就学术流派及其研究的角度看，国际著名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戴维
·麦克莱伦认为，对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马克思的遗产既丰富，又充
满着复杂矛盾性，需要我们认真地对待、研究和发展。以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为
例，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较多地注意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关
于阶级、阶级意识和阶级结构关系变化、国家与意识形态、民族和世界历史进程中
的一般历史理论批判和现象分析，却较少地去研究这些批判和分析史学赖以发生的
内在社会文化思想背景、理论框架和方法论渊源；较多地留意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自身的研究范式及其史学思想内核，却极少从文化研究的视野去探究当代英国马克
思主义史学思潮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之间的理论关联。然而，对当代英国马克思
主义史学的理论渊源进行研究是必要的。 

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基于两大理论渊源：其一，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其
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其文化研究的理论传统。因此，关注英国马克
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础研究可以作为史学思想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和学理探讨的主
题。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原著入手，同时重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探寻两者之间有
关理论、方法及观念的承继关系和创新发展，理应成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研
究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这点仅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对于唯物史观的认知
程度和运用态度，即可说明其史学研究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麦克莱伦认为
英国始终未能形成具有广泛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运动，但马克思主义理论却对英
国知识分子兴趣集中的文学、历史学和经济学等传统领域起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
用。霍布斯鲍姆曾断言，马克思主义是激励着几代人的理论与思想方法，历史唯物
主义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在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
过程中，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是各有创见。英国新左派学者安德森在论及英国马
克思主义学派之理论基础和特色时指出，20世纪50年代后，该学派已经非常注意与
非马克思主义学者间的交流与对话，但其史学传统依然存在于两种理论取向：一是
较为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模式，在希尔顿和霍布斯鲍姆的研究中体现更为明显，强调
阶段性的生产方式的变化。二是更为强调文化因素的作用，重点放在经典马克思主
义上层建筑方面，侧重文化研究取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历史理论，特别是唯物史
观，作为指导史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和范畴，既已成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进行历
史研究的指导思想与理论原则，更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理论创新的源泉。 
    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历程看，随着西方学术思想的发展，它也如整个
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那样，逐渐剥离意识形态的外衣，更广泛地与非马克思主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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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对话和交流，向着学术价值取向和现实关怀并重的历史学科属性回归。该学派的
史学著作蕴含着丰富的学术观念和史学思想，他们当中有些人诸如霍布斯鲍姆和汤
普森花费毕生精力，在精读和理解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原著基础上，掌握和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与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史学语境中，不断地拓展史学研究的
理论思路。同时，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进行了或直截了当或严肃清醒的反
思，主要表现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批判与继承方面，强调要避免马克思主义的
危机，重新回归马克思主义。现在，我们对他们进行研究，关键问题之一就是去研
究这种史学赖以发生的内在社会文化背景、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渊源，从而加深对它
的认识。 
    文化研究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另一特色，研究这几位史学家的文化研究内
容、分析他们的观察视角和研究方法，应该是我们对这一流派进行研究的重要内
容。 
    首先，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拥有赖以生成的社会文化资源和丰富的文化研究内
涵。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当时英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在史学领域的
反映，也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百年后，英国部分史学家对于欧洲资本主义的历史、文
化与社会重新思考的产物。从社会文化背景方面讲，最值得提及的是新旧左派思潮
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影响，它为历史学界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合适的文化
土壤和思想养分。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学术经历着一场思想文化反思运动，一些学
术骨干分子对英国过去传统的历史文化重新发现，而对庸俗马克思主义观念表现出
强烈不满。最终导致马克思主义成为英国共产党和具有进步倾向的历史学家的指导
思想，造就了一批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新左派更是20世纪60、70年代席卷西欧
和北美核心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场激进思想文化运动，运动的主体是不满资本主义社
会现实和怀有对社会主义未来的理想情怀的青年学生或知识分子。以英国为例，同
30年代各国共产党党员为主的左派激进分子相比，60年代新左派的人员构成和思想
面貌大不相同。它们更注重个体性和马克思人道主义思想，强调文化斗争。但随着
70年代末以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形势逆转，保守势力上台造成社会意识形态
急剧右转，新左派的社会影响渐趋式微。新左派知识分子政治上失意的同时，却实
现了学术思想上的成功转向，其积极后果则是导致80年代以来，西方文学、史学、
社会学等领域无不受到新左派思想文化的影响或改造，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受到
这种思潮的涤荡，世纪之交产生的一些著名理论家都与新左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 
    无论是人称“文化马克思主义者”的汤普森，还是被尊为“实践马克思主义者”的霍
布斯鲍姆，或者“当代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之一”的新左派旗手安德森，他们的
著作大都触及历史学、社会学、哲学、政治学、文学等诸多领域，并在每一个领域
中都不乏独到见地。正如有人所言，历史学家这个带有专门治学内涵的头衔，放在
他们身上未免显得小气。在当下学科界限森严、学术研究H益精细化、不免失之琐碎
的时代，恰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拥有许多跨人文社会科学和跨文化研究的大
师级学者和思想家。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出发，立足社会文化背景，探讨英国马克思
主义史学家史学思想的文化品格，可使我们了解许多未曾注意的内容和特质。 
    其次，如前所述，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理论传
统。从方法论和史学价值观的角度看，本文所指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实质属于广泛
意义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范畴，被包括于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之列。英国
马克思主义拥有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理论传统可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西
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关系层面得到佐证。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根据西方社会历史条件、文化传统和自身理论来源与背景，提
出了一系列有关主观革命论、总体革命论和总体异化论等解释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
相互关系及其社会变革的理论，从而试图解读和重新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反
过来指导社会实践。这样一种复杂马克思主义思潮无疑影响到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派及其史学范式。如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强调和实践着的“下层历史”的文化研
究取向，首先来自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葛兰西有关下层历史研究的文化价值观
念。西方学者甚至认为葛兰西的领导权观点强调英国工人的文化和民众的文化，是
导致英国“文化的马克思主义”现象的重要原因。雷蒙德·威廉斯是英国当代文学
批评家中最坚信马克思主义的一位学者，也是成绩卓著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其学
术理念以文化研究见长。美国著名学者诺曼·F．肯特认为，威廉斯的学术思想博采
众家，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他的文化研究和理论体系中占有独特地位。 



汤普森是以文化研究理论的探讨与实践著称的大师。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
成》本身就是文化研究的经典之作，他的《理论的贫困及其它》中多次直接对西方
马克思主义思潮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进行了严肃的审视和文化的批判，创见迭出。
霍布斯鲍姆强调重视社会结构分析的同时，更要注重历史文化结构的变迁意识，他
在批评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批评诸如阿尔都塞式的结构马克思主义。当然，
萨缪尔公开承认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深受60年代以来法国阿尔都塞结构主义乃至弗洛
伊德精神心理深层结构分析模式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渗透，指出不管结构主义
如何忽视真正的客观世界，甚至有时陷入语言和思想观念范畴的纠缠而不能自拔，
但是它对于历史学家在解释自身不能满意地理解的那些思想与意识因素、深层次的
经济与社会现象之间相互关系方面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家不是从根本上否认阿尔都塞主义，至少在英国热闹一时的阿尔都塞结构主义刺激
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反思与发展，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提供了理论反思资源。 

综合而言，从文化研究的视野出发，可以体察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和英国
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之间的大致关系。虽然对于文化研究的认识众说纷纭，中西学
术界关于文化研究的关注越来越成为主流思考的问题，而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出发，
来考察历史学问题或马克思主义史学，也不失为考察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新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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