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殘餘的馬克思主義者 & 對資本主義的困惑 
 
現今大部分持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可以說是已經腐朽的馬克思主義者
。他們不喜歡馬克思但卻接受他的二分法：馬克斯鼓吹階級鬥爭，並
且把世界劃分為施壓者與受壓迫者 / 
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他把社會一刀切開，無產階級在底層；在那之
上的每個人都是資產階級。而被歸類在資產階級裡的人，不是資本主
義者，就是資本主義的支持者。 

這樣的二分法不僅專斷，而且與事實不符。一昧地榮耀工廠工人，懷
疑工人之外的其他所有人都是背叛工人的敵人（造成一片肅殺的政治
氣氛）。 

如果他當時把這條線拉得高一些，涵括更廣大的社會層面，把訓練有
素的工匠及思想家等都包含進去，這些人可能對馬克思的理論產生更
多的同情，也不至於造成如今這麼危險的錯誤。 

對馬克思而言，政治是由因為經濟技術改變所帶來階級間的衝突所構
成。（但我們知道經濟技術的改變取決於新的發現與發明，並不是預
先注定要發生的。然而馬克斯並沒有提到這一點，因為他相信自己的
理論是進化的科學，這進化的科學勢必能帶來無產階級的勝利。） 

回顧往昔的歷史：在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中，資產階級推翻了封建
貴族，接著法國在1848年開始了一場無產階級對抗資產階級的新革
命。這些社會主義者被大屠殺所鎮壓。馬克思爭論說：如同資產階級
打敗封建貴族一般，無產階級最終也必定會打敗資產階級。 

寫於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是這麼起頭的：「迄今一切社會的歷史，



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 

我能瞭解為什麼即便在今日的社會，人們不假多想便能接受這樣的說
法。我們都知道幾個世紀以來中產階級的崛起，之後接著的是十九世
紀的工會及工人運動（多半由講求自利的中產階級開始，但有時也會
由俱有善心的中產階級帶頭），再之後是一次世界大戰後在英國福利
國家的建立。然而歷史並不是一門科學，而且馬克思對史實的挑選是
有選擇性的。變革的發生並不全然源自於階級間的衝突，還可能源自
於不同的結盟，比如說在工業革命之前商人工會和匠人工會之間是有
衝突的（也可說是販賣商品的人與 
製造商品的人之間的衝突）。並且，大部分的衝突發生在國與國之間
的戰爭而非存在於不同階級之間（一直以來為真的事實是，工人通常
討厭外國人更甚於討厭老闆）。馬克思了不起之處在於他了解到政治
是由經濟所驅動這一點。 

然而政治並非只是以經濟趨向為基礎，更多時候是以總體而言對大家
都有利的考量為基礎（馬克思鼓吹的階級戰爭說嚇壞了那些自由主義
者）。舉例來說：愛國者起初提倡民族主義的時候，民族主義被視為
大眾的利益。這新的想法始於法國革命戰爭；那時法國是個為 
「自由｀平等｀博愛」 
（簡言之，也就是民主）而戰的民族。跟隨法國的腳步，民族主義散
佈到整個歐洲其他的國家。時至今日，民族主義仍然激起人民的某種
情感 — 
諷刺的是，也許最常感受到這種情感的是最受剝削的窮人。我們的媒
體仍舊利用民族主義這按鍵以延續戰爭，以此為壟斷資本主義者俱樂
部服務。 

喬治·歐威爾與1984    



歐威爾在1984這本書裡反覆提到馬克思的學說。然而在他所寫的198
4這本小說中，統治者們透過對人民的監控（老大哥會保護你）以及
對假想出來的「邪惡敵人」 之仇恨以掌控世界，滿足的是他們 
「為權力而權力」 
的動機。（譯注：老大哥即故事中統治者的代稱）掌權者當然想要錢
，但是對 「1984」 中的掌權者而言，他們主要的驅動力是極權。 
今日，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少數人想要擁有一切的慾望，將會摧
毀地球。注意：歐威爾另一本小說 「動物莊園」 
的內容是關於共產主義的。  

 

為了支持無產階級的權利，馬克思選擇性地挑選証據以符合他偽科學
理論的另一個例子，是以勞動力作為衡量價值的標準。他說，商品的
價值是由投入於商品製造的工作量（時間）所決定。（然而這只是衡
量價值的其中一個要點，我想不到任何一個單純只以勞動力決定價值
的例子。）在這樣的論述中，並沒有包含技術，遑論美。確實，美不
適合以任何公式計算，她有自身獨特的價值。當你瞭解到美即是真理



，你所面對的是抉擇的最終標準；你有力量將自己內在的視界｀你所
洞察到的一切具體化。依照馬克思的標準，自由意志被移走了，而如
果你沒有選擇的自由，就像是把一個蓋子蓋在自己的情緒之上。 

無視其他具有技術的工匠，馬克思把無產階級孤立出來，認為他們是
唯一受壓迫的階級：為什麼呢？他說，難道我們不該把所有的價值付
給製造商品的人嗎？那些沒有為商品增加任何價值的地主和資本主義
者，有什麼權力侵佔部分的產品價值呢？工人才應該擁有產出所帶來
的收入。 

我還沒整個地讀過馬克思所有的學說，也不打算把它讀完 — 
他過於為憤恨所蒙蔽。不過我確實曉得他的經濟學說中包含了剩餘價
值的想法。資本主義體系中的薪資給付，工作者所生產的價值多於他
所收到的薪金； 
顯而易見地，在共產主義中，除了支付於器械等的費用之外，需要有
剩餘價值以支付給醫生｀教師等服務，以及支付共有的設施。並且，
資產是共同擁有的。 

今日我們的社會對於資本主義存在著很大的困惑。知識分子們接受了
馬克思的二分法，認為只要是做生意獲利的人都是資產階級（資產階
級這個字現在也出現在 「時尚」 
雜誌中了），是資本主義者，同時也是剝削者。過去當我是龐克一族
的時候，因為我開了一間店，有些龐克們給我下了資本主義者的標籤
。現在有些人則質疑為什麼我能同時欣賞查爾斯王子，並且反對我們
貪腐的政府，有個記者還說我的腦袋糊塗了。那些陳腐的馬克思主義
者說：「查爾斯王子既富有又享有特權，因此他是個施壓者。」 

我認為比起其他任何政治人物，查爾斯王子為這世界做了更多有益的



事，而且在當下這個時間點，皇室這樣的設置有著穩定社會的效果。
許多時候我不同意所謂的 「政治正確性」 
（比如左派分子｀馬克思主義者的一些主張），因為我不怕有爭議性
。那些只追求政治正確性的人並沒有徹底而全面的考慮整個情況。 

娜歐米·克萊因在她最近所著的新書 「氣候危機改變一切」 
反對壟斷資本主義。一位評論家指控她前後不一｀自相矛盾，只因她
說賺取利潤並沒有錯。從事商業活動必須有資本，資本主義本身並沒
有錯，真正的敵人是壟斷資本主義。 

到了十九世紀中葉，當馬克思寫下他的共產主義宣言時，風靡一時的
自由貿易氛圍結束了以固定價格保護農民及工匠的做法（難到保護主
義不是一種壟斷嗎？）當然，競爭必然帶來商品價格的減低，但難道
這對窮人來說不是一項福音嗎？馬克思看穿其中的癥結並且理解到競
爭會帶來壟斷，他痛恨自由貿易。（除非資本主義受到控制，否則終
究只會是大魚吃小魚。） 

當我們考慮到十九世紀上半葉，當時英國的資本主義者們是多麼地殘
酷與野蠻時，對於馬克思學說所吸引的主要是階級對立的這個事實，
便不會感到吃驚。馬克思憎恨資本主義及那些冷血的僱主們。 



十九世紀，英國煤礦坑一景。在現實中，你其實看不到這雕版畫上的場景，因為除了車上的
一盞燭火外，礦坑裡是一片漆黑。這些孩子們每天在黑暗中工作長達15個小時。這個5歲的
孩子得開關門以控制透進坑道的風，年長一些的孩子們則要推礦車，即便是女孩子也做同樣

的推車工作。 

我們不該忘記個人在歷史中所發揮的影響力。馬克思，以他所教授的
學說創造了他個人已預見的階級戰爭。 

伯特蘭·羅素 (哲學家與社會主義者）在 「自由與組織1814-1914」 
中提到：馬克思的學說，如同其他人的一般，部分正確，部分不正確
，值得爭議之處很多，但他理論中有四個非常重要的點，足以證明他
是一位擁有高智慧的人物。 

第一點是資本的集中，逐漸由自由競爭轉移到壟斷的狀態。 

第二點是政治中所包涵的經濟動機。這一點在今日幾乎被視為理所當
然，然而當時馬克思提出時，這卻是個大膽創新的想法。 

第三點是那些沒有持有資本的人征服權力的必要性。 

第四點是國家取得所有生產工具的必要性，這表示社會主義自成立之



始，即便不是胸懷整個世界，至少也放眼整個國家。馬克思的前輩們
針對小型社區提出小規模｀試驗性地嘗試社會主義的做法，然而馬克
思認為這樣的試驗都是徒勞的。 

 

在當下這時間點，我不瞭解第四點要如何才能運作，因為我不清楚究
竟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有多麼不同（在許多地方，共產主義的實施，
實際上是個充滿了壓迫與死亡的噩夢一場）。話雖如此，如果我們能
從壟斷資本主義者手中拿回一些國家所失去的財富，這將是個能夠幫
助我們大家以及地球的開始。 

一直到柴契爾夫人賤價出售國營企業，並且開始企業外包之前，英國
在十九世紀所採行的一直是個混合式的經濟模式。 

和由國家掌控國家資產及各項服務的年代相比，我們可以發現，持續
地出售國營企業不但沒有改善人民生活，反而使狀況變得更為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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賺錢的歐洲之星剛剛被賣掉；社會住宅被拆掉，用來為投機者蓋豪華
公寓。 

按現況來看，馬克思的劃分法應該把政府｀壟斷企業和銀行這些旋轉
門俱樂部的成員，和我們其他人劃分開來。 

壟斷是真正的敵人。 

 
 
 

 

「對地球好的，對經濟也好；對地球不好的，對經濟也不好。」 
「對人類好的，應該是對地球也好的。」 
我覺得如果我們能夠照著這指路標語上的原則去做，它將會把我們指
向一個俱有真正人類價值的社會。壟斷資本主義創造混亂的價值觀，
在一個俱有真正人類價值的社會中，價值是有其層次結構的，而人類
文明的未來，就靠這有層次結構的人類價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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