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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马克思》

内容概要

本书为商务印书馆1984年内部发行的参考用书。与2006年以后的新版略有不同。附录中收入了阿尔都
塞写于1972年的《自我批评材料》和写于1970年的《论青年马克思的演变》，具有独立的价值。
《保卫马克思》是阿尔都塞的成名作，也是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收入作者1960年到1 965年间写的一
系列文章。这些文章的核心，就是通过“最具原创性、最雄辩、最具说服力的尝试”（巴利巴尔语）
，重新阐释马克思的基本思想，以“保卫”马克思主义，使它免受各种唯心主义意识形态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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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马克思》

书籍目录

序言：今天
说明
一、费尔巴哈的“哲学宣言
二、论青年马克思(理论问题)
三、矛盾与多元决定(研究笔记)
四、皮科罗剧团，贝尔多拉西和布莱希特(关于一部唯物主义戏剧的笔记)
五、卡尔·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政治经济学与哲学)
六、关于唯物辩证法(论起源的不平衡)
七、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
八、关于“真正人道主义”的补记
附录：自我批评材料
第一部分 自我批评材料
第二部分 论青年马克思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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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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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马克思》

精彩书评

1、马克思主义是每个中国少年必须修的课程，中国人是幸运的，因为从小就可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
训练，中国人也是悲哀的，因为从小只能得到马克思主义的所谓结论，没有论证过程。然而马克思主
义哲学（科学）的精妙之处恰不在于他在某个具体知识领域的解释能力，而是在哲学上，或是叫研究
方法上的指导能力，有了这个能力，让所有学科抑或哲学从意识形态上回到实际，才是马克思主义的
精髓。这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而非一切知识领域上的真理。如果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切知识
领域上的真理，那不过是将马克思的科学又倒回了意识形态而已，罩上了一层神秘主义的迷雾。这都
是阿尔都塞所告诉我们的。这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大师在这本论文集里针对1960年代苏联政治波
动导致的世界无产阶级思想“浩劫”写的一系列论文，题为“保卫马克思”。时代很重要，辩证唯物
史观很重要，我们可以用辩证唯物史观去看看阿尔都塞集结这篇论文集的世界。两极格局下，处于资
本主义阵营的法国共产党人憧憬社会主义，笃信马克思的结论，然而“老大哥”突然不给力。赫鲁晓
夫的上台，对斯大林的批判，继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等一系列意识形态上的新政策，再加上对斯大林
时期国内政治的披露，都对整个世界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波兹南事件，匈牙利
事件，中苏关系恶化，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内部的论战，这些事件，构成了自1956年以降的世界共产主
义历史版图。社会主义怎么了？社会主义虚妄吗？马克思主义怎么了？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吗？在这
种政治背景下，阿尔都塞结合自己对马克思原典的研究，重新注释了马克思主义。既然要保卫马克思
，那就知道谁要攻击马克思。资本主义不必说，阿尔都塞在此回应的，是更多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
思本人及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这些观点也并不陈旧，当然，也不新鲜。首先，唯经济论。阿尔都塞在
书中，以批驳恩格斯原典的方式在驳斥唯经济论的武断推论。唯经济论是经济主要决定论，从而被滑
坡论证到经济唯一经济论，因为所谓“主要”的权重真的会在不同的文献里表述不清，但至少有一点
：主要一定不是唯一，是必须要符合各种条件才能产生作用的。也就是说，这里的经济或许只是个乘
积公式里的主要变量，而同样重要的是在这个变量之前的系数（或许是某一范围内取值）。在这里，
经济和生产力的概念范畴差不多重合，但我认为生产力的概念比经济要广一点。经济这个概念，是“
旧体系”的术语，也是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词汇的借用。（旧术语和新理论的关系，阿尔都塞也有提
及）小结一下，逻辑关系是，主要不等于比其他因素更重要，至少这一点不在所有情况（时空中）成
立。这里的主要，是一个抽象的主要，“它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整个过程，不能把对象扩大到历史的某
一阶段”（阿尔都塞）。好了，这一问题，是针对苏联反复出现的一些国家自由化的思潮，唯经济论
再现历史舞台的背景。其次，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阿尔都塞还花了大量篇幅论述了所谓“残余”概
念，并在此提出了一个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即是：相对独立的上层建筑（含意识形态）是怎
样自行为和对历史产生作用的。我们都知道，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
础。知道决定和反作用这两个词并不难，世界差不多也可以被抽象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对立的
概念，但是真的到了实际当中，他们又如人的血液和细胞组织那样密不可分，再使用“决定”和“反
作用”这样的词汇根本不可能将具体的过程搞清楚。更不可能以搞好经济基础这样的结论去简单作答
！原因很简单，在这一对矛盾关系中，研究对象已经从整个历史进程的角度变成了抽象的这一对矛盾
，而到了怎样决定，怎样反作用以及某一具体的历史时期里，如何行为，其研究对象已经发生了三次
变化，分别是这对具体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分别何为，以及当下社会。那么，套用马克思主义
的结论，恰恰是意识形态的泥淖，而非科学。阿尔都塞自己也没有对意识形态的作用和机制给出明确
答案（在这本书中），留下了一个暂时的作答和长期的疑问。暂时的作答是意识形态有其自身的变化
规律，因为它是相对独立的。而具体何为，则是留下的疑问，好了，阿尔都塞用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决
裂告诉我们马克思何为。有意思的是，阿尔都塞对毛的《矛盾论》在前后文中有不同的评价，前文中
，称“一般意义上的辩证法”，后文说毛符合多元决定论，和马克思的精髓相符，因为是从实际革命
经验中来的。我没有去细对论文发表的时间，是否和毛选第四集有关，从这儿也能看出阿尔都塞思想
的外部影响：苏联老大哥暂时靠不住，中国则是一个革命实践的很好的国家（1960前半期）。阿尔都
塞也认为，马克思辩证法的核心是矛盾论，而矛盾不是自为的，是与实际相关的。“多对矛盾的对抗
、融合和爆发，是历史事件的本质。”（阿尔都塞语）而多元决定，恰恰是多对特殊矛盾的决定，绝
不是简单的主要矛盾决定。多元决定论，和我们映像中的主要决定论似乎矛盾，其实，只是在不同研
究对象的主体下谈问题而已。（见第二段经济的分析）再加之在具体的研究对象中，矛盾就是特殊的
，抽象简单的矛盾决定毫无意义，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看法。而针对研究对象，以及研究对象所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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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马克思》

时空环境的具体分析（特殊决定），则是马克思主义不同于意识形态哲学的最大区别。意识形态哲学
认为，某一概念，是自为的，决定了社会的发展，在黑格尔那儿，是绝对精神。（阿尔都塞：矛盾简
单决定论）而在马克思这里，历史的发展是多对矛盾不断发展造成的（其中不平衡发展的作用很关键
），所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怎么具体分析呢，系统中多对矛盾的变化过程。即对抗，非对抗和爆
发。以此，阿尔都塞举了俄国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同样，用这个方法也可以分析俄国当时的情况
。阿尔都塞的分析方法是系统论的，他在马克思那里也找到了思想源头（我不能确认马克思是否有系
统论的明确论述），加以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以辩证唯物的历史来做论述，展开了对马克思的保卫
。且不论他的保卫是否成功，综合以上的内容，这本书对于了解当下中国，是很有意义的。具体不再
展开说明。这本书的翻译还是十分终于原著的，但是在某些词汇的翻译上，可以照顾中国读者一点，
比如“一般”，我这样表述，没人知道这是个什么词性，法文可以一眼看出来，中文不行，想要表达
“一般规律”或是“一般形态”，就得把中心语补出来。否则就会出现“甲的一般不同于丙的一般，
但又和乙的一般如何如何”，这样的绕口令真的很让人挠头。最后说这样一句，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
研究方法，抑或是认识论的意义，永远不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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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马克思》

章节试读

1、《保卫马克思》的笔记-第二章

        马克思对黑格尔不是扬弃，也不是颠倒，而是转离。转离黑格尔的体系和问题结构（费尔巴哈依
然在黑格尔的问题结构之内），转离意识形态中对现实的抽象虚幻反映，转向现实。而此处的现实在
于法国的阶级斗争，此时恩格斯发现了英国的现实。

为什么黑格尔的辩证法依然属于意识形态范畴？那是因为黑格尔预设了结果向原初的回归，真正的辩
证法是在现实中体现出来的，其未来不可预测，就像不能因为年轻的马克思变成了后来的马克思，就
认为后来的马克思是年轻的马克思的目的，这是阿尔都塞所谓的未来完成时，在后来的马克思形成之
前没有一个所谓预设的目的。

而理解马克思转变的关键点不能在意识形态内部寻求，而要在现实和意识形态的张力中去寻求。

2、《保卫马克思》的笔记-第8页

        在我们每个人的脚下，除了信念以外，没有任何可靠的大陆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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