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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卢卡奇的总体性思想与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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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卢卡奇身为西欧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其提出的“总体性”概念构成了《历史与阶级意识》极为关

键的部分。卢卡奇的“总体性”理念，既把社会发展的走向与状况当作一个总体考量，又于社会发展范畴内展现

出主体与客体的全面互动及整合态势，在社会实践层面则呈现为具体的集合形态。本研究以卢卡奇总体性思想的

产生背景、总体性思想核心内涵以及该思想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价值为切入点，简要探讨卢卡奇

的总体性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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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As an early representative of Western European Marxism, Lukács' concept of “totality”

constitutes a crucial part of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Lukács's concept of “totality” not

only takes the direction and condition of social development as a general consideration, but also shows

the comprehensive interaction and integration of subject and object in the scope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resents a specific form of aggregation at the level of social practice. This study takes the

background of Lukács' idea of totality, the core connotation of the idea of totality, and the practical

value of the idea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as the starting point to briefly discuss Lukács' idea of tot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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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体性思想的提出

卢卡奇创作《历史与阶级意识》主要基于两点缘由。

其一，在撰写该书时，卢卡奇自身思想处于转变进程中，

他开始深入探究马克思思想并逐步趋近。其二，彼时第

二国际掌控着马克思思想的阐释权，致使马克思的科学

思想被摒弃，取而代之的是第二国际庸俗且教条化的解

读。卢卡奇期望借由《历史与阶级意识》来阐释自身对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见解，打破第二国际在马克思思

想解读方面的垄断格局，助力当时的人们重新切实地领

悟马克思思想。卢卡奇身为黑格尔学者，秉持客观的拥

护态度。他将总体设计化思维置于《历史与阶级意识》

的核心地位。卢卡奇指出：“总体设计范畴，意味着系

统对所有组成部分具有全方位、确定性的主导作用
[1]
。”

在该书中，卢卡奇认为黑格尔的天然辩证法观点对唯物

主义观点的演进意义重大，其总体设计化思维即黑格尔

天然辩证法理念于马克思主义哲理的关键功绩体现，且

表明马克思主义哲理是在汲取黑格尔总体设计化思想

并赋予其全新活力，达成对自身的独立科学认知后，才

使自身总体设计化思维转化为完备的科学理解。然而，

需明确的是，马克思主义总体设计化思维与黑格尔的存

在本质性差异。在卢卡奇视角下，黑格尔的总体化思维

是将人类绝对精神生活视作总体，而马克思主义的总体

设计化思维则是把人类社会的全部实践当作总体设计，

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总体设计化属于人类历史概念范

畴，它所指向的是人类整个历史的发展进程。由此可见，

黑格尔与马克思所认定的总体内涵各异，其总体性思想

在本质上亦截然不同。

在《历史文化与阶级意识》书中,卢卡奇所分析问

题之一,便是总体化思想
[2]
。卢卡奇对此总体性的反思,

源于对当时工人革命运动无法取得成功之根源的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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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他指出,当时欧洲工人运动不能成功在于:一方面,

无产阶级政党未能真正领会并道循马克思主义,而其二,

由于第二国际的学说家们片面地,有误地认识了马克思

主义,因而无法准确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职工头

脑,并引导了职工革命实践,以至中国工人阶级内部形

成了“阶级意识”危机,最后造成了工人运动的一次次

挫折。而第二国际的经济理论家梅林,在他的理论中,更

多的是研究个体经济活动并片面地观察国民经济活动

和其他要素之间的复杂联系,而僵化地认识了马克思主

义。对于批判当时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认识和修正

人们对其片面错误的认识,并且正确引导工人革命,卢

卡奇指出,必须首先全面正确的认识马克思主义,以全

面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武装工人阶级头脑,从而引

导工人阶级的革命实践,帮助他们建立大阶级意识。

2 卢卡奇总体性思想的基本内涵

总体性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所在,成为基础

方法论和无产阶级思想由自在向自为的动力,卢卡奇指

出它的含义主要表现在“总体和部分的统一”、“主体

与客体的共同统一”、“理论知识和实践的统一”这三

个方面。

2.1 整体和部分的统一

卢卡奇还认为总体中统帅着局部。单一的现实事物

唯有置于总体之上,才有机会转变为对现实的认识。“总

体而言的全部渗透优于部分”部分只能放于总体而言

当中才有出现的意义,因为只能通过将总体而言置于历

史事件生成的过程中将各个组成部分都看成是整体其

中的一个环节才能抓住这一整体
[3]
。在卢卡奇眼中,假如

离开了总体而言,恐怕会导致历史事实变得主观化。

2.2 主体和客体的统一

卢卡奇认为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对总体化起了

很大影响，总体化又反过来决定了认识的主体与客体,

在当时的状况下只有无产阶级者才有可能真正成为历

史主体,因为每一个阶级都只有在认识了历史的情况下,

才能保护好自己。为了认识自己,就必须认识整个世界。

同时只有无产阶级既是意识的主人,也是意识的客体，

同时才能做到思想与实践一者的结合,卢卡奇所提出的

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会失败,主要在于当时无产阶级的

阶级意识还没有成熟,所以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真相真

正是认识世界历史上的意识主客体,因此仅靠个人自发

认识历史是远远不够的,而首要任务就是认清目前世界

这种生态和文明落后的社会,同时坚决战胜生态和文化,

从而建立正确的无产阶级革命认识,因为唯有这种认识

才能够从总体上对世界现实加以改变。

2.3 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卢卡奇认为辨证法是革命的辩证方法,是为了改革

现实而存在的,在这一点上触及到了理论与实际之间的

关系问题,因此卢卡奇还引入了马克思关于理论与实际

产生关联的条件“光是通过思想竭力反映了实际是不够

的[4]。实在主义自身就应该力求走向进步思想。”卢

卡奇相信,当无产阶级革命从走上历史舞台的那一刻开

始,他就已开始意识到建立正确而成熟的阶级意识有多

么重要。这种意识是在同资产阶级抗争继续搏斗的实践

过程中产生和发展的。而无产阶级意识则必须经过一个

由自在到自为的实践过程,并进行了持续的社会奋斗之

后才形成。等到无产阶级意识完全觉醒之后,才以马克

思主义学说为指导,并在反对同资产阶级抗争的社会实

践中,才终于实现了理论与实际的统一。

3“总体性”思想对当代中国发展的价值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所明确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这一重大战略任务,是我国公民长期以来不断

追求的共同理想。这里强调的整体和谐思想与卢卡奇的

总体性思想一致,而总体化思想则注重于总体与局部的

统一,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就是统筹好社会中

各部分间的社会关系,并防止人们将部分从整个社会总

体中抽离出来,从而导致整个社会有机体的变异。毫无

疑问,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一贯以来都是建立在民主进程

中的重要基础,所以首先考虑到的就应该是最广大人民

群众的切身利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阶段中央领

导集团所明确提出的“中国梦”这一宏伟发展目标,为

中华民族迈向美好未来奠定了基础,并成为中华民族继

续奋斗的精神旗帜。用卢卡奇的总体性思维方式来认识

“中国梦”就反映了整体和个人相互之间的辨证关联。

它不仅仅是一个中华民族的理念,更是所有国人的共享

理念,是大国梦、中华民族梦想和个人梦想三者的有机

融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经成为了中国当前经济社

会建设的主体依据,在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时

要抓住并大力发挥其理论指导功能使之贯彻到实际社

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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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有利于正确的理解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不只是人们认识当今世界,改造当今世

界的思想武器,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基本理论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我国现实相结合,形成了多种重要的

政治思潮学说。从更宏观的视角分析,主要有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思想等重要的政治指导思想。

3.2 有利于正确把握社会历史活动

史书既不是对过去发生的事件的记述，也不是对曾

经发生的事件的汇总和概括。对社会历史的认识必须要

返回到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生活背景当中,如此才有

助于充分的还原历史的实际。但因为人在创建社会历史

时是无穷历程中最广泛的生活个人,所以人在创建社会

历史的进程中,必须产生人类社会发展史的时代性和传

承继。“人类社会发展史不外乎是人类各个世代的先后

交替。”社会主义历史活动的阶段性和传统承继需要人

们必须将这种看似单一的社会主义历史事实和演变循

环,归纳到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个进程中,才可以对这种

现实和阶段性的演变循环形成合理的理解,从而抓住了

社会主义历史活动的实质。

3.3 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意指透过建立人与大自然,人与社区和人

与自我社会关系相互之间的和谐发展,以促进人类经济

社会相互有机整合的和平发展。这样,人们对人本性的

认识也就可以对经济社会发展有更合理的理解。首先人

是作为大自然的基本存在物。大自然既提供了人的物质

生产资料的源泉,同时也是人的本性实现的主要对象物。

从总体性观念出发,建设和谐社会就是说要解决好与人

类社会有机体不同部分间的社会关系，处理好人与大自

然社会关系和人类自己的社会关系。透过对人的整体性

的理解,就可以形成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关系

的整体和谐,从而实现人类社会关系的总体平衡与有序

发展。

4 结语

卢卡奇运用总体性辩证法以方法论的视角,深入阐

述了“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对传

统马克思主义中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失误,作出了

理论上的回答和批评。在他眼中,总体性原理是马克思

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根本原则与基础,包括了总体与局部、

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际三者辩证统一的根本逻辑内容,

与“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的基本观

点一脉相承,是对马克思主义自然科学方法论的思想拓

展。

就当代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来说,总体性辩证

法的根本意义及其理论基础对于我们保持和发扬马克

思主义、建立和发展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

用巨大。用总体性眼光审视改革开放全局,运用总体性

的理论和实际逻辑研究经济社会实践问题,能够让人们

少走一点弯路,更好地推动我国发展的伟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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