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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5日，在德國西南部距盧森堡邊界不遠的特里爾（Trier）古城，

一連串盛大的慶祝活動揭開帷幕，為的是紀念二百年前在此處靜謐地出生、

身故後卻在世界各地引發無盡喧囂爭議的「共產主義之父」——馬克思。誠

如論者所言，馬克思在人類歷史上的地位堪與耶穌或穆罕默德相比肩，在

二十世紀下半葉覆蓋全球四成人口的土地上，其執政者都宣稱信仰馬克思主

義，並以他的思想作為治國理政的方針；他的著作也如同《聖經》或《可蘭經》

一樣，在這些共產主義國度被視為俟百世而不惑的真理。

儘管共產主義自1990年代開始退潮，但在馬克思誕辰二百周年之際，
世界各地仍然舉辦了多不勝數的紀念活動，反思這位思考深邃的哲學家遺留

給二十一世紀的思想遺產。敝刊亦躬逢其盛，今期特意選刊了十篇文章，內

容俱以馬克思的重要思想或主張作為問題意識，旁及全球化、資本、社會主

義、工人階級等相關問題的討論，希望能為讀者提供比較全面的思考向度。

要討論馬克思的思想遺產，我們自然無法迴避梳理他的思想。在「二十一 

世紀評論」的三篇文章中，秦暉、崔之元和區龍宇都嘗試從正本清源的角度

入手，理清馬克思對一系列重要問題（如民主、自由、階級、專政等）的看

法，以及此等想法的形成與1848年歐洲爆發的革命浪潮之間的關係，並將討
論的思路延伸至當代中國的處境，讀來不無現實意義。

陳敬慈的研究論文指出，綜觀二十世紀以降的幾次世界經濟危機，雖然

如馬克思所分析，能為社會變革帶來契機，但是歷史往哪個方向發展，並不

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往往是由階級力量和階級鬥爭來決定。汪建華的研究說

明，近年珠三角集體勞資糾紛的成因，不僅是由「佔有者階級」對「生產者階

級」的壓迫和剝削促成，也與產業轉型、勞工群體變化以及獨特的區域民情

等複雜因素有關。蘇常的研究個案揭示，一些在珠海從事技術產業勞動的中

國新工人，縱然終日在「異化」的生存狀況下工作，但他們並沒有失去自我，

不僅有志於近年興起的養生實踐，部分人更成功脫離「生產者階級」的行列，

成為經營養生保健產品的「個體戶」。萬毓澤以二戰後希臘裔法籍思想家卡斯

托里亞迪斯（Cornelius Castoriadis）的「自我管理」主張，對照馬克思以「聯合
起來的個人」為核心的社會主義觀，認為「自我管理式的社會主義」有可能成

為超越資本／官僚專制的另一種想像。

本期「景觀」欄目鍾樂偉介紹北韓藝術生產的文章，配以外界較為少見的

政治宣傳海報，掀開了這個共產主義國度的神秘面紗。李敏剛和鄒崇銘有關

馬克思與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兩篇書評，對於我們了解近代以來兩種影響

深遠的經濟制度的前世今生，亦饒富啟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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