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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研究与写作，缘自20年前的一次偶然阅读。

　　1978年后，中国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思路；可能出于政治辩护的需要，经常有“权威
”学者引用列宁晚年《论合作社》中的一段话作为依据：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的任务大体结
束以后，俄共(布)应该将工作重心转移向“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
为了与我们的经济建设为中心相呼应，许多人将此处加引号的“文化”解释为经济。
1990年我读到了这一观点，但有点好奇：明明是“文化”，怎么能解释为经济呢?如果指的是经济，列
宁又为什么不直接使用“经济”这个更容易明白的概念呢?好奇心驱使我找出列宁的原文，在仔细阅读
后发觉：“文化”就是文化，而且只有作文化来理解才能真正体现列宁在文中提出的“对社会主义的
整个看法根本改变”的深刻蕴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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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　序　
导　论　文化视野下的“主义”与“问题”
　一、俄罗斯文化：组合与积淀
　　1.东正教信仰
　　2.蒙古人入侵的“文化基因”
　　3.村社传统　
　　4.西方化及其矛盾
　二、文化与社会变迁的西欧视角　
　　1.社会变迁不同类型及相关分析
　　2.社会：传统与现代
　　3.社会变迁中的文化：马克思和韦伯
　　4.“不通过”及其文化根据
　三、“东方”及其“文化”：列宁的思考与贡献
　　1.“东方”及其在俄罗斯
　　2.作为概念的“文化”：列宁及其他　
　　3.学术层面的不足与意义
　四、“读懂列宁”：面对“主义”与“问题”困惑
　五、历史逻辑与思想逻辑
　　1.“文化自觉”：知性与感性
　　2.思想创造及其梳理的内在逻辑
第1章　传统与现代：1893--1916年思想论战的文化纬度
　一、民粹主义：反现代的乌托邦
　　1.“全欧洲浪漫主义的俄国变种”　
　　2.“错误的”“社会主义乌托邦”
　二、资本主义：一种“肯定的巨大文化力量”
　　1.“合法马克思主义”：作为文化派别
　　2.文化进步性：相比较的结论
　　3.资本主义：作为文明及其文化
　三、民族、民族主义中的文化：一般与特殊　
　　1.“国语”能否“强制”?　
　　2.民族文化：一种还是两种?　
　　3.民族文化自治：“极不现实的空想”
　　4.文化国际化与“国际主义文化”　
第2章　“革命”及其文化“后遗症”
　一、革命与文化关系的不同阐释
　　1.马克思的认识：政治文化心理
　　2.“革命”的必然性与特殊性　
　　3.文化对革命的不同影响　
　二、“文盲帮助了革命”?　
　三、“用谁的手建设共产主义”?
　　1.隐型文化：从乐观到清醒
　　2.后革命时期文化：状况及其地位
　四、“滞后”或“脱节”：革命后文化制约问题
　　1.是“滞后”，还是“脱节”?
　　2.文化制约革命：性质与道路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后革命时代的文化主题>>

第3章　经济建设的文化困境及其选择
第4章　俄共（布）执政的文化“被征服危险”
第5章　社会变迁中的文化建设：“革命”或启蒙
结束语　历史的验证及其思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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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马克思主义属于无产阶级的精神财富吧，是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吧？
然而，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是怎样产生的？
如果否定马克思主义与历史遗产之间的继承关系，势必将之悬空并最终导致主观臆造说或空想论。
其实，这个问题列宁早在十月革命前就有过论述：“哲学史和社会科学史都十分清楚地表明：马克思
主义同‘宗派主义’毫无相似之处，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
变的学说。
恰恰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是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
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极伟大代表人物的学说的直接继续。
”1920年10月，列宁针对“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新”观点及其影响，重新阐述道：马克思的理论固
然是对19世纪西欧国家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斗争经验深入考察的结果，但同时又是“依靠了人类在
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获得的全部知识的坚固基础”得出共产主义的结论，并且是“借助于充分掌握以往
的科学所提供的全部知识而证实了这个结论”；“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有批判地重新加
以探讨，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
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放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重新加以探讨，加以批判，从而得出了那
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
”1920年，正是“无产阶级文化派”在全国广泛开展活动的高潮阶段；10月5-12日，全俄无产阶级文
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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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后革命时代的文化主题:列宁文化思想研究》列宁一生著述浩繁，历来研究既有恰当分析与评价，也
存在误读或歪曲，尤其对其思想历程的最后阶段至今颇多争论。
文化思想，社会理论之精髓所在；或由此，才能够真正透视一个伟人的灵魂！
《后革命时代的文化主题:列宁文化思想研究》聚焦“后革命时代”，以新颖的文化视角，揭示列宁思
想脉搏的跳动，挖掘列宁内心深处对共产党执政后的文化焦虑和文化愿望；以剥茧抽丝、披沙淘金的
耐力与方法，探究对革命后的俄罗斯在文化层面所表现出的诸多期待或迷惘、肯定和疑惑、解构与建
设相交织的复杂内容。
相信阅读之后，你会明白：一个仍然活着的列宁，一个以往为人们所忽略的列宁；以及，在其“政治
遗嘱”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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