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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流派史》

内容概要

长期以来，我们在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同时，把其他非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搁置一边，或者与西方文
化一样，将其作为批判的对象加以否定。然而，西方的各种社会主义学说总是在不同程度上闪烁着真
理的火花的。本书作者详细考察了几百年世界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历史，从中梳理出25个派别，并按
历史发展的顺序，研究了各流派之间的联系，建构了流派史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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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觉哉,1949年生于上海，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政治室副研究员
、硕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理事、全国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会理事、上海马克
思主义研究会理事。从事于社会主义学研究。主要著作有：《“现实社会主义”论纲》、《作为世界
历史进程的社会主义》、《世纪之交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与展望》、《对修正主义问题的再思考》
、《恩格斯的足迹》、《列宁的足迹》（合著）、《社会主义政治学说史》（合著）、《社会主义流
派政治思想述评》（合著）、《变革社会主义中的政治稳定》（合著）、《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名著提要》（合著）等共200多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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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姜琦

第一章 空想社会主义
一、伴随着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而产生
二、“空想社会主义”一词首先在法国出现
三、社会主义在乌托邦的荒野中徘徊了三百多年
四、不成熟的无产阶级独立运动的理论表现
五、似闪烁的流星从社会的地平线上消失了

第二章 封建社会主义
一、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
二、半是挽歌，半是谤文
三、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

第三章 基督教社会主义
一、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潮的滋生和蔓延
二、基督教社会主义就是上帝法则的证明
三、在德国死灰复燃

第四章 工场社会主义
一、工场社会主义的发轫
二、建立“社会工场”来消灭竞争的社会改革方案
三、用自己的头去撞碎资产阶级社会的石柱

第五章 农民社会主义
一、农民社会主义的先声
二、俄国民粹主义运动的兴起
三、视农民村社为社会主义的胚胎
四、关于俄国公社的大论战

第六章 无政府社会主义
一、谁是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始祖？
二、蒲鲁东：无政府互助主义
三、巴枯宁：无政府集体主义
四、克鲁泡特金：无政府共产主义
五、新无政府主义卷土重来

第七章 真正的社会主义
一、从“哲学共产主义”走向“真正的社会主义”
二、1844年起在德国“有教养的”人们中间像瘟疫一样传播开来
三、把社会主义归结为实现真正的人的本质的思辨
四、用伤感主义的爱的说教来实现人类解放
五、1848年革命风暴把这个可恶的流派一扫而光

第八章 科学社会主义
一、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理论来源
二、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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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形成和发展
四、十月革命开创了社会主义的新纪元

第九章 国家社会主义
一、国家社会主义梗概
二、洛贝尔图斯的公式：国家等于社会主义
三、拉萨尔的“普鲁士王国政府的社会主义

第十章 讲坛社会主义
一、在大学的讲坛上打起社会主义的招牌
二、充当俾斯麦国家社会主义的辩护士
三、残余的历史影响

第十一章 费边社会主义
一、以古罗马拖延战术家“费边”命名的团体
二、费边社思想的“四巨头”
三、和平渐进、民主宪政和市政社会主义
四、英国工党的理论库――费边大厦

第十二章 工团社会主义
一、一股崇拜工人团体自主发展的思潮在法国流行
二、“总罢工”孕育着全部社会主义的神迹
三、无政府工团主义的蓝本
四、反理性主义浪潮波及欧洲各国

第十三章 议会社会主义
一、议会社会主义的噪起
二、伯恩施坦抛出“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
三、米勒兰入阁成了议会主义的一次演习
四、考茨基的“橡胶性”决议
五、国际“议会迷”的一场大合唱

第十四章 伦理社会主义
一、“回到康德去！”
二、康德的“绝对命令”成了伦理社会主义的价值源泉
三、社会主义是“道德的必然性”而不是“历史的乌托邦”
四、伦理原则溶进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纲领

第十五章 行会社会主义
一、行会复兴运动
二、融行会精神和社会主义于一体
三、内部两派在国家主权问题上的纷争
四、草草收场

第十六章 整体社会主义
一、一群“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
二、在“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寻找结合点
三、“整体社会主义”的理论构架
四、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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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总体性社会主义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对列宁主义的理论反思
二、历史和阶级意识的总体辩证法
三、社会主义应当是一个道德和美学的天地
四、从书斋走上社会

第十八章 托派社会主义
一、在巴黎扯起托派社会主义的旗帜：第四国际
二、战后的复兴与战略调整
三、从“不断革命论”到“世界革命论”
四、西方掀起“托洛茨基热”

第十九章 民主社会主义
一、社会党国际的重建及其意识形态
二、追索多元的思想轨迹
三、伦理主义目标、多元主义模式、渐进主义战略
四、用民主的方法建立一个自由的新社会
五、从欧洲走向世界

第二十章 自治社会主义
一、被开除出情报局后的思考和模式抉择
二、工人自治――社会自治――联合劳动自治
三、联合劳动是社会主义自治经济制度的基础
四、代表团议会制是实现工人阶级权力的杠杆
五、南斯拉夫自治制度的全面危机和瓦解

第二十一章 职能社会主义
一、职能社会主义的由来及其理论渊源
二、从所有权“全面社会化”迈向“职能社会化”
三、为“混合经济论”提供了CS理论模型
四、“瑞典模式”的实施及其面临的困惑

第二十二章 基金社会主义
一、70年代瑞典工人运动把触角伸向了所有制领域
二、“雇员投资基金”方案
三、建立一种与资本抗衡的经济力量和所有制成分

第二十三章 欧洲共产主义
一、一股抗击霸权主义的强大洪流在马德里形成
二、葛兰西和陶里亚蒂的启迪
三、通过“第三条道路”走向社会主义
四、“欧洲共产主义”旗帜的全面撤换

第二十四章 生态社会主义
一、绿色政治运动在欧洲异军突起
二、“红绿交融”的生态社会主义学说
三、“红色绿党”与“绿色绿党”的分野
四、走向世界的“绿色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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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市场社会主义
一、兰格模式的提出：模拟市场社会主义
二、苏联东欧掀起一场以引入市场机制为核心的改革运动
三、英国工党为解决平等和效率提出社会主义与市场的“联姻”
四、90年代市场社会主义蓝图的重构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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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翻开书看到有25章的时候就比较震惊了，人类的思潮真是有意思——空想社会主义、封建社会主义
、基督教社会主义、工场社会主义、 农民社会主义、无政府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
义、国家社会主义、讲坛社会主义、费边社会主义、工团社会主义、 议会社会主义、伦理社会主义、
行会社会主义、整体社会主义、总体性社会主义、托派社会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自治社会主义、职
能社会主义、 基金社会主义、欧洲共产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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