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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I

摘  要 

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阐述的阶级意识理论，是对历史唯物主

义作出的重大贡献。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卢卡奇首次用总体性辩证法对阶级

意识进行全面考察。这种对阶级意识的分析考察不仅表明卢卡奇从独特视角解读

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更表明他试图对当时的无产阶级革命提供理论指导。 

本文拟从五个方面对卢卡奇的阶级意识理论进行阐述：第一，从分析总体性

思想入手，阐明总体性思想的来源和原则，指明作为方法论的总体性对分析阶级

意识的重要性；第二，对阶级意识的内涵进行分析，指出阶级意识是超越直接性

的对社会总体的认识，并使之与经济意识、个体意识区分开来；第三，对阶级意

识进行历史性分析，从总体性角度揭示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亚阶级意识、资产阶级

阶级意识的虚假性、虚伪性和内在矛盾的不可克服性，从而引出无产阶级阶级意

识的历史性产生问题；第四，指明与资产阶级相比无产阶级具有先天优势，其能

够在克服物化意识的基础上达到自觉意识，使阶级意识成为革命实践的武器；第

五，结合时代背景对阶级意识理论的优缺点和现实价值作评价，全面理解卢卡奇

回归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实质，认清他对第二国际错误思潮批判的意图， 终为

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供理论支持。 

 

关键词：卢卡奇；总体性；阶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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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otality Thought in the Theory of Class Consciousness of Lukács 

 II

Abstract 

    In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Lucács expounds the theory of class 

consciousness, which is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m, Lucács emphasizes the dialectic of totality 

thought for the first time. The analysis of class consciousness not only interpretates 

Marxism philosophy in a unique angle, but also indicates that Lucács trie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to proletariat at that time. 

   In this paper, the theory of class consciousness of Lucács will be explored, which 

includes five parts: Firstly, I will analyze the concept of totality thought, illustrate its 

origin and principle, point out its importance to class consciousness as a method; 

Secondly, I will analyze the concept of class conscious and indicate that class 

consciousness is a cognition to whole society which transcends substantivity, then I 

will distinguish class consciousness from economic sense and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 Thirdly, based on a historical analysis of class consciousness, I will 

point out the sub-class consciousness of pre-capitalist society, the falsity, hypocritical 

essence and the insurmountable of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of the bourgeois class 

consciousness from the viewpoint of totality thought, and then illustrate the historical 

problem of proletariat class consciousness; Fourthly, compared with the bourgeoisie, 

proletariat has natural advantages, because proletariat can obtain self-consciousness 

after overcoming reified consciousness, and then make class consciousness as a 

weapon of the practice of proletatian revolution; Fifthly, I will evaluate the theory 

itself and practical value of class consciousness combined with the background of the 

times, understand roundly the regression to the substance of Marxism theory, 

recognize the purpose of animadverting on the opportunism economical determinism, 

and finally provide the theoretical support to our current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socialist society. 

 

Key words:Lucács; totality thought; class consci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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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绪  论 

匈牙利著名思想家、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乔治·卢卡奇(Georgy Lukács，

1885—1971），被公认为当代影响 大、争议 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评论家

之一。在 20 世纪的国际政治、理论舞台上，他声名显赫却又毁誉参半。他长达

60 年的丰富而曲折的政治理论生涯，正如他的学生马克洛斯·阿拉巴斯（Miklos 

Almast）所言，“构成了一部从 19 世纪末到新马克思主义这一小段的欧洲思想

史”。①他在哲学、美学、政治和文化理论方面提出的见解和问题，表现了时代知

识分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总是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他在 1923 年为总结无产

阶级革命经验而写作的《历史和阶级意识》（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在国际范围内引起震惊，曾经“有一个时期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
②
使

卢卡奇“无意间成为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教主”。
③
围绕着这本书的争议一直持

续到现在，而且经历了逐步扩展、深入的过程。 

卢卡奇的研究在国内历时几十载，学者们从论文的零星译介到著作的规模引

进，从党同伐异的政治性批判到实事求是的理性求解，对他的研究取得了巨大进

展。尤其是自 1989 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卢卡奇 重要的哲学著作《历

史和阶级意识》译本的出版，我国学者对卢卡奇的研究有了较为开阔的视野和必

要的文献支撑，因此涌现出了相当数量的学术成果。根据中国期刊专题全文数据

库和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索引，1999 年至今，国内以卢卡奇为

主题的论文有 233 篇，其中硕博论文有 30 篇，研究内容居多的是卢卡奇《历史

和阶级意识》的物化理论、总体性思想和历史理论，也有对卢卡奇的本体论、人

学思想、阶级意识理论、文艺理论、马克思主义观等方面的研究。本论文关于卢

卡奇“阶级意识思想”的论题，在以下国内专著中均有体现：杜章智编译的《卢

卡奇自传》中陈述了卢卡奇对《历史和阶级意识》的评价；帕金森著、翁绍军译

                                                        
① 张西平.《历史哲学的重建——卢卡奇与当代西方社会思潮》[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第 1 页. 
② 梅劳-庞蒂.《辩证法的历程》[M].伦敦：伦敦出版社，1974 年，第 7页.转引自徐崇温.《“西方马克

思主义”》[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第 57 页. 
③ 张一宾.《文本的深度耕犁 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解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大学，2004，第 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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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格奥尔格·卢卡奇》中概述了卢卡奇与其时代文化的联系；孙伯鍨的《卢卡

奇与马克思》对卢卡奇总体性思想的基本思路和哲学倾向进行详细阐述；张西平

的《历史哲学的重建——卢卡奇与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对卢卡奇总体性辩证法思

想的内容、阶级意识的分类有独到见解；张一宾在《文本的深度耕犁——西方马

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解读》（第一卷）中讲了青年卢卡奇的总体性原则和阶级意识

的中介性；徐崇温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对卢卡奇赋予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巨

大作用的理论进行了评论。 

国内学者对卢卡奇的各方面研究，在一个相当完整的视域中比较全面地呈现

了青年卢卡奇及其思想概貌，给人启示。但学者们只是提供了理解卢卡奇及其思

想的丰富材料，大都未明确地把卢卡奇的总体性思想与他的阶级意识理论联系起

来加以考察。 

本文认为，卢卡奇的哲学探讨首先强调方法论问题，“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指

的只是方法”。
①
而总体性思想是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精心论述的范畴

之一，也是他一生始终坚持的重要思想。他的总体性思想就是他的方法论精华，

“毋庸置疑，《历史和阶级意识》的伟大成就之一就是恢复了总体性范畴在马克

思著作中的中心位置，它贯穿于马克思的全部著作之中”，
②
而阶级意识理论是他

的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思想“逻辑发展的终结”，又是“革命理

论的出发点”。卢卡奇就是“以此为中心点来详细阐述他的意识形态和阶级意识

的理论”。③此外，从《历史和阶级意识》创作来看，卢卡奇写作此书的目的是为

了批判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全书的中心内容是通过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发和对历史重大问题的分析，说明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历

史作用。他的基本思路是：将总体性的辩证法贯穿于社会历史领域，主要对资本

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生活进行研究；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物化问题的分析，指明

资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虚伪性和虚假性；在客观评价无产阶级自身的双重辩证矛盾

的基础上，点明无产阶级克服物化意识、达到自觉意识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并对

无产阶级实现人类解放的前景展开分析。 

                                                        
①【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第 2 页. 

②【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新版序言

（1967）第 27 页. 

③ 张西平.《历史哲学的重建——卢卡奇与当代西方社会思潮》[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第 287 页.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绪  论 

 3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看到了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一，总体性思想被卢卡

奇放置在如此重要的方法论中心位置，什么是他的总体性思想？第二，总体性思想

不仅在于概念本身的表述，更重要的是对社会问题的实际分析和研究。一旦涉及到

阶级，处于物质生活条件下的阶级必然有相应的阶级意识。如何运用总体性方法阐

释阶级意识的内涵？第三，阶级意识的产生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只有到了资本

主义社会它才真正形成。阶级意识运动的历史过程中经历了哪些阶段？如何运用总

体性方法对其进行历史性考察？第四，《历史和阶级意识》的理论主旨就是要启发

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完成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为了运用总体性思想促进无产阶

级阶级意识的形成，“从正面看，就必须把握住总体性思想；从反面看，就必须深

入地克服物化意识”。
①
而把握总体性思想需要无产阶级由物化意识上升到自觉意

识。物化意识、自觉意识是怎样形成的？应该如何由物化意识上升到自觉意识？第

五，卢卡奇在阶级意识理论的总体性思想方面的诸多创造性探索和魅力性研究，是

导致《历史和阶级意识》自出版以来产生广泛影响和争议的相关原因之一。如何评

价他的这一思想理论？它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是什么？ 

鉴于目前国内学者对卢卡奇的总体性思想和阶级意识理论大多只是分别讨

论，还极少从总体性思想的角度对其阶级意识理论进行系统的研究。因此，本文

拟从总体性辩证法与阶级意识关联的角度对卢卡奇的阶级意识理论进行深入阐

释。 

 

                                                        
① 张翼星.《为卢卡奇申辩——卢卡奇哲学思想若干问题辨析》[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第 1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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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卢卡奇的总体性思想 

卢卡奇的总体性思想贯穿于《历史和阶级意识》的始终，其本身包含着复杂

的成分和来源，国内外对其评价褒贬不一。本部分内容试图在分析卢卡奇总体性

思想的来源和原则的基础上，对此稍加评论，从而为本文中心议题的展开做准备。 

 

第一节  总体性思想的来源 

卢卡奇的总体性思想并不是出于他凭空的抽象思辨，它是由思想渊源、现实

历史、直接理论依据等方面综合形成的理论成果。 

1．总体性思想的思想渊源 

卢卡奇的总体性思想的渊源应该追溯到整个欧洲哲学史，更与德国古典哲

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有直接关联。 

总体性思想在西欧哲学史上一开始就占据重要位置。从古希腊开始，先哲们

往往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探究其本原。亚里士多德在论述剧情的统一性时谈

到：“一个完整的整体，其中细节是如此紧密地互相联系着，以致任何一部分的

移动或取消都会肢解和破坏了整体”。①欧洲近代思想家们从不同角度把握总体。

英国的霍布斯把物质当作一切变化的总体。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进一步把

主体统一于客体，把总体归结为物质。在德国的传统文化中，对总体性的弘扬在

德国古典哲学中达到顶峰。康德认为主体不能把握客体的总体。费希特从彻底唯

心论出发，企图把主、客体 终统一在主体上，主体被当作实际的总体。黑格尔

在批判康德和费希特的基础上，在哲学史上首次提出具体的总体性的思想，并在

他的全新的辩证逻辑——《逻辑学》中阐发了这一总体性思想。 

卢卡奇既看到了黑格尔总体性思想是其哲学中 有价值的东西，也发现了它

的致命缺陷，就是它的绝对观念所表现的“民族精神” 后不仅阻碍了他的哲学

的进步，而且还被作为无产阶级对立面的阶级——资产阶级所利用。卢卡奇的总

                                                        
①《古希腊罗马哲学》[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第 3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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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性思想就是在扬弃整个欧洲哲学史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总体性思想的基础上

逐渐形成的。 

2．总体性思想的现实和历史条件 

卢卡奇作为一位出色的哲学家和革命家，他的哲学研究不是沉湎于思辨之

中，而是面向现实和历史，对重大社会现象进行批判。他的总体性思想的提出，

是为了服务无产阶级革命需要的历史主题。 

卢卡奇以面向现实和历史的宏大气魄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和矛

盾。他遵循马克思剖析商品拜物教的思路，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象，

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性和不合理性。在卢卡奇反对资本主义的割裂、孤立

和物化的情绪中，包含着一种对总体性的渴望。但是，卢卡奇认识到，物化现象

只有在总体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才能实际地被克服。关键的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实

践就是在这种历史过程中克服物化现象的具体的行动。可是，无产阶级要进行这

场根本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必须要具备一个根本性的条件：无产阶级的自

觉意识。卢卡奇指出，总体性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及其革命性的重要意义是在罗

莎·卢森堡与庸俗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在对资本积累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

基础上觉察到的。他认为，马克思、列宁所主张的革命，实际上是一场在经济、

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各个领域的“总体革命”。①西欧无产阶级革命之所以未能

成功，主要是资产阶级蛊惑性的宣传和影响严重阻碍了无产阶级对革命的自觉。

因此，卢卡奇认为，必须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全面的

批判，从而在总体上变革资本主义社会。 

与此同时，一战前后，国际工人运动中出现了带有宿命论色彩的庸俗的经济

决定论。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了保持其所谓的“科学性”，把经济视为唯一的

决定性因素，无情地抛弃了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忽视了上层建筑的反作

用和生活在社会历史总体中的人的主观能动性。这一错误思潮会钝化无产阶级对

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洞察力和判断力，会致使无产阶级处于一种消极无为的

境况，实际上就等于取消无产阶级自觉的革命行动。这一趋势明显与卢卡奇的意

愿相悖，当然是他要竭力批判的对象。 

总之，卢卡奇的“总体性”思想的酝酿和提出，是基于无产阶级革命现实的

                                                        
① 张翼星.《为卢卡奇申辩——卢卡奇哲学思想若干问题辨析》[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第 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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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是反对第二国际中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错误思潮的需要。 

3．总体性思想的直接理论依据 

卢卡奇的总体性思想直接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的思想。《历史和阶级意识》

明显体现了他对马克思著作的研究，总体性的发现就是他 重要的成果之一。卢

卡奇把总体性思想看成是马克思从黑格尔哲学中吸取的方法论的核心，是无产阶

级革命理论的科学保证。 

马克思批判吸收了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等合理因素，在唯物主义基础

上彻底改造了总体性思想。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第一次系统地改造和运用

黑格尔的总体性思想；在创作《资本论》的过程中，马克思把黑格尔的辩证方法

颠倒过来加以改造，并运用于政治经济学，从而提供了一个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

面进行综合考察的总体性研究的典范。卢卡奇的总体性范畴，虽然有浓厚的黑格

尔思想的色彩，但只是借助于黑格尔思想的媒介来重新恢复和挖掘马克思的思想

内涵。卢卡奇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第一个详细阐述马克思的总体性思想，并给

予高度评价的思想家。卢卡奇在阐述总体性思想时，和马克思一样着眼于资本主

义经济关系的有机整体这一社会现实，马克思的“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

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这一名言被他经常引用。可见，卢卡奇的总体性思想深受马

克思的影响，都坚持把社会看成一个整体，并认为这是历史地了解社会关系的方

法论的出发点和钥匙。 

 

第二节  总体性思想的原则 

卢卡奇总体性概念的基本含义是什么？究竟什么是卢卡奇所说的总体性？

卢卡奇在 1948 年的《新民主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务》一文中对总体性范畴做

了较全面的表述：“唯物辩证法的总体性概念首先意味着相互矛盾的具体总体性；

其次，所有总体性的现实系统包括向上和向下的趋势（这意味着所有的总体是由

从属于它的总体构成的，也说明了有争议的总体同时被更复杂的总体性所超越

了。）；第三，所有总体的相对性，也就是说所有总体性的总体特征是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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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mtergrating 是被确定的具体的历史时期所限定的。”①从《历史和阶级意识》的

论述来看，卢卡奇的总体性思想包含着多方面内容。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 

1．整体性原则 

“总体性”，字面上看，它着眼于全体、整体。总体性，就是构成一定的整体

的要素的性质不是由要素本身决定的，而是由要素从属的整体决定的。卢卡奇认

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决不是守护传统的卫士，它是指明当前任务与历史过程的

总体的关系的永远觉醒的预言家。总体性作为一种方法，首先要求把社会生活视

为一个整体或总体来把握，并纳入历史发展的总过程中。确立总体性原则，就是

坚持从总体到部分的认识路线。肯定总体优先，就是肯定各个局部的经验事实之

间的内在联系和有序结构。因此，这就不是停留在事物的现象和表面，把资产阶

级社会物化的经济形式当作自然形成的。也就是说，只有从总体上才能更清晰地

认识资本主义的社会性质，认识这一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部矛盾。当总

体性打开了解决这些矛盾的道路时，它也就解释了资本主义的性质和地位，无产

阶级的斗争便有了更为明确的目标。这就是总体性思想作为方法论强调总体优先

的实践意义。因此，卢卡奇说，总体性是“能够理解和再现实在的唯一方法”。② 

卢卡奇批评机会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孤立地强调部分“事实”，忽视了社会

整体的联系，这样必然导致失去总体性概念，从而，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的、

过渡的性质便模糊起来，资本主义成了永恒的事实。无产阶级如果抛弃了总体

性观点，同样会使他们 后采取和资产阶级一样的历史选择。因为无法理解资

本主义现实本身，就有可能向资产阶级投降。卢卡奇还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进

行批判。他认为，如果接受这些庸俗经济学家的观点，历史就不能被理解为一

个统一的过程，成了无法被认识的东西，“物化”的现实世界变成了人们唯一可

以接受的世界。 

卢卡奇认为，在社会历史领域必须实现方法论上的变革，确立总体性思想的

历史地位。卢卡奇对此指出：“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并不仅仅是因为它有与资产阶

级社会相对立的革命观点，而首先是因为它有自己的方法。总体性范畴的首要性

                                                        
① 张西平.《历史哲学的重建——卢卡奇与当代西方社会思潮》[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第 283 页.注释 21. 
②【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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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它在科学中是革命原则的支撑者。”① 

2．主—客体相互作用和统一原则 

世界之所以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和过程，是因为它 终来源于一个统一的主—

客体相互作用。主—客体缺少一方，总体性就会失去意义。卢卡奇认为，总体性

不仅决定认识的客体，而且决定认识的主体。只有把主体自身作为一个整体时，

才能把客体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在卢卡奇看来，总体性原则是站在主体性原则

之上并为之服务的。在现代社会，只有阶级才能作为一个整体，并且只有无产阶

级的阶级意识才能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成总体性认识。 

卢卡奇认为，思维的主体并不能成为历史的真正主体，只有阶级才能成为主

体。阶级以一种实践的方式涉及到整个现实，并洞察社会和历史的命运，阶级的

行动证明了主体和客体、思维和存在的统一。这个阶级必然是无产阶级，因为只

有这个阶级的阶级意识才能形成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性认识，并自觉地干预社

会现实，从总体上加以改造。从而，认识变成了行动，理论变成了斗争的口号。

理论和社会的历史总体相一致，并参与到客体的创造活动当中。这样一来，主体

不是单个的人或精神，而是集体的主体——无产阶级；客体也不再是与主体无关

的、僵死的客体，而是主体实践的产物。自然客体转化为历史客体，单个主体转

变为阶级主体。 

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种种物化，使得本应该成为历史主体的无产

阶级异化为经济实体，沦为社会历史的旁观者和被动者。所以，无产阶级的首要

任务就是要克服物化，使自己自觉成为整个社会的主体，整个社会意识的代表，

重新达到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无产阶级在历史过程中既是剧作者，又是剧中人；

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性认识，也就是对自身的

总体性认识；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的彻底改造，也就是自身的彻底解放。 

3．历史性原则 

卢卡奇认为，“无论是研究时代，或研究专门的课题，对历史过程的统一的

态度问题是无法回避的。总体性的辩证法的至关性就表现在这里”。②承认历史性

是认识各种事实的前提，历史性原则对现实的透彻把握具有重大意义。只有把社

                                                        
①【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第 31 页. 
②【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第 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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