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的权力支配关系。 其次是资

本对劳动的支配要被进一步实

现为国家对社会的统治。 再次

是国家对社会的统治要被进一

步实现为国家所凭靠的观念对

生活的统治。 在这三个层次的

共同支撑之下， 资产者对工人

的统治被人们理解为普遍观念

对现实生活的统治。

第四， 关于资产阶级社会

的发展趋势， 马克思明确指出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导致危

机和灾难。马克思在《共产党宣

言》 中首次明确指出了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必然导致危机的内

部机制。 在私有财产的前提之

下， 通过对进入生产过程的一

切要素的商品化和合理化 ，资

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将带来对生

产力的永恒革命和对社会财富

的快速积累。与此同时，也正因

为这一普遍的商品化机制 ，被

资产者们所召唤出来的强大生

产力无法直接成就社会， 它必

将以过剩生产力和过剩财富

的面目一次次地使整个社会

陷入危机 。 马克思进一步指

出 ，危机不会带来对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的自动变革 ，在这一

点上资本主义社会与封建社

会完全不同。 在封建社会解体

之时 ，在其内部可以有全新的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成 ；在资

本主义社会陷入周期性危机

的客观条件之下 ，却绝不会有

另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得以

生成 。 换言之 ，资本主义危机

或者将导致毁灭性的灾难 ，或

者将促成无产阶级的革命。

第五 ，关于无产阶级的革

命 ，马克思特别说明了其历史

必然性 。 马克思在 《共产党宣

言 》中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的危

机必然导致无产阶级革命。 关

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

性 ，马克思强调它既有客观的

前提 ， 更需要我们的自觉介

入。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必然

导致危机 ，危机将导致大批工

人被甩出资本主义体系之外 ，

成为彻底的一无所有者 、与整

个体系相敌对。 这些都是无产

阶级革命得以产生的客观前

提 。 在此前提之下 ，更要紧的

是我们的自觉介入 ，我们要通

过与资本主义体系的斗争 ，带

来对工人们的组织和对工人

的提升。 工人并不天生就是无

产阶级革命的主体 ，他 （她 ）们

必须在阶级斗争中才能上升

到无产阶级的水平 ，才能不再

只是谋求自己在资本主义社

会中的个体权利 ，而是致力于

对社会关系本身的全面变革 。

至于工人能否必然上升到无

产阶级的高度 ，马克思反复强

调 ，这绝不是一个被保证的过

程 ，它正是我们要肩负起的历

史使命。

可以说 ，在对现代世界的

根本判断上 ，马克思与黑格尔

正好相反。 黑格尔虽然看到现

代世界中充满着矛盾 ，但他坚

信由于在家庭 、市民社会和国

家之间存在着一种以理性概

念为根据的结构性关系 ，这些

矛盾可以被限定在一定范围

之内 ， 我们可以在这些领域

的平衡关系中过上以自由为

原则的现代伦理生活。 马克思

则刚好相反 ，他在思想中直接

把握住了现代世界的矛盾本

性 ：通过分析资产阶级的阶级

统治结构 ，他揭示出了自由与

奴役之间的矛盾 ；通过分析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危机 ，

他揭示出了理性形式与非理

性内容之间的矛盾。 以对资产

阶级社会矛盾本性的把握为

根据 ，马克思进一步讲述了从

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和

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

马克思与我们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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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马克思思想的开放

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有明确交

待。 这方面的最重要文献当然

是马克思晚年的笔记。 在这里

我们无法去深入分析马克思

在这些笔记中所留下的诸多

重要线索 ，仅以 《共产党宣言 》

的 7 篇序言为例 ，我们也可以

看到他在资本主义批判和无

产阶级革命理论这两大领域

中都具有极大的开放性。 在资

本主义批判方面 ，马克思在俄

文版序言中明确提到 ，他们在

1848 年所看到的还是以欧洲

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 ，但到

了 1882 年这一画面就必须被

改写 ，此时的资本主义世界至

少同时以欧洲和北美为中心 。

透过这一简要提示 ，我们能够

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在晚年一

直在试图把握资本主义的最

新特征。

在对无产阶级革命道路

的探索方面 ，马克思在 《共产

党宣言 》的正文中明确指出无

产阶级革命将采取先政治革

命 、后社会革命的方式 ，政治

革命指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

权 、社会革命指以无产阶级的

国家为主体 ，对生产关系进行

彻底变革 。 在 “序言 ”中 ，马克

思和恩格斯则给出了一些非

常重要的补充。 关于无产阶级

的政治革命 ，马克思给出了两

点重要补充 ：在看到了巴黎公

社的实际经验之后 ，他在德文

版序言指出无产阶级不能只

是夺取政权 ，还要对资产阶级

的国家进行改造 ，只有这样才

能有无产阶级的国家 ，才能以

无产阶级国家为主体来完成

社会革命 ；在看到俄国的革命

运动发展状况之后 ，他在俄文

版的序言中指出 ，俄国已经是

欧洲革命运动的先驱部队。 换

言之 ，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可

能先在俄国取得成功。 恩格斯

在波兰版的序言中又从另外

一个方面进行了补充 ：在波兰

这样的国家 ，由于资产阶级力

量软弱 ，争取民族独立 、建立

主权国家的政治革命任务只

能由无产阶级来领导。 经过这

三个层次的补充 ，我们可以看

到马克思 、恩格斯已经设想到

了三个不同处境下的无产阶

级政治革命 ，并对这三个版本

的政治革命的具体路径都保

留了充分的开放性。 关于无产

阶级的社会革命 ，马克思先在

德文版的序言中明确交待 ，他

在 《共产党宣言 》第二章结尾

处提到的那十条措施不具有

根本的意义 ，在新的时代条件

下必须有新的写法 。 换言之 ，

社会革命的措施究竟怎样实

施，这是一个开放的问题。十年

之后， 马克思在俄文版的序言

中又大胆设想在落后的俄国 ，

如果政治革命成功， 其社会革

命的道路可能怎样展开。同样，

马克思在这里给出的依然是一

个充满开放性的表述。

简言之， 无论是关于资本

主义的发展趋势， 还是关于无

产阶级革命的具体路径， 马克

思的思想都具有明确的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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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和特

里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马克思主题

展览于今年 5 月 5 日正式向公众开

放，持续 5 个半月。

↑展览现场巨大的马克思视觉

装置

→ 一位参观者在入口用手机

拍照 新华社图

德国的纪念

→经欧洲中央

银行授权，特里尔政

府出资发行了零欧

元面值的马克思纪

念钞。 资料图片

← 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纪念日当

天，德国特里尔市为

纪念这位思想家，在

部分红绿灯中嵌入

了马克思的形象。

视觉中国

马克思诞辰 200年

（下转 4 版） 隰

邗 （上接 2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