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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世纪英国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政治批判管窥
乔瑞金，张尚弘

（山西大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山西 太原 ０３０００６）

摘　 要： 对资本主义的政治批判一直是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一个核心内容，在 ２１ 世纪仍然表现出强劲

的研究势头。 总体来看，２１ 世纪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批判，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延续了其整体主义的思维

方式，通过对资本主义异化的社会制度、异化的暴力政治和异化的意识形态三方面的深入批判，从人的全面解放的

哲学立场出发，通过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系列弊端、问题及其根源，厘清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现状及其在社会关

系、国际关系和人与人关系方面存在的新问题，寻求改善经济危机给社会和人民带来的困境的办法，对于追求科学

社会主义制度在英国的实现，推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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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焦资本主义问题是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的一个显著特色，尤其是 ２０ 世纪中叶以降，对资本

主义问题的批判性阐释逐渐成为其研究的焦点。 进

入 ２１ 世纪，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频发，西方国家

对第三世界的暴力干涉更加频繁，失业、贫困以及难

民等问题日益严峻，女性要求男女平等的呼声高涨，
资本主义所滋生的新问题愈发突出。 面对现实的社

会危机，英国马克思主义强化了对资本主义的政治

经济学批判和政治批判，通过对异化的资本主义社

会制度、异化的暴力政治和异化的意识形态的批判，
绘就了一幅具有英国马克思主义特色的资本主义政

治批判的三维构图，揭露了资本主义现实困境的根

源，彰显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政治诉求。
２１ 世纪英国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政治批判

仍然以经典马克思主义作为批判的武器，在他们看

来，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新时代仍然保持旺盛，它
仍然能对当今世界的局面给予科学的解释，在面对

今天这些因资本主义体系而产生的贫困、失业等非

正义问题时，马克思主义仍然具有强大的影响

力。［１］“马克思的思想在今天甚至比在 １９ 世纪更有

意义，马克思对我们理解环境和经济危机做出了根

本性的贡献，他的作品提供了必要的概念基础，并在

此基础上建立了对当代帝国主义认识的充分概

念。” ［２］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的基础上，２１ 世

纪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批判更加关注与政治经济

学批判、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的结合，尤其强化政治

经济学研究范式在对新自由主义模式批判中的运

用，认为“马克思经济学著作中所揭示出来的逻辑，
诸如剥削、竞争性积累和金融泡沫，正活跃于当今资

本主义中” ［３］，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可以准确把握当前陷入困境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真实

状况。 在他们看来，一方面，经济危机作为资本主义

周期性经济活动的一个环节，是必然会发生的，因
此，经济危机并不一定意味着资本主义已经失去重

新构建政治经济秩序的能力，也不一定必然是革命

的催化剂。 正如苏珊·沃特金斯（Ｓｕｓａｎ Ｗａｔｋｉｎｓ）所
说，新自由主义时代行将终结意味着资本主义气数

已尽的说法应被谨慎对待，因为新自由主义时代只

是资本主义顺应历史发展的一个产物，并不能将其

完全等同于资本主义本身，新自由主义或许可以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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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新自由主义”代替，但其背后运行的仍然是绝对

的资本主义。［４］ 另一方面，经济危机又恰恰暴露了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性弊端，这一弊端会随着

其对利润的无限制贪婪逐渐放大，而经济危机作为

这种弊端的外在表现，必然也会以其作用和覆盖范

围日益扩大的形式得到表现，这就表明资本主义的

本质使其无法通过内部的自我净化完成对自身的超

越。 因此，对现实的资本主义的政治批判是以政治

经济学的批判为基础的，只有这样，才能准确把握和

揭露资本主义制度、暴力政治和异化的意识形态的

本质，唤起无产阶级新的革命意识，深化对资本主义

的斗争。

　 　 一、异化的社会制度批判

英国马克思主义认为，人道主义是一个好的社

会制度理应具备的基本价值观念，然而，在当前资本

主义国家，作为保证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社会制度，人
道主义越来越变成同人民相对立的异化的东西，而
这一异化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无限增值

特性。 在这一特性的作用下，资本主义制度变成了

资产阶级 “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体有利的事

业” ［５］的工具，成了同人民相对立的异己力量，成了

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阻碍。
（一）资本主义的侵略性扩张带来了全球性的

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给整个人类带来新的灾难

２１ 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国家沿袭不断提高社会

福利待遇的传统方式，使人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
这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实质，
削弱了人民群众反抗的积极性，严重阻碍了社会主

义运动的进一步开展。 面对现实，英国马克思主义

者没有被资产阶级营造的华丽外表所欺骗，他们坚

持要回到每一个现实的人、回到人民群众的真实生

活状况来看问题，坚持“透过表面现象深入社会的

物质生产与生活当中，以此来找寻不平等现象产生

的根源” ［６］。
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看来，２１ 世纪的资本主义同

过去相比，看上去似乎好了很多，然而这一切仅仅停

留在表面，经不起推敲和分析。 资本主义虽然有周

期性的衰退和萧条，但人们还是习惯于把资本主义

说成是一种自我扩张的增长运动。 不过，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都出现了发展停滞现象，
在商品生产领域的利润率下降的情况下，世界制造

业基地向低工资经济体的转移未能抵消这一进程，

相反，后发工业化国家将其前辈的生产力收益压缩

到越来越短的增长周期中，以加速的方式重新创造

了新的发展问题。 与此同时，资本转向了承诺会有

更好回报的投机性企业，其结果是金融泡沫下的增

长乏力，以及在大衰退的过程中留下的破坏性崩溃

和无就业复苏的痕迹。［７］ 具体说来，一方面，整个世

界的发展呈现出一种极端不平衡的态势，在西欧和

北美这样的资本主义核心区域，先进的科学技术早

已被广泛应用到了日常的生产和生活中，创造出了

大量的财富。 不仅如此，核心区域的国家如英美德

法，他们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频繁地对亚非拉美等

非核心区域的国家进行殖民和剥削，通过牺牲非核心

区域国家的利益来为自身谋利，这就进一步导致核心

区域与非核心区域之间在资源享有、财富分配、劳动

分工等方面的不均衡。 另一方面，民众的现实生活中

亦充满着不平等现象。 这不仅表现在非核心区域，核
心区域人民的日常交往、工作及生活状况同样没有

保障。 看似有所提高的工资水平和福利待遇早晚会

在下一次的经济危机中加倍流失，因为这些不过是

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用来麻痹人民群众的手段，
其目的是在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一个稳定的内部

环境。 这一点罗宾·布莱克本（Ｒｏｂｉｎ Ｂｌａｃｋｂｕｍ）在
其《安然破产与养老金危机》一文中，给出了非常清

晰的分析和阐释。 在戈兰·瑟伯恩 （ Ｇöｒａｎ Ｔｈｅｒ⁃
ｂｏｒｎ）看来，随着经济危机的爆发，资本主义的弊端

暴露无遗，收入下降、失业率上升、社会福利危机、贫
困等不平等问题接踵而至，而资本主义又将经济危

机带来的损失强加给人民大众，使得人民不仅没有

实现资本主义标榜的美好生活，反而“被越来越富

有的资产阶级抛弃” ［８］。 这是资本主义本质使然，
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 不平等是

资本主义不人道的真实呈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法得到满足，全球性的危机

正在蔓延，给人类带来了新的灾难。
为此，英国马克思主义深入人民大众的日常生

活，通过对失业、社会福利以及贫困等社会不平等问

题的揭露，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对于上述问题的根源

性影响，并认为“只有在工人阶级、人民大众当中重

新确立起社会主义的原则” ［９］，才能从根本上改变

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从而使社会更加适合一切人

的生活和发展。
（二）大范围的失业体现了异化的资本主义制

度在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方面的弊端

失业问题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就已成为“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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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欧洲的幽灵” ［１０］，并一直延续至今。 技术的变革、
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得工人阶级大量失去就业机会，
裁员的威胁甚至波及到了中产阶级。 面对这一困

境，一些学者把希望寄托在新技术革命上，认为过去

许多只能在科幻小说中看到的技术已经或正在变成

现实，新技术可以挽救失业的危机。 亚伦·贝纳纳

夫（Ａａｒｏｎ Ｂｅｎａｎａｖ）批判了这种观点，认为“没有任

何经济法规定所有工人，甚至大多数工人都能从这

些进步中受益”，“恰恰相反，随着更先进技术的采

用，劳动力需求下降，工资水平停滞不前，越来越多

的收入被资本而非劳动力所占据，其结果是不平等

加剧”。［１１］在他看来，失业状况的日益加剧反映的其

实是一种世界经济的衰退，这种衰退会严重打击所

有的工业国家。
面对资本主义渴望通过内部净化和自我调节来

解决失业问题的幻想，简·布雷曼（ Ｊａｎ Ｂｒｅｍａｎ）指
出，资本主义所谓的净化和调节，实际上是把经济危

机的负担压在工人阶级身上，“资本永远不会付出

代价，尽管它对此负有主要责任” ［１２］，资本主义的发

展方式只会使财富越来越集中于资产阶级手里，广
大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困境得不到任何改善，高
失业率和低收入会使他们举步维艰。 因此，通过强

调资本主义内部净化来宣扬其优越性的做法，其实

质无非是资产阶级用以维护自身统治的一种意识形

态的错误引导，目的是欺骗大众，使人民满足于现

状，失去反抗的意识。 在简·布雷曼看来，当前由于

资本主义积极意义的丧失所引发的失业危机“实际

上是结构性危机” ［１３］，工资低、受教育程度低、资源

贫乏的工人阶级构成了过度拥挤的世界经济底层，
如果不通过从根本上变革社会结构来扭转这一局

面，处于底层的劳动力会陷入一种永久的危机状态。
（三）福利制度的异化显露出资本主义对人追

求美好生活的漠视

２１ 世纪这一问题还集中表现在以养老金危机

为代表的社会福利问题上，统治阶级对人民许下的

美好承诺早已行迹难寻，取而代之的是每况愈下的

收入和失去保障的晚年。 罗宾·布莱克本以美国安

然公司的倒闭为切入点，深刻揭露了养老金问题所

暴露的资本主义的非人道本质。 布莱克本指出，安
然公司破产所带来的养老金问题相当严峻，但其中

最受影响的仍然是工人阶级。 布莱克本用局内人和

局外人的概念解释说：“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资

本主义的根本冲突存在于资本所有者和工人之间，
安然事件证明，真正的冲突存在于局内人和局外人

之间，股东和工人在安然事件中都是失败者。” ［１４］布

莱克本指出，局内人是摩根大通和花旗银行，他们将

安然公司的高风险贷款转移给了保险公司和基金经

理，并最终转移给了大量的养老金计划持有者，即局

外人，并且，这次事件因工人们间接或小规模的股东

身份而不能被定性为资本所有者和工人之间的冲

突。 在布莱克本看来，虽然这次事件中工人亦是资

本的所有者，但他们实际上仍是真正的局外人，因为

他们对以他们的名义存在的资产缺乏真正的控制

权，而这才是工人和有产者的本质区别。 安然事件

的发生再次证明了马克思早在 １００ 多年前就得出的

结论：“当资本家赢利时工人不一定有利可得，而当

资本家亏损时工人就一定跟着吃亏。” ［１５］７

安然事件并不是个例，养老金危机正在困扰整

个西方世界。 “数据显示，三分之一的养老金计划

在过去十年被取消，这暴露出养老金危机的规模越

来越大。 这一发现加剧了人们的担忧，即整整一代

人都面临着紧张的退休生活。” ［１４］在布莱克本看来，
包括养老金计划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系列福利

政策实质上都是非人道的，“安然的结果赤裸裸地

展现了精英阶层的贪婪” ［１４］。 事实证明这些政策不

过是资产阶级用来欺骗人民的幌子，“死的资本总

是迈着同样的步子，并且对现实的个人活动漠不关

心” ［１５］８，决策者的出发点从来就是自身的利益和统

治地位，他们将危机带来的方方面面的压力毫无保

留地通过各种手段转移给广大无产阶级，使人民大

众的生活压力无限制地增大。 “养老金恐慌反映出

人们开始意识到，雇主一直在大规模地欺骗他们的

员工” ［１４］，也就是说，这些福利政策不仅没有提高人

民的生活水平，反而暴露了资本主义对人追求美好

生活的漠视，这也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
基于此，英国马克思主义从制度批判的维度上认为，
“建设一个可以为穷人谋求社会民主福利的社

会” ［１６］已经迫在眉睫。
（四）异化的社会制度导致工人阶级日益贫困

随着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问题的日益严峻，贫
困的问题亦逐渐加剧。 戈兰·瑟伯恩指出，一些深

层次的贫困问题恰恰隐藏在了资本主义虚假繁荣的

背后。 一方面，日益尖锐的贫困问题凸显了资本主

义制度的弊端，由于一味地追求利益而忽视了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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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注，“资本和劳动力之间日益失衡” ［１３］，财富越

来越多地被资产阶级占有，致使资本主义制度下普

通民众的劳动状态、生活状态以及健康状态不但没

有发生好转，相反还有可能因为战争、社会动荡等因

素而下降。 对此，克里斯·哈曼（Ｃｈｒｉｓ Ｈａｒｍａｎ）认

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放在今天的工人阶级身上依

然适用，工人们不仅无法决定自己的生产，反而还会

被自己生产的产物所控制，［１７］这种劳动的异己性使

得工人们的付出得不到应有的回报，贫困的加剧是

其必然的结果。 尼克拉·金斯伯格（Ｎｉｃｏｌａ Ｇｉｎｓ⁃
ｂｕｒｇｈ）在反思工人阶级的贫困窘境后指出，资本主

义试图通过将贫困等同于个体选择和道德缺陷等手

段，将贫困从制造不平等的结构转移到个人身上，进
而掩盖资本主义体系和社会结构因素在贫困制造中

的真实面目。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发展至今，所累积

的财富和财富的创造能力是之前无法比拟的，由于

经济的飞速发展，加之资本主义国家顺应潮流建立

了囊括福利、保险、医疗和救助等在内的社会保障体

系，工人阶级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程度的提

高，甚至有不少工人阶级已经接近或者步入了中产

阶级。 随着这一现象的逐渐增多，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便把这一现象当成是贫富差距缩小的标志，认为

“‘中产阶级’的扩张意味着贫困即将消失” ［８］，甚至

声称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矛盾已经缓和并趋于稳

定。 而事实是，“资本主义可能最终会导致中产阶

级的无产阶级化” ［８］，因为资本主义的首要任务是

确保世界各国以及各国人民“在经济和政治上被锁

定在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中” ［１８］，“经济危机正在由

大量财富从穷人转移到富人手中来解决” ［１３］。 也就

是说，资产阶级一旦出现问题，危机势必会波及无产

阶级，从而加剧无产阶级的困境，近年来西方经济危

机频发以及由此引发的失业和贫困问题的剧增都有

利地证明了这一点。 因此可以说，工人阶级的状况

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深陷“资本主义不平等的漩涡”
“日益严重的不平等仍然是最有可能的结果”。［８］

由此可见，无论是全球性的危机、失业、社会福

利降低还是贫困，都是社会不平等的表现，是资本主

义异化的社会制度的外在呈现，是其内在逻辑发展

的必然结果。 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看来，剥削仍然是

资本主义不可撼动的主旋律，资本主义所推行的提

高收入、落实福利、普及教育等政策实则都是其美化

剥削本质的手段，因为他们清楚，自己获取利益的最

有效方式就是对工人阶级的剥削，而这同时也暴露

了资本主义对工人的依赖。 因此，工人阶级依然是

可以撼动资本主义的核心力量，是革命的主体，他们

“有团结在一起的实力来打断、破坏并重新组织生

产，从而将经济生活的轨道转向不同的方向” ［１９］。
这也表明，时至今日，马克思主义对于工人阶级仍然

具有强大的解释力。

　 　 二、异化的暴力政治批判

２１ 世纪的暴力政治虽然不再以过去那种野蛮

的以国家消亡甚至种族灭绝为目的的形式存在，但
实际上仍然以新的更隐蔽更无人性的形式延续，具
体表现为资本主义对市场的抢占、对资源的掠夺以

及对世界领导权的贪婪等等。 其中，作为异化的暴

力政治最突出的表现形式，武装暴力干涉行为在世

界范围内屡屡上演。 有鉴于此，英国马克思主义结

合自身独特的理论视角，从以下两个方面对冷战后

一系列武装暴力行为的实质以及在武装暴力中人民

大众的悲惨状况进行了思考和分析。
（一）资本主义国家借人道主义名义武装暴力

干涉它国内政是其异化的暴力政治的集中表现

冷战结束后，世界和平发展的美好局面并没有

如期而至，相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打着人道主义的旗号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进行了

频繁的帝国主义暴力干涉。 “事实上，苏联解体后，
全球暴力手段的不平衡已经加倍，霸权的基本组成

部分更加急剧地向武力的方向倾斜” ［１８］，整个世界

依然笼罩在暴力的阴影下。 对于上述状况，资产阶

级代言人马丁·肖（Ｍａｒｔｉｎ Ｓｈａｗ）辩称说，这样做是

西方在承担全球领导的角色，建立一种国际新秩序。
西方有历史责任承担这一角色，并且只有西方具备

经济、政治和军事资源以及进行这种统一所必需的

民主和多民族机构以及文化，“因为在适当的时候

……只有存在一个能够从各方的共同利益出发，能
够对整个系统施加纪律的超级大国，才能令人满意

地解决协调问题” ［１８］。 对此， 霍布斯鲍姆 （ Ｅｒｉｃ
Ｈｏｂｓｂａｗｍ）指出，西方强国所谓的责任，实际上是

“他们对边缘化地区的霸权控制”，“他们从经济视

角来论述世界体系……其结论必然是西方中心论

的”，［２０］１６６这是明显的“将个人权力置于民族国家的

领土权力之上” ［２１］的行为。 所谓的国际新秩序明显

是建立在国与国之间不平等的基础上的，看似是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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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家对贫穷国家的责任，实质上却是赤裸裸地干

涉，这种干涉在一个由民族国家而非单一力量组成

的世界中是不合理的。 在塔里克·阿里（Ｔａｒｉｑ Ａｌｉ）
看来，西方一些国家的暴力干涉行径虽然打着人道

主义的旗号，本质却是非人道的，因为他们的根本指

向不是寻求如何实现人的价值，而是建立在“无数

的谎言、贪婪与帝国主义幻想” ［２２］基础上的，是在利

益驱使下的对外扩张，是对资源的无节制掠夺和对

劳动力的无限制剥削。 从手段来看，当前世界的暴

力干涉手段更是与“人道”背道而驰。 从结果来看，
暴力干涉不仅没有为被干涉方带来平等和自由，相
反，更加剧了他们的困境。

（二）对新帝国主义的反抗必将推进世界人民

革命意识的觉醒和革命斗争的高涨

与暴力干涉相伴而生的是日益高涨的反战情绪

和反战运动。 恩格斯曾经指出：“资产阶级……在

它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个转折点，经过这个转折点之

后，它的手段每进一步增加，首先是它的资本每进一

步增加，都会使它越来越没有能力进行政治统

治。” ［２３］霍布斯鲍姆曾预言，如今资产阶级的这个转

折点已经来到，即“社会的结构本身，甚至包括资本

主义经济的部分社会基石，正……处在重大的毁灭

转折点上” ［２４］，因为资本主义单靠国内的资源和劳

动力已经不足以满足发展的需求，为了追求更大的

利益，它们只能采取暴力干涉的形式，打着人道主义

的旗号，“将侵略装扮成解放” ［２２］。 这种情况下，在
资本主义国家看似取得资本增长的背后，是全世界

无产阶级不满情绪的日益高涨，而反战运动的不断

出现正好说明了资本主义统治能力的下降。 亚历山

大·考科布恩（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Ｃｏｃｋｂｕｒｎ）指出，“时至今

日，反战运动在日常生活中依然鲜活地存在” ［２５］，多
数人民将反战倾向作为总统选举标准的这一现象也

显示出人民强烈的反战意愿。 与此同时，反战运动

的高涨有利于唤醒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 一方面，
反战运动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是使各国的无产阶级因

为同一个目标又重新团结在一起，为了自己的生存

和发展而并肩战斗。 另一方面，反战运动的屡次失

败除了表明资产阶级的力量依然十分强大外，也说

明了无产阶级自身的力量依然不够强大。 帝国主义

暴力干涉的不断升级，有利于重新唤醒无产阶级潜

在的革命意识，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有望再次联合起

来。 对此，大卫·钱德勒（Ｄａｖｉｄ Ｃｈａｎｄｌｅｒ）认为，暴

力政治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自身的运行逻辑不仅

无法阻止武装暴力干涉，反而需要通过暴力来维持

自身的正常运行。 在他看来，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用“人道主义干预……来掩盖特殊利益或权力图

谋” ［２１］，这些行为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是
资本主义殖民运动在当代的表现形式。

总体来看，对新时代国际暴力干涉行为做理论

与现实的观照，是 ２１ 世纪英国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

本特点。 从他们的分析和批判中可以看出，新帝国

主义的暴力政治行为实际上是在“新军国主义背后

的帝国主义现实上覆盖了一层人道主义面纱” ［１８］，
是以实现人的权利为名，行扩大势力范围及谋求自

身利益之事，是不合乎正义、不合乎人道的，其直接

后果就是导致国际关系和秩序的混乱，对当今世界

的稳定与发展构成巨大威胁。 英国马克思主义正是

站在真正地尊重与维护人的权利与自由的立场上，
对当今世界暴力干涉行为的本质进行了揭露，这对

于构建稳定的国际秩序有所裨益。

　 　 三、异化的意识形态批判

资本主义异化的意识形态包含了诸多内容，其
中女权问题、对人的现实关怀问题和种族歧视问题

成为 ２１ 世纪英国马克思主义较为关注的主题。
（一）权利不平等是资本主义异化的意识形态

的集中表现，尤其是妇女权利的不平等深刻暴露了

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性

自文艺复兴以来，人人平等是资产阶级极力倡

导的基本思想，其中，女性本应享有与男性同样的地

位和权利的思想早已成为共识。 然而，在当前的西

方社会，女性并没有得到与男性同等的作为公民应

有的权利。 英国马克思主义对女性权利的关注秉持

了始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的第二波女权运动的思想理

路，他们通过对女性的工作状况、生活状况、家庭状

况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劳动性别分化的关系的

长期详细考察，结合自身的思考，试图对女性在当前

资本主义环境下所面临的困境给出一个合理的解

释，并找到使女性摆脱困境的可行路径。 立足于对

传统底层视角的坚守，英国马克思主义发现，过往的

和新自由主义模式下的女权主义几乎都是将视野放

在社会的中上层，而非数量更加庞大的底层贫困女

性。 这种审视视角的断层很容易造成难以触及全球

化浪潮的底层女性在女权主义的“全球化视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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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缺失，从而使女权主义背离其原本的含义，逐渐沦

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渗透的工具。 因此，２１ 世纪英

国马克思主义以恢复人的基本权利为目标对女权问

题进行的思考，基本呈现出以下两个特点：
其一，坚持从历史主义的审视视角看资本主义

意识形态异化。 丹尼斯·德沃金（Ｄｅｎｎｉｓ Ｄｗｏｒｋｉｎ）
曾指出：“女权主义不仅仅考察家庭历史，而且寻求

解释，为什么作为劳动力的再生产者的女性工人，以
及她们在家庭中作为劳动力的服务，长期都不被重

视。 将女性带入历史研究的视野，我们关于生产，关
于工人阶级政治和文化，关于阶级斗争，关于福利国

家的知识，将会改变。” ［２６］苏珊·沃特金斯通过反思

２１ 世纪之前的女权运动，认为当代女性面临困境的

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性别分工和家

庭与工作场所的分离，“西方的霸权主义模式虽然

还远没有普及，但在公共领域都实行了男性的统

治” ［２７］，这使得女性在与男性的竞争中处于全面的

劣势地位。 米切莉·巴雷特（Ｍｉｃｈｅｌｌｅ Ｂａｒｒｅｔｔ）则指

出，“必须注意到性别分工并不全是资本主义的现

象，它的一些因素在资本主义之前就已存在，只不过

资本主义使性别分工更加顽固而已。” ［２８］２８５ 在她看

来，不能仅从资本的角度或仅从家庭的角度讨论妇

女的受压迫问题，应该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和思考性

别与阶级问题，搜集和分析女权主义发展过程中的

历史事实和问题，有利于我们对女权主义的现状给

出更加客观和合理的说明。 丹·基思（Ｄａｎ Ｋｅｉｔｈ）
在认识到女权主义的重要性及其所面临的困境后指

出，虽然女权主义已经随着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日

益受到社会和媒体的关注，但是在当下的政治话语

体系中，占实际支配地位的仍是由资本主义意识形

态所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而非社会主义的

女权主义，因此，在社会实践或者行动团体中，性别

歧视总是在不经意或被动的情况下频频发生，女性

的受压迫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 因此，将已

被资本主义置于边缘地位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重新

拉回历史的中央，找到其遭遇的发展困境，并使其在

同其他解放意旨的对话中获得新发展，是很有必要

的。［２９］苏珊·沃特金斯通过追溯和对比 １７９０ 年至

１９００ 年之间的女权主义运动，着重强调了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的女权运动的历史地位，指出这场运动

“是在一场更广泛的斗争浪潮中兴起的，这场斗争

注入了女权主义的语言，并帮助塑造了它的视

野” ［２７］。 在她看来，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的女权运动具

有如下几个特点：首先，范围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资产

阶级内部的女性，由于受到各国工人运动、学生运动

和黑人运动的影响，广大无产阶级的女性也受到启

发加入到女权运动中来。 其次，女权运动已经不是

局限在某个国家内部的运动，而是发展成为国与国

之间的世界性的运动。 最后，女权运动没有停留在

过去的形式上的反抗，而是付诸于实际行动。 基于

此，沃特金斯认为，对女权主义的思考不应再停留在

资本主义的框架内，而是应该建立一种历史的、超越

阶级的、全球性的视野。 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势不可

逆，歧视、压迫以及不平等将会是全球女性共同面对

的问题，因此，基于某一阶段对女权主义的考察是不

全面的。 只有从历史的整体的视角出发，全面把握

女权主义的内涵及其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深刻联系，
才有可能为女权运动的发展找到正确的方向。

其二，立足于女性的现实生活对资本主义权力

异化的批判。 沃利·塞科姆（Ｗａｌｌｙ Ｓｅｃｃｏｍｂｅ）分析

指出，２１ 世纪之前的女性仍然以家庭妇女为主要的

存在形式，在家庭中从事着无报酬的家务劳动，是
“完全脱离无产阶级组织和斗争的大量劳动人

口” ［３０］，由于行动缺乏有纪律的组织和完善的指导

思想，她们无法组织起有效的反抗形式，因此她们的

斗争一般都是被直接镇压或不了了之。 维罗妮卡·
席德（Ｖｅｒóｎｉｃａ Ｓｃｈｉｌｄ）指出，这些“家庭妇女”是组

成无产阶级的重要力量，是工人阶级需要依靠的目

标，女性“不仅追求收入和物质保障，而且追求尊

严、自我完善与传统权威的解放” ［３１］，她们也同工人

阶级一样，以摆脱资本主义的压迫，获得真正解放为

最终目标。 ２１ 世纪后，从进入全球工资劳动大军的

数量和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等多角度看，妇女在社

会和家庭中的角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然而，在女

性作用和贡献不断提高的光鲜外表下，她们所面临

的困境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观，阶级压迫和性别歧

视仍然屡见不鲜，女性要实现真正的解放依然任重

道远。 艾莉森·贾格尔（Ａｌｉｓｏｎ Ｊａｇｇａｒ）指出，女权主

义不应该把妇女看作抽象的与男性无性别差的个

体，而应该把妇女放在她们所处的现实社会关系的

建构中，“妇女解放就是要改变这些关系” ［２８］３００。 考

察女性的现实生活，有利于更好地发掘隐藏于生活

外表背后的女性独有的特征和文化，帮助女性更好

地看清她们所面临的困境，进而唤醒女性的抗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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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 同时，立足女性的现实生活也是马克思主义考

察人的基本立场，这更有助于女权运动摆脱来自资

本主义的束缚和其他持不同立场的女性思想的干

扰，使女权运动找到真正科学的指导思想，明确继续

斗争的目标。
苏珊·沃特金斯指出，女性地位的提高彰显了

女权主义的积极意义，也为今后女权主义的发展和

完善奠定了基础。 但是女性地位提高的同时也衍生

了其他社会问题，“性别平等的进步与世界大部分

地区的日益不平等齐头并进” ［２７］。 在她看来，一方

面，那些进入工薪阶层甚至是精英阶层的女性，绝大

部分来自资产阶级内部，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使这些

女性逐渐摆脱了家庭的束缚，使她们有精力进入社

会，而这些女性的加入又大大扩充了资本主义的生

产力，使资本主义的发展更进一步。 然而与此同时，
占据更多人数的无产阶级妇女可能还在为解决温饱

问题而苦苦挣扎，她们并没有因女权主义而获益，这
样一来产生的后果必然是资产阶级的女性与无产阶

级的女性的差距不断拉大，全世界女性整体的贫富

状况日益不均。 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体制内，广大

无产阶级女性的地位即使提高，也依然不会改变受

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命运，甚至女性还会受到来

自于男性的歧视和压迫，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并不具

备真正解放妇女的条件。 南希·弗雷泽（Ｎａｃｙ Ｆｒａ⁃
ｓｅｒ）认为，“第二波浪潮引发的文化变革本身是有益

的，它使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转型合法化，而这种转

型与女权主义者关于社会公正的远景背道而

驰” ［３２］。 因此，“这场运动需要将女性的不服从、乌
托邦式的幻想和社会主义的观点结合起来，女权主

义者必须进入政治领域，她们也必须把控制社会生

产作为自己的关注点” ［３３］，也就是应该通过积极发

挥自身的能动性来寻求对资本主义权力异化的

反抗。
（二）现实的资本主义漠视对人的生命关怀

针对突然爆发的新冠疫情，英国马克思主义认

为，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新自由主义的运行逻辑使

资本主义世界下意识地在维护企业生存和保证人民

健康之间选择了前者，这使得本就脆弱的个人在残

酷的病毒面前更加无助，人类的生存状况面临着巨

大的挑战。 伊恩·弗格森（ Ｉａｉｎ Ｆｅｒｇｕｓａｎ）指出，疫
情导致数以百万计的工人被迫在工作和饥饿之间做

出选择，雇主要求他们在没有适当的社会距离或个

人防护装备的情况下工作，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雇
主甚至要求出现症状或者检测呈阳性的员工继续工

作，这对工人的身体和精神健康无疑是巨大的摧

残。［３４］在弗格森看来，受新自由主义本质的影响，包
括卫生和社会护理工作者在内的许多社会人都不得

不面对一种“道德困境”，即一个人知道该做什么正

确的事，但体制上的限制使人们几乎不可能采取正

确的行动。［３４］

英国《国际社会主义》杂志主编约瑟夫·库那

拉（Ｊｏｓｅｐｈ Ｃｈｏｏｎａｒａ）则采用整体主义的视野，从当

前资本主义的多重危机视角对疫情问题进行了审

视。 他认为，当前资本主义局势面临着三重危机，疫
情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不能孤立于更广泛的生态

和经济混乱来理解它。 资本主义长期的萧条阶段并

不只简单地造成了反复的经济危机，它还迫使资本

对脆弱的生态系统进行更深层次地入侵，以实现利

润的最大化。 新冠病毒正是通过资本的渗透和对自

然的商品化，从动物群体进入人类社会的［３５］。 同库

拉那一样，卡利尼克斯（Ａｌｅｘ Ｃａｌｌｉｎｉｃｏｓ）也进行了相

关方面的思考，他指出，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正在

经济、政治和生物的多维危机中崩溃，正如拜登政府

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 Ｊａｎｅｔ Ｙｅｌｌｅｎ）在写给员工

的信中所说，如果你过去几周里听过拜登总统的讲

话，你就会知道他谈论了“四次历史性危机”，新冠

肺炎疫情是一种，除此之外，人类还面临着气候性危

机、系统性种族主义危机和已经持续 ５０ 年的经济危

机，而这相应的后果是霸权危机，即资产阶级统治的

主导形式的衰败。［３６］ 可以看出，在英国马克思主义

看来，新冠疫情不但将新自由主义运行逻辑的弊端

无限制放大，还暴露出新的问题，即原本隐藏在“繁
荣”背后的新自由主义在公共健康领域的运行机

制，同样是一种对于人权的违背。
（三）种族歧视问题凸显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的异化

种族歧视问题是同资本主义相伴而生的历史性

问题，它根源于资本主义剥削和扩张的本质。 受新

冠疫情的影响，人民的生存危机日益加深，种族歧视

再一次成为了被关注的焦点。 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看

来，种族歧视在新冠疫情的刺激下被激化和放大，其
影响力已经逐渐渗透到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因此

有必要给予足够的关注和重视。 为了人类获得解

放，种族歧视必须被摧毁。［３７］ 苏亚塔·吉德拉（Ｓｕ⁃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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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ａｔｈａ Ｇｉｄｌａ）和艾伦·霍恩（Ａｌａｎ Ｈｏｒｎ）在《新左派评

论》发表的文章《种姓、种族和阶级》中指出，种族问

题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基于血统或不可改变的特征对

人的价值进行排序的传统的延续，它通过使用严格

控制的边界来保证一些群体对其他群体的优越性，
使他们都处于各自制定的位置。 这一概念映射到美

国就是白人是“统治者”，亚洲人和拉美人是“中间

层”，非裔黑人处在底层。［３８］同理，在他们看来，这种

类比也适用于英国、德国乃至全世界存在种族歧视

的地区。 吉德拉和霍恩通过梳理种族歧视的形成机

制，指出种族歧视的出现主要包含以下几个要素：相
信社会等级制度是由上帝规定的；角色与等级的世

袭性质；禁止跨种族通婚；将最低阶层与污染联系起

来；“清洁”与“肮脏”的职业等级制度；对低下阶层

的污名化和非人化；相信优势和劣势的与生俱来；以
暴力的形式执行上述规定。［３８］而在资本主义意识形

态的作用下，上述要素的催化作用还会被进一步放

大，使得“不同阵营”的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不断拉

大，这势必会导致“种族”之间矛盾的激化。 因此，
在他们看来，对抗种族歧视，除了坚持同资本主义制

度的抗争外，还应提倡两方面的努力，一方面，“种
族歧视的施为方需要被唤醒，需要让他们明白种族

歧视对于人类生存和未来社会发展所构成的危

害” ［３８］，另一方面，打破工人阶级中黑人劳工和白人

劳工之间的隔阂，让他们建立一种和谐的对话关系，
进而确定他们作为工人的共同利益，这样一来，剥削

他们的难度就会大大增加［３８］。
总而言之，对女性问题、疫情和种族歧视的思考

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将现实的人置于社会主义理论和

抱负的中心位置的一次积极尝试。 通过发掘女性实

践活动的多样性及重建女性日常生活的完整性，英
国马克思主义看到了现有的女权主义及其在资本主

义制度下发展的局限性；通过对资本主义世界面对

疫情的态度及其应对措施的深入分析，看到了资本

主义对人的漠视；通过对因疫情而加剧的种族歧视

问题的根源及其表现形式的分析，看到了大量底层

人民在种族歧视下的巨大痛苦。 因此，英国马克思

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无法做到“在每一

个社会阶层，每一个种族阶层中实现性别平等” ［２７］，
只有摆脱资本主义的体系框架，实现社会主义制度

变革，才能破除异化的意识形态，人类才能得到真正

的解放。

　 　 四、结语

２１ 世纪英国马克思主义是将制度批判、价值批

判和人道主义批判融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的一种

全新解释，这是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审视资本主义

问题的一种全新发展。 异化的社会制度批判、异化

的暴力政治批判和异化的意识形态批判三个方面构

成了 ２１ 世纪英国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政治批判

核心框架。 其中，异化的社会制度呈现出新时代资

本主义制度下人所面临的多重不平等的新局面；异
化的暴力政治揭露出资本主义暴力政治新秩序下人

的新困境；异化的意识形态则体现了社会权力构造

维度下的人的基本权利问题。
首先，异化的社会制度批判彰显了“从下往上

看”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维度。 ２１ 世纪英国马克思

主义思想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现实的人”思考方式

的基础上，更加关注底层人民的现实状况。 他们看

到了资本主义国家把关注的焦点都放在了经济危机

对富裕国家的影响上，“对生活在过去被称为第三

世界的广大民众却没有多少关注”，“而这种思路只

分析了危机对整个国家的影响，却掩盖了危机对社

会各个阶层的不同影响” ［１３］，尤其是对社会底层群

众的影响。 其中最生动的体现，就是无产阶级在面

对失业、社会福利的丧失和贫困这些不平等问题时

的孤立无援和无能为力。 这就是许多穷人越来越容

易受到各种意识形态诱惑的原因，因为“他们很想

把它看作是一种摆脱对他们来说是死胡同的出

路。” ［３９］对异化的社会制度的关注，既与马克思主义

一脉相承，也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它表明只有立足于广大人民，倾听民众的真实诉求，
看清民众的真实现状，才能正确地运用唯物史观的

科学认识，冲破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牢笼，消除异化

的社会制度，进而建立“一种更加平等、更加人道的

社会秩序” ［４０］。
其次，异化的暴力政治批判是破除资本主义霸

权的全新尝试。 英国马克思主义对新时期异化的资

本主义暴力政治的关注，体现了一种整体性的全球

视野。 在资本主义背景下，利润、剥削和压迫是主旋

律，它“摧毁了人们旧的生活方式，任由他们在缺乏

相应能力的情况下自行寻求新的生活方式，却很少

告诉他们怎么办” ［４１］，工人生活的任何稳定都可能

是暂时的，统治阶级除了自己的私利，没有别的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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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因此，一旦危机出现，承受最大痛苦的必然是

广大人民群众。 而英国马克思主义立足亚非拉美等

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通过对其内部人民生存状况

的深入考察，思考如何帮助他们摆脱困境，把他们从

“资本主义的瘟疫中解放出来” ［４２］，进而“建设一个

可以为穷人谋求社会民主福利的社会” ［１６］，一个可

以真正实现人的平等、自由发展和彻底解放的社会。
这不仅体现了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全球视野，也是新

时代破除资本主义霸权的全新尝试。
最后，异化的意识形态批判体现了坚持马克思

主义“人的全面解放”的哲学立场。 英国马克思主

义“希望给予所有人应有的权利” ［４３］，因此，关注女

性的异化和生存状况，考察疫情所凸显的资本主义

制度下人的困境，审视种族歧视的社会危害，都是其

思考人的全面解放问题所不能规避的重要方面。 因

此，从上述三个视角切入资本主义对人的影响，有利

于更加立体地把握人的现实处境，是 ２１ 世纪英国马

克思主义坚持人的全面解放立场在新时期的具体呈

现。
综上所述，英国马克思主义在 ２１ 世纪对资本主

义异化的社会制度、异化的暴力政治和异化的意识

形态的批判，分别从社会关系、国际关系和人与人关

系三方面，展示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在新形势下对于

资本主义世界的立体审视。 他们坚持以历史唯物主

义为指导，以人的全面解放的哲学立场为出发点，通
过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系列弊端、问题及其根源，
寻求改善经济危机给社会和人民带来的困境的办

法，为打破资本主义的桎梏而斗争。 这是英国马克

思主义在新时代探索实现人的自由与发展的全新尝

试，值得予以深入思考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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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８）：５ －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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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ｃａｕｓｅｓ，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ｃｌａｒｉｆｉｅｓ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ｑｕｏ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ｗｏｒｌｄ ａｎｄ ｉｔｓ ｎｅｗ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 ｔｏ －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ｅｅｋ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ｐｌｉｇｈ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ａｂｏｕｔ ｂｙ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ｒｉｓｉｓ．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ｉｓ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ｉ⁃
ｅｎｔｉｆｉｃ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ｓ’ ｆｒｅｅ ａｎｄ ａｌｌ － ｒｏｕ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Ｂｒｉｔｉｓｈ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２１ 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ｎｅｗ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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