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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独立左翼的社会主义观述评
3

孟宪平

(中共河南省委党校 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 ]西方独立左翼及其社会主义观是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变化和斗争

中兴起和发展的 ,也是对国际形势变化的回应与反思的结果。西方独立左翼的社会主义观包

含着对社会主义本质和价值观的分析、对社会主义民主的重新认识、对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的设想、对未来社会主义主体的界定以及对未来社会特征的预见。尽管见解不一 ,却为科学社

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提供了有价值的探索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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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独立左翼及其社会主义观的出现 ,在很大

程度上与俄国革命和建设中的理论反差及实践偏

差有关 ,也和资本主义发展变化的现实相关联。就

组织形式而言 ,西方独立左翼往往没有自己的组织

和政党 ,而只是一些独立社会主义者的总和。德里

达认为 ,由于以往国际工人运动组织都已相继破

产 ,未来左翼组织形式和运动方式将会采取的是一

种“新国际主义的‘共产主义 ’”,“这是一个重新组

合的联盟 ,它无组织 ,无政党 ,无民族 ,无国家 ,无所

有权。”[ 1 ]一般说来 ,他们主要不是以实际活动融

入社会主义运动、而是通过观察和思索来阐发和解

释社会主义 ,他们更多的是学者而不是政治家。由

于不受政治利益的狭隘限制 ,游离于实践之外 ,往

往使他们能够以“旁观者 ”的身份观察现实 ,思考

和论述的问题直接地或曲折地反映着社会主义运

动的矛盾和需要。

一、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价值目标的
认识

1、关于社会主义本质

一些西方独立左翼人士认为 ,社会主义的挫折

和失败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命题本身存在着

无法挽回的致命错误。但是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宗

旨和解放人类的诉求 ,仍然是最终的价值目标。不

应从现实的失望来拒斥社会主义 ,而要探寻“冲突

力量的性质、‘左派 ’斗争及其目标的真正意义 ”,

以超越传统社会主义的方式来挽救社会主义的

“真精神 ”。西方独立左翼人士对社会主义本质的

认识 ,见解颇多 ,俞可平教授在《全球化时代的社

会主义 》一文中列出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2 ]

(1)“社会主义一词是多义的 ,其内涵缺乏明晰

性 ”。 (亚当 ·沙夫 ) ( 2 )“广义地说 ,社会主义代

表着批判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类的相互依附、社会的

不平等和经济上的剥削。”(德里克 ·巴纳德 ) ( 3)

“必须尽可能广泛地和开放性地把社会主义理解

为人类进步和社会的动态发展的一个基本组成部

分。社会主义致力于推进这样一种社会组织的形

式和方法 ,在这样的组织中能够真正发展以充分发

展人类的实现自由、首创精神、革新、博爱、合作的

潜力 ,也即实现人类进步的潜力为基础的社会生活

的可能性 ”。 (霍赛 ·费利克斯 ·特扎诺什 ) (4)社

会主义这一概念至少可以作出 4种不同的界定 ,它

们分别是 :作为一种理想的社会主义 ,作为一种体

制的社会主义 ,作为一种学说的社会主义和作为一

种政治运动的社会主义。 (勒茨克 ·巴塞罗维茨 )

(5)“社会主义始终意味着对人类从出生到死亡的

全方位保护 :彻底的保障体系。它为每个人提供自

由的存在和发展真实的个性所必需的基本条件 ,使

得人们能够无忧无虑的生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

说 ,社会主义意味着有保障的物质生活 :享受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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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免费医疗保健和退休补助的权利 ;自由结社、

享受最彻底的基层民主的权利 ;享受工作的权利 ;

享受非殖民化的文化和休闲的权利。”(弗里德里

克·詹姆逊 ) (6)“社会主义是这样一种社会 ,在这

里大多数公民对其生活和工作有相当程度的控制 ,

富有者不能享有过分的权力 ”。 (阿历克 ·诺夫 )

(7)“社会主义这一术语是指刚刚脱胎于资本主义

的。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和低级阶段。社会主义

意味着通过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代替私有制从

而防止作为其基本对立面的资本主义 ”。 (奥塔 ·

锡克 ) (8)“不能把社会主义简单地定义为一种公

有制体系 ,而应当把它定义为这样一种体制 ,这种

体制保证积累起来的利润能按比例平等地分配。”
(约翰 ·罗默 ) (9)社会主义不是一种实现历史设

定的目标的社会经济形态 ,而是向往建立平等、公

正的社会制度而产生的思想政治潮流 ,是人类探索

和谐关系的永恒主题。 (尤 ·克拉辛 )

2. 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

在西方左翼学者看来 ,平等和效率仍然是社会

主义的两大基本目标。当代西方发达国家把效率

置于平等之上 ,造成两极分化 ,对此一些西方独立

左翼学者颇有微词。他们看来 ,“社会主义植根于

平等主义 ”,
[ 3 ]平等是社会主义核心的和最主要的

价值目标 ,社会主义始终与平等相联系。著名的英

国政治学家拉尔夫 ·米利班德认为 :社会主义既是

对资本主义统治的社会秩序的延伸 ,又是对它的超

越。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目标由三个既相互联系

又相互独立的一系列政策组成。其一是生活的民

主化 ;其二是实现生活条件的平等化 ;其三是经济

活动的主要部门实行不同形式的社会所有制。[ 4 ]

“社会主义者寻求报酬、地位、权利的平等分配 ,以

便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的不满 ,保证人与人之间的

公正 ,使机会均等 ;他们也致力于减少现存社会的

分化。对社会平等的信仰是迄今为止社会主义最

重要的特征。”[ 5 ]

西方独立左翼学者对社会主义平等观的认识

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方面 :第一 ,平等是人类追求

基本价值目标和政治权利。资本主义造成的两极

分化是经济不平等的重要表现 ,直接或间接渗透政

治、文化等领域 ,必然形成压迫和被压迫。社会主

义要消灭这种不平等 ,使人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

方面回归理性 ,实现平等与自由。第二 ,社会平等

意味着人的个性全面展示 ,人的能力充分发挥。平

等并不是人的发展的起点和终点完全相同 ,平等不

是绝对的 ,它应当被看成是一个动态过程 ,即通过

发展逐步趋向平等。“平等主义不是指完全的平

等 ,那是一种误解 ,它指的是从根本上减少各个方

面的不平等 ———收入、财富和生存机会 ,而这些方

面的不平等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内在本

质 ”。[ 6 ]第三 ,不能把平等和效率对立起来 ,二者可

以得兼。西方右翼学者认为 ,绝对平等会窒息社会

发展 ,一定程度的差别是能够刺激社会的发展 ,这

是一种“必要的恶 ”。对此观点 ,西方左翼学者予

以驳斥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有悖于人类社会的道德

准则 ,其经济分配形式并非是绝对必要的。

二、对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设计
1. 关于所有制问题

所有制问题一直是社会主义的核心问题 ,西方

独立左翼学者几乎一致地认为 ,马克思恩格斯对私

有制的批判 ,对公有制的设想 ,不是脱离具体社会

历史条件的简单抽象和思辨活动 ,而是把公有私有

问题放到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下和现实的社会

环境之中 ,与特定的时空背景联系起来探讨和研究

的。经济基础转变的关键因素 ,是生产资料从私人

所有变为社会所有。社会主义意味着通过生产资

料的社会所有制代替私有制。西方独立左翼人士

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主要有三种类型 :第

一 ,社会主义的社会所有制是一种混合经济 ,即除

了公有制经济成分以外 ,还包括非公有制经济成

分 ,主要是私有经济成分。第二 ,社会主义所有制

不仅仅是生产资料公有制 ,更重要的是资本和利润

的社会化和公有化。第三 ,社会主义所有制还包括

非物质形态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的社会化 ,即 :

信息资源的公有化。现代科学知识是社会化的主

要对象 ,社会所有制是整个文化、社会精神财富的

所有制。

2. 关于经济运行机制问题

西方独立左翼人士对社会经济运行机制的认

识是在分析计划体制的弊端后得出的。他们认为 ,

计划体制排斥经济生活的民主化 ,滋长官僚主义、

命令主义和特权现象 ,是专制独裁的经济基础。

“计划经济的非理性的和毁灭自由的性质朗如白

昼。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抱有任何幻想。如果

我们想认真地谈论社会主义民主 ,就应当运用与马

克思主义科学所确定的概念完全不同的概念来思

考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我们应当设想一种既不同

于资本主义也不同于集体主义的社会经济组织。

这种经济组织既保留市场和保留公民社会独立于

国家之外的自治 ,同时又能保障公民有比生产资料

私有制社会更高水平的决策参与。只要我们达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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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一点 ,谈论社会主义就毫无意义 ”。[ 7 ]因此 ,

“社会主义计划不再重要 ,这不仅仅代表了社会主

义目标的重新界定 (这一目标不再能与阶级消亡

的目标相一致 ) ,而且是拒绝了对关于社会和历史

进程的唯物主义分析 ”。[ 8 ]将市场机制引入社会主

义经济体制是西方独立左翼社会主义者的最强呼

声 ,被称为“市场社会主义 ”。他们认为 ,“马克思

的关于社会主义是纯粹的计划经济体制 ”的论断

在世界历史的考试中“不及格 ”,因此真正现代化

的社会主义理论必须使市场与社会主义联姻。[ 9 ]

一些左翼独立人士试图调和两种体制 ,认为 ,尽管

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应在配置资源方面起主导作

用 ,但是 ,计划和市场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同等重要。

因此 ,社会主义不应放弃计划 ,而是使计划更为民

主合理。还有一些独立左翼学者认为 ,在大生产和

大工业的领域中赞美市场经济是犯了时代性错误。

因为 ,所有资本主义大公司都预先对自己的生产作

出计划 ,它们全都有制订计划的部门和机构。[ 10 ]

3. 关于经济分配问题

绝大多数独立左翼人士反对资本主义社会财

富分配悬殊的不平等现象 ,认为社会主义应该保证

经济平等。未来社会主义的分配不是现有资本主

义社会中的完全按资分配和差别悬殊 ,也不是社会

主义国家中的绝对平均和不合理的形式。劳动群

众应该能独立地和自由地决定经济资源的分配 ,如

果没有选择的自由 ,经济分配的合理性就没有保

障 ,社会主义实践绝对不能容许人民生活处境的恶

化 ,否则那将是理论和现实的脱节。

三、对社会主义和民主之间关系的再
认识

1. 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

多数西方左翼独立人士认为 ,社会主义的目标

就是在各方面都达到民主 ,包括把资产阶级的民主

形式加以扩大。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个目标 ,使社

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发生冲突。因此 ,“社会主义并

不是同资本主义的过去完全决裂 ,而是‘民主革命

的一个内在发展阶段 ’。社会主义意味着彻底铲

除等级制度和不平等现象 ,把由资产阶级所开创的

民主革命推广到存在的所有方面。”[ 11 ]从社会主义

的思想命题和以往社会主义国家的消极经验中得

出的基本结论告诉我们 ,不可能存在没有民主的社

会 ,也不可能存在没有持不同政见者的自由的民

主 ,而没有监督 ,没有政治多元化 ,就没有民主。因

此 ,如果不想使民主变成空话 ,就必须使民主具有

实际内容 ,这种内容以创造相应的经济条件为前

提。关于社会主义民主 ,拉莫有着独到的见解 ,他

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多元激进民主 ”。他的“等同

链条 ”理论认为 ,所谓民主 ,就是多样异质的主体

在政治实践中都处于平等地位 ,他们都是等同链条

中的一环。他认为 ,民主不回避主导权 ,只有主导

权本身是民主的 ,民主才真正获得它本来的意

义。[ 12 ]多数独立左翼人士并不主张与资本世界暴

力决裂 ,也不赞成取消差异的政治同质化 ,而是关

注民主的彻底化。此外 ,有些西方独立左翼学者认

为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 ,对抗依然存在 ,思想上的

差异和意识形态的分歧依然存在 ,现实的社会主义

和未来社会主义都不是以消除对抗为前提 ,而是把

对抗限制在一定程度张力范围内 ,不应把社会主义

想象成对抗消亡的完全透明的社会。这种观点与

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认识有相近之处。

2. 关于经济生活民主化

一些西方独立左翼人士认为 ,对经济生活民主

化的承诺是今天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社会主义

就是要把民主从政治扩大到经济 ,要把生产资料从

为资本家的生产变成为人民服务的工具。但是 ,越

来越多的左翼独立人士远离阶级政治 ,醉心经济民

主。他们特别强调人民群众在经济生活中的民主

权利 ,甚至把经济民主作为全部民主的基础。在他

们看来 ,只有从制度上首先保证人民对经济生活的

控制 ,进而扩展到对政治生活和机构的控制 ,才能

推进自由、平等、正义 ,达到更大的平等。在生产

上 ,社会主义企业应由工人民主管理 ,工人们决定

企业的生产和分配等一切事宜 ,这些事宜的决策必

须民主制定 ,实行“一人一票制 ”。有学者认为 :社

会主义民主的前提是在其他一切社会生活领域中

把劳动人民的创造力从官僚主义影响下解放出来 ,

是扩大科学艺术创造的自由和整个舆论的自由。

只要社会主义不能充分保证各种民主影响和民主

自由的生活方式 ,也就谈不上社会主义发展的发达

阶段。解决社会主义之谜的关键就在于取消国有

制、国家计划和国家对剩余劳动的支配。[ 13 ]因此 ,

经济生活民主化是和市场经济以及公民社会相联

系的 ,市场是公民社会独立于国家而自治的经济基

础。破坏市场就意味着破坏公民社会。而没有公

民社会 ,自由和民主就无法生存和发展。

3. 对资本主义民主制的批判

左翼独立人士对西方代议制民主的狭隘性和

虚伪性极为不满 ,认为这种民主是被资本的权力所

篡夺和扭曲的民主 ,实质上是权力的异化。代议制

度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现象 ,可视为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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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权宜途径 ,因为它的扭曲性和虚伪性是洞若

观火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 ,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

是分离的 ,即使是实行民主选举 ,也不会妨碍资本

在经济上继续剥削工人。资本主义在政治领域里

允许实行民主 ,而在经济领域里限制民主 ,构成了

资本主义社会的悖论。因为 ,它一方面赋予人民抽

象的政治权利 ,另一方面赋予资本家在经济上的剥

削权利。未来社会主义的真谛 ,将是一种从未见过

的民主组织方式 ———那些自由联合的生产者 ,在共

同拥有的企业进行物质生活的生产 ,并且直接实行

自治。

四、对未来社会主义主体及现实途径的
重新界定

1. 关于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

全球化的今天 ,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

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传统的工人阶级的结构发生

了很大变化 ,中产阶级上升为社会的重要力量 ,社

会主义运动的主体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新中间

阶级的出现明显改变了西方社会的社会结构 ,弱化

了西方社会的阶级冲突。同时 ,生活方式的趋同化

和文化消费的大众化弱化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

新一代工人缺乏以往工人阶级的显著的同一性和

身份认同感 ,文化认同上升 ,阶级意识和阶级认同

下降。”[ 14 ]有鉴于此 ,大多数国外左翼知识分子认

为 ,要依靠一切进步的社会力量 ,包括各种新社会

运动力量 ,来完成社会革命和建设。面对工人阶级

变化和分化的现实 ,“我们不可能谈论工人阶级的

同质性 ,更不必说把它追溯到资本原积累规律所描

述的那种机制上去 ”。[ 15 ]普兰查斯试图通过两个界

定来保持工人阶级的“纯粹性 ”,其一是生产性劳

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分 ,把非生产性工人排除在

工人阶级之外 ;其二 ,通过意识形态标准把一部分

地位较高的工人排除在无产阶级之外。在他看来 ,

“为了保证工人阶级的完整性以及工人阶级的霸

权 ,划出一个‘新小资产阶级 ’是具有战略重要性

的。”[ 16 ]高兹等人认为 ,现代社会主义运动是“新

工人阶级 ”为主要力量的 ,他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

反资本主义的“结构改革战略 ”。[ 17 ]拉莫指出 ,“在

后工业社会中 ,工人阶级的主体越发难以整合并日

益分散破碎 ,主体立场的复杂化及多样性使单一中

心决定的先验统一性成为不可能 ,因此传统马克思

主义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概念不再具有任何理论和

政治意义。”[ 18 ]社会主义政治变革的承担者不是哪

一个阶级、哪一个组织、哪一个政党、哪一个团体 ,

而是多元异质主体的联合 ,是一个“彩虹联盟 ”。

也有一些左翼人士试图在工人阶级之外寻求社会

变革的依靠力量 ,认为知识分子是未来社会的主要

阶级和变革力量。

2. 关于社会变革的动因

传统马克思主义者把生产力、阶级斗争、人民

群众、科学技术等视为社会发展的动力。西方独立

左翼人士根据形势的变化 ,修正和阐发了上述观

点。一是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里 ,生产力与生产关

系的作用形式发生了变化。而且生产力本身就是

一个动态过程 ,是由多种量变构成的开放体系 ,不

能把生产力机械地理解为一种可以精确计算和预

先量化的纯客观力量。生产关系的作用也不仅仅

表现为‘反作用 ’,而且完全成为生产力的经济构

建因素。[ 19 ]二是对阶级斗争的认识。西方独立左

翼人士基本上是怀有淡化阶级斗争倾向的 ,他们把

视角更多地转向民主政治如选举竞争等方面。在

此过程中 ,工人阶级的作用可以归结为 : ( 1)在引

发通往社会主义的变迁方面 ,工人阶级是有着最为

直接的客观利益的社会集团 ; ( 2)工人阶级能够在

解放自己的斗争中为全人类的解放创造条件 ; ( 3)

阶级斗争必然是解放性改造的根本动力 ; ( 4)工人

阶级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 ,这足以允许其发展成

为一种革命性的力量。[ 20 ]三是对人民群众的认识。

一些独立左翼人士认为 ,“人民”和“群众”已经不再

意味着一个被剥削阶级———主要是工人和农民———

的联合。[ 21 ]四是对科学技术的认识。高兹和马尔库

塞的观点具有代表性 ,科学技术推动资本主义的发

展 ,却造成了“单面人 ”以及工人阶级的异化 ,资本

主义社会的“异化”和“危机”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变革的动因。资本主义的异化包括“人的异化 ”和

“政治异化”,与此相关联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

倾向 ,表现为“经济危机倾向 ”、“政治危机倾向 ”、

“社会文化危机倾向 ”、“生态危机倾向 ”,这些危机

是导致社会变革的重要动因之一。[ 22 ]

3. 关于社会变革的途径、战略及策略

对于变革社会的主体力量的认识 ,涉及革命变

革的来源与主力军问题 ,正是这一问题最终决定了

社会主义的策略和手段 ,也决定了它的目的。但由

于对主体力量的认识上的差别 ,对社会变革的途

径、战略和策略的认识也有所不同。西方独立左翼

人士认为 ,每个国家的情况不是完全一样的 ,要列

出一张一百多个国家普遍适用的准则或策略建议

的清单 ,是不可能的。一些左翼独立人士把“新工

人阶级 ”作为变革社会的主要力量 ,把工厂企业等

劳动场所作为变革的主要基地 ,着重于权力变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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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方式是工人阶级应当在每一个企业、每一个工

厂、一步一步地提出自己的要求 ,迫使资本家一步

一步地作出让步 ,扩大工人的权力阵地 ,缩小资本

家的权力阵地 ,通过这样的过程 ,“新工人阶级 ”可

以夺得全部基地 ,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观点可以

从葛兰西那里找到渊源 ,但并没有得到马克思主义

者的广泛认同 ,其乌托邦性质遭到质疑。有些左翼

学者认为 ,这种观点的结果是 :“最后留给我们的 ,

不过是比重炒‘反文化 ’的冷饭稍好一些而已 ,在

资本主义荒原的一块飞地中见证了‘反体系 ’的事

实。”部分左翼独立人士走得更远 ,认为如果不摆

脱代替论的一切残余 ,那将继续在危机之中并且前

途渺茫。

五、对未来社会主义及其的预测
1. 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前景

一些左翼独立人士以新科技革命和社会主义

前途之间的关系为主题 ,从时代变换的宏观角度探

讨世界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前景。他们认为 ,迅速

发展的新科技革命已经使世界由工业社会时代向

后工业社会时代过渡 ,工业社会时代产生的工业资

本主义和工业社会主义都已经发展到了自己的极

限 ,必将被一种适应后工业社会的新型社会制度所

取代 ,这种新型社会制度就是与工业化没有联系

的、以后工业思维重新塑造的新型社会主义范式。

社会主义的目标之一是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端 ,它是

资本主义的产物 ,只要资本主义存在着 ,社会主义

就不会灭亡。但是 ,社会主义观念将随着资本主义

变化而变化 ,未来社会主义的形式也是不拘一

格的。

2. 关于新型的社会主义的特征

多数独立左翼人士认为 ,资本主义是一个充满

危机的全面异化的畸形社会 ,而苏联的社会主义模

式又是新的经济异化和经济独裁的“一个新集权

主义的官僚主义 ”社会 ,“新工人阶级 ”胜利后建立

社会主义应当克服上述缺点。未来社会应当形神

兼备 ,是一个高度民主的、平等的社会 ,通过实行直

接民主和个人自由的组织来领导。未来社会主义

应当真正的“工人自治的社会主义 ”,它有利于逐

步消灭阶级 ,并且“不再产生各种社会主义 ”。在

那里 ,人与人之间建立和谐关系 ,每个人自由而全

面地发展 ,人的个性关系和两性关系都得到彻底解

放。也有左翼人士认为 ,“社会主义应当是一个具

有高度精神文明的社会 ,是一个道德和美学的

天地。”[ 24 ]

六、对西方独立左翼社会主义观的简评
如果严格地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的标准来衡量 ,

西方独立左翼对社会主义观的理解是非社会主义

的 ,甚至反社会主义的。尽管如此他们都标榜自己

是社会主义思想的继承人 ,但是他们却几乎不约而

同地反对暴力革命 ,反对计划经济 ,反对国有制的

主导地位 ,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反对共产党的一党

制。他们也同样反对资本主义 ,追求普遍的福利、

效率、自由、民主、平等 ,把消灭剥削 ,实现人类完全

解放 ,作为自己的理想目标。尽管他们对以往的社

会主义理论作出了重大的修正和发展 ,甚至“离经

叛道 ”,但仍然对包括科学社会主义在内的所有社

会主义先驱者的历史功绩的肯定。

第一 ,西方独立左翼的社会主义观 ,内容丰富

多彩 ,他们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思考和探索关系社会

主义命运和未来的重大问题。尽管他们脱离革命

实际 ,在书斋里用特有的语言和方式曲折地反映着

时代生活 ,存在着种种缺陷和失误。他们的学说和

理论 ,事实上进一步丰富和提供了科学社会主义理

论和实践的资源和素材。科学社会主义要跟上时

代变化的步伐 ,反映和解决时代提出的问题 ,就必

须正确对待西方独立左翼及其观点 ,并且吸收其合

理因素。

第二 ,西方独立左翼人士试图运用温和的或激

进的方式改造资本主义 ,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光

谱中处于“左 ”的一极。尽管他们对现存的资本主

义制度持批判态度 ,这些“社会主义 ”理论也只是

在尝试探索超越和替代发达资本主义的方向和道

路 ,因其远离实践 ,充其量只能是科学社会主义的

同盟军 ,不能寄寓太多的希望。但是 ,西方独立左

翼社会主义观从回归人性和理性出发 ,来设想和构

建未来社会 ,旨在突出人的主体价值 ,对于我们坚

持以人为本 ,构建和谐社会 ,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第三 ,西方独立左翼人士敏锐地洞察到社会结

构和阶级结构变化对于社会主义的主体的性质和

成分范围 ,力求寻找适应新时代的新主体 ,这一努

力颇具现实意义。他们重新评定工人阶级的性质

及其政治行动能力和政治取向 ,力求扩大工人阶级

范围 ,改变传统工人阶级的面貌 ,扩大工人阶级与

其他社会阶级和运动之间的联盟 ,这些都值得科学

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参考借鉴。尽管他们的设想

由于未能跳出理性的圈子而带有浪漫主义色彩和

乌托邦色彩 ,却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具有启迪

意义。

第四 ,由于西方独立左翼人员分散 ,组织松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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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倾向浓厚 ,并且他们的理论一般停留在建议

和探索水平上 ,因此难以转变为改造社会的实际力

量。“新社会主义观 ”揭示的社会矛盾、所贯穿的

抗议主题、所倡导的斗争方式等 ,都与传统的社会

主义运动有一定的距离。对此 ,要有充分的认识、

客观的评价和积极的回应。

第五 ,西方左翼人士的社会主义观与科学社会

主义有着实质性的区别 ,在不少方面甚至是对立

的。科学社会主义主张通过暴力革命实现社会主

义 ,多数西方社会主义者主张非暴力 ,主张和平长

入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主张最终消灭私有制 ,

与资本主义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一些左翼人士认为

社会主义不一定与资本主义的彻底决裂 ,而是对现

存资本主义的一种逻辑发展和内在超越 ;科学社会

主义主张打碎现存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 ,代之以无

产阶级的国家政权 ,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一些左翼

人士倡导的社会主义并不主张推翻现存的国家政

权 ,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倡导政治多元主义。

第六 ,西方独立左翼人士的社会主义观 ,和当

今西方社会流行的“新社会运动 ”也不完全一致。

在理论内容上 ,“新社会主义观 ”主要侧重从理论

上对社会主义进行阐发和解释 ,日益学术化。他们

大多不受传统政党派别纲领的拘泥和限制 ,关注问

题视野广阔 ,思考主题热点前沿 ,构建模式新颖独

特 ,是颇具特点的新理论流派。新社会运动包括了

7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运动 ,包括和平运动、环境保

护运动、女权主义、少数民族争取自身生存条件的

运动等。在组织形式 ,西方独立左翼不是一个或几

个完整的组织形式 ,而是一些分散的学者或学术派

别 ,以学术形式研究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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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estern independent left wing and the socialism view is gets up and the development in the socialism and the

cap italism two system changes and the struggle resurgence, also is to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change response and the reconsid2
ering result. The western independent left wing’s socialism view will be containing to the socialism essence and the values analy2
sis, to the socialist democracy again understanding, to the future socialist economy system tentative p lan, to the future socialism

main body lim its as well as to the future society characteristic foresight. Among them, although the op inion not one, actually has

p rovided the valuable exp loration and the model for the scientific socialism theory and the p 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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