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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政治学研究范式与方法的当代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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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4要%张亮%孙乐强等著'!#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若干重大问题研究(!从问题意识%思想资源%理论形态%研

究范式等方面!系统梳理了 !#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 #!个重大问题!透视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运行机制的

结构性矛盾与内在弊端$ 这不仅有效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性%前沿性研究领域!也整体性地呈现了不同的资

本主义批判维度和先锋话语体系$ 其中"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生命政治理论#部分!在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

引发了诸多哲学家和思想家之间的交锋%论战$ 著作对生命政治理论缘起语境%研究路径%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分析!不仅

提供了丰富的文献材料和思想资源!也是展现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现实%分析现实效力的重要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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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面对全球世界格局的深度调整%资本主义政

治经济的深刻变化#这个时代确实需要重新审视

传统政治哲学与社会批判理论的叙事方式与研究

范式#深入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

盾%运行机制与发展规律#从而有效把握马克思主

义历史发展趋势及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科学方

法& *!#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若干重大问题

研究+著作聚焦于生态%空间%都市%性别%身份%

生产方式等问题#系统梳理了 !#世纪国外马克思

主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经济危机%阶级%

国家批判%民主批判%意识形态%生态问题%空间批

判%女权主义%身份政治学%生命政治学以及对中

国道路的研究 #! 个重大问题#这不仅是对 !# 世

纪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图景和思想脉络的整

体勾勒#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领域%方法%

问题等方面的延伸与补充#为正确认识和准确把

握资本主义历史地位及其发展特质提供了重要理

论支撑#更为客观深思和全面深化马克思主义发

展经验和教训提供有益借鉴& 而在新冠肺炎疫情

疯狂肆虐全球的特殊背景下#关于疫情与生命政

治学理论问题成为热点话题#使得从事哲学理论

研究与实践活动的一批卓越的欧陆哲学家#比如

阿甘本%南希%卡奇亚里%埃斯波西托%韩炳哲%巴

迪欧等陆续出场%踊跃发声%激烈论战& 生命政治

学研究范式突破理论界限演变为解释现实%分析

现实并极具洞察力和批判力的重要范畴#成为审

视新冠肺炎疫情的独特视角&

一4深植马克思思想内核(探索理论

缘起语境

*!#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若干重大问题

研究+著作第十一章'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生

命政治理论(#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科学世界观%方法论指导下#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

一的方法#直击现实和思想史维度#返回马克思哲

学实践的历史语境#深入挖掘生命政治理论与马

克思思想发展的理论渊源#将理论根基追溯至马

克思思想逻辑视域#生动诠释前沿性研究领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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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语境的密切性& 这既是对生

命政治理论发展动向的历史性%系统性呈现#又深

刻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与时代性#有益

于我们保持坚定的理论定力#开拓马克思主义理

论新境界&

!$世纪 !$ 年代#瑞典地缘政治学家鲁道夫

-契伦在国家有机体学说框架下首创'生命政治

学(概念#!$ 世纪 2$ 年代#法国哲学家福柯重启

'生命政治学(范畴#将其视为批判新自由主义社

会的崭新视角& 在福柯看来#自启蒙运动以来#传

统政治哲学视域中的民主%自由%平等%主权%法

律%人权等分析范畴已逐渐失去其说明与解释效

力#无法满足思考现代资本主义政治实践活动的

需要#这意味着亟需崭新的分析工具%研究方法%

理论路径来探究资本主义现代性与技术本质#重

构资本主义政治话语体系& 虽然福柯有意避开对

资本主义经济领域中生产方式与基本矛盾的关

注#试图开辟资本统治逻辑和剩余价值理论之外

的生命政治理论路径& 但是#从理论逻辑角度来

看#将生命政治理论融入马克思批判性视域#嵌入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之内#才能更好地展现其

理论全貌& 而在追溯生命政治学缘起语境方面#

前期鲜有人注意到'生命政治学(与马克思之间

的关系#主要停留在福柯生命政治理论自身发展

过程的历史梳理& 在该著作第十一章中#作者探

讨了马克思论劳动力的'生命政治学(#从劳动力

产生的历史过程出发#一方面#逐步揭露了资本主

义经济关系对劳动者的强制统治#工人阶级完全

沦落为资本奴役之物的境况& 另一方面#细致分

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制造相对过剩人口规律#

以及妇女和儿童在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生产过程

中#被无情地卷入资本铁轨之下#不可避免地成为

资本压榨%控制的对象& 最终强调'生命的诞生

除了供资本剥削之外#没有别的可能性& 在资本

主义社会中#底层生命的生产似乎只是为资本提

供无穷的劳动力资源(

!

& 在这里#作者强调了马

克思劳动力'生命政治学(的两条显性线索& 其

一是#马克思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出发#积极

探究劳动力商品学说#并认为在资本增值逻辑牵

引下#个体生命已不再充满活力和激情#转而成为

资本统治权力逻辑下的直接对象& 其二是#这种

生命个体随着资本家资本积累的加剧和资本有机

构成的逐步提高成为相对过剩人口& 很显然#这

是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通过对商品%

劳动%工资%货币%资本等范畴的系统性分析#展开

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政治经济学批

判#从而揭示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必然性以及资

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剥削本质和内在矛盾&

马克思这种理论旨趣和逻辑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为

福柯构建的生命政治理论奠定基础& 福柯'生命

政治学(鲜明特征之一即是根植于个体以'人口(

形式而呈现#生物性生命被直接纳入资本主义政

治权力技术与统治策略& 而马克思关注'现实的

人(#关心人的生存境况%生存本性#但是强调需

要将其置于社会历史的发展%运动%演变过程中#

需要将其置于现实的社会关系和实践维度中& 而

对资本主义人口规律的思考#也不能从抽象意义

上去理解#如果脱离阶级%阶级关系%雇佣劳动%资

本等具体范畴#也将对人口范畴一无所知& 从这

个角度来看#福柯和马克思在研究主题上很多是

重合的#福柯也曾明确承认#在历史研究过程中#

总是需要直接或间接地使用与马克思思想有关的

范畴#如果不将自身置于马克思的思想构境中#那

简直是不可能的"

& 作者将福柯生命政治理论准

确地定位到马克思关于劳动力%资本%相对过剩人

口等范畴的分析#表明了福柯在马克思思想中汲

取灵感#发现了福柯与马克思之间的内在关联#这

既彰显了马克思思想理论的强大生命力和强烈实

践导向性#也为生命政治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找到

了思想根据和理论意蕴&

二4强调思想发展脉络(构建理论演

变趋势

*!#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若干重大问题

研究+著作#不仅从理论历史层面#有效把握了 !#

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之间的内在关

联性#更从现实逻辑层面#梳理了 !# 世纪国外马

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脉络与演变趋势#全面辩证地

看待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的学术价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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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意义#也对其理论局限%狭隘偏见和错误立场

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批判& 比如#在生命政治理论

部分#一方面#呈现了以福柯%哈特%奈格里%阿甘

本和埃斯波西托为典型代表的泾渭分明的研究范

式& 另一方面#展现了对生命政治理论发展趋势

与理论潜力的担忧#揭示了生命政治理论内核的

否定性与脆弱性&

在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社会批判理论中#生命

政治理论发展模式日益显著#逻辑线索日益明朗&

福柯从微观政治领域构建以权力关系为核心的生

命政治理论批判路径#是对新自由主义治理技术

的另类诠释#而此种社会批判理论路径的选择主

要是基于自身主观价值和理论兴趣& 他认为 #>

世纪以来对社会的批判总是诉诸于经济关系#并

未忽视经济规定性作用#但是却对经济关系背后

所隐匿的权力关系#尤其是微观权力技术鲜有讨

论& 他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革命性提出

质疑#认为他并没有与 #>世纪西方知识认识论方

式发生深刻的断裂#仍然受限于 #>世纪的认识范

式与知识型& 因此#他更愿意另辟蹊径#从微观权

力角度出发#颠覆传统西方认识论话语实践#思索

生命在资本主义政治权力技术与策略下的诸种现

实遭遇#从而实现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权力技术的

批判& 在该章节部分#作者以个人如何被生产进

政治权力体系为基础#透视了福柯生命政治理论

的核心要件#即权力机制的变迁#这是福柯生命政

治理论相异于其他批判理论的最主要特征& 通过

锁定社会历史进程中权力技术运作机制与形式的

变化#发现权力统治模式经历了从统治权力%规训

权力到生命权力的过渡& 一种扶植生命%培养生

命%保护生命的现代权力技术诞生#而这种权力统

治技术又逐渐成为自由主义治理技术处理生命与

政治二元关系的隐性逻辑#'生命政治学(最终找

到了其茁壮成长的土壤和生存空间& 这种分析模

式既历史地%系统性地萃取出了福柯生命政治理

论中隐含的身体规训%人口调节到自由主义治理

技艺转变的总体框架#又在如何对待这种时常隐

秘的生命权力策略关系上#预示了生命政治理论

多元发展的逻辑路径&

对于福柯生命政治理论的继承与拓展来说#

意大利左翼批判理论家们做出了重要贡献#正是

由于他们出色的分析与研究才使得福柯生命政治

理论在 !# 世纪大放异彩#在欧陆哲学声名鹊起#

也使得传统政治哲学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逻辑遭

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 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

哲学若干重大问题研究+著作中#展现了意大利

左翼批判理论生命政治研究视域中的彼此独立而

又相互联系的三条路径#这三种研究范式也逐渐

成为当代西方左翼批判理论分析资本主义运行机

制%探究政治与生命之间关系的有效武器& 第一

条#以奈格里与哈特为代表的自治主义马克思主

义者#在全球化资本主义语境下#围绕资本权力逻

辑建构生命政治生产论路径& 作者从新型帝国世

界霸权的出现%生命权力与生命政治学的差异%走

向解放的生命政治学维度#着重强调了资本帝国

权力是通过对非物质劳动的支配而践行生命政治

统治#生命权力演变为帝国布展统治的权力逻辑#

生命政治主体生成的可能性#厘清了奈格里与哈

特生命政治理论的基本脉络与框架& 第二条#阿

甘本聚焦于国家主权#通过借助亚里士多德对生

命范畴的二元区分#筹划'X'&H) &̂|(式的主权权

力政治策略对象#并以'神圣人( '赤裸生命( '例

外状态(等核心范畴为学理入口构建其生命政治

理论#深入思考资本主义统治新形式& 作者特别

指出阿甘本生命政治思想是以国家主权在例外状

态下裁决生命为主要特征#是以去历史化方式去

搭建生命政治否定性逻辑#最终深陷于非主体的

'弥赛亚(解放路径& 第三条#埃斯波西托以免疫

逻辑的双重机制为核心#形塑'生命(范畴的肯定

性构序#构筑肯定的生命政治学& 作者通过追溯

词源学方式聚焦于埃斯波西托政治语境中的'免

疫(%'共同体(范畴#思考了以预判生命状态为运

作模式的治理机制的免疫范式以及作为生物医

学%安全制度等治理技术装置而呈现的免疫范式#

最终塑造一种不再凌驾于生命之上而是肯定生命

的生命政治学&

从深邃的生命政治思想史视野下#集中论述

了生命政治理论视域中四种典型的研究路径#既

细致地阐述了生命政治理论构型的最初模式#也

探究了生命政治理论在意大利左翼激进理论中的

发展面貌#这是对生命政治理论思想成果的有益

探索和整全展现#为那些对生命政治理论思想感

兴趣的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信息动态

和重要参照& 从独特的研究视角下#生命政治理

论域不是纯粹而又直接地思考资本主义语境中的

民主与自由问题#也不是遵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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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阶级斗争理论来批判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揭

示资本主义历史地位和社会历史发展趋势& 而是

试图思索政治权力技术中人的生命境遇#国家治

理模式中人的生存状态& 四种典型的生命政治理

论研究路径从各自迥异的研究视野出发#演绎出

全新的理解现代政治哲学的范式和线索#有助于

拓展研究者们的研究视野#激发研究者发现更多

的学术增长点#开拓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新视角#

挖掘符合中国实际的研究视域& 从新颖的方法论

视野下#立足于生命政治思想家的经典文本%核心

范畴%政治旨趣%价值立场等勾勒生命政治理论的

基本框架和重要论点#快速图绘生命政治理论的

思想内核%逻辑体系%构建路径#既有利于展现生

命政治理论思想家们深厚的思想构境和清晰的逻

辑构序#也是与传统政治哲学断裂#形成全新现代

性批判问题域和理论动向的有效呈现&

三4重回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式微之后#从理论与现

实角度来看#确实需要更具完整性%彻底性%发展

性的新思潮来观察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新特

征%新形态#而生命政治理论的出场既是思考新自

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与社会文化的有益探

索#也是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理论生

长点& *!#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若干重大问

题研究+著作#从总体上去把握生命政治思想脉

络和理论逻辑#是从社会历史根源之处深化其思

维过程%理论定向%发展趋势的必然需要& 此外#

该著作还敏锐地提出了探究生命政治学批判与马

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内在关联的问题& 生命政

治学批判能否超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能

否成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内在矛盾的斗争

武器#能否撬动资本主义制度大厦的根基而探寻

到另一条解放道路等#是检验生命政治理论效力

和生命力的有效途径&

*!#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若干重大问题

研究+著作在文中指出#生命政治学从治理术批

判%资本权力批判%主权权力批判角度出发#诠释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权力和资本权力对生命的深层

奴役& 这是批判当代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人权等

范畴的新逻辑#是从生命潜能出发提供反资本主

义的新策略#也是对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的深化#

为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提供有益启示!

& 作为一

种社会批判%反思理论#拥有着坚决不妥协于资产

阶级的强烈的革命精神和批判意识& 以革命性或

批判性的主观姿态来审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

化等领域中的不合理性和历史局限性#是对人类

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与规律的深刻洞察#也是变革

社会制度%改造社会现实的必要前提& 生命政治

学批判是现代性批判理论多元化发展的重要组成

部分和显著体现#以'生命权力的逻辑(为主线#

突破西方传统政治哲学范畴#在资本主义生产关

系%阶级斗争逻辑之外创造政治解放的新的可能

性#在一定程度上为找寻资本主义'阿喀琉斯之

踵(提供基本参考和借鉴& 但是#从具体实践角

度来看#生命政治理论思想家们都是建基在某种

核心范畴或范式之上#不是立足于现实的政治%经

济生产领域#不是从社会关系%生产方式角度寻找

批判话语#只是一种沦陷于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的

革命策略与激进运动的崭新尝试& 单纯停留在理

论构建阶段#是一种脱离具体实际的书斋式的理

论研究#大大削减了对社会现实的分析与批判力

度& 虽然喊着激进的口号#却成为思想家们个人

情绪的宣泄#他们没有触及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缺

乏可靠的革命主体与群众基础#也没有严格的组

织#无法走向真实地革命实践活动& 因此#生命政

治理论的最终思想归宿只能走向乌托邦%虚无主

义或宗教神学& 从整体上来看#生命政治理论要

彻底粉碎资本主义社会繁荣发展的幻像#推翻资

本主义社会的主导体制#颠覆资本主义内在特质

和资本逻辑#几乎是不可能的& 正如文中强调的

那样#'生命政治学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

没有跳出新自由主义的框架66生命政治学不可

能代替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成为未来社会

批判理论建构的主导路径66不可能代替马克思

的解放政治学#成为未来实践斗争的主导形

式(

"

&

想象资本主义的终结总是那么轻而易举#而

要实现资本主义的终结却又是那么举步维艰#理

论与现实%解释与改造的严重脱节是西方左翼批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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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思想家都要面临的理论和实践困境& 但是#马

克思恩格斯并不是被桎梏在书斋里的纯粹理论

家#而是变革现实世界的革命家#以改变社会现实

为宗旨#也不是天马行空般游离在对未来社会或

世界的美好愿望中#而是竭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

现新世界#'是从世界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

理(

!

& 马克思恩格斯以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与

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为逻辑理路#从具有政治%经

济属性的劳动%生产%资本%阶级等范式出发#在唯

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基础上#思索人类社会发

展一般规律与趋势#探讨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过程#

形成了聚焦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社会关系体系

矛盾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 政治经济学批判是

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核心#它直面人类社会历

史现实#直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本身的内在矛盾#

揭露了现代社会中人类生存的悲惨境遇与压抑状

态#深刻诠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局限性& 政

治经济学批判不是驻留在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

文化%社会%危机等问题的现象描述上#而是驻足

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过程#潜心于资本主

义演变的新特点新形态#专注于资本逻辑和阶级

斗争理论#从而实现对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总体

把握#实现人类的整体解放& 对此#张亮教授强调

'必须上升到资本逻辑和国家权力的总体批判#

若不从根本上彻底颠覆资本逻辑#不彻底推翻资

本主义国家权力#仅仅在生态%空间%文化%身份和

生命政治领域进行局部抗争#是不可能实现总体

目标和实践抱负的(

"

& 显然#政治经济学批判依

旧是解剖现代资本主义的锐利武器#是实现'另

一个世界(的根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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