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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马克思主义评论》

内容概要

本书将国外学者最新研究的卢卡奇思想汇集成书，全面解读西方马克思主义先驱卢卡奇其人其事，及
其卢卡奇对马克思物化理论的深度理解， 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理论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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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衣俊卿，1958年1月生于黑龙江省虎林县，1982年1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 1987年1月获南斯拉夫贝
尔格莱德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中心博士生导师。从事
马克思实践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和文化哲学研究，先后承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等十余项，出版学术专著十余部，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入选国家级有突出贡
献的中青年专家、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
一批"人才培养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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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卢卡奇为了说明科学意识的物化所列举的两个例子分别是关于经济的科学和关于法律的科
学。在这里，他毫无困难地证明了这样一个主题，这就是，这些（当代）科学以及其他的“关于人的
科学”，为了满足那些完全是局部的、形式化的利益，而将在历史中不断变化的人的基础从方法论的
层面上排除出去了。这些科学没有对作为主体的人与人之间所具有的辩证关系进行探讨，也没有对作
为历史进程的客体的人进行探讨。 在他的物化分析的第一阶段中，卢卡奇还没有引入他在前马克思主
义时期最为关注的、对于主客体辩证法的理解。然而，即使是他对于直接性的分析，也是从两个角度
同时展开的：他同时表明了人类主体的去活动化及其客体（这些客体是被物化了的主体性中的层面或
者说部分）逐渐增加的“自然化”。他对于直接性的分析，在相互隔绝的个体的主体性残余与一个独
立的客体世界这二者之间的彻底分裂中达到了顶峰。然而，我们只是被迫间接地预测，卢卡奇的分析
将会发展到在以上情境中看到辩证关系的阶段。这种预测是很有必要的，这是因为，如果没有这种预
测，卢卡奇提出的那些关于自然科学的观点是完全无法理解的。卢卡奇在形式化的社会学这一层面上
所进行的批判，是可以应用到所有的科学中去的。进一步来说，从方法的层面上来看，自然科学已经
在历史中变成了所有其他科学的模型。然而，当涉及它们（即这些自然科学）在上述情境中所使用的
方法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更为小心。只有当它们（即这些自然科学）重新获得的方法是可用的或者
至少要有确定的可能性的时候，卢卡奇对于（自然科学在）本体论层面上的基础的缺失以及总体性的
缺失所进行的批判才是有效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卢卡奇对于那些将历史辩证法运用到自然中去的
马克思主义者（例如恩格斯）是持批判态度的，这是因为，“在我们关于自然的知识中，没有主体与
客体的互动，没有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也没有作为思维中的范畴发生变化的基础的、这些范畴所隐含
着的现实中的历史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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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超越物化的狂欢:新马克思主义评论(第1辑)》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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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西马的东西还是不错的
2、收录文章水平很高
3、本辑所选文章，主要围绕物化概念展开，旨在彰显卢卡奇物化理论的基本架构、优劣得失并借此
触摸卢卡奇思想的内在理路与独特面向。
4、超越韦伯的现代性范畴是否可能,这篇文章有点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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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卢卡奇为了说明科学意识的物化所列举的两个例子分别是关于经济的科学和关于法律的科学。在
这里，他毫无困难地证明了这样一个主题，这就是，这些（当代）科学以及其他的“关于人的科学”
，为了满足那些完全是局部的、形式化的利益，而将在历史中不断变化的人的基础从方法论的层面上
排除出去了。这些科学没有对作为主体的人与人之间所具有的辩证关系进行探讨，也没有对作为历史
进程的客体的人进行探讨。在他的物化分析的第一阶段中，卢卡奇还没有引入他在前马克思主义时期
最为关注的、对于主客体辩证法的理解。然而，即使是他对于直接性的分析，也是从两个角度同时展
开的：他同时表明了人类主体的去活动化及其客体（这些客体是被物化了的主体性中的层面或者说部
分）逐渐增加的“自然化”。他对于直接性的分析，在相互隔绝的个体的主体性残余与一个独立的客
体世界这二者之间的彻底分裂中达到了顶峰。然而，我们只是被迫间接地预测，卢卡奇的分析将会发
展到在以上情境中看到辩证关系的阶段。这种预测是很有必要的，这是因为，如果没有这种预测，卢
卡奇提出的那些关于自然科学的观点是完全无法理解的。卢卡奇在形式化的社会学这一层面上所进行
的批判，是可以应用到所有的科学中去的。进一步来说，从方法的层面上来看，自然科学已经在历史
中变成了所有其他科学的模型。然而，当涉及它们（即这些自然科学）在上述情境中所使用的方法的
时候，我们就必须要更为小心。只有当它们（即这些自然科学）重新获得的方法是可用的或者至少要
有确定的可能性的时候，卢卡奇对于（自然科学在）本体论层面上的基础的缺失以及总体性的缺失所
进行的批判才是有效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卢卡奇对于那些将历史辩证法运用到自然中去的马克思
主义者（例如恩格斯）是持批判态度的，这是因为，“在我们关于自然的知识中，没有主体与客体的
互动，没有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也没有作为思维中的范畴发生变化的基础的、这些范畴所隐含着的现
实中的历史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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