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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正值马克思 200

年诞辰， 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

点， 全世界范围内各类纪念马

克思的活动如火如荼。 不仅在

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如此 ，在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是这

样。 借用德国卢森堡基金会主

要负责人马布朗（Michael Brie）

教授的话说， 这实在是近几十

年来从未有过的事情。 之所以

会有如此独特的现象， 是因为

自 2008 年以来全球资本主义

的危机一直在蔓延和深化。 面

对着资本主义危机在经济领域

的持续和在政治、 文化领域的

深化， 人们开始把目光再次转

向马克思。 借助对马克思著作

的重新阅读和对马克思思想的

重新思考， 人们希望能够认清

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多重内

涵， 并能进一步探求回应和解

决危机的现实道路。换言之，在

这一独特现象的背后是人们的

急切追问： 马克思与我们的时

代之间究竟有怎样的内在关

联？

马克思与他的时代

要求解马克思与我们的时

代之间的内在关联， 我们至少

得经过两个步骤上的思考 ：首

先是马克思与他的时代之间的

内在关联； 其次是马克思思想

的开放性以及它与我们这个时

代之间的内在关联。

关于思想与时代之间的内

在关联， 黑格尔在 《法哲学原

理》序言中明确指出， “哲学是

被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黑格

尔直接驳斥当时盛行于思想界

的主观主义态度， 强调哲学绝

不是从主观的观念或想象出

发， 而是对其所处时代的根本

原则及其具体内涵的概念重

构。 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是黑格

尔最卓越的学生。早在 1843 年

写作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

言》时，他就明确指出哲学的使

命不在于仅仅批判错误的抽象

观念或宗教意识， 更在于把握

这个产生了这些错误意识的现

实世界。据此我们可以看到，马

克思与黑格尔高度一致， 都认

为哲学是在概念高度上对其时

代的思想把握。

马克思虽然秉承着黑格尔

的哲学精神， 但却在对现代世

界的根本判断上与黑格尔相互

差别。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

尔对现代世界给出了三重根本

性的断定。首先，由法国大革命

所带来的现代世界不仅有以理

性为根据的现代国家， 更有以

个体自由劳动和个体之间的普

遍交换为具体内容的市民社

会。甚至可以说，市民社会是现

代世界的最大成就。 从其内在

结构来看，现代世界由家庭、市

民社会和国家这三个行动领域

构成。其次，市民社会并非像亚

当·斯密等政治经济学家所认

为的那样美好， 它虽然一方面

使每个人都被认作自足的个

体， 另一方面又借助劳动分工

体系使我们每一个人都与他人

普遍相连， 但它无法支撑起我

们的共同体生活。 仅凭自身的

逻辑， 市民社会不仅会带来巨

大的财富， 更会带来极致的贫

富分化， 制造出大量对这个有

钱有教养的社会充满仇恨的

“贱民”。 也就是说， 市民社会

可使我们的伦理生活被彻底毁

坏。最后，现代世界在归根结底

的意义上可以使以理性自由为

原则的现代伦理生活得到实

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现代国

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存在着复杂

的结构性关系。 现代国家作为

前提和根据， 一方面使市民社

会得到充分发展， 另一方面又

作为统摄和引领着市民社会的

目的， 对市民社会的发展进行

干预和限定。 在这一结构性关

系的支撑之下， 市民社会中的

那些成就共同体生活的伦理机

制（如等级 、同业公会 ）得到守

护， 市民社会中的市民们可凭

靠着这些伦理机制展开教养的

过程。 他们从自己的主观意志

出发， 逐渐认同在国家中所展

开的共同体生活为最高目的 。

经由如此的教养， 市民上升为

国家的公民。

从 1843 年写作《黑格尔法

哲学批判》开始，马克思在对时

代的根本判断上就与黑格尔相

互差别。概要地说，马克思对现

代世界的根本性判断主要包括

五个层次。

第一， 关于现代国家在现

代世界中的位置， 马克思断定

现代国家注定衰落， 即它无法

长期守住其相对于市民社会的

目的性地位。 通过考察北美社

会中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

系， 马克思指出现代国家之所

以暂时被人们认作是以普遍理

性为根据的国家， 不是因为市

民社会中有各种伦理机制 ，而

是因为在市民社会中有被培育

出来的抽象宗教精神。 人们正

是在抽象宗教精神的支撑之下

认同现代国家是超越的和普遍

的。马克思同时还指出，现代国

家由于把市民社会中个体的权

利当作是更高的人权， 它必然

会带来市民社会的充分发展 ，

而市民社会的充分发展必然导

致货币拜物教的盛行和抽象宗

教的衰落。 作为这一世俗化过

程的必然结果， 现代国家注定

衰落， 它终将沦为市民社会内

部的一个环节。

第二， 关于市民社会本身

的内部结构， 马克思指出市民

社会中存在着人对人的权力支

配关系。黑格尔已经指出，人们

在市民社会中展开的劳动分工

和普遍交换关系并不能直接成

就美好的共同体， 相反它会导

致极致的贫富分化和伦理生活

的毁坏。 马克思对导致这一发

展趋势的原因做了更加深入的

揭示。马克思指出，在私有财产

的前提下既有私有财产所有者

们之间相互分离和普遍交换的

关系， 又有垄断着生产和生活

资料的资本家与彻底失去生产

和生活资料的工人之间的关

系。前者是横向的，它导致所有

人都受“物”的统治，即，人们受

由商品交换所形成的外部力量

的统治。后者是纵向的，它导致

雇佣工人受资本家的支配，即，

工人的劳动不是他 （她） 自己

的， 而是由资本家所强制规定

的。 正是由于这双重统治结构

的共同作用， 市民社会同时导

致了普遍的自我异化和极致的

贫富分化。

第三， 关于市民社会与现

代国家的关系， 马克思明确指

出现代国家是以市民社会中的

权力关系为基础的资产阶级国

家。 这里要紧的不是简单地把

具有普遍形式的现代国家还原

为市民社会中的权力关系 ，而

是说明市民社会内部的权力关

系如何能够在现代世界中被人

们普遍接受。换言之，马克思的

论述重点在于说明资产者们如

何能够凭靠其在市民社会中的

支配地位进一步上升为整个社

会的统治阶级。 关于资产阶级

的阶级统治的内部结构， 马克

思指出它至少包括三个层次 ：

首先是市民社会中资产者对工

把目光再次转向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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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 1818 年 5 月 5 日出生于德国西南部城市特里

尔，并在这里度过了 17 年的时光。 200 年过去了，马克思

已成为特里尔的一张名片。

在马克思诞辰 200 年之际，由中国赠送的马克思雕

像揭幕仪式在他的故乡举行。 资料图片

以马克思对现代世界的根本断定为基础， 我们可进一步去思考马克思思想与我们的时代之间的内

在关联。 但要把马克思的思想与当代中国关联起来，它至少还要包括另外两个方向上的思考：马克

思思想的开放性和中国的社会主义经验。

———他的时代和我们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