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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緣起

社會如同個人’個人的知識涵養如何,正

可以表現出他有多少的「文化水zF」（大陸的用

語）;同理’-個祉會到底擁有多少「文化水

ZF」,亦可以從它的組成分子的知識能力上窺

知。眾所皆知,經濟蓬勃發展,物質生活改善’

並不必然意味這樣的祉會在「文化水zF」上也

跟著成比例的水漲船高,以台灣祉會目前在這

方面的表現上來看’就是這種說法的最佳責

例,正因馬如此,才合有識之士憂心。

這便是我們-特別是站在－個出版者的

立場-所要擔憂的間題: 「經濟的富裕是否

也使台灣人民的知識能力隨之提昇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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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馬克思主義

恐怕是不太樂觀的。正因馬如此,像《文化手

邊冊》這樣的叢害才值得出版,也應該受到重

靦。蓋-個祉會的「文化水zF」既然可以從其

成員的知識能力（廣而言之’還包括文藝涵養）

上測知,而決定祉會成員的知識能力及文藝涵

責兩項至馬重要的因素,厥烏成員亦即民眾的

閱讀習慣以及出版（書報雜誌）的質與量,這兩

項因素雖互馬影響,但顯然後者責居主動的角

色,換言之,-個社會的出版事業發達與否,

以及它在出版質量上的成績如何,間接影響到

它的「文化水zF」的表現。

那麼我們要繼績追問的是:我們的出版業

究竟繳出了什麼樣的成績單?以圖書出版來

講,我們到底出版了那些書?這個問題的答案

恐怕如前-樣也不怎麼樂觀。近年來的圖書出

版業,受到市場的影響,逐利風氣甚勝,出版

量雖然年年爬昇’但出版的品質卻令人操心;

有鑑於此,-些出版同業馬了改善出版圖書的

品質,進而提昇國人的知識能力,近幾年內前

後也陸陸績績推出不少性屬「硬調」的理論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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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這些理論叢害的出現,配合國內日盆改革

與開放的步調,的確令人-新耳目’亦有助於

讀書風氣的改善。然而,細察這些「硬調」害

籍的出版與流傳,其中存在著不少問題,首先,

這些書絕大多數都羼「舶來品」,不是從歐美、

日本「進口」,便是自大陸飄洋過海而來,換言

之,這些書多半是西書的譯著’要不然就是大

陸學者的輝而結晶。其次,這些書亦多羼「大

部頭」著作’雖是經典名著’長篇累牘,則難

以卒睹。由於不是國人的著作的關係’便會產

生下列三種狀況:其-,譯筆式的行文’讀來

頗有不暢之感’增加瞭解上的難度;其二,書

中闈述的內容’來自於不同的歷史與文化背

景,如果國人對西方（曰本、大陸）的背景知識

不夠的話’也會使閱讀的困難度增加不少;其

三,書的選題不盡然切合本地讀者的需要,自

然也難以弓∣起適度的關注。至於長篇累牘的「大

部頭」著作’則嚇走了不少原本有心-讀的譆

者,更不適合作馬提昇國人知識能力的敲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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磚。

基於此故,始有《文化手邊冊》叢書出版

之議’希望藉此叢書的出版’能提昇國人的知

識能力’並改善淺薄的讀書風氣’而其初衷即

針對上述諸項缺失而發,-來這些書文字精簡

扼要’每本約在五萬字左右,不對－般讀者形

成龐大的閱讀壓力’期能以言簡意賅的寫作方

式’提綱挈領地將一門知識、一種概念或某-

現象（運動）介紹給國人,打開知識進階的大

門;二來叢書的選題乃依據國人的需要而設計

的’切合本地讀者的胃口’也兼顧到中西不同

背景的差異;三來這些書原則上均由本地學者

專家親自執筆’可避免譯筆的詰屈聱牙,文字

通曉流暢’可讀性高。更因烏它以手冊型的小

開本方式推出,便於攜帶,可當案頭書讀,可

當床頭書看,亦可隨手攜帶瀏覽。從另一方面

看’《文化手邊冊》可以峴馬某類型的專業辭典

或百科全書式的分冊導讀。

我們不諱言這套集結國人心血結晶的叢書

本身所具備的使命感’企盼不管是有心還是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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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讀者,都能來「-親她的芳澤」,進而藉此

提昇台灣社會的「文化水zF」,在經濟長足發展

之餘,在生活條件改善之餘,在國民所得逐日

上昇之餘,能因國人「文化水zF」的提昇,而

洗雪洋人對我們「富裕的貧窮」及「貪婪之島」

之譏。無論如何’《文化手邊冊》是羼於你和我

的。

孟樊

-九九三年二月於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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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東歐、蘇聯共黨政權解體後,提供了我

們以zF常心面對馬克思主義的客觀環境’使我

們可以更嚴謹的學術途徑來理解掌握馬克思主

義。

我們希望今後馬克思主義可以像其他理論

思想般,放入祉會公共溝通系統以及學術論辯

的∣青境中’獲得周延充分的討論’不會再有過

度的情緒反應和感性的爭辯;而要使我們對待

馬克思主義能夠跳脫l盲緒和羼住之爭的漩渦’

對於馬克思主義進行普及式的理解和掌握是有

其必要性的,胎是在友人孟樊兄的鼓勵下乃決

定寫此本有關晚期馬克思主義的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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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種流行的看法認烏,隨著蘇聯、

東歐共黨政權的解體,馬克思主義也將隨之被

丟入歷史灰燼之中’這種看法似是而非’除了

隱藏高度意識型態的認知色彩外,基本上是將

問題簡化了。馬克思主義在二次大戰後’隨著

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已經被納入西方的理論

思想體系中,並且扮演不可否認的角色;而

且’東歐、蘇聯共黨政權解體後’人們在思考

後共產黨時代的問題時,是絕對無法迴避馬克

思主義在二次大戰後的發展趨勢的。這是烏什

麼選擇晚期馬克思主義作烏寫作主題的原因。

由於顧及「普及」的意義,↙因此寫作儘量

力求簡潔,疏漏之處必然甚多’還望各界先進

前輩及朋友能多予批評指正,以督促筆者對於

馬克思主義的分析研究的深化。最後要感謝的

是’揚智文化公司出版此書的心意,主編孟樊

兄的精心策劃’以及閻小姐編輯此髻的辛苦。

李英明謹序

1993年3月20日於木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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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跚導

本書所謂的晚期馬克思主義,主要是指

-、二次大戰後,西方及東歐、蘇聯的馬克思

主義,而由於篇幅所限,本書集中討論西方馬

克思主義、法蘭克幅學派、阿爾突塞﹑哈伯馬

斯,以及東歐、蘇聯馬克思主義的思想。

有關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討論,主要是釐清

「西方馬克思主義」這個概念的意涵’以及弄

清西方馬克思主義發展的世代。在第-章中’

筆者主要是將西方馬克思主義與古典馬克思主

義加以對照,區隔兩者間理論特徵的差異;而

且還從西方當代思潮的發展形勢,指出西方馬

克思主義與當代西方思潮的對話所展現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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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蒙的意義。因此,我們要特別指出西方馬克

思主義不是古典馬克思主義的簡單延伸,它是

通過對古典馬克思主義的反思和與當代西方思

潮形成辯證對話關係而獲得發展的。

有關法蘭克幅學派的討論方面’著重該學

派對於責證主義的批評反思’以幫助人們走出

責證主義制約下的化約式的知識觀和世界觀的

束縛。不過,這方面的討論目的不在於揭藥反

責證主義的大旗,而只是在於通過法蘭克幅學

派的批判理論,告訴人們責誇﹦F義的途徑雖是

人們認識掌握外在世界的－種選擇途徑,但人

們絕對不能將之絕對化,而使心靈受到極楛。

人們應該敞開心胸向所有可能的選擇途徑開

放,而不能陷溺在太過單元化的狹隘途徑之

中;亦即有關法蘭克幅學派的討論’主要在於

希望人們能瞭解人是可以從無比豐富的多元途

徑去接近人的生命世界的,而不必只侷限在太

過狹隘的「以管窺天」的處境中。

至於有關阿爾突塞的討論,／主要在於提供
←

人們從結構主義向度去關照生命世界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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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對於我們長期以來習慣單因果式的思維認知

模式是-大撞擊。阿爾突塞具體的告訴人們,

必須從多元結構論的向度去認識外在世界以及
一

人在現責世界的處境’這相當能夠呈現人生命

存在與發展的員責面貌。通過單因果式的向度

去理解人與世界的關係’很容易掉入化約式的

簡化陷阱之中,這很可能造成對人自我理解的

誤導。

而在有關喧但馬斯的討論方面,主要著重

提供-套分析理解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架構,
一 凸

以作烏人們反思當代西方社會甚至是我們祉會

的參照系統。在這方面的討論另-個目的,也

在於呈現受過當代西方祉會歷史現責撞擊的思

想家,是如何跨越古典馬克思主義水zF,展開

對當代西方祉會的整體批判。

最後－部份有關於東歐、蘇聯馬克思主義

的討論,首先從歷史發展的向度,簡述了馬克

思主義的滄桑歷程,進而還涉及到後共黨時

代,馬克思主義所可能產生的作用和意義。這

方面的討論,主要是希望我們能有前瞻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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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觀察束歐、蘇聯是如何揚棄馬克思主義而

走向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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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

西方馬克思主義概述

一﹑女口何認定西方馬克思主義

當我們面對「西方馬克思主義」這個課題

時,首先要意識到的-個重點是’它是-個仍

在繼績發展中的思潮,而因馬這個思潮發展的

歷史已有數十年的時間,其所包含的思想人物

以及流派相當多’這表示西方馬克思主義內部

充滿了歧異性’我們絕不能將之靦馬-個統-

的思想流派。

目前’通過有關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大量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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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和討論,我們如果要從包容性比較大的角

度,以人物列舉的方式來說明西方馬克思主義

時,應該可以認馬西方馬克思主義進佔思潮至

少應該包括以下這些人物:盧卡奇
／

（Lukacs）、葛蘭西（Gramsci）、科西（Kors﹣
↗

ch）、布洛赫（Bloch）、’怯蘭克幅學派（Frank﹣

furt School）第-代:霍克海默（Hork﹣

heimer）、阿多諾（Adorno）、馬庫色（Mar﹣

cuse）、班傑明（Benjamin）、法國黑格爾主義的

馬克思主義者:列裴伏爾（Lefehvre）、高得曼

（Goldmann）﹑／荐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沙

（Sartre）、梅勞-龐蒂（Merleau-Ponty）﹑法

特
國

、法蘭克幅學的論證集圍（ArgumentsGroup）

哈伯馬斯（Habermas）和施密特派第二代:

（AlfredSchmidt）。其他應包括在西方馬克思

主義之內的特殊人物,如布萊希特（Brecht）、
∕

佛洛姆（Fromm）∕6從人物列舉的方式來認知西

方馬克思主義,是╴種相當普遍的方式’但關

於列舉的標準,迄今仍然是個爭論不休的問

題,其中例如相當受人注目的安德森（P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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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erson）的《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考量》

（Co〃Sf叱m／／o〃so〃妣eW它s／cγ〃〃α炊丞Ⅷ）

－書就忽略布洛赫和哈伯馬斯等人,而且認馬

反黑格爾哲學傳統的德拉.沃佩（Della

Volpe）和阿爾突塞（Althusser﹚應該列入西方

馬克思主義的陣營。

換句話說,迄今有關判定西方馬克思主義

人物的標準仍然莫衷-是;不過,必須特別強

調的是,目前絕大部份的人都同意法國存在主

義馬克思主義者梅勞龐蒂在其《辯證法的冒

險》（AαDc〃／α花s㎡／〃cDm／ec／／C）-書的看

法。此書認烏,西方馬克思主義導源於盧卡奇

的《歷史與階級意識》（HJs㎡o刎＆C∕tJssCo〃-

SαOαS〃cSS）-書。事責上,梅勞-龐蒂此書以「西

方馬克思主義」這個語辭來概括源於盧卡奇的

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潮,並獲得持績性的反響（科

西在-九三○年就提出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概

念,但並沒有獲得流傳）。

上述人物列舉的方式只不過是認知西方馬

克思主義的－個方式,有不少研究者更強調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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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Un

乙

從歷史發展的世代來認知西方馬克思主義。而

上述安德森的書則是此種方式的典型代表。

MartinJay認烏,我們如果從安德森的歷史世

代發展的角度來認知西方馬克思主義’應該可

以將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劃分篇三個世代

（12,6）:

（1）在-八八五年至╴九○○這十五年間出

生,受第-次世界大戰及其後績刺激而激進的

世代。這個世代包括盧卡奇（-八八五）、布洛

赫（-八八五）、科西（-八八六）、葛蘭西（╴八

九-）、班傑明（-八九二）、霍克海默（-八九

五）、布萊希特（-八九八）、馬庫色（-八九八）

等人。

（2）-九○○年以後出生,在兩次大戰期間

趨於激進的世代。這個世代包括列斐伏爾（-九

○-）、阿多諾（╴九○三）、沙特（一九○五） 、

梅勞-龐蒂（-九○八）、高德曼（-九-三）、阿

爾突塞（╴九-八）等人。

（3）-次大戰後出生,二次大戰後完成政治

教育的世代。這個世代主要包括柯列蒂（C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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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ti’-九二四年生）和哈伯馬斯（－九二九）。

MartinJay認篇,按照以上這種方式來認

知西方馬克思主義時,必須注意-個特別的例

外-德拉‧沃佩,此人於-八九七年出生,

但－直到二次大戰快結束時才成烏馬克思主義

者（12’6）。

有不少研究者面對西方馬克思主義時’儘

管知道其相當分歧複雜’但卻努力地想烏其找

出共同的特徵,其中最馬常見的看法是:西方

馬克思主義者的思考模式是-種「非蘇聯」

（non﹣Soviet）的思考模式。換句話說’就是將西

方馬克思主義與蘇聯馬克思主義對應起來’來

認知西方馬克思主義。不過這種看法也受到有

些研究者的批評,批評者認篤,在西方的馬克

思主義者,大部份都是採取「非蘇聯」的思考

模式,但他們並沒有全部被看成是西方馬克思

主義;換句話說,並不是所有在西方採取「非

蘇聯」思考模式的馬克思主義者都叫做西方馬

克思主義﹙16’1-2）。科西在-九三○年提到西

方馬克思主義時’是將其與正統的馬克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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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尤其是列寧主義對立起來;而梅勞-龐蒂在

論述西方馬克思主義這個概念時,明確的將盧

卡奇靦馬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潮的創始人’而盧

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和科西的《馬克思

主義與哲學》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發展產生根

本性的影響;而安德森則主要從主題和關切的

問題的轉移’來區隔包括列寧主義在內的傳統

馬克思主義和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不同’他認

烏,從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到西方馬克思主義的

發展’其所關切的主題是很明顯的從政經領域

轉移到哲學領域。而另外本‧阿格（Ben

Agger）在其《西方馬克思主義》（Ⅱ／bs／c”￠

Mα獅右Ⅷ’ A〃加㎡加ααC／iO刎αtJSSfCα∕＆

Co〃／c〃ZPomZySbα兀es）中,打破以地域來定

義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作法’將東歐的新馬克思

主義或叫做人道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也納入西
一

方馬克思主義的範疇之下,不再把西方馬克思

主義歸結烏與列寧主義的對立’而是反對第二

國際的決定論和第三國際的極權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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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酋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

特徵

一
一

西方馬克思主義是-個仍在發展中的知識

潮流,我們絕不能將「西方馬克思主義」當成

是-個固定的概念’硬要指出它等於什麼東

西’包括那些固定的個人;換句話說,我們如

果企圖用列舉的方式來說明「西方馬克思主義」

的成員,除了幾個已經約定俗成的之外’實在

很難有周延的說明,其所涵蓋的人物’可能會

因烏研究者本身的認知而有所差異。此外’最

重要的是我們不能將西方馬克思主義硯烏╴個

學派,因馬在這些被列馬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之

問,雖然有共同關心的問題,甚至有相同的歷

史特徵’但是’他們各自從本身不同的知識思

想背景來論述問題’以致表現出很大的差異

性。

第-次世界大戰以後,歐洲資本主義先進

地區共產革命的失敗,與俄國共產革命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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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形成對比’使得盧卡奇和科西企圖對這樣

的歷史事責從事哲學性的思考,進而也對列寧

主義的職業革命家黨進行檢討’反省俄國革命

之後所形成的極權專政的問題’從而形成與第

三國際、蘇聯的馬克思主義’以及共黨官方的

意識型態不同的看法。

從盧卡奇、科西開始,西方馬克思主義者

就特別著重從文化、階級意識和主體性等範
－－-╴-－一一一一－╴ 一7一﹃

疇’重新理解馬克思思想.他們與帷考茨基
﹙Kautsky﹚到布哈梵﹙Bak囉P﹚和零達林的
傳統馬克思主義權廓相絕裂,暄個傳統不但從

客觀主義把馬克思主義看成是建構發展規律的
╴一-╴－

■三﹣翟

唯物論’而且把馬克思主義當成是有關歷史和

自然的普遍「科學」。事貫上’這個傳統已因西
可

歐資本主義革命的失敗喪失其可信度◎對齡西

方馬克思主義而言’對馬克思主義的這種界定

相當接近於宜證丰義’把社會理論化約成自然

科學。這種實證丰義的理解途徑’使得馬克思

的主體性和階級意識等具有批判性的範疇受到

忽略,盧卡奇和葛蘭西就以上述的理由批評布

統
傳

個
﹄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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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林’認馬布哈林將馬克思主義化約成「科學

的」祉會學。他們認烏’馬克思相當重硯文化

和意識理論的建構,因此’馬克思主義所要關

心的對象應該是祉會和歷史的實證。對他們而
～ ╴

言,馬克思思想不是-門普通的「科學」,而是

-套社會理論,他們不滿意只分析客觀現象的

社會責證論的研究架構’希望能夠加上對主觀

層面的分析。

換句話說,對他們而言’馬克思主義絕不

是貴證主義或是某種庸俗的唯物論,馬克思主

義最首要的特點是「批判」’它絕對不只是-套

尋找資本主義祉會經濟規律的理論而已。科西

就指出’馬克思把他所有的主要著作都冠上「批

判」的標題。

這些西方馬克思主義認馬’庸俗的馬克思

主義以篇馬克思在強調革命的同時就已經放棄

哲學,但事責上’馬克思相當強調理論與責踐

的辯證統－’從而就沒有忽略掉哲學的重要

性。尤其是在馬克思早期的著作中’對於哲學

的重峴更是躍然紙上’在這樣的認知上,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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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主義者相當重硯馬克思的早期著作。

對於西方馬克思主義而言,馬克思絕對不

是-種反對哲學的唯物論者’馬克思主義是唯

物論沒錯’但是從馬克思對費爾巴哈的批評’

可以看出馬克思相當強調主體能動性以及主客

體的辯證統-,因此’馬克思主義絕不是-種

被動的單純唯物論。
一---一

西方馬克思主義所使用的概念和字彙受黑

格爾的影響很大’尤其是’-九三二年馬克思

《-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發表後’回到

馬克思主義的黑格爾根源,成烏西方馬克思主

義的重大訴求。在這樣回歸黑格爾傳統的訴求

中,其中最典型的著作’包括盧卡奇的《青年

黑格爾》（T乃e Ib叨〃gH2ge∕）以及馬庫色的

《理性與革命》（Rc﹝ZSO〃＆ReUO∕叨㎡O〃）。明

顯的黑格爾色彩’使得西方馬克思主義得以和

其他西歐的馬克思主義’如奧馬學派（Austro﹣

Marxism）區分開來╴奧馬學派主要是受新

康德主義的影響。不過’在西方馬克思主義之
一-

中’阿爾突塞的「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卻



第一章西方馬克思主義概述
︻
J
0

n
↗
臼

努力地在替馬克思主義肅清黑格爾的影響。

馬克思《-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是

西方馬克思主義這個知識潮流得以發展的很重

要的催化劑,幾乎所有西方馬克思主義者都把

「手稿」當作理論論述的重要基點,到了二次

大戰後’對於《手稿》的研究出現了熱潮’並

且弓∣起了所謂馬克思思想分期的爭論’對共黨

國家意識型態造成極大的衝擊。

不過,《手稿》基本上是以早期的古典資本

主義社會作烏批判的對象,而西方馬克思主義

在重硯《手稿》研究的同時,則以當代的資本

主義祉會作馬他們反省的對象。他們分析、批

判當代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商品拜物

教、技術理性等重要問題’從而探討在科技、

消責主義以及商業文化籠罩下’人的新形式的
╴

「異化」生命狀態。他們認為,要對當代資本

主義祉會有深入的批判性的瞭解’絕不能採取

祉會責證論和功能論的角度來進行,而必須從

馬克思的《手稿》出發,配合其他理論,例如

心理分析﹑現象學、存在學等建構出一套有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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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古典馬克思主義的人的理論’作馬批判造成

人的「異化」的當代西方祉會的標準。西方馬

克思主義（尤其是法蘭克幅學派）認馬,隨著科

技的進步,人也愈來愈受制於科技’從而不但

使人成烏失去批判能力的單向度的人,而且使

當代祉會也就變成了-種新型的極權祉會;因

此,當代祉會的發展’責際上是啟蒙運動的-

種辯證的悲劇發展,如果人們要從啟蒙的辯證

中解放出來﹚.就必須對當代社會的以科技馬主

的文化和意識型態機制進行批判’而不能把科

技文明當作是-個既予的事責來看待。就在這

樣的認知下’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批判地運用馬

克思的辯證法思想、階級鬥爭論、歷史唯物論

和剩餘價值理論。

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看來’恩格斯是使馬克

想往庸俗化的責證論發展的始作俑者。而
田
心思

其中最馬關鍵的地方,是恩格斯將辯證法當作

是有關於祉會和自然的-股運動規律的「科

學」。在這樣的理解下,基本上是將社會當成自

然般來看待,從而忽略掉對人的主體性和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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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的重靦。而長期以來’由於受到恩格斯
╴一

這種把社會自然化傳統的影響,許多人都慣用

很簡單的物質基礎和意識型態、上層建築的關

係模式來分析當代祉會。西方馬克思主義者認

馬,馬了解釋和批判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文化

和意識型態的機制,必須重靦虛假意識、物化

和文化霸權等概念所弓∣導的社會批判取向,而

在這種批判取向的籠罩下,西方馬克思主義

者,從葛蘭西到馬庫色,都將知識份子提高到

相當重要的角色,把他們當作是推動祉會變遷

的觸媒,而不再把他們當作是統治階級的跟

班;此外’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也相當重靦研究

文學、音樂、藝術,以及流行的大眾文化和商

業文化。

西方馬克思主義者認馬,列寧主義是因應

落後的封建地區從事共產革命所產生的－套概

念組合,它對於批判當代資本主義祉會文化和

意識型態宰制的現象是無能馬力的’而面對-

個與馬克思當時不同型態的當代資本主義社

會’如何使人們’尤其是勞動者或無產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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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科技文明和拜物教的籠罩下解放出來’就成

馬迫切的事情。而要完成這種解放,事貫上是

不能依賴列寧的職業革命家黨理論,勞動者的

黨絕不能再以先鋒隊自居,包辦這種解放事

業。勞動者的黨應該主張,包括工廠在內的各

種機構的民主改革’建立包括機構成員的民主

委員會制,發展群眾的自主能力,並且爭取其

中的領導權’此外,更應該爭取文化和意識型

態頜域的主導權。

以上所論述的這些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看

法’並不是每－個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共同看

法。而如上述尚在繼績發展中的西方馬克思主

義與古典的馬克思主義是不同的。基本上,西

方馬克思主義強調的是文化和意識型態的批

判’而不是政治和經濟的批判,因此,西方馬

克思主義是屬於上層建築的馬克思主義。而在

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文化批判中,雖然仍然採用

許多馬克思的概念和範疇’但基本上,都已透

過西方祉會發展的現責和許多理論’賦予這些

概念和範疇新的意義。換句話說’西方馬克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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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是經過當代西方思想洗禮下的馬克思主

義’絕不是古典的馬克思主義單純的延績和發

展。

既然西方馬克思主義是鷗於上層建築的意

識型態’因此’基本上,西方馬克思主義相當

重靦人們意識革命的重要性,而與此相應的’
一

也重靦對大眾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反省和批判。

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看來’由於科技的發達’工

人基本上已被融入資本主義的社會體系中,必

須透過學生和知識份子,讓他們成馬批判社

會’從而喚醒工人階級意識的觸媒角色。

西方馬克思主義所認馬的社會主義革命絕

不只是社會結構和制度的改變,而是包括人們

在文化、物質、道德、美學、工作過程和其他

-般曰常生活的總體性改變,在西方馬克思主

義看來’當代資本主義祉會由於科技和國家力

量的發展,已經使得經濟和政治’生產力和生

產關係的界線越來越模糊’因此,絕不能再單

純地運用傳統馬克思主義有關齡經濟基礎和上

層建築的理論,來觀察當代資本主義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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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馬了釐清觀念上的混淆,必須將西

方馬克思主義和新馬克思主義加以區別。所謂

新馬克思主義,是指上述的「西方馬克思主義」

和自蘇共二十大以後,在束歐理論界出現的－

些「異端」理論’如科拉科夫斯基（Kolakows﹣

ki）以及南斯拉夫的「責踐集團」（Praxis

group）便是。

有些人將西方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對應

起來’做烏認知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基礎。西方

馬克思主義對齡列寧主義的批判是事責’但我

們不能將反列寧主義當作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標

誌;而是要將西方馬克思主義與包括馬克思

（KarlMarx）、恩格斯（Engels）、考茨基（Kaut﹣

sky）﹑列寧（Lenin）、普列哈諾夫（Plek﹣

hanov）、布哈林（Bukharin﹚、盧森堡（Rosa

Luxemburg）、鮑爾（Bauer）、梅林（Mehr﹣

ing）、伯恩斯坦（Bernstein）等人在內的古典馬

克思主義（ClassicalMarxism）對應起來’以

找出兩者之間的理論歧異性（theoretical dis﹣

sent）。而西方馬克思主義與古典馬克思主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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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理論歧異性,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來加以

論述（16’2-7）:

（1）古典馬克思主義著重對於資本主義社會

經濟的分析,以及伴隨著經濟發展而來的階級

鬥爭的政治分析;而西方馬克思主義則著重資

本主義社會文化和意識型態的分析。因此’我

們基本上,可以將西方馬克思主義看成是上層

建築的馬克思主義。但是’並不是所有的西方

馬克思主義者都是如此,例如阿爾突塞就相當

重靦祉會生產方式和整體祉會結構運作的問

題。

（2）古典馬克思主義l頃向於將馬克思主義當

成是-套科學理論,而西方馬克思主義則寧願

將馬克思思想靦烏-套社會批判理論,其中如

科西就認烏,馬克思將「批判」（critique）這個

字眼當成是他所有的主要著作的主標題和副標

題。換句話說,基本上,西方馬克思主義的-

大主流反對將馬克思主義科學主義化或責證主

義化。不過’西方馬克思主義中的德拉.沃佩

和阿爾突塞則主張將馬克思主義看成－套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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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他們分別從責證主義和結構主義（structur﹣

alism）的角度,企圖重建馬克思主義。

（3）西方馬克思主義對德國觀念論,尤其是

黑格爾哲學傳統』∣青有獨鍾’他們基本上認馬,

馬克思是激進的黑格爾主義者。不過,阿爾突

塞則反過來認馬,要使得馬克思主義成馬-套

員正的科學’就必須鏟除黑格爾哲學傳統的陰

影。亦即,基本上’西方馬克思主義包含了黑

格爾主義和反黑格爾主義兩大主流。古典馬克

思主義基本上認馬’黑格爾哲學傳統只是影響

馬克思主義思想形成的-個原始因素而已,而

馬克思在形構了自己的歷史唯物論後,基本上

已經與黑格爾哲學傳統劃清了界線。

將西方馬克思主義與古典馬克思主義對應

起來比較討論,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發展演變的

世代交替的過程的。當然’如果我們要更加深

刻地認知西方馬克思主義,也可以將其與那些

認篇馬克思主義已處齡危機狀態者’如拉布里

歐拉（Labriola）、克羅其（Croce）、伯恩斯坦、

索瑞爾（Georges Sorel）、馬沙利克（Cz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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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Masaryk）等人作比較,後面這些人

反對將馬克思主義化約成-套決定論或責證

論,不過,他們並沒有在這個意義層面上走上

人本主義的道路。

另外,也有些研究者認馬,可以將西方馬

克思主義與奧馬學派作比較。奧馬學派如愛得

勒（MaxAdler）、雷那（KarlRenner）以及希

法亭（RudolfHiferding）等人,主要是想從古

典馬克思主義手中使馬克思主義擺脫庸俗化的

層面。而且,奧馬學派中的-個主流是企圖將

馬克思主義奠立在康德的知識論上,另外,奧

馬學派並沒有像西方馬克思主義那樣強烈的人

本主義觀點;而就因烏如此’奧馬學派不像西

方馬克思主義那樣對科學、資本主義文化以及

工業社會採取嚴厲的批判態度。從這個比較的

角度看,西方馬克思主義基本上不只是上層建

築的馬克思主義’而更是一種文化危機理論

（16’9-10）。

透過以上的論述可知,儘管西方馬克思主

義相當複雜,但基本上可分馬兩大主流: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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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德拉.沃佩和阿爾突塞篇主,他們將馬克思

主義當成是-套科學;其二就是認馬應該將馬

克思主義當成是-套社會批判理論;這兩大主

流都旱企圖要重建馬克思主義,責現馬克思主

義的現代化’因此,可以被涵括在同-陣營中。

西方馬克思主義儘管對德國觀念論,尤其

是黑格爾哲學’∣青有獨鍾,但這並沒有阻礙他們

消融西方當代思潮,尤其是心理分析、存在主

義、現象學、詮釋學、結構主義等的努力,透

過他們的努力’不但使馬克思主義和當代西方

思潮的張力獲得相當大程度的解消,而且使馬

克思主義接受西方當代思潮的洗禮。

不管是從地理層面或理論層面來看’西方

馬克思主義都具有歐洲中心主義（Eur﹣

ocentrism）的特性。我們以-些特殊的個案也

可以看出這種跡象,班傑明在-九四○年被迫

離歐赴美時自殺,更是－個極端的代表,而去

美國的人,如霍克海默、阿多諾和布洛赫等人’

都把回歐洲老家當成是最重要的事（12’5﹣6）。

此外,西方馬克思主義受俄國共產革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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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衝擊很大’對於俄國共產革命意涵的爭

論持績了好幾十年,但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仍然

保持了馬克思原始的期望:員正的共產主義革

命只能夠在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成功。儘

管西方馬克思主義偶爾會討論中國共產革命的

問題,但他們並不企圖從中共頜袖的思想言論

中,尋找其理論素材;而且西方馬克思主義雖

然很支持世界的反殖民地主義運動,但很少人

認馬這類的革命應該由新興的第三世界來領

導。

、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滄桑

歷程

一
一
一

基本上,西方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都是

因馬認篇第二國際無法解決理論與責際連繫的

問題而產生的。但是’列寧面對第二國際,充

其量只改變責踐的方式,在理論方面幾乎沒有

任何的超越之處。而對於西方馬克思主義而

言’不管是黑格爾主義者或反黑格爾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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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齡庸俗化的決定論看法,是造成第二國際這個

群眾的黨走上官僚化、非革命化途徑的主因。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而在另-方面’隨著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發展,

愈來愈少人願意採取列寧主義的責踐途徑,他

隴驪驪讜贓
國共產革命後的慘痛歷史’列寧主義是難辭其

咎的。

儘管西方馬克思主義激進的政治自由主義

的責踐途徑幾乎都是失敗的,但是,西方馬克

思主義仍然努力地想找-些替代性的歷史主體

力量來擔負起促使資本主義社會變遷的主要角

色。此外,西方馬克思主義針對責踐的失敗反

省之後’他們也努力地想要找出高度發達的資

本主義祉會阻礙理論與責踐統╴的因素’於是

驟面的間題被列鳥優先考慮的間霪’他們
關心資本主義祉會的文化問題’重靦資本主義

祉會的文化危機。有些評論者把西方馬克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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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這種經驗過程說成是「失敗的辯證」（dialec﹣

ticofdefeat）（12, 8）b而由齡西方馬克思主義

對文化問題的重靦’使得他們鑽研馬克思主義

的美學,對舷當代西方的美學理論的發展具有

相當大的促進作用‧

不管是黑格爾主義或非黑格爾主義的西方

馬克思主義’他們幾乎都意識到葛蘭西所謂的

「文化霸權問題是瞭解資本主義之所以能持績

運作的關鍵所在」。他們認烏,╴種有關資本主

義運作發展的社會歷史規律的「科學」理論,

基本上無助於我們對於資本主義的瞭解。

西方馬克思主義除了訴諸文化分析途徑來

瞭解資本主義社會外,也求助於心理分析或其

他的心理學來掌握資本主義祉會不可預期的轉

折,尤其是兩次大戰其間法西斯主義的出現。

儘管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第－代人物’如盧卡奇

和科西等人,相當反對心理學’但隨著西方馬

克思主義的發展’西方馬克思主義傾向於嚴肅

地、認員地對待心理分析及其他心理學。有些

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認烏’心理分析或其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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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可以彌補馬克思異化論的不足,突顯人的

生命異化表現在心理層面的問題。而且’他們

認為,馬克思的人學理論也可以因馬心理分析

和其他心理學獲得更烏周詳的發展,換句話

說,他們認烏心理分析和其他心理學可以幫助

馬克思主義發展其從來沒有發展過的心理學理

論面向。據資料顯示,在心理分析理論之外’

西方馬克思主義所重靦的心理學有格式塔心理

學（GestaltPsychology）以及皮亞傑（Piaget）

蓄芟∕景j終稿﹚的心理學。

不管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政治立場如何,儿）緲羊

他們對於古典馬克思主義和官方馬克思主義等

庸俗的馬克思主義都相當反感。基本上’西方

鳥克恩主義看的理諭鄒帶脅棺嘗縫烈腳癌
巒勺色彩,他們不願用-般人都能接受的方式

來表達他們的理論’對西方馬克思主義者而

言,馬克思思想本來就是－套不易懂的東西,

不可能有所謂的「馬克思主義入門」這類束西

的存在’將馬克思思想庸俗簡單化的結果,不

是會導致曲解’就是將馬克思思想消滅掉。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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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來說,西方馬克思主義只是對知識份子讀者

或觀眾發言’他們的理論或許只有在未來才具

有大眾化的性格’迄至目前烏止可說是完全曲

高和寡○
﹨︼↙

／︻﹨酉方馬克思主義幾乎都認馬’要向現狀挑

戰就必須以大眾不容易消化的術語來表達,否

則很容易被-般流行的大案語言或論調中和

掉﹚從這個角度出發’事責上,隨著西方馬克
思主義的發展,西方馬克思主義越來越遠離群

眾政治’其與祉會大眾之間缺乏有機的聯繫。

西方馬克思主義重靦馬克思思想中的楹
﹫﹙totality﹚這個概念’並且採取整體主義

（Holism）的研究分析途徑,這使侵酉友屋哀思

主義形成世界主義的理想化的性格’缺乏草根

性’無法提出具體的行動綱領來弓∣導祉會大眾
-

從事責踐。就因烏如此,雖然他們-再強調要

作烏西方祉會或人類的代言人’但是西方馬克

思主義者與祉會大眾有很大的距離。

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採取整體主義的角度,

與其批判性的理論之間並不具有絕對的必然關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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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因馬有整體丰義的立場並不-定就有革命

性的政治立場。從這個角度觀之’盧卡奇在《歷

史與階級意識》-書中’宣稱馬克思主義與其

他資產階級思想最大不同的地方’在於馬克思

主義接納「整全」這個概念’他的這種看法也

不盡然是對的。

不過,大體而言,我們可以說「整全」這

個概念是馬克思思想以及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核

心概念。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西方馬克思主

義對於「整全」這個概念的意涵’並沒有╴致

的看法,而我們可以通過西方馬克思主義對於
▽

這個概念的各種解釋,幫助我們理解馬克思主

義。儘管「整全」這個概念對於西方馬克思主

義是很重要的’但他們卻不能將西方馬克思主

邐霍
義化約到這個概念之上。事責上,馬

中的莫他重霎概念,如蝨p…﹚
﹙subjectMty﹚或鐲﹙dialectic﹜都分別皺西

b『﹫

」
蚓
∣
￠

方馬克思主義很深刻的挖掘過,但是,我們同

樣的也不能將西方馬克思主義化約到這些概念

之上。



第一章西方馬克」恿主義概述

q
J川

骰

最後,必須特別強調的是’嚴格來說’西

方馬克思主義並不是通過群案性的祉會運動得

以擴散的,而是通過西方馬克思主義者這些激

進的知識份子所形成的文化共同體而逐漸擴散

的。他們不斷出版有深度的批判性專書,以及

在﹤TELOS﹥、﹤新左派評論〉（NewLeft

Review）、﹤理論與祉會﹥（Theory＆Soci﹣

ety）、﹤新德國評論〉（NewGermanCri﹣

tique）和﹤馬克思主義觀點〉（Marxist Per﹣

spectives）等期刊發表文章’來傳播他們的理

論和看法（12’1819）。此外,基本上,西方馬

克思主義在歐美的學院系統內－直都沒有成烏

顯學,它基本上是通過歐美多元的文化結構不

斷擴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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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法蘭克幅學派思想概述

一﹑批判理論的意涵

法蘭克幅學派是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潮中的

重要思想流派,因其主要成員都曾在德國法蘭

克幅社會研究所工作過而得名;觀察其發展歷

史,可以區分烏以下幾個時期:﹙1）西歐時期（二

十世紀二○年代末至三○年代未）;（2）美國時

期（三○年代末至四○年代末）;﹙3）西德時期

（四○年代末迄今）,此時期又可區隔烏四○年

代末至六○年代末’以及六○年代末以後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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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

目前此學派已經歷經三代,第╴代人物包

需孺臟拿嘯鱷
人物包括哈伯馬斯、施密特、Negt（涅格特）等

人;第三代人物包括AlbrechtWellmer（威

瑪）、KlausOffe﹙歐菲）等人。在前述的西歐及

美國時期,霍克海默都是主要的領導人,而馬

庫色及阿多諾也對該派思想的發展作出重大貢

獻;而西德階段的前期,該派從美國遷回法蘭

克幅,霍克海默及阿多諾分任正副所長’但不

久霍克海默轉任法蘭克幅大學校長’就由阿多

諾擔任該研究所所長;不過’馬庫色及佛洛姆

等人則留在美國;這個時期是該派理論發展極

盛時期,六○年代未的歐美學生運動被認馬與

該派有關係;而在西德階段的後來的時期,哈

伯馬斯則繼任所長,使該派的社會批判理論得

以繼績發展。

該派成員比較喜歡從該派的理論綱領出

發,以「批判理論」（CriticalTheory）來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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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思想特徵;而所謂「批判理論」這個概

念首先是被用來與「傳統理論」（Traditional

Theory）相對照的;至於進行這種對照的積極

意義主要在重建社會理論,或講得更具體-

點,旱存重建祉會觀以及社會研究的方法論;

因此’標誌批判理論與傳統理論的對立,不能

簡單的靦烏馬克思主義與非馬克思主義的對

立,而是西方傳統以來歷史主義（Historism）

與責證主義（Positivism）,甚至是科學主義

（Scientism）爭論的進-步發展。

法蘭克幅學派所要建構的祉會批判理論,

其基本的原則和精而申’首先是通過霍克海默獲

得確立的。而霍克海默主要是在其著作《傳統

與批判的理論》（Tmdf㎡O〃α∕ α〃αC㎡／／Cα／

7yjeOⅣ）中,藉著揭示「批判理論」與「傳統理

論」的區隔來闡述批判理論的具體內容。

到底批判理論與傳統理論有何不同?

首先,傳統理論是在將社會自然化的前提

下來建構有關社會的理論’既存的社會被看成

是自然的甚至是永恆的客體世界,像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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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都受不依人的意志而轉移的鐵的規律的制

約;而批判理論則將既存祉會看作是不斷發展

變化的過程,因此’既存祉會就不是╴堆既予

事責的堆積。

就由齡傳統理論將祉會靦烏永恆的、自然

的客體世界,因此,也就探取lI頂從的態度去接

受祉會;而與此相應的是,傳統理論變成是維

繫既存祉會的理論’因此’僖避與褪I堊I壹
祉會再生產過程的-個環節’以智力勞動的形

式來維護既存祉會;亦即’傳統理論的工作是

屬於既存社會分工系統的－個環節;而在另-

方面’因趁i瞠惺壺工i呈直躂I亟貧邕irZE﹣
恆自然的東西接受下來,而是企圖對既存社會

乞瑜絢﹄迭堅二踵瞇幽莖塵’將既存的祉會基本

處紳竅繕總:露囂湟鼬摺:
跳脫了既存社會的分工系統或機制的制約。批

判理論是想要在揭露既存社會的矛盾後,使祉

會邁向無剝削的合理社會。

由於批判理論和傳統理論對於祉會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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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不同,因此其所延伸出來的認知祉會的範

疇或概念也就不同;而且,批判理論還會澶到

傳統理論的質疑和批評:

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剝削、剩餘價值、

利潤、貧困化以及崩潰等範疇’都是在批

判途徑制約下形成的範疇’而所有這些範

疇的意義’都不是在維護當代社會’而是

在企圖使其向合理社會轉變中獲得的;所

以’儘管批判理論在任何時候並不是武斷

的和趕時髦的﹚但從既存的流行觀點看

來》批判理論卻是主觀思辨的、片面的以

及毫無意義的。﹙10’218）

傳統理論對雄批判理論的質疑和批評’具

體反映了兩者對胎既存祉會的態度的差異’而

這種態度的差異則可以更具體的表現馬保守的

和革命的差異。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批判理

論不只在揭露或消滅肚會的弊端,更重要的是

想改造與祉會弊端息息相關的社會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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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理論的活動的目的’並不是單純

的只想消滅這個或那個弊端’因為批判理

論認為這些弊端與社會結構的組織方式必

然的聯結在一起;雖然批判的活動本身也

是淵源於社會結構中’但無論就其有意識

的意向或就其客觀的意義來講’批判的活

動都不是為了要在社會結構中起更好的作

用。相反的’批判活動要懷疑在現存秩序

中被認為是有用的、合適的、能生產的以

及具有價值的範疇的意義’並且將它們視

為非科學的、毫無用處的東西加以排斥。

通常’個人必須很簡單的接受其基本的既

予存在條件’並且拼命的想要去體現它們

………但是’我們現在所講的批判態度》則

全然不相信既存社會所建構的、而且提供

給每一個社會成員的行為準則。（10’

206-207﹚

霍克海默認烏’傳統理論對社會的認知方

主要是受自然科學發展的影響’基本上將
﹣╴P

工↘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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祉會靦烏獨立於人之外的客體世界,而不是作

篇人的勞動責踐的場所,這基本上與人本主義

的立場是有所背離的;而反過來,批判理論是

從人本主義出發’將人峴篇歷史的主體或創造

者,祉會將因馬人對其內在基本矛盾的理解’

並且訴諸於具體的改造行動而不斷被改變和創

造;亦即,批判理論將社會硯烏人勞動責踐的

場所。

批判理論所標誌的人本主義’是深受馬克

思在「關於費爾巴哈提綱」中觀念的影響,其

指涉的「人」這個範疇,既不是指孤立的抽象

的個人,也不是指抽象的個人集合體。這個「人」

的範疇,指的是具體的個人,而所謂具體的個

人,是指會與其他個人發生關係,並與特定的

階級相衝突,並且置身於與祉會整體和自然相

聯結的關係網絡之中的人（10’211）。至於傳統

理論,由於其將肚會視馬獨立於人之外的客體

世界,「人」相對的也就成馬抽象孤立的範疇,

而不是活牛牛的﹑與社會和歷史發展相聯繫在

-起的具體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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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理論在自然科學發展的影響,從客體

主義的角度’將知識有效性基礎奠立在其是否

與客體世界的事責賃相相-致;因此,這種知

識是抽離變化發展痘些廢史因素的靜態知識,

亦即,這種知識是在抽象歷史面向的前提下而

形成的;至於批判理論,則在強調作馬主體的

人與作烏客體的外在世界間的辯證互動關係來

看待知識的形成;主體客體之間是活生生的具

體生命責踐的關係’因此,知識是在主客體的

辯證互動過程中形成的歷史性的知識;而人對

外在世界的認識過程’是鷗於主客體辯證互動

過程的－個環節,「而在這個過程中,不只整體

的祉會結構和理論家與祉會的關係會被改變’

就連主體以及思維的角色也會被改變」（10’

211）。

在自然科學的影響下,傳統理論將理論靦

馬-個純粹的數學符號系統’理論建構也就變

成是-種數學的建構,於是理論也就與具體的

生命責踐脫離了關係’理論成烏物化的

（reified）範疇。就霍克海默而言,理論與責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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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以在人的生命勞動中不斷獲得統-的,兩

者之間具有辯證的互動關係,而不是二元對立

的關係。人們通過歷史分析所歸結出來的人類

活動目標的觀點,尤其是關於符合整體人類社

群需要的合理祉會組織的理念’是內在於人類

的勞動之中的,儘管這些理念或看法不見得能

正確的被個人或群體的心靈所掌握（10’213）。

人們關於社會所建立的理論’是屬於人們

轄體生命責踐的-個環節;因此’祉會理論的

本質應該是批判性的’而不是肯定性的’這是

人們應該有的體認:

在像目前這樣的歷史階段中’員正的

理論是批判性的’而不是肯定性的﹙affir-

mative）..….人類的未來端賴我們對於生

存抱持批判的態度。﹙10’242）

從l∣頂從主義﹙conformism）的角度去界定

思想及理論的性質’而且將人的思維硯馬按既

定步驟和範疇進行的固定工作’就霍克海默而

言,這是完全背離人的思維以及思想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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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馬克思而言,無產者通過和資產階級結

構性的鬥爭’會形成階級意識,以及有關胎重

建合理祉會組織的意識;亦即,無產者會自發

的從批判的角度去面對祉會,形成對於祉會的

批判性認識’進而透過結構性的階級革命行

動,改造既存的資本主義社會組織;但就霍克

海默而言,無產者在資本主義祉會的情況,並

不能保證自己－定會得到正確的批判性知識,

「無產階級在其自身的生活中,或許確責會體

驗到各種形式的不斷增強的罪惡和非正義是無

意義的;但是’這種體∣吾卻會因篇仍然凌駕無

產階級之上並強加其上的祉會結構的阻隔,而

無法變成-股祉會力量’而同時也會因馬各自

的階級利盆間的對立（這些對立只有在非常特

殊的時刻才能被超越）而受到阻撓」（10’

213-214）。無產階級的體驗變成批判性的社會

理論,必須通過理論家來完成。理論家形構祉

會批判理論並不是－種臆斷,或是一種空幻的

道德訴求’而是從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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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衝突和鬥爭歸結出來的,這種理論的總結

目的是要建寸正義公道的社會。

人對齡外在世界的認識,是馬了要使外在

世界繼績成烏人生命責踐的場所;但是,就霍

克海默而言,從整個啟蒙的歷史看來,人類雖

然宣稱能科學的認識掌握外在世界,但是,啟

蒙卻由於其自身內在的邏輯而轉到了它的反

面,給人類帶來災難。事責上,人類的歷史就

是不斷要求啟蒙,但又不斷澶受啟蒙的反作用

傷害的歷史,而當代人類所澶受的痛苦和災

難,就與近代以來啟蒙的辯證發展過程息息相

關。談人的解放,就是必須要求人從這種啟蒙

的辯證連環套的束縛解放出來。

傳統理論所代表的理論觀和社會觀’是近

代啟蒙的具體產物,而從傳統理論到批判理

論,不只代表合理的理論觀和社會觀的重建,

更代表著人們對齡從啟蒙的辯證悲劇解放出來

的要求和責踐。霍克海默通過對批判理論屬性

的聞述和建構,不只發展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

社會所作的政治經濟等批判,使其成烏祉會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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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而且還發展了馬克思社會批判的歷史意

涵,將馬克思的祉會批判轉化成對整體近代啟

蒙文明的批判。因此,就霍克海默而言’批判

理論的形成,事責上是啟蒙辯證悲劇終結的具

體表現與必要條件。

霍克海默在其與阿多諾合著的《啟蒙的辯

證法》（D加∕cC〃C㎡E〃／唔／／／C刃加e〃㎡）中,有系

統的對啟蒙的文明中進行批判。就他們而言’

近代啟蒙的歷史’就是邁向科學’尤其是邁向

受自然科學主導的統-的科學的發展過程。可

是在通往現代科學的道路上’人們卻放棄了對

意義的追求’凡是與計算和效用規則不符合的

都會受到質疑。啟蒙希望找到萬事萬物遵循的

規則’並日透過這些規則來掌握世界’胎是’

以數字來表現的精確度就變成是人們追求的目

標,「數字成烏啟蒙運動的準則。……對於啟蒙

運動而言’那些不是被化約烏數字以及最終不

能化約烏『－』的束西’都是幻想」﹙11’7）。

於是’形式的多樣性被化約成位置和排列’歷

史被化約成事責’事物被化約成物質。啟蒙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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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數學化（mathemetized）,並且使思維和數

學混在-起’「可以說’數學的程序成馬思維的

儀式」（11’25）。數學程序使思維變成╴個事

物,-種工具;於是思維也對象化烏機械的公

式化的運動過程,思維機械化的結果’就是思

維變成了機器。在把世界數學化的同時,不只

使思維的主體機械化,喪失了自我反思的能

力,同時也使得活生生的客體抽象化,甚至最

終取消客體的現責存在的多樣性和差異性。

啟蒙就像獨裁者對待人民般的對待萬物,

在啟蒙的制約下’人們認識萬物的目的是烏了

駕馭萬物,舷是人們也成烏互被宰制的對象,

「啟蒙運動就是極權主義」（11’6）’人雖然增

加了對包括自然與社會在內的外在世界的支配

權力,然而人們也相對的掉入人的權力宰制的

牢籠之中;因此,人對外在世界支配權力的增

長,是以自己生命的異化作烏代價的。啟蒙使

合理化’而這種合理化是通過使宰制手段的客

觀化而責現的,在宰制手段客觀化的過程中’

人的生命責踐活動被窄化成固定的公式化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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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在啟蒙運動的發展過程中,使人相對的變

得軟弱無力,人的理性能力被窄化成對外在世

界進行技術控制的手段和工具;因此,近代的

人類歷史,事責上就是啟蒙的辯證性的悲劇發

展史。

《啟蒙的辯證法》這本書,奠定了法蘭克

幅學派對整個西方近代文明以及當代西方社會

批判的基礎’往後該派的祉會批判可說都是此

書論調的進-步發展;而最重要的是’法蘭克

幅學派的成員主要是想解決「啟蒙的辯證悲劇

如何可能化解?」這個問題’想替當代西方祉

會尋找出路;他們從將人硯烏歷史的主體或創

造者出發,追尋合理祉會重建的可能基礎。

霍克海默區隔傳統理論和批判理論’基本

卡丰要在於消除理論與責踐的分裂;著重理論

的實踐取向和可能性,這樣﹣種對理論的定

位,-直主導了-九六○年代未歐洲學生運動

失敗前法蘭克幅學派建構理論的走向;可是,

該派成員通過批判理論的建構’雖然揭露了西

方社會和文明的內在深層結構的矛盾’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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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並沒有因此而觸動西方社會深層結構的

改變’造成民眾普遍的意識覺醒;講的比較通

俗-點,該派雖然對西方祉會和文明作了批

判’但是並沒有辦法形構出可以化解矛盾的具

體行動綱領’其中尤其是對於當代責證主義和

科學主義雖然作了批判’但是,基本上也沒有

觸動整個科學發展的運作架構和軌跡,無法直

接介入整個具體的科學討論之中,影響科學發

展的方向;亦即,基本上,該派是從外面、從

哲學的領域去指責科學’而並沒有辦法進入科

學的領域之中,改變科學發展的結構和軌跡;

而幾乎是同樣的,該派也是從外面、從哲學的

領域去批判西方文明和當代祉會,但並沒有辦

法進入西方的結構內部’進而改變西方祉會發

展的結構和軌跡。該派從哲學的向度對西方文

明和社會的批判,並沒有導弓∣出具體的、具有

廣泛意義的社會責踐和政治責踐。在某種意義

上’該學派在建構批判理論時’是使理論趨於

政治化’要求責踐的可能性;但是,在另-方

面,該派從哲學的向度批判西方祉會’卻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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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導弓∣出具體的責踐行動。

法蘭克幅學派批判理論的形構,深受盧卡

奇的影響’在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

（H哲s／o刎＆C／tzssCo〃sαoαs〃ess）－書中,將

韋伯（MaxWeber）的理性化（rationaliza﹣

tion）理論和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祉會的批判結

合起來;就盧卡奇而言,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祉

會的批判,只有通過韋伯「理性化」的辯證悲

劇理論’才能獲得更深層的理解。

就韋伯而言’「理性化」意味著西方世界解

除魔咒（disenchantment）;從魔術和巫術中

解放出來’從而使得人的工具理性’計算和控

制力獲得發展。韋伯從宗教改革、官僚組織和

資本主義企業公司和資本主義精砷追蹤了這種

理性的發展過程。

盧卡奇在上揭書中’將韋伯的理性化概念

與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fetishismofcom﹣

modities）概念聯結起來,並且歸結出「物化」

（reification）概念。盧卡奇用此概念指涉資本

主義社會’將人的關係化約成物的關係;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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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化的世界中,勞動者必須將自己的勞動當成

物,當作商品出賣。從韋伯以至齡盧卡奇這個

思想傳統,對法蘭克幅學派有兩項重要的影

響:其-是對科學（尤其是自然科學）的態度;

其二是對歷史以及歷史和祉會知識的態度。我

們可以說,該派通過盧卡奇基本上成烏十九世

紀德國觀念論的繼承者’於是十九世紀德國觀

念論對齡所謂自然科學和文化科學的區隔觀念

也深深影響該派。該派從歷史主義的角度區隔

了社會和歷史理論與自然科學的不同,沛日對

自然科學發展所延伸出來的效應進行批評。他

們認馬不只自然科學的發展是理性化過程的-

環,而且當人們將自然科學的觀念應用到祉會

和歷史領域時,也出現了物化的現象;因馬當

人們認烏祉會也是在鐵的不可改變的規律制約

下運作時’社會也就被自然化了’人的革命責

踐的可能性相對的也就被取消。將祉會硯馬自

然－般’這是-種不切貫際的幻想;而將科學

應用到祉會人文領域,則不只使人際間的宰制

獲得合理化,而且使祉會人文領域分化成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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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學學科,破壞了人的存在的整體性和歷史

連績性;社會現象被理解成一些不變的、孤立

的事責的堆積,而不再是－個不斷向前發展的

過程。

法蘭克幅學派的發展與反對法西斯主義

（fascism）有著密切的關係。-九三○年代,第

二次大戰期間以及戰後,有不少知識份子都很

努力的想探究法西斯主義產生的根源,而他們

不只從經濟和政治的層面來探討,更從意識型

態和文化的層面來探討。他們有的認馬,法西

斯主義是對理性的反動,是-種非理性的現

象,其代表者烏KarlR.Popper的《開放祉會

及其敵人》（助c〃Soc陀ry＆〃bE〃c加Zcs）;

而另有人則認烏,法西斯主義代表著啟蒙以來

所標榜的操縱理性（manipulative rational﹣

ity）的勝利,盧卡奇和法蘭克幅學派是這種看

法的主要代表。

就法蘭克幅學派而言,法西斯主義的產

生,首先是因馬競爭性的資本主義被壟斷性的

資本主義所取代;壟斷∣生的資本家以處理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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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的經濟和政治危機罵由,壟斷了政治權

力,從而使當代資本主義祉會帶來巨大災難;

而依照馬庫色的看法,自由主義和法西斯主義

其責只是資本主義祉會先後l∣偵序的兩種意識型

態和政治系統,前者是競爭性資本主義的具體

體現;而後者是壟斷性資本主義的具體體現。

自由主義透過自然主義的途徑去詮釋祉會’將

祉會看成是自然－般,相信像自然般的永恆祉

會規律的存在;而基於這種觀點,他們預設了

個人的利盆可以臻於和諧;可是,當嚴重的經

濟危機出現時,自由主義的這種預設就趨於解

體,而馬法西斯主義所取代。就馬庫色看來’

前法西斯主義的階段,西方資本主義祉會的文

化走向,是相當弔詭而且矛盾的’-方面現責

祉會是個人主義當道,烏了現責生活進行殘酷

的你死我活鬥爭的祉會,可是’在另－方面,

卻預設了-個可以體現責任義務’放棄逸樂享

受的永恆理想世界的存在;於是’當資本主義

社會出現嚴重的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時,人們

就會要求遁入這個抽象世界之中,而這就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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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斯主義的產生,提供了宏觀的文化基礎。

法蘭克幅學派除了從文化和歷史層面說明

了法西斯主義產生的原因外,還訴諸於心理學

途徑,追究法西斯主義產生的心理學根源。在

佛洛姆、霍克海默及馬庫色合寫的《對於權威

和家庭的研究》（S卹㎡es加Aα∕〃o河ry＆／〃e

RJ加洫）的著作中,特別強調’資本主義社會的

家庭’事實上相當著重權威主義（authoritari﹣

anism）的教育’主要在培養權威人格,這基本

上烏法西斯主義的出現提供了宏觀的肚會心理

基礎;法蘭克幅學派訴諸心理學’解釋當代資

本主義危機時,深受到佛洛依德﹙Freud）心理

分析的影響。

而在霍克海默及阿多諾上述的《啟蒙的辯

證法》-書中,他們兩位都認烏’法西斯主義

的出現,是啟蒙運動走向自我毀滅的表徵;法

西斯主義的出現’不能只歸咎於資本主義祉會

的市場和生產關係的運作,也必須從科學被當

作宰制的工具,以及啟蒙運動所塑造出來的對

人、對事物的極權主義心態來加以理解;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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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斯主義確貫是相當尊崇科學’強調科學是可

以擺脫任何道德考量的制約。

﹑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

阿爾突塞

一
一

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主要代表者是阿

爾突塞（LouisAlthusser）,他企圖將作篇勞動

階級的意識型態的馬克思主義轉變成以結構主

義馬基礎的科學。而阿爾突塞在其主要著作’

如《擁護馬克思》（FbγMmx’1965）、《閱讀資

本論》（Reαα／／zgCtzpfm／’1965）,以及《列寧

與哲學》（Le〃加＆Ⅳ?／∕osOMy’1971）中,努

力綜合了結構主義和馬克思主義。

阿爾突塞馬祉會研究提出了-個整體化

（totalize）的研究方法,認烏祉會現責是多面向

的,而且是相互滲透的,其中的特殊部份都是

受到整體的制約的;亦即,非人格化的總體結

構具有最終極的決定作用。每－個祉會除了經

濟基礎外,還包括了政治、意識型態和科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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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牛產方式’亦即’整個社會包括經濟、政

治、意識型態和科學的四個層面,或四個人類

實踐的領域;進-步來分析’每-個責踐層面

都會鋪陳出不同的祉會結構;但是’作馬整體

的祉會,則是不同的責踐的統－體,不同的責

踐間會不斷地相互滲透’構成整體的祉會結

構’進而成烏制約每-個責踐層面的先驗結

構。

經驗主義或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科學’將

知識與具體的對象連結起來,知識變成只是揭

露被認識的實體員相的概念組合,將員理與責

體混在-起;而任何-種形式的歷史主義,則

峴科學是群眾活動和經濟的直接產物;於是’

理論性的責踐和經濟、意識型態和政治的責

踐,變成是不可區隔的,甚至完全混在-起’

這基本上也扭曲了祉會整體（6’144﹣145）。

阿爾突塞認烏,在任何-個社會中,人們

必須被形構（beformed）,以便適應他們的存

在條件的需求’因此’意識型態就變得很必要;

而意識型態通常是通過能使現狀合法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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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現責的非人格化結構而強加在每－個人身

上的。社會的延績除了要依賴政治、經濟和科

學的貫踐外,還必須依賴意識型態的責踐。意

識型態所描述的人與其存在條件的關係,事責

上是-種想像的關係,人通過這種想像的關

係,定位其與祉會和歷史的互動關係。

意識型態的運作,刻劃了既存現責的面

貌,進而使其合理化,而科學的責踐,則使我

們知道既存現責。思想家的任務是跨越對社會

現責只作想像性的關係建構,進而掌握社會現

責的總體結構,對問題作出具體而責在的科學

回答。社會作馬整體結構,包含了四個獨特的、

而且有獨立機能的結構,他們集體的進行互

動。非經濟性的結構,古典或傳統以及教條的

馬克思主義所認烏的上層建築’制約著整個社

會結構的運作,而同時也受整個社會結構的制

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間的單-矛盾,不能絕

對的決定或制約社會的運作。存在於祉會不同

結構中或相互之間的矛盾,是複雜而且多樣

的,因此,我們必須認識到具有複雜結構的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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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總體中各種矛盾的並存及相互作用;而阿爾

突塞就從這個角度提出了「多元決定論」（over﹣

determination）的概念。

上層建築的自主性,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

的;經濟的責踐還是會起著最終的制約作用。

在封建祉會中,由於缺乏經濟的責踐,政治居

宰制的地位,整個社會依賴政治;而在早期的

資本主義中’經濟展現了強勢的影響力,並且

泱定了社會生活的性質;可是’隨著資本主義

經濟和技術的進步發展,意識型態躍居宰制性

的地位。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家必須弄清祉會總

體結構中的宰制和從屬的關係’認識到其中的

複雜的矛盾,以及所有結構層次的相互作用∣I青

形。勞動階級革命的成功,是從許多不同的﹑

不可化約的結構性矛盾產生出來的,而不是因

馬單-的矛盾產生的（6’147）。

從多元決定的角度去看待社會總體的發

展’人們很難認烏祉會中的各個結構層次具有

基本的共同特性;各個結構層次缺乏一個共同

的歷史;每-個相對自主的責踐層面,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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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相對自主的歷史’他們之間彼此不能相互化

約,不同結構層次的歷史時機交錯成社會整體

的歷史時機。但這並不是說社會的歷史是混亂

的’祉會中各個結構層次通過具宰制地位的結

構框連在-起;而且在任何-個歷史階段中,

經濟的責踐決定祉會中那個結構可以具有宰制

地位（Opcit）。

從多元決定論出發的邏輯結果是「結構的

因果」（structuralcausality）概念的形成。祉

會是獨立的責踐層次的關係體,而這些結構層

次的互動模式,是祉會總體制約下的產物。祉

會雖然包含四個結構層次,而且他們其中的-

個會產生最終的影響力’但其他層次並不是其

附屬的現象。雖然歷史的發展最終是被經濟層

面所決定’但是’因馬祉會各個結構層次是相

對自主的,因此’在祉會中沒有任何-個層次

是預先被決定的。黑格爾主義者認馬,社會總

體的發展是在體現某種本質,而這種被體現的

本質將引導祉會的形構和歷史的發展,這種看

法很容易導致歷史命定論的看法（6’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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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爾突塞將社會的存在和發展,界定烏「沒

有主體的過程」’而且從客觀的結構角度來分

析社會的互動。社會矛盾內在於每一個結構層

次中以及相互之間,而矛盾的性質也是通過結

構層次的總體互動被「多元決定」的。而既然

促成社會總體演變發展的動力是社會矛盾’通

過矛盾所形成的變遷是祉會與生俱來的結構性

架構’那麼辯證法就應該成篇瞭解祉會的方

法;祉會變遷是通過在不同時機中,具相對自

主﹜∣生的結構的組合、分解以及再組合而完成

的;歷史是不同集團、階級﹑理念和責踐間的

鬥爭過程所呈現出來的,作馬主體的人僅僅是

結構的支撐者。

阿爾突塞認馬’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型

態》這部著作之前,企圖通過人本主義來討論

人的異化以及批判資本主義祉會’㎡日介圖以

人本主義作篇要求人的解放的辯護基礎,這是

馬克思思想還停留在意識型態的階段;而通過

了《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和《德意志意識型

態》,馬克思思想才開始揮別了意識型態的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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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而員正成馬奠立在結構主義基礎上的科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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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哈伯馬斯論現代西方

社會禾Ⅱ馬克思主義

哈伯馬斯（JUrgenHabermas）是－位思

想體系相當龐大的思想家,受到國內文化知識

界的研究和重靦,本章僅就其對現代西方祉會

和馬克思主義的論述作-分析’而這－分析是

按照以下這三個部份來進行的:-、科技發展

對現代西方社會的衝擊;二、現代西方祉會的

結構特徵;三、現代西方社會的危機傾向。

一﹑科技發展對現代西方社會

的衝擊

韋伯藉著「理性化」這個概念說明人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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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在追求現代化的過程中,科學和技術的進步

對於祉會的制度架構所造成的影響（-方面’科

技是「理性化」過程的產物,但另-方面又強

化了「理性化」的發展）,而其所要解決的問題,

乃是如何去建構-套由於目標理性行動

（purposive﹣rationalaction）的拓張,所弓∣起

的人類社會制度變遷的概念模型（4, 353）

-事責上’在韋伯看來,整個西方近代發展

的過程’就是理性化的發展過程。

馬了重塑韋伯所謂的「理性化」概念,哈

伯馬斯提出╴個範疇架構。這個範疇架構包括

工作（work）和互動（interaction）兩個概念。他

認馬’所謂工作或目標理性行動’就是指工具

性行動或理性選擇,而工具性行動是受奠立在

經驗知識基礎上的技術規則支配。至於所謂技

術規則,是意謂著對於物理或祉會世界可觀察
↙

事件的有條件預測（這些預測可以被說明是正

確的或不正確的）。在另－方面,理性選擇的行

烏是受到奠立在分析性知識基礎上的策略選擇

的支配,這些策略選擇是從喜好或﹛賈值系統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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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並在自己的決策過程中推衍出來的。目標

理性行動可以體現既予條件下的某些特定的目

標,但是,當工具行動按照對責體某種有效控

制的標準組織了某些合適或不合適的手段時,

有效的策略性行動端賴於對可能選擇作出正確

的評估（4’354）。

所謂互動是指溝通行動,符號性互動,它

是受有規約作用的共識lI生規範的支配,這些規

範-方面可以界定人們對於相互行篇的期望,

而另-方面必須是被至少兩個行動主體所瞭解

和承認。肚會規範透過懲罰而受到強化,他們

的意義在－般的語言溝通中被客觀化。而技術

規則和策略的價值,乃在於他們是否是經驗上

馬員或分析上正確的命題。社會規範的有效性

是植基於人與人之間相互瞭解的交互主觀∣生’

而且必須透過對於義務的普遍性承認來加以保

證。而在兩種行動中,對於規則的破壞有不同

的結果,破壞了技術規則或策略就是失敗,但

是破壞了共識性規範,就會受到早已協定好的

懲罰。目標理性行動的規則,提供人們種種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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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而社會規範則會內化到吾人的人格結構

中。

哈伯馬斯就以這兩種形式的行動,配合社

會系統論來分析人類祉會。哈伯馬斯認篇,-

個祉會的制度架構’包括了能夠弓∣導符號互動

的規範;而祉會中的-些次級系統,例如經濟

系統或國家機器,則使目標理性行動制度化。

這些次級系統與家庭和血緣結構有所不同,因

馬家庭和血緣結構最主要是奠立在道德的互動

規則基礎上。

哈伯馬斯認烏’目標理性行動就是-般人

所謂的工作,而制度架構就是－般互動的基

礎’哈伯馬斯也把它叫做社會文化生活世界

（sociocultural life﹣world）。

目標理性行動是在社會制度架構中或社會

文化生活世界中進行的’但是,兩者畢竟有所
↙

不同,而只要行動是由制度架構所決定’他們

就必須受到規範的弓∣導或強化;在另一方面,

如果人的行動受目標理性行動的次級系統的決

定’他們就必須與工具性或策略行動的模式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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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當然,只有制度化能保誇活些行動在最

大的可能∣青況下符合某些技術規則和被期待的

策略。

在哈伯馬斯看來,韋伯所謂的「理性化」,

事責上,就是意味著技術和生產力的增加,以

及技術控制力的擴張。

哈伯馬斯認烏,十九世紀的最後四分之－

時期,西方先進國家出現了兩個相當弓I人注意

的發展傾向,那就是國家積極介入祉會事務以

便保證系統的穩定,而且科學研究與技術之間

的互賴性日盆增強,使得科學成篇人類祉會的

主要生產力。這兩個發展l頃向,基本上改變了

古典資本主義社會的目標理性行動系統以及制

度結構。而馬庫色所強調的科學與技術已經產

生了合法化政治權力的功能的看法,正好是分

析這種轉變的主要關鍵（4’362）。

哈伯馬斯認馬’透過國家的介入,長期性

調節經濟運作過程,可以成馬防止經濟系統出

現負功能的機制。原先的資本主義理念強調要

從禁制中解放出來,因此權力應該是中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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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資本主義事責的發展很明顯地與此相

反’「自由交易」在責際運作中根本無法做到’

只有透過政府的祉會和經濟政策穩定商業的循

環運作,奠立在私有財產權之上的資本利用形

式才能維繫下去。因此,祉會的制度架構被政

治化了,這很明顯地表示,經濟和政治的關係

已經改變,政治不再只是上層建築的一種現

象,在經濟領域的運作中充滿了政府的活動,

而這樣-來,馬克思原來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

築的關係（在馬克思的時代,基本上,經濟和政

治的功能是可以明確區分開來的）理論就不再

管用了。

而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政治合法性不

是透過生產關係所建構出來的非政治性秩序所

延伸出來的。因馬’自由交易這樣-種意識型

態已經被某種替代綱頜所取代。政府的力量不

只是積極介入以維持經濟運作的穩定條件’而

且可以保證祉會的安全以及個人往上流動的機

會,從而進-步確保私有形式以及群眾對此形

式的效忠,換句話說’政府的力量主要在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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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系統的負功能,以及避免威脅到整個祉會

系統的經濟風險,這樣-來’政府的活動主要

是著眼在行政性技術問題的解決’而不是責現

某些責際的目標。

基本上,技術性問題的解決是不需要依賴

公共討論的,所以「國家介入主義」所形成的

新型政治’要求祉會公共範圍的非政治化（de﹣

politicezation）。而政府所要做的就是讓公眾

認馬非政治化是合理的,從而來確立其政治的

合法’I生。如何做呢?哈伯馬斯認馬,就像馬庫

色所說的讓科學和技術扮演意識型態的角色

（4’365）。

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祉會（advanced

capitalistsociety）的另一個主要特徵是由於

新技術的出現帶動勞動生產力的提高,而技術

的發展與科學的進步又產生反績的關係,兩者

共同成烏主要的生產力。這樣-來’馬克思勞

動價值論就不適用了’因烏科學和技術的進步

成馬剩餘價值的-個獨立根源,馬克思原先所

看中的那些直接從事生產的勞動者變得愈來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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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重要了。

在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科學與技

術的進步已經制度化,從而使得人們無法意識

到工作與互動的分野。在過去,人們是透過自

己的理性決策的工具性行動來參與肚會生產’

從而去提高社會生產力的。而今社會經濟的發

展,生產力的提高主要是依賴科學和技術的進

步,這樣－來,就會出現這種狀況:科學和技

術進步的邏輯似乎決定祉會系統的發展。這種

科技主義會使整個祉會不是透過溝通行動的參

考架構以及符號互動系統來從事自我瞭解,而

是透過科學的副程式來進行自我瞭解。在祉會

生活世界中的自我瞭解機制,由於目標理性行

動的強調而澶受到破壞,人也因而產生了自我

物化的現象。而這也就是說,祉會制度架構整

個被目標理性行動佔頜和併吞。技術性和運作

性的行政力量成馬政府系統中的主要力量。如

果進－步再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來看,這也就

是「超我」（superego）趨於解體的現象。

此外,哈伯馬斯也指出’由國家管理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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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義,可以透過經濟調節的政策或技術去消

弭階級的對抗,zF息階級的衝突’從而使階級

的矛盾變成隱而不顯,因此,馬克思的階級鬥

爭理論,不再能亳無條件地應用到對胎高度發

達的資本主義的分析中。哈伯馬斯認烏’在科

技進步的籠罩下,科技意識（technocraticcon﹣

sciousness）已經成馬超階級的普遍祉會意識。

哈伯馬斯認烏,在國家管理的資本主義

中,由舷政治分配機制的運作,產生了超越階

級的群眾忠誠（對於社會）,因此’資本-勞動

的關係,不再演變馬不可糾正的剝削和壓榨的

關係,從而也使得那些替階級剝削和壓榨做辯

護的蕾式意識型態,失去存在的有利客觀環

境。

科技意識目的在船維繫群眾對船祉會以及

技術官僚政體的忠誠’以便讓社會和技術官僚

政體能夠正常運作下去。而從另-方面來說’

科技意識目的在使人穩定在目標理I生行動的系

統之中,而不是要人們沉澱在某種規範系統（或

超我的系統）中。這樣-來,就會使體現在曰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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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中的互動參考架構陷入停滯的狀態中,產

生系統性扭曲溝通的現象。換句話說,科技意

識使得人們維持相互瞭解的交互丰觀性的生活

興趣趨於消失,代之而起的是技術控制興趣、

主宰了人們的生活,而這也就是說,科技意識

使得人們生活中的責踐性興趣與技術性興趣的

差別整個被消滅掉。因此’儘管科技意識不像

蕾式意識型態那樣被認篇是-套篇階級利盆和

剝削辯護的虛假意識,但是’它對於人類祉會

的衝攣是遠遠超過舊形式的意識型態的。

現代西方社會的結構特徵、
一
一

哈伯馬斯認馬’我們如果要對高度發達的

資本主義祉會有深刻的掌握,就必須放棄經濟

主義的簡單化解釋方式,事責上,面對二次大

戰以來歐洲國家高舉社會民主大旗的改良主義

長期的成功以及階級衝突的緩和,經濟主義的

研究途徑,事責上已經陷入困境;而且,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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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企圖要以馬克思思想面對高度發達的資本

主義祉會的幾個重要特徵:政府介入主義

（Government Interventionism）、大眾民主

（MassDemocracy）以及幅禾l」國家等,勢必會

產牛困難。

在政府介入主義方面,哈伯馬斯認馬’最

顯著的莫過於政府大力介入市場的運作中,但

這種介入,原則上是在以下的但書條件下產生

的:私有制仍然必須具有至高無上的而申聖性,

而且種種私人投資必須獲得基本的保障。哈伯

馬斯認烏,如果祉會的生產過程是透過政治權

力來加以控制,那麼經濟成長可能將會失去固

有的資本主義的推動力’而且經濟將會失去其

在祉會中的優先地位。政府的介入’儘管不會

影響（依賴市場的）經濟與沒有直接經濟生產力

的政府之間的基本分工,但是,政府可以透過

軍事和「法律-制度」的手段,保證經濟生產

方式的持績,影響企業循環以及提供資本獲得

的基本條件。說得更明白些,政府可以透過手

段去操縱那些私有企業從事決策時所需要的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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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條件。而哈伯馬斯認烏,政府大力介入經濟

系統的最直接結果是,經濟的危機傾向不但可

以透過行政手段來阻止’而且可以轉移到行政

系統中（8, 343-344）。

儘管政府介入祉會事務的目的,是馬了避

免社會系統出現危機或風險’但就在這-點

上,政治運作就顯現其特殊的「消極性」,因馬

如此╴來,政治運作並不在於積極地責現-些

責際目標,而傾向於-些技術問題的解決。因

此,當政府面對種種工作時’科學就變成其解

決問題的唯-手段,技術專家政治於焉形成,

民主的決策過程失去其應有的功能。而在這種

狀況之下’就出現－種新形式的合法化現象,

政治「合法化」變成-個技術問題,建立在行

政人員、技術專家以及政治人物保證社會大案

最基本的幅利水zF,成功地管理經濟以及維持

經濟成長的能力上,而且,科技意識也就成馬

政治合法化的意識型態基礎（9’264）。

科技意識的核心是工具理性,而科技宰制

的結果,就是社會的制度性架構（符號性互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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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逐漸受到「目的-理』∣生」行動系統的侵

蝕,其最後理想是介圖形成╴個由人工技術所

控制操縱的具有自我調節能力的社會組織

（cyberneticallyself﹣regulatedorganization

ofsociety）,這是╴個具有「否定性」的強調

技術能夠控制歷史發展的烏托邦構想。

具有自我調節結構的高度發達的資本主

義,事責上就是-種由國家管理的資本主義’

它的最主要目標是zF息階級衝突,以防止公開

的階級對抗而產生對社會系統的危害。換句話

說,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系統是通過-種補償

政策,以獲得那些依靠工資度日的群眾的忠

誠,進而消弭衝突來界定的。而這雖然不是意

謂著階級對抗已經消失,但卻是意謂著階級對

立的潛伏:儘管仍然會有關齡工資、工作條件

等的衝突,但大部份都可以迅速地被解決,而

-些較具有爆炸性的衝突的出現,往往是不zF

衡發展以及不公zF（甚至散亂）的政府介入的後

果,社會衝突的區域已經從階級領域移轉到那

些享受權盆較少的生活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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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眾民主方面,哈伯馬斯認烏’在高度

發達的資本主義祉會中,其整體的行動體系是

－個貨幣和行政權力交織而成的複合體’因

此’我們可以拿貨幣和行政權力作馬中介橋

樑’來觀察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貨幣可

以透過資本私有化的制度,固著在人們的生活

世界中,而人際間的價值體系,也可以以工資

勞動者與資本擁有者之間的契約關係作馬出發

點,很容易建立起來。但在另-方面,政府組

織光具有「公共-法律性」（public﹣legal）（能夠

將法律應用到祉會大眾身上去）’對於維繫其權

力是不夠的,還需要以維持政治秩序的合法性

作篇基礎。基本上’在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

會中,政府建立台怯性的過程,原則上是以組

織和信仰的自由以及政黨之間的競爭作馬基

礎,從而透過自由、秘密的普選方式來加以調

整的。不過’祉會大眾事責上是在某些結構性

的限制下從事他們的政治參與的。

哈伯馬斯認馬,資本主義與民主之間存在

著-種無法解消的張力。因烏資本主義內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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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發展邏輯’必然會以生活世界的技術化作

馬終結’並且力求經濟運作免受生活世界的限

制’以及毋須像行政體系那樣需要合法性的支

持。換句話說,若從馬克思的意義來講’資本

主義的發展必然力求勞動生產（不管是精而申或

物質）的私有化;而反過來,民主的發展,必然

會要求整體的祉會行動體系受生活世界的制

約,以生活世界烏基礎,強調生活世界的優先

性,認馬祉會共識是形成政治目標的首要環

節。若從馬克思的意義來講,民主發展的結果,

會出現力求勞動生產的政治化或祉會化（接受

政治或祉會力量的調整或制約）的現象。

哈伯馬斯認馬,強調生活世界在民主政治

運作中的優先性’當然就是強調透過溝通過程

所形成的祉會共識的重要性’而且我們甚至可

以將社會共識硯馬政府合法性的基礎;不過’

在另-方面,我們千萬不能忽靦政府主動獲得

合法性的重要性○事實上,政治系統可以通過

積極的以及選擇性的手段去生產出「群眾的效

忠」（massloyalty）。積極手段指的是政府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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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透過種種祉會幅利綱領的制度和責行從而獲

得大眾的支持;而選擇性的手段指的是政府可

以設法讓某些論題無法進入公共討論的頜域

中。不管政府是採取那－種手段,基本上都可

以透過對溝通系統的控制和操縱來達成。明乎

此’我們應該瞭解,祉會大眾的政治參與事責

上是受到普遍限制的。-般而言’祉會大眾的

選舉行篇’只能對表面上的徵召政治領袖這件

事有所影響,超過這個範圍就幾乎毫無影響力

（8’346﹣347）。

在幅利國家方面,哈伯馬斯認馬’經濟國

家責行社會幅利政策’其目的是烏工資勞動者

生存所會遭遇的風險預作防患準備,針對他們

由於處於結構性的弱勢市場地位所產生的種種

困難提供補償’另外,也讓集體的談判獲得法

律制度化的地位。祉會幅利政策不只透過個別

補償的方式來達到社會調節的目標,而且透過

-些公共性的興廢除弊措施來提高祉會大眾生

活的zF均水zF。不過,儘管社會幅利政策可以

消除祉會上-些極端的不幸現象,增進祉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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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諧’但基本上並沒有觸動財產、收入和權力

關係的結構性不zF等的改變。

而如果政府要繼績拓張祉會幅利政策的範

圍’必然會面臨困境,因馬這勢必影響到政府

要用在幫助企業,改善經濟基礎’以便持績經

濟成長的預算費用。事責上,不只用在祉會幅

利的花費要受到預算的限制’而且以組織方式

展現出來的祉會幅利功能的種類’必然也要受

到貨幣和行政權力交換結構的制約。換句話

說’祉會幅利政策是以不觸動資本主義的有組

織的職業系統,不妨礙資本累積、經濟成本,

不傷害整個經濟生產的組織形式和資產階級的

利盆篇前提的。而這也就是說,儘管幅利國家

政策可以使階級衝突趨於緩和,但其是以作烏

資本主義推動機制的累積過程的持績運作,不

致受到政府介入財經領域的影響烏前提的。

哈伯馬斯認烏,幅利國家政策的調和原

則,改變了經濟系統、政府系統與生活世界（包

括私人和公共範圍）之間的既存關係,而且伴隨

著關係的改變’使得受僱者的職業角色、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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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公共官僚機構的顧客和－般公民的角色’

趨胎結晶化和標準化（crystalized＆normal﹣

ized）。而祉會幅利政策之所以能夠促成標準化

的職業角色以及消費者角色的出現’那是必須

以╴般公民角色的普遍化和中立化做篇基礎

--般公民-方面被當做肚會幅利機構服務

的顧客,享受其所提供的種種照顧和幅利,而

同時另－方面卻從政府的決策過程中被隔離開

來’政治參與變成－種相當抽象的形式。在這

種情況下,社會階級衝突趨於緩和’祉會系統

的整合被當成至高無上的原則,一般肚會大眾

的生活世界趨向於非政治化（depoliticiza﹣

tion）’並且籠罩在私己主義（privatism）

╴力求獲得更多的休閒’更多的個人幅利’

以及更多的消費-的制約之下;因此,高度

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政治’就成篇母須

社會大眾直接參與的形式民主政治’-般公民

充其量所擁有的只是參與選舉的權力。而且’

社會系統失去平衡或安定的危機在行政運作的

過程中轉移到-般祉會大案的生活世界中’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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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般祉會大眾不再透過交互主體性的論辯、

溝通和瞭解’形成一套合理的祉會規範,以作

烏人們生活世界運作的基礎,他們重硯的只是

如何以最有效的辦事方法及途徑去體現利己主

義。

在這種情況下’人們生活的「公共範圍」

（publicsphere）-指公共意見得以藉以形

成的祉會生活領域,這個領域基本上可以集

會、結社、言論的自由作篇保證,讓社會大眾

得以無限制的從批判的角度討論有關-般祉會

的事務-也會受到化約和壓縮,原先資本主

義祉會的人們企圖透過「公共範圍」達到政治

批判的功能,會趨於消失,從而使得「公共意

見」喪失表現社會大眾主體自主性的原來意

涵,而「公共範圍」也陷入「非政治化」的地

步之中。換句話說’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的市

民祉會,不再是可以透過市場自發地調節的領

域’其與政治領域之間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它們並不是兩個截然分開的範圍’如此-來,

社會基礎與上層建築之問的關係應該重新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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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而古典資本主義「公zF交易」這個意識型

態已經趨齡瓦解,因篇祉會交易過程是在直接

的政治調節下運作的,政府這隻可見的手取代

市場機能那隻看不見的手（9’263-264）。

現代西方社會的危機傾向

b一
一
一

哈伯馬斯認烏’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祉會

的經濟系統要求勞動和資本的輸入’而其輸出

則是種種可供消費的價值。不充分的輸入會弓∣

起經濟危機,而這基本上主要是資本主義牛產

方式陷入混亂（工資勞動與資本之間出現結構

性的不zF衡交換關係）所導致;此外’如果可供

消責的價值無法按照市場機能來分配,從而使

得自由資本主義的運作出現障礙’這時也會出

現系統輸出的危機。不過’哈伯馬斯認篇,高

度發達的資本主義肚會的經濟系統的危機﹛頃

向’仍然主要是受工資勞動與資本之間所形成

的交換價值結構所制約的’而政府介入經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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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時,除了沒有以「近乎自然」的方式服從價

值規律的運作邏輯外,反而有意的去追求具有

廣泛聯合的壟斷性資本家的利盆,於是政府成

烏強有力的「集體式」的資本家,把資本的累

積當作是政治計劃的核心工作,這往往是促使

經濟系統產牛危機的主因（7’45-46）。

政治系統要求廣泛的群眾忠誠的輸入’而

其輸出則是具有權威性的政策制定和執行。輸

入項的危機以合法性危機的形式出現,而輸出

項的危機則以合理性危機（rationalitycrisis）

的形式出現。合理l生的危機是－種移轉性的系

統危機,它指的是行政系統無法成功地解決來

自於經濟系統的問題和要求,社會大案∣襄疑行

政系統行政措施的合理性,這種危機傾向會導

致政府合法性的消退。至於合法性的危機是-

種認同危機（identitycrisis）,它指的是政府不

再能夠透過行政手段來維持或建立社會大眾認

同祉會所須的有效規範結構。哈伯馬斯認篇,

在高然發達的資本主義祉會中’政治系統的觸

角不只介入經濟系統,而且介入祉會文化系



94 晚期’爵克思主義

統,而隨著政府介入社會的各個次級系統’有

組織的理性化不斷拓張之時,文化傳統卻會被

破壞和削弱,從而使得社會大眾的生活動機無

以馬繼,不願再認同政治系統甚至整個祉會。

儘管傳統對於合法性的建立很重要’但是,政

府不能透過行政手段再生產傳統,行政操縱的

結果,往往會使原本固著在傳統中的意義和規

範,澶到扭曲、放棄,弓∣起許多意想不到的負

面效應,導致群眾祉會認同的危機（7’46-48）。

祉會文化系統的輸入,須接受來自經濟和

政治系統的財貨、服務、法律行動、行政行動

以及公共和祉會安全政策等東西。政治和經濟

系統的輸出危機會造成社會文化系統的輸入障

礙,並且轉變成政府合法性消退的現象,而且,

前面所提到的種種危機﹛頃向可以只透過祉會文

化系統爆發出來（7’48）。－個社會的整合’-

方面直接依賴祉會文化系統能夠產出提供政治

系統獲得合法性的動機,而另－方面則間接地

依賴祉會文化系統產出能提供教育和職業系統

所賴以責現生命成就價值的規範結構和指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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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因烏社會文化系統並不能組織它自己的輸

入,因此’它不會自己產生輸入項的危機’危

機通常都是輸出項的危機。而這種危機基本上

是指祉會文化系統無法維繫祉會大眾的生活動

機’進而使祉會大眾無法形成支持政治系統的

動機。哈伯馬斯認馬,在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

祉會中,國家不斷介入私有的頜域,會改變祉

會文化系統中的整個動機結構,甚至導致整個

既存的需求和承諾結構的解體,哈伯馬斯以「動

機危機」（motivationcrisis）這個概念來處理

這個問題。而他所謂的動機危機’是指當祉會

文化系統無法輸出國家和祉會勞動系統賴以正

常運作的基礎時’所產生的－種祉會大眾生活

失去動力’祉會喪失認同的危機。

哈伯馬斯認篇,兩種由高度發達資本主義

祉會的祉會文化系統所產生的主要動機模式’

是市民的利己主義（civilprivatism）以及家庭

-職業的利己主義（familial﹣vocational

privatism）。市民利己主義,是指以個人烏取

向,希望政治系統的輸出能夠滿足個人利盆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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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行馬模式;而家庭-職業的利己主義,╴

方面指-種以家庭烏取向,著重休閒和消費生

活的行烏模式,而另－方面則指以職業利盆烏

取向,著重職務地位競爭的行烏模式,兩種模

式的動機都是高度發達資本主義祉會維持系統

正常運作所必須的。哈伯馬斯認篇’當產牛君

些動機的傳統遭受到侵蝕’而社會規範結構的

發展邏輯又阻止社會再產生-個可以替代受侵

蝕的傳統的綱領時,上述兩種動機的基礎就受

到腐蝕,動機危機就會出現。

哈伯馬斯認馬’上述兩種動機是傳統的「前

資本主義的因素（如宗教傳統、古老的倫理觀

等）和資產階級因素（如追求進步的個人主義以

及功利主義）混合下的產物」。不過,理性化的

發展結果,導致傳統因素的曰盆消失,人們的

生活世界日盆受到工具理性的宰制,技術控制

興趣主導生活世界的運作。在另-方面,當國

家的介入不當,導致分配不公’使得祉會大眾

隨著教育水zF的不斷提高所帶動的期望昇高’

卻無法在就業機會中獲得調節時,人們就會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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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對作烏稀有價值分配者的市場的信心,從而

使得不斷競爭以及追求成就的信念逐漸受到破

壞;此外,國家的拓張發展,也會使得佔馬己

有的個人主義（possessiveindividualism）受

到侵蝕,人們逐漸不願意再透過勞動來獲得交

換價值（工資或薪水）,以生產他們的生活,整個

交換價值體系會逐漸趨胎崩潰（9’292-294）。

高度發達資本主義祉會的發展邏輯,不但

會阻止社會再生產出私己主義的動機,而且有

可能使得祉會出現倒退’權威主義逐漸抬頭。

不過,哈伯馬斯認馬,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肚

會要擺脫這個困境,就必須有賴╴種以互馬主

體的溝通馬基礎所形成的溝通理性（這種理性

追求馬主體性的規範的適用∣∣生和可欲性的理

解,以便發現溝通雙方認可的價值,接近彼此

的觀點）的建立。不過,現代西方祉會並不能完

全擺脫工具理性的制約,面對這樣的事責,我

們不能僅止胎對工具理性的批判,而必須以溝

通理性來指導工具理性,儘可能將其負面作用

予以減少,而這╴方面的討論是屬於哈伯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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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近以來所努力建構的溝通理論的範圍’本文

囿於篇幅所限’無法進－步詳加論述。至於與

對現代西方祉會討論密切相關的「歷史唯物論

重建」部份,本章也因篇幅所限無法論述。最

後,值得進-步加以強調的是,哈伯馬斯儘管

認馬技術理性（以是否符合技術要求作馬判斷

-切活動是否合理的標準）已經成馬政治系統

合法性的基礎,並且導致工具理性和溝通理∣生

之間區別的消失,技術控制成馬新形式的政治

控制,但基本上’哈伯馬斯仍然預設人際間的

理性共識是可以形成的,這是－種以生活責踐

馬取向的理性主義;而且’哈伯馬斯認馬,在

溝通互動範圍內理∣生化就是意味著人們主體∣生

的再現’人性的解放（不是狹隘的性慾的解

放）,這不是-種很簡單的回歸自然的浪漫主

義’不過,在這個關鍵點上,哈伯馬斯是企圄

透過其溝通理論進-步重建民主理論,來做烏

其論述基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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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蘇聯東歐馬克思主義的

﹟寅變與發展

一﹑總體概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束歐國家的馬克思

主義歷史可以劃分馬數個階段。第-個階段是

大戰結束到-九四七年共黨l∣青報局（Comin﹣

form）成立烏止;此時,東歐共黨通過將民族

主義和共產主義黏合起來,高舉國內主義
－ ■

（Domesticism）的旗幟,希望走具有國家民族

特色的馬克思主義道路;而蘇聯此時也鑒舷東

歐民族主義的高漲,暫時容忍了這種具有明顯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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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義色彩的馬克思主義道路。第二個階段

是從╴九四八年開始,－直到-九五四年’是

蘇聯和束歐國家徹底史達林化的時期,污些國

家的意識型態機器幾乎都只是不斷再生產史達

林主義的論調,傳達蘇聯員理報的教導訊息;
︽～

在史達林死後,馬克思主義的歷史進入了第三

階段’這個階段是伴隨著蘇聯及束歐國家在文

化和意識型態領域的解凍而發展的。而且值得

注意的是,從蘇聯赫魯雪夫批判史達林’正式

揭開了這個解凍的序幕。在這個階段’不只蘇

聯和束歐的共黨內部相繼出現了攻擊教條主義

的風潮,而且,知識界也出現了反對共黨的意
︶

識型態官僚組織的宰制和霸權的現象,這種現

象在波蘭和匈牙利特別的凸顯和具有影響力,

並在-九六五年以後達到頂點,但在-九六八
╴一

年結束。蘇聯官方的意識型態組織和工作者批

評這種現象是修正主義的幽靈復現。
╴

蘇聯束歐的馬克思主義雖淪烏政治權力的

附屬物,但在布拉格之春後,其與知識界中被

認馬是修正主義的風潮間,-直形成張力的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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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在史達林死後,束歐就出現批評官方馬列

主義的批判的馬克思主義（Critical Marx﹣

ism）思潮,這個思潮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和

七十年代這數十年的期間,歷經了兩個發展階

段,第-個階段是所謂的員正的馬克思主義

（AuthenticMarxism）;而第二個階段才是

修正主義的馬克思主義（RevisionistMarx﹣

ism）。在反馬克思主義意識型態的同時’批判

的馬克思主義強調要回歸員正的馬克思主義,

他們認烏馬列主義是對馬克思思想的扭曲,而

不是創造性的發展;但是,在強調返回員正馬

克思主義的同時,必然會涉及到對馬克思主義

的選擇和修正;因此,ll偵著邏輯的角度看,從

員正的馬克思主義必然會向修正主義的馬克思

主義發展,而這個趨勢若再朝激進化的方向發

展,則遲早會有意或無意的向後馬克思主義

（Post﹣Marxism）方向發展（10’205）。
←一

從修正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發展到後馬克思

主義’其中最大的不同,在齡後者揚棄了馬克

思主義的基本看法:在共黨革命後,必須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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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機器與市民祉會二元分立的現象;而進入

後馬克思主義的階段,人們傾向齡認馬必須保

證市民社會相對於國家機器的自主性。要求市

民祉會的相對自主l生,主要就是要求多樣化的

所有權形式,以及在財貨、服務、資本和勞動

頜域存在市場的機制,亦即,在進入後馬克思

主義的階段,人們所期望的國家,是－個混合

資本主義、民主和祉會主義的國家;在這樣的
﹂一一一╴╴一﹦

國家中’企業必須是-個創造利潤的建制,而

不是國家遂行社會政策的基本單元。不過,國

家還是可以按照祉會階層間的互動或對立的形

勢,來發揮調節產業運作方向的競爭（17’206）。

亦即,所謂創造-個具有相對自主性的市民社

會,就是要將共黨-黨專政時代擁有壟斷性機

能的國家機器’轉變馬多元的和具有民主及法一一

治意涵的國家機器。

馬克思期望人們的自由能夠在無階級和無

國家機器的社會中獲得充分體現,在這樣的祉

會中,市場經濟和私有制將被取消,而社會生

產的分配,首先是按照人所付出的勞動力,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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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才按照需要來進行’亦即,是按照「各盡所

能,各取所需」的原則來分配。不過,從東歐

蘇聯共黨國家的責踐經驗來看,沒有市場機

制,所謂「好的社會」是不容易體現的。

在共黨剛獲得政權之初,碰到任何問題,

產生任何錯誤和危機’共產黨總是會以邁向共

產社會篇由,將它們解釋成不可避免的事情;

亦即,共產黨總是會以烏托邦的理由來烏其錯

誤進行辯謹;這是共產黨建立政權後的烏托邦

階段。不過,這個階段大約至－九六八年蘇聯

以武力介入捷克而宣告結束。╴九六八年後’

束歐的知識份子提出人道主義的祉會主義,批

評共產黨的作罵違背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原

則;而共產黨官方則相應的提出「現責的祉會

主義」（realSocialism）或「社會主義的現責主

義」（Socialistrealism）來馬共產黨的政策作
╴﹂

馬辯謹,並日堅持凡是共產黨的政策作烏便是

正確的。其責’共產黨從烏托邦主義的辯謹轉

變到以現責主義作馬辯護,這基本上意謂著共

產黨已陷入意識型態危機;共產黨既然只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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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責際的作馬來烏自己辯護,人們也就不會再
-

╴╴一

以「邁向共產主義的末來」烏由而原諒共產黨

的錯誤。因此,現責主義路線並不能烏共產黨
-

提供穩固的意識型態基礎,此時共產黨是憑藉

著掌握國家機器的壟斷性權力,來作馬意識型

態運作的基礎,意識型態不再能發揮鞏固和維

護共黨權力的功能。

ll頂著共產黨國家這種意識型態危機而來

的,就是進入拯救意識型態危機的階段,戈巴

契夫的上台,事責上就是在這種宏觀的形勢制
╴

約下所造成的;而戈巴契夫整個作烏,就是社
-

會主義的改革的工作,不只想馬蘇聯的意識型

態找尋出路,也要馬蘇聯重新找出－條具體的

責踐道路;亦即’戈巴契夫所作的對上曆建築

的改革,而這必然將蘇聯帶向後共產主義

（post﹣communism）的時代。
一一＝

在共產黨控制下的政治系統中,來自黨外

祉會的任何形式的反對批評都被認烏是不合法

的;黨內精英的衝突,主導共黨國家的政治運

作,而這種衝突通常是以派系來進行的。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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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派系衝突中,派系會從自己的意識型態標準

給被認馬是右傾的派系冠上」彥正主義的帽子;

而給左﹛頃的派系冠上教條主義的帽子;而且,
︵

派系經常會給偏離自己所主張的意識型態路線

者「機會主義」的帽子;派系領導者這樣做,
←一一-

馬的是嚴格的區分敵我,以便於動員派系﹑組

織派系的行動。

通常,在共黨的政治系統中,幾乎每個時

期都會存在彼此被相互認馬是左右傾的兩條路

線的鬥爭,而路線鬥爭的勝利者就會自我宣稱

是員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

其責’在共黨政治體系中,任何-個領導

者在邁向掌權之路或掌權時,都必須面對黨內

兩﹛I茱路線鬥爭的壓力;戈巴契夫在正式上台掌

權之前,也經歷了這段路程’而戈氏正式上台

之前’非常小心的力求在兩條路線之間求得zF

衡點;因此,事責上,一直到二十七大時’戈

氏才使用改革這個字,而在這之前,他寧願使

用比較中性的而且較少爭議的,諸如重建這樣

的語辭;甚至在戈氏正式上台的頭-年,戈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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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夫也是盡力的在轄合黨內兩條路線的矛盾,

不敢冒然的宣佈靠那-邊,以免和保守以及改

革兩種傾向相疏離;不過,戈巴契夫此時已經

很清楚地意識到環繞著改革與保守,所延伸出

來的民族主義和國際主義,大眾祉會（mass

society）訴求與階級肚會的堅持,官方系統與

民間社會之間的矛盾等問題,不只活生生的存

在騰蘇聯過去的政權’而且將持績的影響整個

蘇聯政治系統的運作。

在戈巴契夫剛上台的時候,他必須在不觸

動蘇聯政治和經濟系統的基礎,不放棄中央計

劃,以及不威脅黨的領導角色或弓I進市場機制

下,來搞活經濟以及增進政治機器的活力和效

率;但是’戈巴契夫在蘇聯總的要求變革的宏

觀形勢制約下,他要維繫其權威,就必須採取

－些特別的改革綱頜,以便產生可見的結果來

吸弓∣人心。但是,當他這麼做時,馬上就會傷

到那些喜歡延績現狀的既得利盎者;不過,戈

巴契夫在感霓建立了足夠的支持基礎後’他必

須決定進-步推動改革計劃;於是在-九八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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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戈巴契夫進行了對黨內教條主義的攻

擊’並且以呼籲「回歸列寧」、凸顯列寧強調改

革作馬辯護的基礎。但是,經過兩年而到了－

九八九年,戈巴契夫發現其改革路線不只澧到

來自保守勢力的攻擊,而且澶到黨內自由主義

的攻擊’自由主義者認馬戈巴契夫的改革速度

和幅度不夠快和大;事責上,到了-九九○

年,戈巴契夫澶受來自自由主義.（或可稱烏激進

的修正主義）的壓力,遠超過來自保守派的壓

力;自由主義者夾雜著民族主義的訴求,腐蝕

了戈巴契夫改革路線的合理基礎。

其責,共產黨的－黨專政是以共產主義的

國家主義（CommunistStatism）馬基礎’通過

對國家機器的掌握,進而控制經濟和其他社會

生活的領域。共產黨必須通過對國家機器的支

配,才能宰制社會,而在資本主義祉會,資產

階級則不-定要通過掌握國家機器,就能夠宰

制祉會;而從-九七○年代以來,共產黨將過

去鉅細靡遣的超集中的整體控制’轉變烏具有

選擇性的策略控制;不過,共產黨這種權力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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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的邏輯發展,必然是共產黨的政治權力的被

取消。因篇在共黨的國家主義制約下,人們很

清楚地知道,政治統治是所有社會權力的根源

和中心;亦即’人們知道權力很清楚的集中在

共黨所控制的國家機器中;因此,共產黨雖然

曾經憑藉集中化的權力運作,有效地動員和控

制民眾,但另╴方面,也易成烏批判和攻擊的

單-對象和目標。

在列寧岡∣取得政權之初,是責行取消市場

和貨幣的「戰時共產主義」（war commu﹣

nism）;而當這個路線政策導致經濟災難時,

列寧採取了∣灰復部份市場機制和私有財產的新

經濟政策,但史達林後來又用強力結束新經濟

政策,責行更激進的「超級戰時共產主義」
■ 一

（super﹣warcommunism）’全然的取消市場

機制,而責行管制性的計畫Ⅱ經濟’並且透過意
一╴一

二

識型態的角度,將世界的政治和經濟分成資本

主義和祉會主義兩個部份;不過,戈巴契夫充

分體認到只有－個世界市場,而共掌國家在市

場化的過程中,也將融入這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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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藺’島克思主義的發展

演變

一
一

與蘇聯、束德或匈牙利不同’波蘭在二次

大戰前並沒有顯著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傳統。馬

克思主義的弓∣進,是通過共黨掌權後的政治形

勢所造成的,而波蘭的馬克思主義者也逐漸在

學術建制中取得宰制的地位;不過,深受西方

分析哲學傳統影響的波蘭哲學家,還是可以繼

績存在於波蘭的文化生活中’馬克思主義思想

家甚至還接受了他們某些觀點’馬克思主義雖

然是作烏蘇聯宰制波蘭,或波共宰制波蘭的工

具,但是’波蘭的馬克思主義與波藺的知識傳

統有很深厚的關係,而波蘭新-代的學者或研

究者’儘管他們不是黨的附和者,但也對馬克

思主義的範疇和思想模式非常熟悉（19’101）。

波蘭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同樣也經過從「正

統」﹙orthodox）馬克思主義向修正主義的馬克

思主義發展的歷程。波蘭修正主義的馬克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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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反對將馬克思主義作烏替共黨所建立的體系

作合法化辯謹的意識型態工具。他們強調,馬

克思要求人類的全面性革命解放是對的,但

是,這個目標絕對不可能通過蘇聯式的社會來

獲得責現,因烏,在蘇聯式的祉會中,人非但
一-╴－-╴一

不能逕剴虺甦i直里塑篁堡佳﹦三些壁旦…
霆馳I迪迴娃﹦:而反而屈服在萬能的國家機

器的宰制之下。既存的共產黨以及被其所控制

的體系,事責上並不是馬克思所強調的革命理

〃∣生的化身,而從這個角度出發,他們質疑了共

黨的角色和政策的合法性。

波蘭的修正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潮流,在蘇

共二十大後就已出現,馬整個波蘭的知識生活

注入了多元性和開放性,而且開啟了相對於共

產黨官方的新的思想路線,而剛開始他們所標

舉的精而申是要向員正的馬克思主義回歸,上便

於能走出具有人道意涵的波蘭祉會主義道路;

這個修正主義思潮的發展,引起共黨意識型態

的混亂,而且進-步弱化了共產黨所建立的體

系,因此,這個思潮對於波蘭的文化和政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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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起了相當大的影響作用,而哲學家更成烏主

導波蘭祉會、政治和文化發展的主要力量。

這個以標示人道主義馬主體的修正主義,

希望能烏波蘭提供-條更好的道路,在-九六

∕﹨年’這個知識運動達到頂點,但是,隨即因

馬蘇聯入侵捷克’而使這個以知識運動馬基礎

的政治運動終結,波蘭,甚至其他束歐國家開

始進入另-個階段,-般將其稱馬「新史達林

主義」（NeoStalinist）的階段。在這個階段,

雖然共掌還是仍然會以要帶領民眾責現砷聖的

目標馬號召,但是,共黨此時則﹛頃向於從較責
-－

際的方式’來界定這個所謂砷聖的目標,譬如

說,追求經濟的成長或生產的增加等具體的目

標;在-九七○年代,共黨官方的意識型態家

在討論上述這些目標時,通常都以滿足人們既

存的需求篇主要訴求,而諸如像史達林時代的

「責現祉會主義」或邁向共產主義這類訴求,

降篇次要的地位。

而且,雖然在-九七○年代,波蘭共黨還

是會想利用馬克思主義哲學來控制或限制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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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的研究和教育;但是,共產黨很難再以建

構而申話的方式來維繫其合法性的基礎,而只能

訴諸齡現責主義路線’以共黨的現責成就和作

馬’來馬其政治統治作辯護。在這樣的背景下,
︶＝

波蘭的高等教育系統中,建立了政治學的課

程,以便更積極地能透過共黨在國內和國際事

務領域的作烏,來馬共黨建立的既存體系進行

辯護;此外’在波蘭的「非砷話」（de﹣

mythologization）過程,主要出現在－九七○
＝

年代後半期,共黨改變了傳統對法律和法制體

系的排斥態度,進而強調它們的重要∣生’並且

想建立-個法制架構,以便使既存的社會和政

治秩序的合法性能獲得維繫;事責上,這就烏

爭取公民權利的運動以及合法的論辯空間的運

動,提供了客觀的環境。

亦即,在-九七○年代時’波蘭和不少束

歐共黨國家’共黨不再以製造砷話的方式來篇

其政治統治的合法性作辯護,而只能以責現短

期的計劃來不斷馬共黨作辯謹﹣,從這個角度

看,馬克思主義的概念和思想模式’幾乎就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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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其具體的社會和政治意涵;而隨著-九七

○年代末東歐蘇聯祉會主義祉會出現更普遍的

危機,包括波蘭在內的共黨,責在很難再透過

強調要在黨的領導下,或要求追隨黨的路線’

來奠立其合法性的基礎,而必須嚴肅地面對新

的難題,並且努力地去解決它們。

相應於這種背景而產生的,是波蘭出現了

所謂「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CreativeMarx﹣
＝╴-﹄-～

ism）的思潮,而在這種思潮中的╴部份人認
╴

烏,共產黨的政策根本不能維護所謂勞動階級

的員正利盆,才會使整個政策以及黨的合法性

陷入危機的地步,共黨必須重新界定勞動階級

的員正利盆,以便能制定務責的政策來體現其

利盆,讓共黨成馬員正的勞動階級的黨;而另

有-些人則強調對既存的社會主義體系的反

對,主張回歸員正的馬克思主義,但這些人的

主張,在波蘭的知識界並沒有弓∣起多大的效

應;此外,另有-些人是受西方馬克思主義,

特別是法蘭克幅學派和盧卡奇的影響’他們追

求在波蘭建立一個人道社會,責現人的全面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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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不過,目前波蘭就像獨亢國協或其他東歐

國家-樣,雖然在共黨解體後,都很想追求-

條能結合市場、民主與社會主義的道路;但

是,他們都還沒有辦法篇這樣╴條道路找出合

理化辯護的理論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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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西方馬克思主

義產生的祉會效應及我

↑門應有的態度－代結論

西方馬克思主義在西方文化知識界的出

現,除了前述種種歷史因素的作用外’最主要

還是因馬西方文化知識界基本上是-個多元性

的結構體。數十年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發展史告

訴我們,西方馬克思主義主要是通過西左吐直一

工止異自勺埋孟王』塹來流傳的,它雖然也在某些

西方大學成烏正式的課程和研究主題,但始終

沒直在學院內成馬正統匪齷皇』而且,它雖然
T

曾經在▽n本g年代成恩〔叛莫﹞囚的理論基
礎,並且對-九六○年代的墜il筐i璽產生影
響,但是,這個責踐基本上是失敗的。此外,

儘管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理論仍然在繼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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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著;但是,基本上,長期以來包括美國在內

的西方國家中,如英國、德國及西班牙等國家’

都是由肯定資本 、科技文明、消費主
﹄-﹀

政。以上這些歷史或義和商業文化的

許可以告訴我們,西方馬克思主義並不像許多

人籠統的想像那樣,具有相當高的祉會效應。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西方馬克思主義在西方

知識文化界確責佔有-席之地,它仍然繼績在

吸弓∣西方年輕的研究者,並且轉化成種種祉會

批判和文化批判的文章。面對這樣－種現象,

我們必須要關切的問題是:西方社會有公認的

相當不錯的民主制度,和高度發達的物質文

明,照理說,人們應該過得很∣俞』∣兌暢快而且滿

足,烏什麼這些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祉會文化批
╴ ＝ 一

判仍然有其吸弓I力,有其市場呢?對於這個問

題的探討,吾人要指出的是,高度的物質文明,

可能導致╴些不是政治民主就能解決的問題

（譬如科技文明、消壹主義和商業文化所導致的
一

人格與里回l嘩展及全毬l生日立還撞i互塋簧問
題）。而西方馬克思主義之所以有其吸引力,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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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人們所關∣襄的問題,已經不僅是政治民主

化的問題,而是如何保證自己不會在高度發達
﹣ 夕’

的科技物質文明中迷失,或受到科技物質文明

所發生的種種副作用傷害的問題。因此,我們

可以說,只要科技物質文明的快速發展繼績引

發人們的恐∣瞿,西方馬克思主義那些有關當代

西方祉會的批判,就繼績會有其祉會的效應。
＝╴

透過以上的論述可知,如果過份誇大或過

份低估「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效應,都不

是責事求是的作法,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也

被硯馬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葛蘭西’其所提出來

的西方革命的戰略理論,很容易成馬祉會批判
╴╴╴╴

和社會運動的參考架構。葛蘭西認烏,從分析

的角度看,整個社會可以分成「國家機器」（國

會和各級政府）和「市民祉會」兩個範疇’而要

在西方祉會進行政治運動,必須同時在這兩個

方面進行「陣地之戰」（warofposition）。亦

即,不但要爭取議會的席次,進而參加政府的
╴╴

職務,而且更要把更大的精力放在議會外鬥
-╴╴-

爭,在「國家機器」外,爭取「市民祉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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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意識型態的圭雛,以及各個方面的結構

聰 零
性改革。而等到這兩方面都

（指在「國家機器」領域內）

ony）-指在「市民社會」領域內-後,才
D

進-

vre）

對於

政治團體而言,是具有吸弓∣力和社會效應的。
←＝一╴╴╴～﹨

此外’某些酉五馬克思主義者﹙尤其是渥塵篁﹚
認烏’在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工人基

本上已被融進西方祉會之中’不再成馬歷史變
一

篡議繃駕麒
革的主動力量
--

唯-具有覽醒

烏促使西方祉會變遷的觸媒。這樣-種革命主

體轉變的理論’對於社會運動者,也是有其吸

弓∣力,並且可能產牛瓩會效應的。

上述這兩種理諭’基本上是嗤塞迤蠻
馬取向的,因此’很容易被轉換馬政治意識型
一

態,並且延伸出某些政治運動和社會運動。不

過,這兩種理論在西方祉會責踐的結果,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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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反省和檢討,它們不再

是西方社會政治運動和祉會運動唯－的典範;

但是’在其他沒有責踐教司∣l的社會,上述這兩
╴

種理論的社會效應是不容低估的。

-九∕﹨○年代以來,西方馬克思主義確責

也曾在國內形成-種潮流,這種現象到底反映

出我們祉會的那些問題?這或許可從以下兩方

面來加以說明:

第-,西方馬克思主義在國內形成某種祉

會效應,這基本上反映出我們社會文化體質的

脆弱,而這種脆弱性又來自我們在西方思想理

論研究上的嚴重斷層現象。如果我們長期以來

的知識文化工作,是在健全嚴謹的學術環境下

進行’從而使西方許多思想理論被我們剖析和

消化過,那麼我們的知識文化界有不少可供參

考的理論架構,讓我們可以藉以反省西方和台

灣祉會的種種問題’如此-來,也就不致於發

生知識份子曾經趕著用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概念

和理論來反省台灣祉會問題的現象。

第二’我們如果從國內有關西方馬克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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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研究所訴求的問題看來,這些問題基本上已
一■一－╴

超出體制內「政治民主化」的要求範疇’它們

的目的不只停留在社會和文化批判的層次上’

而且是烏某些超出體制外的政治目標或祉會目

標作「合理化」的辯護。不過,值得注意的是,

僅是它們所探討的問題,就吸弓∣了-些讀者’

沛日產牛相當程度的社會效應來看,目前國內

年輕人所關心的問題,已經不只是「政治民主」

的問題’他們更關心環境污染、消費主義氾濫、

生活品質單向化以及文化領域商業化等問題。

我們可以這麼說’如果政府對這些問題不加緊

處理的話,年輕人就算不找西方馬克思主義’

也會找其他具有批判性的思想理論作憑藉,來

批評上述問題。

在瞭解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本質、內容以及

國家有關研究潮流所反映的問題之後’我們可

以進－步從以下兩個方面來探討如何對待西方

馬克思主義的問題:

首先解決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問題’最根本

的方法是矯正我們祉會文化體質的虛弱。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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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矯正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有關教育和學術

機構,必須建立健全而且嚴謹的學術研究和討
丐 ﹁→－ －－╴╴╴╴一一一＝＝╴

誌墮剴度租還境-,讓西方馬克思主義正式成烏
我們學術研究的-環和對象,根本不必從防堵

的方向去處理。

其次,政府施政的方向,不應只注重政治

和經濟的發展,而應更注重文化思想的發展。

因馬就如前述,目前許多知識份子注意的不只

是這兩個層次的問題,他們更關心環境污染、

文化品質惡化、生活面向－元化的問題,而這

也是西方馬克思主義在台灣有其－定社會效應

的關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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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8.後現代建築

老娥∕著

I9.新國家主義

郭洪紀／著

20.後結構主義

楊大春／著

2l .後佛洛依德主義

張國清／著

Z2.同性戀美學

矛峰／著

23.女性電影理論

李臺芳／著

24.後現代政治意識

鄭群幅／著

25.社曹發展理論

曹玉文／著

26‧文化工業
陳學明／著

27.中共研究方法論

李英明／著

28‧地方派系
施威全／著

29.非暴力鬥爭

李方／著

30.物理主義

劉魁／著

3l .神秘詩學

毛峰／著

32.讀者反應理論
龍協濤／著

33‧多向文本
鄭明萱／著

M‧香港學
李英明／著

∣賈ⅡT: l50元

l .通俗文學

鄭明蜊／著

2‧晚期馬克思主義
李英明／著

3. 白色恐∣布

藍博洲／著

4新保守主義

李連江／著

5‧新儒家
宋德宣／著

6‧新加坡學
洪縑德／著

7.旅遊新思維
李憲章／著

8.新左派

陳學明／著

9.解構理論

楊大春／著

I0.新歷史主義

盛寧／著

l I .對話理論

滕守堯／著

Iz.中國大陸學

李英明∕著

I3.性革命

陳學明／著

l』.女性主義

王逢振／著

l5.生態文化

王勤田／著

l6.消費文化理論
陳坤宏／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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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建三孫秀蕙／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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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文化工業

作盾:陳學明

策劃:孟樊

定價: I50元

文化是歷史的投影’「大眾文

化」是二十世紀的時代產物。隨

著科技的進步’市場經濟成篇╴

種潮流席捲全世界,商品成篇╴

種普照的光投射到各個角落’商

業化和都市化成篇這個時代的表

徵。在這種背景下I古典的﹑高

雅的文化傳統受到猛烈衝擊,而

以文化工業生產篇特徵﹑以市民

大眾篇消費對象﹑以現代｛專播媒

介篇手段的「大眾文化」占頜了

整個世界。對待當前的「大眾文

化」 ’採取憤世嫉俗的激進主義

態度或放任自流的消極主義態度

都不對i而後者似平是更危險的

傾向。法蘭克福學派理論家的文

化工業理論能有效地防止和醫治

這種危險的傾向’這是介紹和探

討這╴理論的實際意義所在。

文化工業
隙襬綢紳﹜著 孟韃◎策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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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中國大陸學

作盾:李英明

策劃:孟樊

定傳:∣50元

本書針對西方尤其是美國的

中國大陸研究’從歷史和方

法論的方向,比較有系統的

加以整理反省’希望能產生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的效

應’對我們自已的中國大陸

研究進行深沉的反思。

叩國大陸學
李英明◎著孟韆◎巔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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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智文化事業〔股〕台己出版

作盾:矛鋒

策劃:孟樊

定儔: l50元

同性戀美學揭示出同性戀

生活方式的美學意義,洗刷

掉蒙在這種生活方式上的歷

史污垢,展現出人類探索自

身’解放人性,追求完美的

悠久歷史和廣闊前景’使當

代同性戀文化的道德尊嚴獲

得美的光照。作者以極大的

勇氣’對古今中外文明中普

遍存在的同性戀文化美學表

現進行研究’意圖打破傳統

的文化偏見和心理禁錮’揭

開久經掩蓋的文化史和美學

史的「暗幕」 ,呈現出人性

的本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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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馬克思末義

▼
本書先分析西方’男克思主義的意涵l

然後針對批判理論﹑阿爾突塞的結構

主義﹑哈伯瑪斯的思想’以及前蘇聯

和東歐共黨解體後馬克思主義可能發

展∣胃況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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