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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过程中，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

义都面临着重大危机与挑战，在此危机下布洛维概括了 4

种立场与态度，即“运用、传播、埋葬、构筑马克思主”。在构

筑马克思主义立场中，布洛维和赖特将马克思主义视作社

会学理论的重要分析传统，同时用以科学的剖析当代社会

发展、变迁与再生产的困境。新的历史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

重新建构需要融入社会学概念，将马克思主义演进为真正

意义上的社会理论，借助社会学思想帮助马克思主义获得

重生，这就需要其继承者创构出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同时也

是应对转型过程中战胜危机与挑战的必然选择。因此，布洛

维特别强调，后社会主义时代急切呼唤马克思主义，要求其

对“社会”这个有异于国家和经济的领域予以更多的关注，

并且这也是构建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和背景。社会学

马克思主义以对“社会”概念的重新界定为其中心任务，以

“社会”视角构筑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为更加科学的认识、
建设社会，创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社会是国家与经济间特有的制度空间

在现今的后社会主义时期，马克思主义没有像某些人

断言的那样因社会主义在实际中的受挫而消亡，布洛维认

为，马克思主义仍旧诠释着最系统的资本主义批判，并指出

了具有可行性且令人信服的替代制度。从本质上而言，正是

由于资本主义的延续保证了马克思主义的长久，并且马克

思主义必须依靠资本主义来重新建构和更新自己。实现这

些更新并为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奠定基础的是马克思主义哲

学思想家—葛兰西和波兰尼。二人以有着巨大差别的马克

思主义传统为出发点，相交于“社会”概念，发展延伸出社会

学马克思主义。布洛维在其《走向社会学马克思主义》这一

论文中对他们的社会概念理论共性做了讨论，对马克思主

义进行批判与超越，布洛维将这种理论概括为马克思主义

后裔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自主性及原创性，即对“社会”概
念的阐释和重视。

对于“社会”概念，葛兰西与波兰尼各自有着不同的且

具有历史针对性的概括。葛兰西的社会指的是公民社会，涵

盖工会、政党、利益群体及其他志愿团体，并且这一公民社

会应将其放诸于国家矛盾中才能深入理解。在葛兰西的理

论中，公民社会在于国家斗争勾连的复杂环境中生成。国家

是公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综合体，政治社会指的是由政府、
司法部门、军队构成的国家机构，且具有行政暴力性质；公

民社会由相对自主的行会、学校、教会等构成，代替统治阶

级行使“霸权”职能。葛兰西的霸权概念是指统治阶级将对

自己有利的信仰和价值观推行到社会各阶层中，他不是强

制性的暴力控制，而是在使社会大多数成员对社会信仰和

价值观的认同上得以实现，这种霸权概念有利于对公民社

会本质的理解。这种建立在普遍意愿上的霸权统治，不仅外

延于政治经济制度之中，更以意识和经验的形式内化于社

会思想之中，成为捍卫统治利益的堡垒。
波兰尼以能动社会为其社会概念，对这种社会概念的

理解需将其放诸于与市场的矛盾关系中。能动社会指的是

19 世纪英国的合作社会、工会、争取政治权利的政党和宪章

运动的发展，其产生背景是市场对社会的毁灭倾向，社会采

取各种行动保护自己，赢得制服市场。波兰尼认为，劳动力、
货币、土地等生产要素的商品化，对资本主义生产产生直接

性威胁，而要延续资本主义只能通过“能动社会”的构建抵

御商品化带来的毁灭性结果。为了适应市场化的发展，反市

场化意味的能动社会应运而生。
葛兰西和波兰尼立足于不同视角延伸出了“社会”概

念，虽然两人对社会定义的侧重点不同，葛兰西的“公民社

会”联系于国家，波兰尼的“能动社会”联系于市场，但是两

人都强调社会是资本主义国家和内部经济的特有的制度空

间。而社会主义则是国家与市场对社会自我调节的服从。由

此，从社会涵义层面，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继而构

建出在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下的“社会”概念。在

此社会概念的基础上，社会学马克思主义诠释了资本主义

的进程与发展，明确了社会主义的困境与失败，并由此提出

应对突围第三次市场化浪潮的策略。
二、社会的产生是保障资本主义正常持续发展的基础

马克思曾预言，在资本主义生产不断扩大、危机不断深

化、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斗争日益激化的背景下，资本主义

必然走向灭亡。然而事实证明，资本主义不但没有灭亡，而

且其持续发展的势头依然强劲。这种现象应如何理解呢？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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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在对我国社会及其这一转型过程进行探讨时，布洛维和赖特所大力提倡

和推行的社会学马克思主义成为界定社会概念的重要思想来源和理论借鉴。 他们以社会学为基点，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将

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有机结合，认为社会是国家与经济间独特的制度空间，社会的产生、进步与发展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

与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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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学马克思主义给予明确的答复，“社会”的产生、发展是保

障资本主义持续长久的基础。
社会学马克思主义中，资本主义的划分应以“社会”的

出现为根据，19 世纪末的“公民社会”与“能动社会”，正是区

分早期与发达资本主义的显著标志。由于这个“社会”的出

现，资本主义由“政治独裁”转变为“政治霸权”，由“市场专

制”转变为“市场规制”，进而有效遏制了资本主义的灭亡趋

势。
（一）公民社会及其政治霸权

葛兰西强调，早期资本主义或落后国家中，因还未形成

公民社会，因此，阶级统治多利用零合式冲突或利益对抗的

方式，国家成为阶级压迫的暴力统治工具。此时，国家成为

独裁制国家，统治阶级成为专制阶级，阶级冲突剧烈，阶级

矛盾明显，社会各个方面尚处于不稳定之中。
国家统治与被统治阶级在利益层面上的妥协与让步，

在福利、教育等公共领域的不断扩张，公民社会这一构建于

国家和经济之间的特有组织和制度由此形成。公民社会的

出现，使国家也延伸至公民社会，国家不仅仅是政治的，同

时也是公民的，国家中的统治阶级不仅代表本阶级利益，更

代表着社会利益。葛兰西认为，与国家相关联的公民社会的

形成，是资本主义由政治独裁向政治霸权的转折。霸权包含

暴力联合认同及协商后的利益让步，合作式对抗代替零合

式冲突。霸权的形成，使统治阶级依靠这些行动维系其统

治，并赢取被统治者的认同，遏制阶级斗争的激化，缓和阶

级矛盾。此时，国家若是外围沟壕，那么公民社会则是维护

这一沟壕的强大壁垒支撑。“若国家出现危机，公民社会便

会立即显示其稳健结构。”另外，公民社会的形成也熄灭了

任何夺取国家政权的企图。因而，在葛兰西的理论中，正是

公民社会调和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化解了其政治危机，保

证了资本主义的长久发展。
（二）能动社会及其市场规制

波兰尼认为，资本主义的市场化及商品化发展具有扩

张趋势，其间将商品化从实际的真实商品延伸扩展至劳动

力、货币、土地等虚构商品中。此类毫无限制性的扩张行为，

使社会被用来迎合市场需求，这就是“市场专制”。商品化的

市场专制形式，损毁了生产要素价值，破坏了资本主义应有

的生存发展能力，导致社会的冲突及混乱，致使资本主义毁

灭。鉴于此情况，波兰尼认为，要想延续资本主义的发展必

须通过创建能动社会来抵制商品化带来的毁灭性后果。另

外，市场化的过程即是各阶级抵御市场构建能动社会的过

程。通过对劳动力、土地、货币实施的反市场化运动，各阶级

突破“狭隘的阶级利益”，代表着整体社会利益。而这些捍卫

社会利益的行为就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和抑制了社会中不同

阶级利益的冲突与对抗，同时，抑制经济危机的产生。
总之，19 世纪末，资本主义及其社会被复杂、密集的能

动社会和公民社会的有组织的、有规模的资本主义代替，且

后者获得了更为发达的国家的支持与帮助。正是这种“有组

织”的社会特征，为资本主义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了保障。
三、社会的进步发展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关键

相较于传统社会学中立的价值立场，社会学马克思主

义更加明确的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因此，社会学马

克思主义既要研究资本主义，又要研究好社会主义。社会学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国家和市场对自我调节的社

会的服从。
首先，社会主义如同资本主义一样，是国家、社会、经济

的集合体。社会主义替代着资本主义质性，涵盖资本主义的

各项积极成果。对于资本主义的生存与发展而言，既是经济

和政治形态的延伸，更是特殊制度体系的社会形态的延续

发展。区别早期资本主义和发达资本主义的标志就是构建

了与国家或市场关联的公民社会或能动社会，继而有效遏

制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危机，保证了资本主义的长盛不衰。
所以，社会主义不仅要求政治经济的发展，更要寻求社会的

发展与进步，同时使国家、社会、经济间的结构关系平稳发

展。对于那些落后国家，既要开展社会主义革命，更需要建

设一个政治与经济相连接的公民社会。
其次，社会主义相较于资本主义又有所不同，是存在于

社会基础之上的国家、社会、经济的集合与统一。社会学马

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超越资本主义主要体现在两个层

面：其一是社会与国家、经济的各方面关系。在葛兰西和波

兰尼看来，若资产阶级民主制是公民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

形成平衡关系的标准，那么自由市场经济就是国家归附统

一与经济市场的典型，而社会主义则是国家与经济对当时

社会的服从。其二是社会内容于阶级关系上的体现，资本主

义是资本家所进行的资本主义霸权统治，而社会主义要构

建的是工人阶级成为社会整体利益的代表，将暴力与认同

相结合进行的社会主义霸权统治。
第三，社会学资本主义认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计

划，社会学资本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发端于资本主义内部，但

是需要明确的是，社会主义的出现不是自发的也不是必然

的，而是建立在自我意识之上有组织、有预见性的社会政治

运动。其中所蕴含的意义为：其一，经济发展所形成的社会

主义条件不是自然而生的，发达的生产力与激烈的经济矛

盾并不足以说明社会主义产生的可能性；其二，未来发达资

本主义不是线性单一的，而是存在着不同的可能性，社会民

主制、自由民主制、社会主义可能都是其发展道路。其三，社

会不断发展壮大，经济逐渐服从于社会，创建无产阶级的社

会主义霸权将会是一个漫长系统的过程。
社会学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概念不仅是马克思主

义的核心，更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关键内

容。只有明确认识、界定、探索、构筑社会，才能更为有效的

发展马克思主义，超越突破资本主义，构建更加完善和谐的

社会主义。社会学马克思主义承担着保卫社会生产与发展

的重任与使命，因此，探索研究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对于我国

社会主义的构筑将有着重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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