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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这就是其研究的主
要地域开始由西欧大陆向英美转移。
这表现在，出现于20-30年代、兴盛于50-60年代的植根于西欧大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始走向衰
落，而在英美这两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多年受压制从而少有作为的国家，却开始不断涌现新的颇具影响
的马克思主义流派或理论，并逐渐取代西欧大陆而成为当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心
地域。
对于这一变化，西方学者极为敏感，早在1983年，英国新左派代表人物佩里。
安德森就指出：“在过去工。
年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地理位置已经从根本上转移了。
今天，学术成果的重心似乎落在说英语的地区，而不是像战争期间和战后的情形那样，分别落在说德
语或拉丁语民族的欧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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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这一开创性的新著中，埃里克·欧林·赖特对马克思的社会阶级概念提出了一个完整的重建。
《阶级》为阶级的抽象结构概念和对特定历史环境中阶级角色的描述之间的断裂搭起了一座桥梁。
它将剥削概念恢复为阶级分析的核心，在某种程度上它既容纳了中间阶级的经验复杂性，也涵盖了国
家社会主义阶级结构的存在性。
论证有力，逻辑简洁，文笔清晰，这些优点使得《阶级》成为当代社会学的一个意义重大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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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埃里克·欧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1947年出生于加利福尼亚的伯克利。
1968年毕业并获得社会研究的学士学位之后，他在牛津大学两年，主要跟随克里斯托弗-希尔研究历史
，1970年返回美国后的一年里，他参加了伯克利的一神论神学研究会，期间还在圣昆廷监狱做过实习
牧师。
1971年,他进入加州大学研究生院研究社会学，直到1976年春完成他的博士论文《阶级结构和收入不平
等》。
作为《阶级、危机和国家》(新左派图书公司，1980)的作者，他目前是麦迪逊市威斯康星大学社会学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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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概念重建的方式，无疑将受到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的反对，这是因为它违反
了许多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尤其是有三个传统论点将受到挑战。
第一，认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直接的和固有的未来，这一观点遭到质疑。
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包括对两种剥削资产的平等化-生产资料和组织资产，并不存在这两者同
时发生的逻辑必然性。
这样，资本主义至少内在的存在两种未来-国家集权主义和社会主义，因此资本主义的命运要比通常所
承认的那样更不确定。
”第二，资本主义未来的这种相对开放性表明，无产阶级不再被假定为资本主义中革命任务的唯一承
担者。
我们在第三章对“中间阶级”的探讨中曾谈到，其他阶级具有在这一角色中替代工人阶级的潜力。
第三，作为一种具有其自身独特剥削形式的社会形态的社会主义，对其特征所做的描述，违背了传统
马克思主义把社会主义仅仅看作是向共产主义转变的过渡时期的观点。
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社会主义就其本质来讲绝对不是一种生产方式。
当然，马克思承认阶级在社会主义社会将依然存在，但阶级的存在基本上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的残余，
而不是基于社会主义本身的内在关系。
也许有人会问：对历史发展阶段的这种重建是否削弱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历史思想所具有的进步性质？
我认为不会。
历史阶段的宇列以剥削形式的依次消亡为标志。
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相对于封建主义是进步的，国家集权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是进步的，社会主
义相对于国家集权主义是进步的。
资本主义可能不再被认为是人类发展道路中最后一个对抗的社会形式，但对历史道路的进步陸却依然
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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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阶级》是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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