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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新马克思主义》

内容概要

《英国的新马克思主义》由乔瑞金等所著。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是指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旨在把马克思
主义英国化的一种学术思潮和倾向，其研究领域涉及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地理学和生
态学等，因它们都有共同的理论基石——马克思主义，并始终遵循着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方法，故称
为“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英国的新马克思主义》以人物研究为突破口，选取了英国新马克思主义
的十个典型代表人物，对其学术思想特征作了深入挖掘和剖析，以期形成较为全面的理解和把握。主
要从回归经典本源、创新思维范式、聚焦现代主义危机、倡导新文化生存方式、重塑理想世界等方面
进行了独到阐释，为深入理解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涵奠定了基础，是学习、研究英国新马克思
主义的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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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乔瑞金，1957年10月生，山西石楼县人。哲学博士。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
士生导师。兼任教育部社会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马克思
主义哲学史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技术哲学专业委员会执行委员等职务。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
哲学、科学技术哲学、认识论与价值论、管理哲学等。十多年来，出版学术专著《现代整体论》（中
国经济出版社1996年）、《马克思技术哲学纲要》（人民出版社2002年）、《马克思思想研究的新话
语——技术与文化批判的英国新马克思主义》（书海出版社2005年）等5部；主编、合编著作《技术哲
学教程》（科学出版社2006年）和《技术哲学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2部；发表论文六十余
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4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3项；获得省级人文社科奖等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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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导论 第一章汤普森：回归人道主义 第一节经验主义的理论基础 一、标示特殊性的“民族主义” 二
、历史哲学的经验特征 第二节历史主义的思维方法 一、历史主义方法论对阶级的分析 二、历史主义
思维方式及其特征 第三节人道主义的理论立场 一、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历史观 二、工人阶级的社会
自觉 三、生产关系的核心地位 第四节主体能动性的理论内核 一、阶级意识 二、没有阶级的阶级斗争 
三、历史的推动力 四、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 第二章霍布斯鲍姆：追寻总体性的全球视野 第一节全
球视野的政治理念 一、唯物史观的史学基础 二、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政治观 三、民族国家的发展
历程 四、革命、阶级斗争和政党组织 五、国际化的策略、战术及全球化问题 六、作为政治力量的社
会主义 第二节“进步”的社会发展观 一、历史整体观 二、“从下往上看”的底层历史观 三、从欧洲
中心主义情结转向全球视野 四、古代一现代一后现代的意识形态 五、基于现实的乌托邦计划 第三章
威廉斯：走向共同文化的理想社会 第一节整体主义的文化视角 一、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石 二、对精英
主义文化的祛魅 三、感觉结构的哲学意义 第二节文化唯物主义的哲学论断 一、作为“研究范式”的
文化唯物主义 二、文化领导权问题 第三节技术解释学的政治意识 一、现代主义的文化场域 二、“意
向介入式”的研究路径 三、“电视流”的意义与价值 四、文化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实践 第四节展现生
命本真的共同文化 一、真正社会民主实现的保证 二、“与邻为善”的构建原则 三、现代民主的最大
障碍 四、共同文化的精神内核 五、共同文化的实现途径 第四章伊格尔顿：培育社会主义“新人”的
文化政治批判 第一节变革政治制度的社会批判与文化批判 一、文化的要义在于社会批判 二、批判的
功能在于政治实践 三、作为方法的文化政治批评 第二节指向人的解放的意识形态 一、意识形态的多
重意蕴 二、建构崭新的意识形态理论 第三节社会主义“新人”培育的美学法则 一、“政治批评”视
角下的后现代主义反思 二、走出幻象之境 第五章安德森：守护经典社会主义 第一节经典社会主义的
哲学态度 一、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辩护 二、与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对话 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相遇 
四、与新社会运动实践的交融 第二节结构主义的存在哲学 一、社会型构的整体主义 二、社会存在的
拓扑空间 第三节理性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 一、对英国工人阶级的经验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 二、对西
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武器”的批判 三、安德森“武器的批判” 第四节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学 一、
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祛魅 二、反资本主义的多元潜能 三、革命的乌有之乡 第六章柯亨：倡导公平
可致的技术与社会批判 第一节分析哲学的技术批判立场 一、技术批判的历史维度 二、技术批判的方
法维度 三、技术批判的价值维度 第二节本质主义的技术实践观 一、技术本质的语义分析 二、技术功
能的首要性 三、“技术决定论”辩护 四、社会批判的技术范式 第三节平等主义的技术价值论 一、技
术本质的解蔽与回归 二、技术发展的平等困境 三、对社会不平等的批判 第四节公平、自由的社会主
义理想 一、平等主义理想的可致性 二、从自由“主义”到平等的自由 第七章吉登斯：创建自我认同
的生活政治社会 第一节民主主义的社会批判 一、现代性的内涵及其特征 二、现代性的多维制度分析 
三、现代性的动力机制 四、现代性的国家权力 五、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第二节极权主义的现代政治 一
、工业主义与军事化的结合 二、行政力量的全面扩张 三、监控的集中化 四、极权主义的政治后果 五
、社会运动的兴起 第三节商品化的资本主义本性 一、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基点 二、资本主义劳动的
必然特征 三、资本主义社会权力关系的本质 第四节自我认同的社会哲学 一、自我认同的基本特征 二
、自我认同与现代性 三、自我认同的反思性超越与解放的政治 第八章科琴：聚焦实践的哲学 第一节
辩证的实践哲学 一、马克思的哲学构造 二、马克思思想的核心 三、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质疑 第二节
展现社会秩序本质的人类实践 一、规律与历史决定论 二、“世代”的历史概念 第三节科学主义的实
践观 一、作为科学家的马克思 二、《资本论》的主要经济假设 第四节人类解放的社会革命 一、革命
时期的革命观 二、未来共产主义的设想 第九章佩珀：重塑主体的生态社会主义 第一节辩证的生态观 
一、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 二、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进程的解释 第二节帝国主义的生态灾难 一、生态
危机产生的原因 二、生态帝国主义肆虐 三、虚假意识控制了人类 第三节人类中心主义和人道主义的
理论意指 一、技术中心主义摧毁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纽带 二、生态中心主义阻碍了人与自然的共
同发展 三、坚持人类中心主义 第四节生态主义的社会主义 一、对极端绿色分子的批判 二、推动马克
思主义对生态社会主义政治的建设 第十章哈维：开启历史一地理唯物主义 第一节历史一地理唯物主
义的空间哲学 一、新“空间”理念的崛起 二、历史一地理唯物主义的四重原则 三、历史一地理唯物
主义的解释学意蕴 第二节有机论的资本理论 一、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 二、对资本积累理论的改造 
三、资本与“空间修复” 第三节整体主义的社会批判 一、后现代主义是另一种视角 二、时空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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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与整体性 三、后现代主义社会批判的实质 第四节乌托邦理想的政治诉求 一、空间的政治性 二、人
类解放的政治学 三、未来社会的乌托邦规划 结束语 附录：英国新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著作成果
年表 参考文献 索引 后记

Page 5



《英国的新马克思主义》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各种机制最好被看做是各种交流的形式，它体现了对特定现实的观察。艺术是这些
交流形式中最重要的形式之一。在威廉斯看来，没有什么完全不同的秩序，只有我们所生活的现实，
在其中我们可以以不同的形式进行反应和行动。 由此看来，在威廉斯的视域里，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
一样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文化形态，二者是没有那么鲜明的界限和区分的，只是其功能不同，受
众不同而已。威廉斯并没有因大众文化而反对精英文化，他反对的是精英主义，即将精英文化看做唯
一正确的文化的做法。“威廉斯的研究并不像霍加特，更不像后来的文化研究者那样全神贯注于通俗
文化（进而陷入新的通俗文化与高雅文化的二元对立模式），而是花了大量精力研究现代主义以及先
锋派等高雅文化，将各种文化现象平等对待，消解了文化研究的二元对立模式。”在威廉斯看来，无
论是精英文化还是大众文化，最关键的是区分文化的“优劣”，优秀的文化既存在于精英文化中，也
不乏见之于大众文化，反之亦然。并不是精英文化就是优秀文化，而大众文化就是劣质文化，这种绝
对、武断的认识正是精英主义错误的根源所在。威廉斯认为，优秀的文化应当全人类共享，他要推广
的是人类“美好”的文化成果，而在以往的社会中，这些“美好的”文化成果总是被少数精英所垄断
和掌握，所以，在一个大众化的社会中，我们应当真正地将人类的优秀成果为全人类所享用，打消那
种文化不应有的阶层分隔。在这样的文化普及过程中，大众由以往的懵懂无知会逐渐地走向明理通达
，从而迎来一种全新的共同文化世界。 除此之外，关于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界限问题，仍有进
一步检讨的余地。“因为这界限并非如这一理论（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所说的那样清楚明白而且稳定
。相反，它始终在变化、位移，在被重新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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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英国的新马克思主义》是国内第一部完整地论述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特别是苏东剧变以来英国马
克思主义研究的著作，是国内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新理论成果。《英国的新马克思主义》对
于拓展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丰富和发展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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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怎么有吉登斯却木有霍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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