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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資本主義帶來浩劫時，聆聽馬克思》

内容概要

在我們現在的生活之外，
有沒有一種更好、更理想、更公平、更正義的生活存在？
我們距離那樣的生活多遠？
我們少了什麼？被剝奪了什麼？

◎經典重讀導師楊照深入淺出，剖析哲學鉅著《資本論》。
◎以實際的生活情境為例，徹底理解馬克思與其重要概念。
◎讀懂《資本論》，為目前生活處境提供另一種思考方向。

◎現在閱讀馬克思，得以找到生活下去的尊嚴

在馬克思辭世的一百多年後，資本主義的發展已經足以印證他當時提出的警告。

他的《資本論》如一則巨大的預言，預先看到資本主義可能帶來的浩劫，此時此刻當我們困惑於當代
生活的困境，不理解國家與我們的生活是如何演變成目前模樣時，閱讀馬克思，可以讓我們理解兩岸
政治是如何因為經濟而改變、大學生22K弔詭之處何在、經濟必然影響政治的理由。

聆聽這位哲人百餘年前發出的巨響，無法改變崩毀的現狀，卻能看清楚在巨大的資本怪獸之前，國家
機器是如何渺小，而身為個人的我們至少能找到一己生活下去的尊嚴。

◎如果你覺得活在一個不公義不平等的世界，那麼，我們距離理想中的世界有多遠？

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評，來自於他對人的真實性的尊重與堅持：在我們的生活之外，理應有一個更
理想、更完美、更公平的狀態。

換句話說，如果我們誠實面對自己的生活，認為當中有扭曲與不公義，那麼我們應該自問：
有沒有一種更好更公平的生活存在？我們少了什麼？被剝奪了什麼？而理解了這些問題的本質後，我
們所追求的美好社會，才可能達到。

◎還原馬克思，理解《資本論》核心概念

馬克思，他的學說被嚴重誤解，在生前也往往「一個馬克思，各自表述」。而共產主義社會的垮台，
讓馬克思甚至被認為只是個不得志的人，才批評資本主義。然而，在他寫出《資本論》的一百多年後
，全世界已經籠罩在資本主義帶來災難的此刻，終於可以還原馬克思初始的面貌，客觀理解《資本論
》。楊照在本書中，深入淺出地導讀馬克思《資本論》裡重要的概念，談資本的本質、釐清「分配」
、「資本」、「異化」等概念，探討人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如何與工作、物品、乃至於自己產生種
種異化。

◎讀完本書，你將理解：

---資本如何跨越國界，影響另一國的政治。
---人，物，金錢之間的異化關係
---分配—《資本論》的核心概念
---「剝削」「操控」「勞動價值」「剩餘價值」
---馬克思對現代生活的實質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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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資本主義帶來浩劫時，聆聽馬克思》

作者简介

本名李明駿，1963年生，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美國哈佛大學博士候選人。曾任民進黨國際事務
部主任、《明日報》總主筆、遠流出版公司編輯部製作總監、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兼任講師、《新新聞
》總編輯、總主筆、副社長，現為「新匯流基金會」董事長，並在「98新聞台」及「Bravo 91.3」主持
電台節目。

楊照擅長將繁複的概念與厚重的知識，化為淺顯易懂的故事，寫作經常旁徵博引，在學院經典與新聞
掌故間左右逢源，字裡行間洋溢人文精神，並流露其文學情懷。近年來累積大量評論文字，以公共態
度探討公共議題，樹立公共知識分子的形象與標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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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資本主義帶來浩劫時，聆聽馬克思》

书籍目录

第一章   追求形式與內容徹底合一的「真實」
第二章   重返「失樂園」的救贖之路
第三章   點出扭曲與異化的「科學的唯物主義」
第四章   建立階級意識以擺脫剝削
第五章   打破「上層結構」加植於人的桎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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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資本主義帶來浩劫時，聆聽馬克思》

精彩书评

1、馬克思想做的其實是喚醒工人的意識，而不是搞革命，在他腦海裡想像的應該是工人覺醒後的和
平演變，而不是野心家挾着共產主義理論，煽動羣衆，血腥革命，最後獨裁統治。可惜了他的初衷，
但只能怪他沒好好說清楚，意志亦不夠堅定，讓自己身陷革命行動，容許旁人歪曲他的想法。馬克思
的理念，誠如楊照所言，在資本主義獨大的今天，顯得尤其重要，可以帶給人們另類的想像空間，以
及更廣闊的視野。然而，今天仍然聲稱奉行馬克思主義的某些政權，它們好明顯已經忘記，或刻意忽
略了馬克思對於民族主義的批評。「跟其他由人創造出來的手段一樣，國家也被「異化」了。國家從
全體國民的手段，淪爲少數國家機器操控者的手段，於是不屬於操控者的大多數人，國家變成了目的
，使人民變成維持國家存在，爲國家完成某些抽象目的的手段。現在是你爲了國家而存在，不再是國
家爲了你而存在。」pg.210「沒有國那有家」這種論調，以馬克思的角度看，是明顯的手段與目的倒
置，是不折不扣的「異化」是馬克思主義者理應拒絕接受的陳腐思想。好明顯在這節骨眼上，馬克思
亦淪爲被「異化」的對象。最初，馬克思的目的是令人民覺醒，而共產主義是手段。現在，維持共產
主義的續存成爲目的，而人民的覺醒變成手段，一件可被任意操弄的玩物，覺醒變成選擇性的塊狀物
，覺醒一些而另一些必須保持沉睡，不管是真睡還是假睡。最後，人民只被允許覺醒的，是次級二手
的狹隘民族主義，以及一些莫名所以的仇外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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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資本主義帶來浩劫時，聆聽馬克思》

章节试读

1、《在資本主義帶來浩劫時，聆聽馬克思》的笔记-第91页

        在馬克思理想情景中，每個人，每份關係，每樣東西都是不該交換的。之所以要換，能換，乃是
出於交易需要而付出的不得已代價。一個完整的人的生活，一切都應該以直接的方式存在。一旦開始
有交換，就開始產生「物化」，產生「異化」，「交易價值」，也就是價格，就開始取代更真實，更
本源的「使用價值」。

2、《在資本主義帶來浩劫時，聆聽馬克思》的笔记-第175页

        工作本身應該是目的，而不是生活的手段，或爲了維持生活不得不然的付出。生產工具掌握在別
人手中，工人對勞動力成品不會有感情，對工作也不會有感情；於是一個工人一天有七成清醒的時間
處於被迫承受的狀態，只有三成時間真正生活着。你存在，卻沒有生活，只是作爲「工資勞動者」而
存在，而你的存在所需亦會降低道只爲了讓自己活到明天，好等你可以繼續勞動，也就是只剩下「勞
動再生產成本」。

3、《在資本主義帶來浩劫時，聆聽馬克思》的笔记-第90页

        我自己無法決定杯子多有用，必須依賴其交易價格來說服自己杯子的價值。換言之，我得看別人
在交易中決定杯子有多少價值，才能評斷我有多需要這杯子。於是原始，直接，簡單的物我關係，就
被社會關係給淹沒了。

4、《在資本主義帶來浩劫時，聆聽馬克思》的笔记-第54页

        閱讀馬克思時，我們可以不斷自問一個哲學問題：你在生活中有多大的自由？有多少因素或力量
在拘束你，讓你無法成爲自己想成爲的人？有沒有一種更好，更理想，更自在，更公平，更正義的生
活存在於拘束之外？從現實到理想，你缺少了什麼，需要什麼？馬克思就是隨時心存這些問題才會那
樣看世界，並發展出那樣的批判理論。

5、《在資本主義帶來浩劫時，聆聽馬克思》的笔记-第55页

        人的「真實性」指的就是人所過的生活和自我潛能合二爲一，不需要另外去塑造或迎合其他外在
標準的自我；這樣的人才是「真實的人」。或以黑格爾式哲學來說，就是人的形式於內容徹底合一。
依這個標準，就連代議制都不算形式與內容合一。真正理想的民主政體是人民思考與決定的總和就能
構成社會現實的政體，不用中介人代議。

6、《在資本主義帶來浩劫時，聆聽馬克思》的笔记-第52页

        「上帝」原本代表人的理想，人的追求。但人們卻將之拱爲崇拜對象，於是人自己創造出來的上
帝被「異化」成另一種東西，成了人們的主宰。本質是人應該是上帝的主人，現在卻反過來，人自願
成爲上帝的奴僕。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異化」。

7、《在資本主義帶來浩劫時，聆聽馬克思》的笔记-第124页

        弔詭的是，交易要能達成，「交換價值」一定不等於「使用價值」。從亞當斯密理論看，這就是
交易和市場的優點：交易創造「使用價值」。貨品從不需要的人手裏轉移到需要的人，從而提高了「
使用價值」。但馬克思看到的卻是交易過程中目的與手段的錯亂倒置，就是所謂的「異化」。這主要
發生在GWG（金錢—商品—金錢）的情況，買賣不是爲了使用，不牽涉「使用價值」，例如房地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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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資本主義帶來浩劫時，聆聽馬克思》

炒賣。交易雙方考慮的純粹是「交換價值」，使原本爲手段的金錢，變成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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