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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分子》将“知识经济”和“知识分子”两个社会
热点问题结合在一起，全面梳理了知识分子的词源、地位、阶级属性，系统阐述了知识分子与经济、
政治、文化的关系，重点分析了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分子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关系，以及中国共产党知
识分子政策的历史演变、经验、反思与启示，条分缕析，信息量大，具有较高的文献参考价值。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分子》指出，随着知识经济的高度发展，全社会
成员都将知识分子化。
当阶级存在的条件被经济发展的成就所消灭时，人类社会就由知识分子主导的社会进入无阶级的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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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应该说，这样界定的知识分子是理想化的知识分子。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典型的知识分子毕竟只是极少数，通常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并不是指这种理
想化的知识分子形象。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通常把知识分子解释为“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
如科学工作者、教师、医生、记者、工程师等”①。
按照罗森塔尔和尤金主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知识分子是由脑力劳动者所构成的社会阶层，工程师
、技师及其他技术人员的代表、医生、律师、艺术工作者、教师、科学工作者和大部分职员都属于这
一社会阶层。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西方学术界有关知识分子的认识明显地对我国产生了巨大影响。
仅从近几年大量刊发的有关知识分子的文章中就可以发现，学术界、思想界甚至包括理论界的相当一
部分人，实际上已经越来越多地接近了西方学术界对“知识分子”本质的学理认识。
人们普遍认为，知识分子主要不是由其职业特点决定的，而是由建立在其职业特点基础上的批判性和
道义担当决定的。
笔者在本书中虽然有时也遵从学术界的这一理解，但主要从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知识分子”这一概念
。
 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现当代历史研究的语境中，知识分子界定问题上的主流观点是从政治视角出发
、围绕着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展开的。
换句话说，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定位成为界定知识分子、评价其历史和现实作用的基点。
提起知识分子，首先就是关于其阶级性的界说——是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还是无产阶级的。
然后，再据此来分析其在历史和社会中的角色和地位。
这种研究范式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
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以前，是作为一个革命者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是一个革命的政党。
革命，首先必须有一个清晰的敌、我、友的判断。
正如毛泽东所说：“谁是我们的敌人？
谁是我们的朋友？
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①一个革命政党，必然也必须对社会上的各种群体作出阶级分析和阶级划分，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
会群体，也必然被革命政党放在阶级分析框架内、放在革命斗争的视野下加以审视。
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关于知识分子的主体属于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理论，关于知识分子
应该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关于知识分子必须努力改造世界观以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策等，
有其特定的历史合理性和正当性，对此必须给予“同情的理解”和评价。
 第二节知识分子的特征与分类 一知识分子的特征 与其他社会群体相比，知识分子具有明显的特征，
这就是知识性、流动性、开放性和批判性。
 1.知识性 知识分子是受过专门训练，掌握专门知识，懂得使用象征符号来解释宇宙人生的人，他们实
现自身价值或影响社会的方式是通过脑力劳动而不是体力劳动。
作为脑力劳动者，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的差别不仅表现在知识的多少即量的差别上，而且表现在知
识的形式即质的差别上。
在人类认识史上，正是“形式”的一次次更新极大地促进了认识的扩展和深入。
这种认知形式的本质变化，就是一种种新的符号象征系统、“新语言”的产生。
人类在早期的生活中积累了大量的知识，这些知识口口相传。
随着生产、生活的进一步社会化和复杂化，逐渐产生了文字——第一种可记录的符号象征系统。
最初专门掌握文字的人——最初的知识分子，也因为掌握了一种特殊“语言”，而成为显赫的阶层—
—文士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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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分子》指出，随着知识经济的高度发展，全社会成员都将知识分子化。
当阶级存在的条件被经济发展的成就所消灭时，人类社会就由知识分子主导的社会进入无阶级的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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