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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1982年徐崇温先生第一次引进“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至今，我们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走过
了20年的历程。对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来说，这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学术视阈拓展。尽管在关键词“西
方马克思主义”的使用上还存在异议，但由该辞条所导引出来的相对确定的研究范围的确客观地开拓
出一个全新的问题域。我个人认为，这一学术领域的延展不但改变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对象的狭隘
性，对其学术含量的提高和理论创新的可能性空间之开拓，更是起到了巨大的内在驱动作用。从时间
上看，这不能再算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但当我们冷静地面对已有的研究成果时，却实在不敢说这是一
块已被深耕过的土地。在许多次学术讨论会上，我都曾表达过这样一种自我反思：“我们是否具备了
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权？”对一些论者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不恭敬的问题。①但是，我在此所做
的的确不是一种简单的他性指责，因为以往身处这一研究领域的我自己也同样不很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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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乌托邦困境中的希望:布洛赫早中期哲学的文本学解读》一反汉语学界把布洛赫简化为乌托邦思想家
的惯常做法，坚持在现代性的语境中品味布洛赫的哲学思想，从而呈现出别开生面的全新意蕴。德国
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1885-1977)不仅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也是20世纪现
代西方哲学的一员大将，其重要性堪与海德格尔、阿多诺、萨特等人比肩。但布洛赫的著作向来被公
认为不可解读的天书，迄今均未翻译成中文，相应的研究文献更是凤毛麟角。《乌托邦困境中的希望:
布洛赫早中期哲学的文本学解读》则是填补这一学术空白的努力。作者深入布洛赫的心路历程及其历
史语境，对其早中期的主要著作《乌托邦精神》、《当代遗产》和《希望原理》进行了细致的文本学
解读，从而勾勒出布洛赫哲学思想的轮廓和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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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导论：恩斯特布洛赫，无人认领的“遗产”第一节 乌托邦的终结与布洛赫的被遗忘1.“历史的
终结”？还是“人权的终结”？一度被宣判为“腐朽”、“垂死”的资本主义，不但奇迹般地存活了
下来，而且意气风发地迈人了全球化时代。面对此情此景，弗雷德里克·杰姆逊黯然写道：“现在已
经没有人认真思考有什么东西能够代替资本主义的了，就好像在全球性生态灾难的境况下，自由资本
主义也仍然是一个注定存在下去的‘实在’。”①据说，历史已经“终结”。在20世纪晚期苏联解体
、东欧剧变之后，一位叫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日裔美国学者不失时机地发表了《历
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一书，以启示录的派头宣布：“人类在接近千年的终点时，威权主义政治和社
会主义计划经济充分显出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败相。”现在，“自由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乃是地球
上不同地区和文化共同拥有的唯一一致的愿望”②。照福山看来，作为历史进步的终极目的，资本主
义已经大获全胜，黑格尔描绘的自由理念终于走完了艰辛的历程，实现了自身，于是历史终结了。换
句话说，人类从此永远停留在自由民主制度和经济一技术统治的人间乐园。我们知道，自由、民主及
“天赋人权”这些关于人类解放的口号，最初是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提出的，原本是与资产阶级的特殊
阶级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意识形态符号。随着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战场上的“胜利”，在“历史的终结
”、“意识形态的终结”（丹尼尔·贝尔，1955）之时，“人权”已成为最大的意识形态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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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在我2006年5月通过答辩的博士学位论文《具体乌托邦的实现难题:布洛赫希望哲学的文本学解
读》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我想起了我在论文答辩陈述快结束的时候说的一段
话：“从一名文学青年、哲学爱好者(我没敢说我是‘诗人哲学家’)迈入庄严的哲学殿堂，我的心是
忐忑不安的；我今天坐在这里答辩，是诚惶诚恐的。”这绝非谦辞，而是由衷之言。我的本科和研究
生阶段读的都不是哲学专业，因此我的哲学功底是“无根”的。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中的艰辛，虽不足
对外人道，自己却心里有数。我居然啃下了布洛赫这块难啃的骨头。用我们哲学系师友们经常半开玩
笑的话说，我无非是把布洛赫“油炸”了一番，用自己的思想把布洛赫的哲学给“座架”(海德格尔
语)了一番。据说，我写出了一个“高水平的哲学文本”。但我心里清楚，“哲学？我连门还没摸着！
”布洛赫的形而上学逻辑究竟是不是我笔下描绘的那副尊容，实在难说得很。然而我相信刘小枫先生
在《沉重的肉身》中的断言，对于20世纪的思想家来说，要理解他们提出的那些形而上学问题，必须
先得理解提出那些形而上学问题的思想家本人的“私人的痛苦”。就此而言，我还是自信自己写出了
一个“高水平的”哲学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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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乌托邦困境中的希望:布洛赫早中期哲学的文本学解读》是在作者通过答辩的博士学位论文“具体乌
托邦的实现难题：布洛赫希望哲学的文本学解读”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全书共分6个章节，主要对
布洛赫早中期哲学的文本学进行了解读，具体内容包括布洛赫的心灵史、希望哲学出场的文本路径、
希望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暖流”、“具体的人本主义”与抽象实践观之悖谬等。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
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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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乌托邦困境中的希望-布洛赫早中期的文本学解读》的笔记-第209页

        现代人本主义：从独特的个体存在出发

现代欧洲大陆哲学  一是现代人本主义采取的“本能冲动造反逻各斯”的方式，也就是尼采、克尔凯
郭尔开辟的道路，以个体生存反抗理念——异化的现实；另一条道路是马克思开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
方式，强调“人首先是生产的动物”，强调物质生产对于社会历史的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地位，进而用
社会存在的历史性反对资本主义异化现实的永恒性和自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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