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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3 月 20 日—22日 , 由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联合主办的“罗莎·卢森堡思想

及其当代意义”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隆重召开 ,共有来自美国 、巴西 、南非 、德国 、英国 、奥地利 、西班牙 、波兰 、荷

兰 、意大利 、日本 、中国等 12 个国家的 62 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与会代表结合罗莎· 卢森堡思想及其对当代哲

学 、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理论的贡献等会议主题 , 重点就以下专题展开了深入研讨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 、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及当代研究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的意义和价值是中外学者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有学者从宏观的视角 , 通过对罗莎· 卢

森堡的《资本积累论》和马克思的《资本论》之间思想差异性的比较研究 , 指出她的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资本积累

模式 ,并高度评价了卢森堡在以下两个方面所做的工作:一是把马克思的资本积累图式从剩余价值理论中分离出来 , 认

为对于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来说 ,资本积累比剩余价值更为重要;二是着重考察了资本的原始积累问题 ,把非资本主

义因素和社会形态纳入资本积累如何实现的考量中 , 从而解决了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的问题 ,深刻揭示了东方从属于西

方 、非资本主义国家从属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必然趋势和命运以及社会主义的可能前景。有学者还通过重新研究列宁对

《资本积累论》的批评来探讨卢森堡经济学思想的当代价值 , 指出她的思想更接近于今天的主流经济学 , 强调了需求 、消

费和市场 ,并且具体论证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实现过程 ,揭示了资本主义得以全球化的内在机制。

一些国外学者还就卢森堡对劳动力增加与剩余价值实现的关系的探讨 、卢森堡批评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对马克思

宏观经济学本身的意义 、卢森堡与《反批判》中的货币资本流通问题等微观方面展开了深入细致的研究 ,充分揭示了卢森

堡政治经济学思想的当代价值。

也有少数学者提出不同意见 ,认为从学理层面看 ,卢森堡提出的问题是虚假的 , 给出的答案是幼稚的 , 她的《资本积

累论》给人的启示只是方法论上的。

二 、罗莎·卢森堡与西方马克思主义

大多数学者深入探讨了卢森堡的思想和以卢卡奇 、葛兰西和科尔施等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之间的关联。

有的学者从罗莎·卢森堡的民主思想入手具体探讨了这种关联 ,指出她的民主思想所引出的是一整套关于社会主义革

命模式的观点 ,这些观点直接影响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西方革命道路的历史思考 , 从而形成“卢森堡—西方马克

思主义”式的以民主为总体视野的革命观。也有一些学者以卢森堡与卢卡奇的思想关联为基础 ,具体论证她的思想对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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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和理论走向的影响 , 认为这些影响主要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所做的方法论的理解;对马克

思主义哲学的重建;从宏观的经济 、政治领域转向微观的文化心理 、阶级意识层面。

一些学者还揭示了卢森堡思想与法兰克福学派思想之间的差异性 , 指出法兰克福学派忽视了经济结构 、阶级斗争和

国际关系 ,没能从经济方面对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进行理论的阐释和说明。在他们看来 ,法兰克福学派从经济和阶级层

面转向文化和政治层面的批判是对马克思及卢森堡思想的背离。

三 、罗莎·卢森堡的政治哲学

较多的中国学者立足于当下中国的现实对卢森堡的政治哲学思想进行了多维度的研究。有的学者指出卢森堡通过

牢牢把握住历史与社会 、现象与本质 、理论与实践的整体性方法 , 不仅从第二国际的教条主义禁锢中打开了马克思主义 ,

而且真正继承和发展了它。有学者具体探讨了罗莎·卢森堡的民主思想所包含的丰富内容 , 如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

集中制是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一个重要原则 ,党的“自我集中制”应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民主

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等 ,指出这些思想不仅在无产阶级政党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的认识和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

地位 ,而且至今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有学者从罗莎·卢森堡的党建思想探讨了她的政治哲学思想 ,指出她的丰富的党建思想对全面加强中国共产党的

执政能力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还有学者指出卢森堡根据时代的需要 , 重新解读和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

主义 ,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较为系统的群众观 。

四 、罗莎·卢森堡与中国

与会学者除了从经济 、政治等方面揭示了卢森堡思想给予当代中国的诸多启示和价值外 ,还结合《资本积累论》中关

于东方国家殖民化过程的相关论述 ,具体考察了卢森堡对中国 19 世纪下半叶殖民化过程的论述。指出她不仅从资本积

累的角度评价鸦片战争的性质 ,而且还分析了鸦片战争对中国经济结构 、政治和文化的影响 , 其中对我们最有启示意义

的是 ,以国家主权和民族国家为主线考察中国的现代化道路 ,从民族矛盾和社会形态的交互作用中思考当今世界东西方

国家之间的关系。

同时一些学者也指出了卢森堡论点中的诸多不足 , 其中最关键的是她没能将历史主义方法贯彻到底 , 始终把东方国

家置于资本积累运动中的被动 、消极和从属的方面 ,没有论及东方非资本主义国家能否在这个破碎了的整体的经济 、政

治和文化的土壤上 ,借助西方资本主义的力量 ,反过来打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总体性问题。

在会议过程中 ,与会学者还分别从卢森堡与当代社会主义及帝国主义理论 、卢森堡与妇女及民族解放运动 、卢森堡

与马克思和列宁思想的比较研究等方面对卢森堡思想展开了全方位的研讨 ,从而实现了对罗莎·卢森堡思想的综合性

研究。总的来看 ,本次国际卢森堡学术会议不仅将成为国内卢森堡思想研究的新起点 ,也必将推动国际上对卢森堡思想

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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