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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道德与社会主义》

前言

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这就是其研究的主
要地域开始由西欧大陆向英美转移。这表现在，出现于20-30年代、兴盛于50-60年代的植根于西欧大
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始走向衰落，而在英美这两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多年受压制从而少有作为的
国家，却开始不断涌现新的颇具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流派或理论，并逐渐取代西欧大陆而成为当今西方
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心地域。对于这一变化，西方学者极为敏感，早在1983年，英国新
左派代表人物佩里·安德森就指出，“在过去10年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地理位置已经从根本上转移
了。今天，学术成果的重心似乎落在说英语的地区，而不是像战争期间和战后的情形那样，分别落在
说德语或拉丁语民族的欧洲。”翻阅一下近30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相关文献，人
们可以发现，自70年代以后，在整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占据主导的地位已是英美
的马克思主义。70年代以后出现于英美的马克思主义虽然同植根于西欧大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有
着这样或那样的历史联系，但却具有三个显著的特征：第一，研究的主题转换了。“西方马克思主义
”出现于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和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开始走下坡路之前的西欧大陆，其主要目标是探索一
条不同于俄国的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种背景决定了其理论研究的两个主题，
一是批判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二是批评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英美的马克思主义则是在苏联、东欧
社会主义国家已开始趋于解体和资本主义加速全球化进程的背景下出现的，因而，它更关注的是发达
资本主义国家如何走向社会主义和如何应对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第二，研究的领域扩大了。“西
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大多与所在国的共产党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由于他们所在国的共产党在
政治上都追随苏联共产党，这种情况迫使他们的研究大多限于远离政治的哲学领域，其研究成果大多
是艰深晦涩的哲学论著。相比之下，英美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在60年代的新左派运动背景下成长起来的
左翼知识分子，而且大多是各个学科的知名学者，因此他们的研究领域不再限于哲学，而是扩展到经
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生态学等众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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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道德与社会主义》

内容概要

《马克思主义、道德与社会主义》承袭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根据马克思本人的相关论述，对
马克思主义与道德和社会正义问题做了深入探讨：从隐含在马克思思想中的道德元素出发，考察了对
马克思道德观的各种解读，得出马克思是以致力于平等自由最大化为核心的混合义务论者的结论；运
用当代元伦理学证明马克思主义与道德在总体上是相容的，批驳了认为马克思主义与道德不相容的论
断；提出一种包含马克思道德理论在内的激进的平等主义社会正义理论；论证了当代分析政治哲学与
马克思主义结合的重要意义，阐明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功能失调及建立民主的、自我管理的后资
本主义社会的经验性理论对于发展一种充分的马克思主义道德和社会理论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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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R.G.佩弗（R.G.Peffer） 译者：吕梁山 李旸 周洪军 丛书主编：段忠桥R.G.佩弗
（R.G.Peffer），1985年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现为美国圣地亚哥火学哲学系教授，
在《哲学与公共事》务》、《加拿大哲学杂志》等刊物上曾发表多篇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正义的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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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换言之，异化概念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如同它在马克思早期著作中一样具有全部的评价性
内涵。也许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与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关于异化的说明的最大差别只
在于，在后者中，马克思更自觉地试图将自己新兴的经济学理论整合进他的异化理论框架之内。整个
产品世界是“对象化的劳动”（译者注：也可以说“物化劳动”，原文是objectifled labor），即对象化
于物质产品之中的劳动的结果。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物质产品世界与生产者相异化，因为他们
对生产产品没有控制能力。雇佣劳动是异化劳动，因为劳动者无法控制这种劳动。此外，资本是“异
化了的物化劳动”，因为价值（或剩余价值）与直接生产者相异化并（在合法的意义上）归属于资产
阶级。尽管如此——这是对理解马克思来说最为重要的一点——物化劳动，在任何社会条件下来说，
并不一定是异化劳动。物化劳动和异化劳动的同一性，即物化劳动产生了异化这一事实，“决不是生
产的某种绝对必然性，倒是一种暂时的必然性”。资本主义中的社会关系往往扭曲和隐藏它们真正的
本性（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的第一卷和第三卷中关于资本的、货币的和商品的拜物教理论详细阐
述了这种扭曲的途径），以致这个社会里的每一个人往往都误解其本性。然而在马克思看来，特别是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受一定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观念的严重束缚，在他们看来，劳动的社会
权力对象化的必然性是跟这些权力同活劳动相异化的必然性分不开的”。马克思认为，这二者的相等
只存在于阶级对立的、商品生产的社会中，譬如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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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的翻译工作由吕梁山、李呖和周洪军合作完成。吕梁山翻译第1章、第4章、第7章、第8章及索引
，李旸翻译导论、第2章、第3章、第9章和第10章，周洪军翻译第5章和第6章。李旸承担了第4章、第5
章、第6章和第7章的校对工作。全书由吕梁山定稿。本书涉及罗尔斯《正义论》的内容译文参照了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何怀宏等人的译本。另外，佩弗教授对本书的翻译给予了大力帮助，
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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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克思主义、道德与社会主义》：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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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道德与社会主义》

精彩短评

1、对不起MR.Peffer我实在不喜欢美国主流政治哲学那一套XD 但是我感谢你给的我九十分T T
2、大家千万别买了，随是名教授主编，但是里面惨不忍睹，不知道到底讲社会主义还是社会正义？
而且，页码严重错误。目录页跟实际页出入太大。。。乱，乱乱。
3、敢看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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