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残余的马克思主义者 & 对资本主义的困惑 
 
现今大部分持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可以说是已经腐朽的马克思主义者
。他们不喜欢马克思但却接受他的二分法：马克斯鼓吹阶级斗争，并
且把世界划分为施压者与受压迫者 /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他把社会一刀切开，无产阶级在底层；在那之
上的每个人都是资产阶级。而被归类在资产阶级里的人，不是资本主
义者，就是资本主义的支持者。 

这样的二分法不仅专断，而且与事实不符。一昧地荣耀工厂工人，怀
疑工人之外的其他所有人都是背叛工人的敌人（造成一片肃杀的政治
气氛）。 

如果他当时把这条线拉得高一些，涵括更广大的社会层面，把训练有
素的工匠及思想家等都包含进去，这些人可能对马克思的理论产生更
多的同情，也不至于造成如今这么危险的错误。 

对马克思而言，政治是由因为经济技术改变所带来阶级间的冲突所构
成。（但我们知道经济技术的改变取决于新的发现与发明，并不是预
先注定要发生的。然而马克斯并没有提到这一点，因为他相信自己的
理论是进化的科学，这进化的科学势必能带来无产阶级的胜利。） 

回顾往昔的历史：在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中，资产阶级推翻了封建
贵族，接着法国在1848年开始了一场无产阶级对抗资产阶级的新革
命。这些社会主义者被大屠杀所镇压。马克思争论说：如同资产阶级
打败封建贵族一般，无产阶级最终也必定会打败资产阶级。 

写于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是这么起头的：「迄今一切社会的历史，



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我能了解为什么即便在今日的社会，人们不假多想便能接受这样的说
法。我们都知道几个世纪以来中产阶级的崛起，之后接着的是十九世
纪的工会及工人运动（多半由讲求自利的中产阶级开始，但有时也会
由俱有善心的中产阶级带头），再之后是一次世界大战后在英国福利
国家的建立。然而历史并不是一门科学，而且马克思对史实的挑选是
有选择性的。变革的发生并不全然源自于阶级间的冲突，还可能源自
于不同的结盟，比如说在工业革命之前商人工会和匠人工会之间是有
冲突的（也可说是贩卖商品的人与 
制造商品的人之间的冲突）。并且，大部分的冲突发生在国与国之间
的战争而非存在于不同阶级之间（一直以来为真的事实是，工人通常
讨厌外国人更甚于讨厌老板）。马克思了不起之处在于他了解到政治
是由经济所驱动这一点。 

然而政治并非只是以经济趋向为基础，更多时候是以总体而言对大家
都有利的考量为基础（马克思鼓吹的阶级战争说吓坏了那些自由主义
者）。举例来说：爱国者起初提倡民族主义的时候，民族主义被视为
大众的利益。这新的想法始于法国革命战争；那时法国是个为 
「自由｀平等｀博爱」 
（简言之，也就是民主）而战的民族。跟随法国的脚步，民族主义散
布到整个欧洲其他的国家。时至今日，民族主义仍然激起人民的某种
情感 — 
讽刺的是，也许最常感受到这种情感的是最受剥削的穷人。我们的媒
体仍旧利用民族主义这按键以延续战争，以此为垄断资本主义者俱乐
部服务。 

乔治·欧威尔与1984    



欧威尔在1984这本书里反复提到马克思的学说。然而在他所写的198
4这本小说中，统治者们透过对人民的监控（老大哥会保护你）以及
对假想出来的「邪恶敌人」 之仇恨以掌控世界，满足的是他们 
「为权力而权力」 
的动机。（译注：老大哥即故事中统治者的代称）掌权者当然想要钱
，但是对 「1984」 中的掌权者而言，他们主要的驱动力是极权。 
今日，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少数人想要拥有一切的欲望，将会摧
毁地球。注意：欧威尔另一本小说 「动物庄园」 
的内容是关于共产主义的。  

 

为了支持无产阶级的权利，马克思选择性地挑选证据以符合他伪科学
理论的另一个例子，是以劳动力作为衡量价值的标准。他说，商品的
价值是由投入于商品制造的工作量（时间）所决定。（然而这只是衡
量价值的其中一个要点，我想不到任何一个单纯只以劳动力决定价值
的例子。）在这样的论述中，并没有包含技术，遑论美。确实，美不
适合以任何公式计算，她有自身独特的价值。当你了解到美即是真理



，你所面对的是抉择的最终标准；你有力量将自己内在的视界｀你所
洞察到的一切具体化。依照马克思的标准，自由意志被移走了，而如
果你没有选择的自由，就像是把一个盖子盖在自己的情绪之上。 

无视其他具有技术的工匠，马克思把无产阶级孤立出来，认为他们是
唯一受压迫的阶级：为什么呢？他说，难道我们不该把所有的价值付
给制造商品的人吗？那些没有为商品增加任何价值的地主和资本主义
者，有什么权力侵占部分的产品价值呢？工人才应该拥有产出所带来
的收入。 

我还没整个地读过马克思所有的学说，也不打算把它读完 — 
他过于为愤恨所蒙蔽。不过我确实晓得他的经济学说中包含了剩余价
值的想法。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薪资给付，工作者所生产的价值多于他
所收到的薪金； 
显而易见地，在共产主义中，除了支付于器械等的费用之外，需要有
剩余价值以支付给医生｀教师等服务，以及支付共有的设施。并且，
资产是共同拥有的。 

今日我们的社会对于资本主义存在着很大的困惑。知识分子们接受了
马克思的二分法，认为只要是做生意获利的人都是资产阶级（资产阶
级这个字现在也出现在 「时尚」 
杂志中了），是资本主义者，同时也是剥削者。过去当我是庞克一族
的时候，因为我开了一间店，有些庞克们给我下了资本主义者的标签
。现在有些人则质疑为什么我能同时欣赏查尔斯王子，并且反对我们
贪腐的政府，有个记者还说我的脑袋糊涂了。那些陈腐的马克思主义
者说：「查尔斯王子既富有又享有特权，因此他是个施压者。」 

我认为比起其他任何政治人物，查尔斯王子为这世界做了更多有益的



事，而且在当下这个时间点，皇室这样的设置有着稳定社会的效果。
许多时候我不同意所谓的 「政治正确性」 
（比如左派分子｀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些主张），因为我不怕有争议性
。那些只追求政治正确性的人并没有彻底而全面的考虑整个情况。 

娜欧米·克莱因在她最近所着的新书 「气候危机改变一切」 
反对垄断资本主义。一位评论家指控她前后不一｀自相矛盾，只因她
说赚取利润并没有错。从事商业活动必须有资本，资本主义本身并没
有错，真正的敌人是垄断资本主义。 

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当马克思写下他的共产主义宣言时，风靡一时的
自由贸易氛围结束了以固定价格保护农民及工匠的做法（难到保护主
义不是一种垄断吗？）当然，竞争必然带来商品价格的减低，但难道
这对穷人来说不是一项福音吗？马克思看穿其中的症结并且理解到竞
争会带来垄断，他痛恨自由贸易。（除非资本主义受到控制，否则终
究只会是大鱼吃小鱼。） 

当我们考虑到十九世纪上半叶，当时英国的资本主义者们是多么地残
酷与野蛮时，对于马克思学说所吸引的主要是阶级对立的这个事实，
便不会感到吃惊。马克思憎恨资本主义及那些冷血的雇主们。 



十九世纪，英国煤矿坑一景。在现实中，你其实看不到这雕版画上的场景，因为除了车上的
一盏烛火外，矿坑里是一片漆黑。这些孩子们每天在黑暗中工作长达15个小时。这个5岁的
孩子得开关门以控制透进坑道的风，年长一些的孩子们则要推矿车，即便是女孩子也做同样

的推车工作。 

我们不该忘记个人在历史中所发挥的影响力。马克思，以他所教授的
学说创造了他个人已预见的阶级战争。 

伯特兰·罗素 (哲学家与社会主义者）在 「自由与组织1814-1914」 
中提到：马克思的学说，如同其他人的一般，部分正确，部分不正确
，值得争议之处很多，但他理论中有四个非常重要的点，足以证明他
是一位拥有高智慧的人物。 

第一点是资本的集中，逐渐由自由竞争转移到垄断的状态。 

第二点是政治中所包涵的经济动机。这一点在今日几乎被视为理所当
然，然而当时马克思提出时，这却是个大胆创新的想法。 

第三点是那些没有持有资本的人征服权力的必要性。 

第四点是国家取得所有生产工具的必要性，这表示社会主义自成立之



始，即便不是胸怀整个世界，至少也放眼整个国家。马克思的前辈们
针对小型社区提出小规模｀试验性地尝试社会主义的做法，然而马克
思认为这样的试验都是徒劳的。 

 

在当下这时间点，我不了解第四点要如何才能运作，因为我不清楚究
竟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多么不同（在许多地方，共产主义的实施，
实际上是个充满了压迫与死亡的噩梦一场）。话虽如此，如果我们能
从垄断资本主义者手中拿回一些国家所失去的财富，这将是个能够帮
助我们大家以及地球的开始。 

一直到撒切尔夫人贱价出售国营企业，并且开始企业外包之前，英国
在十九世纪所采行的一直是个混合式的经济模式。 

和由国家掌控国家资产及各项服务的年代相比，我们可以发现，持续
地出售国营企业不但没有改善人民生活，反而使状况变得更为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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赚钱的欧洲之星刚刚被卖掉；社会住宅被拆掉，用来为投机者盖豪华
公寓。 

按现况来看，马克思的划分法应该把政府｀垄断企业和银行这些旋转
门俱乐部的成员，和我们其他人划分开来。 

垄断是真正的敌人。 

 
 
 

 

「对地球好的，对经济也好；对地球不好的，对经济也不好。」 
「对人类好的，应该是对地球也好的。」 
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够照着这指路标语上的原则去做，它将会把我们指
向一个俱有真正人类价值的社会。垄断资本主义创造混乱的价值观，
在一个俱有真正人类价值的社会中，价值是有其层次结构的，而人类
文明的未来，就靠这有层次结构的人类价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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