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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卢卡奇（Ceorg Lukacs，1885－1971）是匈牙利著名的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演
进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
1923年，他以著名的《历史和阶级意识》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被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
人和奠基人。

卢卡奇一生经历坎坷，他的理论创作始终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连、息息相关。
在这期间，他的理论曾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培育了一代新马克思主义者，由此给他带来很高的国际性
声誉，但他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受到过严厉的批判，他的理论也引起了无穷无尽的争论；在这期
间，他义无反顾地坚持共产主义信念，执著于他所钟爱的哲学和人类理性事业，但也由于主客观的原
因或压力，而经常做一些发自内心的或违心的、言不由衷的自我批评。

卢卡奇出生于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银行家的家庭里，他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
大学学习期间，卢卡奇先后修读法学、国民经济学、文学艺术和哲学，他于1906年在科罗茨瓦获法学
博士学位，于1909年在布达佩斯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
在这期间以及后来，特别在1912－1917年间，他先后几次在德国的柏林、海德堡等地攻读德国古典哲
学和现代西方哲学。
这一时期的哲学研究影响了他一生的理论思索，因为在这期间，他直接接触了胡塞尔、李凯尔特、文
德尔班、狄尔泰等著名哲学家，特别是直接就教于著名生命哲学家齐美尔和著名社会学家韦伯，并同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另一重要代表人物布洛赫成为同学和朋友。
卢卡奇后来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关于物化和物化意识等问题的理解都同这一时期所建立起的哲学
理解框架密切相关。
1918年以前，卢卡奇所写作和发表的著作基本上不属于哲学领域，主要集中于美学和文学批评，
如19l0年的《心灵与形式》、1911年的《现代戏剧发展史》、1913年的《审美文化》、1916年的《小说
理论》等。
1918年以前的就学时期可以看作卢卡奇理论生涯的准备时期。

1919－1929年的十年是卢卡奇开创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时期，由于这十年卢卡奇主要在维也纳活动
，因此也可以称作“维也纳时期”。
十月革命的胜利，鼓舞了各国的无产阶级，匈牙利也于1918年10月暴发了无产阶级的武装革命，并
于1918年11月成立了匈牙利共产党。
卢卡奇于1918年12月加入匈牙利共产党，并投身革命。
1919年3月成立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卢卡奇出任主管文化和教育的人民委员。
同年8月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被推翻，革命宣告失败，卢卡奇同许多政治流亡者一样，移居维也纳。
在维也纳期间，卢卡奇曾主办和领导左派刊物《共产主义》，但是，对他而言，这一时期最大的事件
是他的《历史和阶级意识》的问世。
1923年，卢卡奇把过去几年写成的八篇文章结集，以《历史和阶级意识》为题发表。
卢卡奇在此书中以物化、总体性、阶级意识、主客体的统一等范畴所表述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理解
在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产生了轰动效应，获得了许多人的赞同与信奉，成为一些理论家反对正统马
克思主义中的机械论、宿命论和经济决定论等错误倾向的重要理论立场。
但同时，他也由此遭致了许多批评，特别是受到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和理论家的严厉批判和指责。
而到了1928年，卢卡奇又因为“勃鲁姆纲领”而进一步遭到批评。
当时，卢卡奇化名“勃鲁姆”（Blum）为匈牙利共产党起草一份新纲领，提出要建立以资产阶级民主
为基础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
这一纲领被共产国际执委会斥责为社会民主党的“取消主义的纲领”。
在1919年到1929年间，卢卡奇的主要理论著述是1923年发表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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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1945年是卢卡奇相对远离政治，在苏联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潜心研究理论的时期，这一
阶段卢卡奇总的思想倾向是从《历史和阶级意识》向回退，更接近于共产国际的官方马克思主义立场
，因此往往被称作卢卡奇的“斯大林主义时期”或“苏联时期”。
在这十几年间，卢卡奇除了于1932年前后曾一度到柏林研究文学与哲学外，其余时间均在莫斯科，他
研读了马克思1844年写成的哲学经济学手稿，并做了大量理论研究，埋头著述。
这期间，他对《历史和阶级意识》中的许多观点做了自我批评，从理论立场上更接近在共产国际中占
主导地位、按斯大林理解所表述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他还从这一立场出发，对存在主义等现代人本主
义或非理性主义思潮进行了批判。
这一时期卢卡奇的理论著述很多，主要有《青年黑格尔》、《存在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理性的
毁灭》等。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卢卡奇回到了匈牙利，任布达佩斯大学哲学和美学教授，并当选为匈
牙利科学院院士，此后，直到1971年逝世，他一直留在匈牙利。
这一时期，卢卡奇的理论生涯又同政治活动有密切的关系，他热情投身于匈牙利的社会改革运动和民
主运动，并由此受到各种批评，例如，卢卡奇在1949年至1951年间，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中，在1968年
“布拉格之春”前后，都多次受到党内意识形态专家的批判。
同以前几个时期相比，卢卡奇晚期的理论研究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同教学活动相结合。
从40年代末就成为卢卡奇学生的一批青年理论家，如A·赫勒、G·马尔库什、M·瓦伊达等人，在卢
卡奇的精心指导下，到了60年代形成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流派之一——布达佩斯学派。
卢卡奇也在这一时期回顾和重新思考了自己的理论研究历程，一方面，他继续对《历史和阶级意识》
中的一些观点进行自我批评，但另一方面，他又超越了苏联时期的保守的斯大林主义立场，试图以社
会存在本体论、日常生活等新的理论范式来阐释自己的观点。
这一时期的理论著述集中表现为两部巨著，即1963年的《审美特征》和1971年的《社会存在本体论》
。

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的一生充满了波折，并常常为各种政治争论和理论争论所环绕。
他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以极大的勇气对马克思主义学说提出了重新理解，又在后来的理论研究中
不断对这一新理解做出各种修正和自我批评，而无论这一新理解还是后来的修正和自我批评都长时间
地引起人们的争议。
然而，尽管卢卡奇对自己青年时代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不断做自我批评，尽管一些研究者试图以卢
卡奇晚年的《社会存在本体论》来否定他早期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但是真正确立卢卡奇在20世纪
人类理性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并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分化及新马克思主义（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和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产生巨大影响的正是《历史和阶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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