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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纪 #" 年代西方出现了一股 !意识形态终结" 的思

潮#这种思潮是在一些社会学家$$$拉蒙德%阿隆&爱德华%希

尔斯和丹尼尔%贝尔中酝酿起来的# 其出现有各种各样的原

因#但最重要的原因是政治原因’ 也许是对这一思潮的反驳#

从 $" 年代起#西方就出现了各种新的意识形态理论#这些理

论一直延续到今天#包括马尔库塞&阿尔都塞&哈贝马斯以及

晚年卢卡奇等人的理论( 但卢卡奇的意识形态理论和其它理

论不同#他以回到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为目的#而其他人则

是站在马克思理论的对立面(

一!意识形态的本体论意义

卢卡奇早期作品)历史和阶级意识*批判了第二国际的理

论家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宣扬机械的决定论#这样使工

人阶级的阶级意识长期不能成熟#也就无法摆脱资产阶级意

识形态的束缚#因而导致了革命的失败( 所以他认为要引导

工人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就必须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革

命# 这样才能从主观上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历史主体作用(

所 以 他 提 出 了 他 早 期 的 意 识 形 态 学 说$$$!总 体 性 革 命"即

!意识形态革命"的理论( 晚年卢卡奇的观点有了实质性的转

变#他赞同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把意识形态

理解为!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

政 治 的 &宗 教 的 &艺 术 的 或 哲 学 的 #简 言 之 #意 识 形 态 的 形

式( "%&’认为意识形态是指能够克服社会冲突$$$无论是较大

的还是较小的&无论是命运性的还是插曲性的社会冲突$$$

的理论或实践工具( 所以意识形态是一种社会斗争的手段(

一种思想转变为意识形态的过程#就是这种思想对!此时此地

的定在"发生影响的过程( 但是卢卡奇注重分析马克思意识

形态理论的本体论特征( 他反对意识形态的认识论标准#认

为正确或错误 不 能 成 为 判 断 一 种 见 解 是 否 是 意 识 形 态 的 根

据# 他从因果性和目的性的统一作为基本出发点来探讨意识

形态问题#目的性作为动机&意识或观念#是一种精神性的东

西#但它也具有本体论上的存在意义( 这样卢卡奇把意识&意

识形态的地位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上(

首先#卢卡奇认为观念具有本体论意义(观念产生于人的

劳动过程(人是对环境做出回答的动物#回答是以某个问题为

前提的#而问题并不是现成存在的#当然人的周围现实.自然

界和社会/对于人的某些影响构成了这类问题的基础#但是这

样的基础还必须经过人的观念的加工#才能作为问题出现(所

以#人需要进行观念准备才能做出上述反应#而这种观念准备

有漫长的史前史#动物永远也不可能给自己制造出问题#从而

独立地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恩格斯曾经说过#语言和劳动是

同时产生的# 它是人们由于劳动而达到彼此有些什么非说不

可的地步所产生的结果( 人由于劳动和语言的出现从而和动

物有了本质的区别# 这种区别意味着人虽然也是受生物学制

约的有机体#但是他却发展了许多新型的-无法用自然范畴去

把握的活动(所以!问题"和!回答"之间的关系#使在劳动以至

整个社会存在中产生了实在因素与观念因素之间的无法割裂

的 联 系 # 其 中 实 在 因 素 是 支 配 因 素 ( !自 然 界 的 物 质 的 自

在$$$作 为 自 在 之 物$$$不 会 由 于 任 何 设 定 而 经 历 任 何 变

化( "%!’但是观念的东西却有可能使实在的东西朝着主体所希

望的方向发生运动# 从自然界中形成它自己永远无法实现的

东西.这样社会存在就跳出了自然王国的范围/#这种可能性

就是观念因素存在的!回旋余地"#正是在这个!回旋余地"之

内# 观念因素就是一切能够在社会中产生并在社会中存在的

东西的无法代替的前提(

所以#卢卡奇把观念作为社会存在的一个部分#而且是具

有本体论意义的一个部分(但是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所

有的观念都是社会存在的部分和条件# 观念的存在是通过物

质过程来实现的# 即没有物质过程保证其实现的观念就仅仅

是一种幻想#它在社会存在中是不会留下任何痕迹的#这种观

念显然并不是社会存在的一个部分( 意识形态作为调节社会

冲突的观念-理论#这里社会冲突就是客观实在的东西#意识

形态则作为观念的东西在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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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意识形态的本体论意义! 意识形态的产生和传播

是阶级社会的普遍标志" 但是许多意识形态的要素却在尚不

广泛存在群 体 利 益 对 立 的 人 类 社 会 早 期 就 以 某 种 方 式 存 在

了!比如在人类以采集和猎取为生的时代"人们已经学会了取

火#磨制石器#制作弓弩和飞镖"还学会了集体合作"使用计谋

等等"这些活动之所以可能是由于人们已经具有了勇敢#坚定

和必要的牺牲精神" 这些品质后来发展成了统治阶级所倡导

的美德并变成他们的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早期"

由于人的个性还没有得到发展" 当时的社会冲突还只能是潜

在的冲突" 但是不应忽视当时的另一种冲突领域即无法控制

的自然环境力量时刻危及着整个社会和个人" 所以克服人与

自然的冲突的规范也是后来意识形态的雏形! 随着社会的发

展产生了社会对抗" 人们就自然而然地把上述因素转变成了

意识形态来克服这些社会对抗!

恩格斯把这样产生的意识形态的内容称为 $原始谬论%"

并且拒绝为所有这类表现方式$寻找经济上的原因%! 卢卡奇

认为如果按照恩格斯 $从准确规定的个别经济形式中得出的

被直线式地和直接决定的推论%!"#来看"上述观点无疑是对的"

所以恩格斯只是片面地从科学和认识论的角度" 而没有从本

体论和实践的角度来考察意识形态问题! 恩格斯的概括具有

认识论特征"但是绝大多数意识形态都有一定的前提"而这些

前提是经不住严格的认识论的批判的" 就是说其前提是错误

意识!但是有许多被实现的错误意识却从来未变成意识形态"

而有的已经成为意识形态的东西又决非必然就是和错误意识

相同一的! 因此$意识形态是什么& %这个问题"只能从意识形

态的社会效力和社会职能中去理解! 对此"马克思在’博士论

文(中已经看到了)当然他当时还没有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根

据*"他在批判人们从本体论上证明上帝的存在以及康德对这

种证明的批判时"说到"古代的摩洛赫不是曾经主宰一切吗&

德尔斐和阿波罗不是曾经是希腊人生活中一种真正力量吗&

这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意识形态这个事实!从认识论上来说"

人们可以把摩洛赫和阿波罗概括为$谬论%"但在社会存在本

体 论 中 " 它 们 却 是 作 为 现 实 有 效 的+++即 作 为 意 识 形 态

的+++力量而发挥作用! 所以只有让意识形态的存在和实际

作用不再从属于人们在认识论和历史哲学的基础上所做的价

值判断"我们才能对意识形态进行考察!当社会分工达到一定

阶段时"必然会产生社会矛盾"而且也必然会产生克服这种矛

盾的形式+++意识形态"但它们得以作为意识形态而起作用"

不取决于它们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是科学的还是神话的"而

是取决于它们能否用来克服社会冲突!

二!意识形态和科学的关系

首先是科学性和意识形态的关系!从本体论上看"它们两

者决非完全对立的东西" 最纯粹的客观真理也可以用来作为

克服社会冲突的手段!从社会科学来说"每一门社会科学的形

成过程和作用就包含了一种无法扬弃的意识形态要素! 在反

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斗争中"曾经出现了一种偶像化"

它表现为把主观的意识形态与客观性之间形而上学地对立起

来! 从一门科学的著作和其形成过程中决不能得出这样的结

论"因为意识形态的存在就其本体论本质而言是一种社会职

能"执行社会职能的意识形态在客观科学真理面前具有中立

性! 从自然科学来说"情况也是一样! 自然科学的进步同生产

力的发展的联系是十分密切的"但自然科学的产生往往带有

偶然的性质"从它的理论本质并不能直接推出它具有意识形

态的功能"但要试图把自然科学和意识形态完全分割开来却

是不可能的! 自然科学同样可以作为调整社会冲突的手段"

比如托勒密的天文学就是如此!

卢卡奇认为从受意识形态制约的科学著作中不一定得不

出科学的结论"而一门科学在形成过程中受到意识形态的影

响"也不一定就形不成科学的理论! 如西斯蒙第的经济学的

出发点就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的性质即为了开辟资本主义的

发展方向"但这种出发点是以经济学上的分析为依据的"而这

种分析的结果)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具有规律性*又以其

客观正确性而具有了划时代的科学意义! 在历史上和现实中

这种例子是很多的! 事实上"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由于受利

益的约束"往往容易使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僵化"而被统治阶级

却相反"他们能够在阶级斗争中揭示被忽视的事实#关联和规

律! 所以"$意识形态在认识论所要求的客观性面前具有本体

论的中立性%!$#!

其次"有人以科学本身不含价值为理由把意识形态和科

学对立起来"卢卡奇认为这种科学性只是一种$毫无成果的学

究式的科学性%"这种科学性是把统治阶级本身所作的评价当

作$在不受价值约束的情况下确认的事实%加以对待"否则这

种科学本身就不会存在了"比如在历史科学中选择课题#筛选

事实等这些最基本的事情都不可能脱离意识形态! 古希腊修

昔的底斯的历史方法论被人们看成是科学客观性的典范"其

实"修昔的底斯认为科学的目标是为了找到正确的行动方法"

而且每一个历史学家)当然仅仅从方法论上来讲*都是这种观

点"这同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是克服社会冲突的手段的学说

是相同的! 这个道理也适用于经济学家"他们都是从一定的

冲突局面出发"并且都是着眼于用意识形态的手段来对待这

些冲突从而做出回答的"比如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与人们从

理论和科学上对它的论证的发展明显是平行进行的"假使没

有这些在科学上领头的人物的这种态度" 那么这种平行发展

是不可能的! 所以" $科学所执行的这种无法扬弃的意识形

态职能" 使得 科 学 本 身 在 社 会 本 体 论 上 强 烈 地 接 近 意 识 形

态! %!%#科学和意识形态的区别在于它们在社会中的职能"我

们已经看到"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所依据的出发点以及它的

方法和结果"都对社会冲突起着这样或那样的调节作用!

第三"马克思主义是意识形态和科学性的统一! 卢卡奇

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意识形态和科学的统一! 它一方面承认

自己的意识形态本质"比如马克思就曾公开宣布自己的学说

不是教条"而是改造现存世界的指南"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又

总是要求自己具有科学性!

马克思主义始终把自己作为克服它那个时代的社会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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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首先它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克服资产阶级和无

产阶级之间的这种核心冲突的工具和手段!马克思在#费尔巴

哈提纲$的最后一条就表明了这种思想%其次马克思主义总是

要求自己具有科学性!马克思在和蒲鲁东&拉萨尔等人的错误

观点进行论战时" 就其实质而言" 始终是从科学的角度出发

的! 他客观地&系统地证明了他们的观点在理论上的矛盾性&

在阐述历史事实时的不准确性等等! 其实马克思主义的特殊

性正是在于它实现了哲学和科学的新的独特的联系即哲学和

科学彼此从本体论上进行批判! 一方面科学从’下面(对哲学

进行本体论批判" 看看哲学综合中的一般本体论结论是否与

社会存在的现实运动相符" 看看这些一般结论是否由于进行

了抽象而远离了社会存在)另一方面哲学从’上面(对科学进

行本体论批判" 看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根据存在考察每一个

个别问题" 看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通过对个别事物的认识加

深了对社会存在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能把科学和哲学结合起来也是社会发展的结

果%正是由于社会的发展"才使在科学性的基础上用意识形态

来克服这些冲突成为可能% 当然这仅仅是一种可能性"马克

思主义的创始人则把这种可能性变为一种现实性% 马克思主

义意识形态的特殊地位"就在于它实现了科学和哲学的新的

结合"所以马克思主义的革新就必然要同特定的形势相联系"

这就是说必须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的基础上"科学地

揭示导致这种形势的经济基础"也就是说要把马克思主义同

具体的实践结合起来"而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僵化为教条% ’如

果背离了作为科学和哲学的统一体的马克思主义"那就会产

生这样的后果"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们往往努力把马克思主义

在 !" 至 #" 年前所表述的许多范畴不加批判地&机械地用于

当前的形势% ($%&卢卡奇认为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正是这样%

这里卢卡奇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方法来看待的"而且这

种方法’可以作为意识形态而参与克服社会冲突的斗争% 它

既能从思想上为解决这些冲突提供客观的科学基础"又能从

思想上为自在的人类转变为自为的人类指明合乎人性的&合

乎人类的发展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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