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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创阶段的卢卡奇和葛兰西在西方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文化批判领域所进行的开拓性工作；第二个阶段是法兰克福学派继卢卡奇后进行的西方马克
思主义哲学对启蒙思想的批判，并通过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而提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重新理解
的要求，体现了法兰克福学派内部所形成的对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实践过程；第三个阶段是从
阿尔都塞以来，伴随着德勒兹思想的丰富，通过德里达式的异质性观念，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经历
法国“五月风暴”后，所遭遇到的历史转向的客观要求及其作为时代思想所包含着的内涵。
本书并通过这三条不同的线索来把握处于异质性状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范式转换，然后探讨
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阶段中的西方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兴趣转移及其社会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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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及其对同质性批判的基础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
，形成后的理论传统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末，我们把它所经历的过程当作是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
哲学理论的演变过程来对待，以分析和廓清这一理论传统产生与发展的理论脉络。
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的标志，主要表现在卢卡奇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
中普遍形成的物化理论所进行的批判。
卢卡奇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正值俄国十月革命胜利（1917年）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
整个欧洲的革命形势产生了巨大影响之际。
德国于1918年爆发了11月革命，匈牙利于1919年3月爆发了革命并建立起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而第三
国际也在此时成立。
这一时期的革命形势和政治事件对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引起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分化，
实践的差异导致社会主义理论的分歧。
第二国际中的修正主义对革命形势产生了重大冲击并形成了一系列的后果，如德国巴伐利亚苏维埃共
和国在艾伯特政府的武装干涉和镇压下遭到了失败，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也在国际帝国主义势力的武
装进攻和社会民主党右派领袖的出卖下被扼杀。
这就使得人们进一步认清了第二国际的理论，从而促使这一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对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根本问题进行理论反思，并清算在第二国际中产生影响的修正主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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