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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化的进程》

内容概要

本书是卢卡奇晚年的代表作，也是他一生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著作。
卢卡奇对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民主化的论述，建立在其对“革命辩证法”的总体性重构之上。他始终坚
持总体性辩证法立场，对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进行了全面的反思和尖锐的批判，指出了变革时代国家的
建设要求，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社会主义国家论。在社会主义民主化问题上，卢卡奇坚持马克思主义的
基本立场，批判了资本主义民主化的有限性和虚伪性，反思和批判了苏联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得
失，论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特性。
《民主化的进程》是卢卡奇得悉自己患癌的情况下，中断了《社会存在的本体论》这本鸿篇巨著而成
的急就之作，虽然表现出仓促完稿的不完善之处，但并不影响它的重要思想价值。本书与《审美特性
》《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一起构成卢卡奇晚年思想的整体——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复兴，阐明和倡导社
会主义民主化。这是他人生最后留下的重要思想遗产，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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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乔治·卢卡奇（Georg Lukács，1885—1971））
匈牙利著名的哲学家、美学家和文学批评家，20世纪最负盛名、最有争议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1923
年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使其名声大振，被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和奠基人。该书还被称
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
二战结束后，卢卡奇回到了匈牙利，任布达佩斯大学哲学和美学教授，并当选为匈牙利科学院院士。
他热情投身于匈牙利的社会改革运动和民主运动，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复兴和社会主义的民主化。
《审美特性》《民主化的进程》和《社会存在本体论》是他晚年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学思想的
重大尝试。
1985年卢卡奇诞辰100周年时，匈牙利社会工人党对其一生作出评价，认为他是“20世纪的一位伟人，
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卓越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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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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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200多页的书倒有差不多100页是别人写的“导论”。乔治·卢卡奇仍然是以上层身份审视民主的实
现，所以谈的最多的是经济与执政策略
2、读这本书的感觉就像跟一个固执的老头对话一样，语言晦涩，看得十分难受，看到正文终于知道
为什么这本书的导论和正文几乎一样长了，其他人写的导论几乎把他的中心思想给介绍得差不多了，
等到看他正文的论述的时候，真心是无比难受，据说是他本人写这书的时候就写得各种难懂，但是关
于这本书的具体内容，我还是想通过一个长一点的书评来总结一下的，主要还是关于社会本体论、民
主、发展，以及自我实现上。
3、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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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读这本书最大的收获就是了解了马克思本人和恩格斯以及列宁思想上的不少差异。首先，马克思
本人说的消灭私有财产的财产，指的是生产资料，比如瀑布、矿山等等，而并非个人财产。而且马克
思本身由于个人时间和精力有限，并且在论证社会最终能发展到共产主义的时候，就没有去写有关中
间阶段的政治理论，因为实现共产主义后，国家和阶级都消亡了，不需要政治理论了，导致后人曲解
共产主义的过度阶段，比如第二国际和苏联。所以还是收获不少。卢卡奇所言的民主，只是政治的社
会化，而并非把政治从大众中去除，导致集权，并且直言社会民主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最佳途径，其实
在我看来，也就是地方的民主自治。卢卡奇也并不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唱赞歌，而是力求立足于历史，
不寄望能够实现绝对的共产主义。大概总结完了，不知道有没有偏颇，毕竟正文部分我没有认真读，
实在太痛苦了，下面说说我自己的有些看法。1.民主到底有多优越？事实证明，民主并非一个无比优
越的制度，民主的最终结果可能就是中庸。即使不考虑当今的贿选以及腐败（因为这是卢卡奇所批判
的资本主义式的民主，他所求的是，每个人平等地共同管理社会，而并非选出一个人来代替他们管理
），其最终实现的结果也并非比选一个能人来管理要好。2.民主到底有什么优点？从心理学角度来看
，民主的最大功效就是满足了个人的存在感和权力感，让人们有得到权力的感觉，使得个人的原始生
命力得以释放和发泄。其二，就是能够保证权力的不被滥用。民主并非是目的，而只是一个手段或者
过程而已，并不能为了民主而民主，而要看看民主到底为的是什么，即使只是为了迎合大众，不开历
史的倒车，我认为也是合理的。3.社会民主化到底会带来哪些问题？我认为，第一就是效率的低下。
特别是就国家而言，如果控制国家机器的职能部门是靠国民的民主投票进行的，那么很难想象一个国
家能够有效率地决定很多国策，比如战争，所以无论再怎么民主，最终都还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
。就仅仅看地方的自治来看，如果没有法律限制的民主，地方也可能会陷入地方保护主义和平均主义
的深渊，因此还是需要有人来监督，而监督就会涉及统一的领导。既然阶级、国家都消亡了，又何来
政党、领导呢？4.人们到底想不想要自己去管理？从存在主义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有其生物性和社
会性，对应到实现存在感这一点上，就是要实现个人的存在感和集体的存在感。也许到未来，社会民
主深入人心时可以保证每个人都认同这种实现自我存在感的方式，但是至少现在，这是不可能的，每
个人的自我实现的方式都有不同。----------------------------------分割
线------------------------------------------其实说这是书评也不够准确了，我也许根本没有理解卢卡奇先
生的思想精髓，上面提出的质疑也许也并非针对本书，而只是提供一个自己的思考。只是，我还是认
为，任何一个构建未来蓝图的革命策略都是空想，人，特别是国家和社会，不可能脱离历史而发展，
除非这个社会的根基已经完全腐烂，到了不得不以革命的方式来满足人民（即使是乌合之众）的地步
，绝对不能轻易进行革命。如果一个制度有很大的优点，那么就需要智者去引导改革，而不是妄图发
动革命去否定一切的过去，妄图在空中建立一个完美无缺的楼阁。而且，至少在当今人民素质并非特
别高的时候，自我简单的满足仍然是大众的最需要的东西，想要一下去实现这种共产主义，实在不可
能。只是，我认为卢卡奇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其主要思想也是基于这个认识，因为苏联和一些社会主
义化的国家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且也发展了很长的时间，特别是苏联的不少发展也证明了社会
主义有其优点，那么就不能够全盘否定，又回到资本主义的世界，这样的代价也是无比巨大的。因此
，就需要改进社会主义的思想，在思想上和经济上都进行社会主义的改良，这才是最有利于稳定的发
展方式。苏联解体带来的影响也是最好的例证。差不多就是这些了。。。感觉很乱，主要是自我思想
的总结，也许我对本书的理解水平还是很低，就只有等以后有时间再来仔细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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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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