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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方哲学通史丛书:二十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全面介绍20世纪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
概观，涵盖了西方国家研究、阐释、宣传、普及乃至于修正、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种理论流派，
并且介绍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近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新发展
流派和一些流派的最新发展状况进行了梳理。
相对于其他的哲学思潮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更加鲜明的时代特色，他关注的对象、主题往往与
时代的发展有密切联系，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的程度也就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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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犯的一个原则性错误就是忽视了非生产领域的人对创造利润和剩余价值所
作出的贡献。
伯恩施坦强调，只要在人类的经济活动中仍然需要非直接的生产职能，那么这些非直接的生产人员，
包括那些商品商人和货币商人，就会对剩余价值的形成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如果是这样，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剩余价值的形成完全归结为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就是站不住脚的
，由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整个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的正确性也值得怀疑。
伯恩施坦进而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注重生产领域的劳动者和无视非生产领域的劳动者造成了极
其严重的后果，他们在理论上所得出的一系列错误结论在某种意义上都导源于此。
伯恩施坦不但批评了马克思由于存在着“对于职能评价的武断”，从而所构想出来的社会并不是一个
现实的社会，而且揭示出这一错误竞成了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钥匙，可实际上这一钥匙“从某
一点开始”就“失灵了”。
 伯恩施坦还强调，“劳动价值学说之所以令人迷惑，首先是由于劳动价值屡次被当成衡量资本家剥削
工人的尺度，而把剩余价值率称为剥削率等等，则是引起这一错误的原因之一”，“价值学说不能为
劳动产品分配的正当性和不正当性提供规范，正如原子学说不能为一件造型艺术品的美和丑提供规范
一样”。
①伯恩施坦在这里明确地揭示马克思的价值学说，特别是劳动价值学说的最大要害是马克思竟然运用
这一理论作为衡量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尺度，竟然把剩余价值率与剥削率相提并论。
他强调这一学说“不能为劳动产品分配的正当性和不正当性提供规范”。
这是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劳动价值理论的赤裸裸地否定与攻击。
伯恩施坦之所以致力于否定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和劳动价值理论，一个直接动机是为了在此基础上进一
步否定马克思的剥削理论。
伯恩施坦强调，由于马克思忽视了产生利润的除了劳动力之外的其他因素，导致马克思夸大了隐含在
利润产生过程中的剥削成分，也夸大了阶级对立。
 伯恩施坦否定资本主义社会中剥削的存在与否定资本主义社会还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危机是紧紧联系在
一起的。
伯恩施坦批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论证资本主义社会能消除自身的危机，能不
断地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
他认为，事实上恩格斯本人到了晚年也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产生了怀疑。
与此同时，伯恩施坦又提出，恩格斯在对待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问题上立场是模糊的，观点
是不彻底的。
他抱怨恩格斯在把卡特尔和托拉斯描述成限制国内市场上的竞争的手段并且把保护关税描述成“最后
的、全面的、决定世界市场霸权的工业战争的准备”以后，最后又说：“所以，每一个对旧危机的重
演有抵消作用的因素，都包含着更猛烈得多的未来危机的萌芽。
”②伯恩施坦认为，恩格斯尽管否定了马克思原来所说的危机，但又提出了会出现新的危机，问题在
于，这些新的危机也没有爆发的迹象。
他说，在恩格斯作出上述判断以来，“既没有能确认出空前激烈的经济性世界恐慌的征兆，也不能把
在这期间出现的营业好转说成是特别短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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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方哲学通史丛书:二十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用适当的篇幅涉及21世纪初西方的马克思主义
哲学这一内容是必要的。
由于本身涉及的范围广，对象多，作者尽量选择20世纪中那些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有重大影响的
思潮和学派，这种影响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反面的。
选择的标准是是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研究对象，而不是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是它们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是否到位正确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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