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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德里达揭露出了福山“历史终结论”的真实语境，从解构主义立场出发维护“马克思的幽灵”。本文尝

试解读德里达的“幽灵学”，详细梳理了《共产党宣言》中“幽灵”的三重语境，即共产主义社会、无

产阶级的主体地位以及无产阶级政党的奋斗宗旨。通过回归马克思经典著作分析德里达的“幽灵批判”，

明确德里达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宝贵遗产。剖析德里达“幽灵学”的真正意图，意在当下马克思主义批

判精神的继承与发扬，对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宝贵遗产的价值回归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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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rrida exposes the true context of Fukuyama’s “final conclusion of history”, and from the stand-
point of deconstructionism, he defends the “ghost of Marx”. To interpret Derrid’s “ghostology”, this 
paper first sorts out in detail the threefold context of “ghosts” in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that is, 
the communist society,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the proletariat, and the purpose of the prol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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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an party. By returning to Marx’s classic works and analyzing Derrida’s “ghost critique”, it is clear 
that Derrida has inherited the precious heritage of Marxism. The analysis of Derrida’s true inten-
tion of “ghostology” is intended to inherit and carry forward the critical spirit of Marxism at 
present, and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recognize the return of the value of the precious heritage 
of contemporary Marx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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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弗朗西斯·福山曾于 1988 年发表过《历史的终结》，这篇文章表达了他关于资本主义的乐观态度，

阐述了所谓的“历史终结时刻”，即自由民主制度的普遍化发展。在福山看来，历史发展的终极阶段无

疑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同时这也是人类政治制度发展的最高阶段。“我们可能目睹的不仅仅是冷战的结

束，也不仅仅是战后历史中某种特定时期的流逝，而是历史的终结，即人类意识形态演变的终点和西方

自由民主的普遍化，这是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1]但是德里达通过分析社会现状与借助解构主义的分

析，质疑福山理论的合理性，指出了他在违反事实的基础上幻想“理想的福音”。马克思主义者和德里

达始终坚信，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依然存在，矛盾只是在虚假的繁荣下隐藏；自由资本主义只是短暂让

各国繁荣，马克思主义的回归指日可待。因此，本文旨在回归经典原著中概念的学理分析，尝试把德里

达的“幽灵批判”看作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通过继承德里达的幽灵视角与呼唤《共产党宣言》

的价值回归，表明当下仍需以一种科学严谨的态度和批判精神去阅读和研究马克思的精神遗产。 

2. 《共产党宣言》中的“幽灵”含义 

2.1. “幽灵”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代称 

德里达的“幽灵”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共产党宣言》(以下

简称《宣言》)等几部经典理论著作中多次复现。《宣言》首句“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

荡。”[2]在《宣言》“引言”部分，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四次引用“幽灵”，来向无产阶级传递“幽灵”

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一种隐喻，同时借助“幽灵”一词描述了 19 世纪 30~40 年代共产主义在欧洲大陆的传

播境遇。共产主义具有幽灵性的属性，它是一种当下即将发生、出现在现实情况中的状态，为今后世界

的发展带来了革新与平等的价值理念。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宣言》不仅意在“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

意图”[2]，而且还担负着“反驳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2]。“幽灵”充分暗示了《宣言》中的遗产

具有多样性与异质性的特点。共产主义并不是单只对某一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组织形态，而是马克思恩格

斯经过提炼无产阶级运动与社会发展的特点，总结出的具有共同属性的未来社会模式。它所具有的社会

性越丰富，在未来实现的可能性就越高。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与幸福引发了马克思之后的当代哲学家们

进行思考。后现代主义者德里达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垄断地解读为高度集中性的苏联模式这一观点，重复

强调“必须有诸多个马克思的精神”。在《宣言》中，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与认识具有多层含义。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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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于理论层面的解读。在马克思的设想中，共产主义是解决资产阶级剥削与压迫、实现个人自由全面

发展的社会，是社会形态更替的最终阶段和广大无产阶级向往的理想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全部

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2]。共产主义用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使用取代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生

产方式，所有人平等的共享一切社会财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其次，结合现实状态的解读。“在欧

洲游荡”生动描述了当时共产主义在欧洲传播的现实状况，它既生动地展现了欧洲不同统治阶层对共产

主义思想的看法，又揭示了共产主义思想对欧洲国家产生的深刻影响。但是，把共产主义看作“幽灵”，

用“游荡”来形容它，也是对“幽灵”历史局限性的一种反映。“游荡”展现了共产主义力量具有不稳

定性和软弱性，可谓说还只是处于一种自发性为主的阶段。当然，这种历史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

方面，即无产阶级发起的各种解放运动充满着盲目和思想理论体系的不成熟。最后，价值归宿的解读。

共产主义最终的价值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宣言》第二章写道：“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

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

条件。”[3]共产主义社会呼唤把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异化压迫中解放出来，回归人的主体价值即人

民在社会生活中的自主身份与本质状态。不难看出，通过马克思“幽灵”内涵的境遇解答，体现了马克

思、恩格斯对于《宣言》中的主体精神实质的把握，为后续德里达运用解构主义方式回答“幽灵”奠定

了哲学基础。 

2.2. “幽灵”是广大无产阶级的主体地位暗示 

《宣言》中的“幽灵”暗示着广大无产阶级对于共产主义世界的追求，揭示了广大无产阶级是共产

主义社会实践的真实主体。人民是实践的主体是指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的创造主体、是精神财富的生产

主体，是变革社会制度的革命主体。尽管马克思所说的“幽灵”不能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它的发展

在欧洲社会中仍具有阻力，但是在未来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上“幽灵”会由理论变成现实。在德里达看

来，马克思《宣言》中的共产主义“幽灵”暗含着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向往，要求共产主义的到来和最

终的实现。《宣言》中“幽灵”的含义同比“鬼魂”。“鬼魂”是一个已经死亡的人，以他活着时的样

子再一次以另外一种形式出现。在笔者看来，“鬼魂”是没有实体的，它们通常是用肉眼无法看到的东

西，《宣言》中的“幽灵”是数以万计、需要用心考察的事物。马克思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

长期压迫，众多劳动群众生活在贫困的现实生活之中，这就导致了广大无产阶级的反抗情绪增长，间接

导致无产阶级不断团结起来推翻旧社会，成为一支消灭整个资产阶级的强大力量。从《宣言》中可以看

出，马克思对于无产阶级历史任务的认识内含两个层面。一是世界上无产阶级的最终目标是用暴力的革

命来反对资产阶级。但是，每个时代的私有财产都被那个时代的先进阶级所颠覆，消灭资产阶级私有财

产就等于消灭它们。二是“消除私有财产”的目的是不可能迅速实现的，而资产阶级所积累的肮脏财富

是要经过长期努力才能获得的。资本积累这个过程并不是短期内就能达到的，在《宣言》中也没有明确

给出共产主义实现的具体日期，而是把这一长期奋斗的过程使命肩负给未来和实践去消灭私有制。 

2.3. “幽灵”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奋斗宗旨 

在《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剥削与压迫的本质，阐述了无产阶级推翻资

本主义的历史使命，进一步指明了由无产阶级组成的政党必定能带领劳动者们取得革命的胜利。共产主

义的“幽灵”终将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掌握国家政权，取代资本

主义制度。马克思认为除了资本主义制度自身具有不可克服的局限性，无产阶级政党所具有的先进因素

保障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首先，无产阶级政党是由广大“幽灵”中先进部分组成的。《宣言》中提

到：“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2]作为无数“幽灵”即无产者所构成的无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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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政党，其本质上就是无产者的先锋代表，宗旨是无产者政党的价值取向，它所代表的是无产者中具

有进步意义的组成部分。共产党不只是为某个民族或者国家的无产阶级利益而斗争，它把整个世界的无

产阶级看成一个整体，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民族利益。也就是说，共产党所代表的无产阶级

的利益是世界性的，而欧洲的劳工党派由于其内部的宗派性质，不具有这种利益共同性。其次，无产阶

级政党的独特性质区别于从其他旧阶级衍生出来的政党属性，马克思主义政党关于党性的评判有着特殊

的标准和政治属性。无产阶级政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政党活动以广大劳动人民为价值主体展开的，

除此之外没有特殊的政治立场。列宁就此曾阐述过：党性是在政党中不断发展、提升以后阶级对立的必

然结果和政治立场的集中表现[4]。最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是《宣言》中的核心宗旨。《宣言》

中“幽灵”的游荡状态指明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而无产阶级获得真正的解放需

要其先锋队无产阶级政党的科学引领。普通的无产阶级群众由于自身的阶级局限性和分散性，不会自发

地发起革命运动，他们需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自觉行动。共产党是由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

站在广大无产阶级立场的执政党，“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2]，从而带领无产阶

级解放运动向前迈进，取得最后的胜利。 

3. 德里达的“幽灵批判”：对于《宣言》的“继承” 

3.1. 继承《宣言》的精神遗产 

德里达以弥赛亚似的虔诚精神，分析了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质疑其论述资本主义作为人类社会

形态终结的合理性。为此，德里达写《马克思的幽灵》试图解释“苏联解体后，中国开始改革并继承马

克思主义”等问题。德里达系统运用解构主义的研究方法，充分汲取马克思主义中的有益部分为幽灵学

的理论基础，为构建解构主义的观点保驾护航。虽然解构主义为我们提供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新方法，

但是我们却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宝贵遗产，尤其是《宣言》中所涉及的理论与方法。德里达通过对马

克思著作的仔细研读，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状况的分析，一再提醒我们“没有了它，人类就无法生

存”。在当代，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一种不可缺少的价值体系，受众依然会受到马克思传承者的影响。马

克思深刻洞察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指出“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为我们认识人类社会提供

了基本历史观——唯物主义历史观。唯物史观不仅是人类解释世界的工具，更是人类改造世界的工具。

德里达的幽灵视角让我们重新审视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意义，为分析人类社会站在历史发展进程转折点

上提供了借鉴视角，把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永远把“为世界谋大同”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

使命。 

3.2. 挖掘《宣言》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包含着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正确方法，可以用来审视和衡量社会历史的发展趋势和评

价标准，在此基础上结合时代的特点作出适当的判断。马克思主义在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弊端问题上

依旧是重要的思想武器。德里达借用马克思批判的思想方法，对现代资本主义进行了揭露，并指出马克

思主义在人类的精神遗产中依然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德里达通过列举资本主义的“新秩序”，暗示了

只有借助以广大人民为主体的实践基础，才能解决当今资本主义的千疮百孔。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为揭示

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提供了实践方法，《宣言》对于资本主义世界的描述与预言是无人超越的。德里达

进一步指出当下如何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继承者们不能仅仅停留在抽象的理论与精神层面，

还要转化为现实行动，实践运用是对马克思遗产继承的题中应有之义。“让我们从实践概念入手。为了

定义文字、书写物、延异、文本等”[5]。 
马克思主义是永恒不灭的，人们总是在怀念马克思时代，其实是希望马克思主义永远不会被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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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所灭杀消亡。德里达批判了西方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抹黑，揭示了资本主

义的伪善性和狡诈性。德里达认为，“只要我们不按照马克思的指示，不翻译它们，而是采取行动，使

翻译能够成为一个世界的变化，人民将准备接受马克思的回归或马克思的回归。《宣言》中暗含的现实

价值仍然是当今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强大精神力量。有人似乎说，我们要和平、客观、不带偏见地对待

马克思：按照学术规律，在大学里，按照书本，在座谈会上！马克思将以一种仍在说话的精神对待。我

们将对其进行系统的研究，并坚持诠释学、语言学和哲学的符号标准。”[6]德里达重视马克思主义在现

实层面的价值指导作用，并希望借助马克思主义揭示出资本主义隐藏的局限性，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正本

清源，在实践中重新获得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意义。 

3.3. 德里达“幽灵批判”的历史局限 

德里达的幽灵学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遗产却抛弃了一些重要结论。尽管德里达所建立的“幽

灵”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但是他倡导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却是有所保留，不号召暴力

革命和无产阶级运动去终结资本主义社会，这样一种消极的“否定”让人质疑其精神实质，并引发了学

界对于德里达解构主义新的争议。 
德里达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解构并不完全适合当下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趋势。德里达在现代化反判的

进程中重新构建思维方式，把马克思的思想分解、解构，把它分成“好的思想”与“坏的思想”，并选

择“好的马克思主义”为其所继承，而把其他的理论思想弃之不顾，这种另类的“扬弃”是对马克思的

一种消极否定，充斥着西方的个人主义思想，即所谓的“解构主义”和“幽灵学”。可以看出，德里达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解构只是为了论证自身理论逻辑的合理性而开展的论述，并没有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

出发，他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实践方法。德里达的幽灵理论只选择批判性理论作为自身思想

体系的价值基础，摒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开放性，没有对其内部逻辑形成系统的正确认识，这必

然忽略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生命力，造成片面解读的软弱无力，最终滑入被全盘否定的窠臼。 
马克思主义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哲学体系，是以实现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旨归的现实

理论。德里达呼唤继承者们走进马克思主义体系之中，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时代馈赠。德里达所呼吁的马

克思主义具有某种历史局限性，归根于“幽灵批判”只筛选出了部分马克思主义。解构后的马克思理论

具有异质性，其内在理论特征也被消解。德里达的真正策略在于借助马克思主义构建自己理论体系的强

大生命力，他试图说明，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具体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与阅读者的角度变化发生改变，历

史可以成为真理也可以成为一种现实批判。 

4. 《宣言》价值的时代回归 

用德里达的观点来看，“走向马克思”的道路上，就是“向马克思精神的传承”，也就是“向马克

思精神的方向发展”。《宣言》则是批判资产阶级对于共产主义的诋毁和抨击的正确引导，是马克思主

义诞生的一个重大里程碑，也是马克思精神在时代发展的重要论述。马克思在《宣言》中对被压迫的无

产阶级进行了思想启蒙，号召广大无产阶级团结在一起，为后世留下了一座“光明的灯塔”，并为我们

揭示了唯物史观的发展规律，寻找自己的解放之路。《宣言》暗示的社会发展规律给予德里达启发，德

里达在批评福山的同时，也暗示了当前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德里达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不会被

淘汰的，马克思主义中蕴含的当代价值对于福山“历史终结论”的探讨与解决国家和社会的问题仍具有

借鉴意义。 

4.1. 以科学的态度审视马克思主义 

虽然二十世纪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创，但是苏东剧变只是高度集中体制下的马克思主义的陨落，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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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前进的本质并未衰退，只是短暂消散。《宣言》的理论指导作用在精神价值与实践意

义上还将继续产生积极影响。马克思主义者要科学解读马克思主义，让《宣言》在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依

然发挥积极的作用，他们对马克思的理论宝库继承，也是一种批判性和选择性的确认。德里达曾经提出

过马克思主义包含着多方面的价值观念，他始终坚信“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在其精神中”这一观点。因此，

当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将“批判精神”同其它“精神”加以区分，并用科学的眼光来看待马克思主义的

批判精神。 
德里达认为，要想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遗产中获得价值，首要的途径就是继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

值。我们要坚持马克思的理论和方法，即德里达视野中准备自我革命的一步。《宣言》以批判资产阶级

弊端、高呼共产主义即将到来为主要内容，它的批判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在等待新的经验和

事件到来之前，我们还需要把自己奉献给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使马克思的批判精神深深熔铸在当下的现

实生活之中。对于这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批判，怎样才能使其适应新的形势，怎样才能让它成为马克思

方法论中最有希望、最有活力的方法体系？德里达相信，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进程中，批判始终是回归

马克思主义当代价值的必由之路。“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与具体的现实结合起来，从而显示它

在当今的巨大力量和现实意义。”只有以当代的批判精神为基础，才能解释当代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和

当今世界“东升西降”的国际新格局，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 
尽管德里达坚持要忠于马克思经典著作的精神，但他又反对形而上学般的阅读。我们以“人们必须

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遗产，马克思主义最有活力的部分。遗产必须通过它所需要的根本性变革加以重申。

这样的确认不仅要忠实于马克思在其指示意义内的要求，遗产从来就不是礼物，它始终是一种使命”这

一点来看，《宣言》是一份对马克思主义负责的工作，它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承，也是对它的发展的

巨大贡献。 

4.2. 发挥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的指导作用 

马克思实现了唯心主义与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真正的哲学变革，他认为实践是现实的物质基础，把

人看作现实的人，从现实的物质生产出发，把实践确立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范畴。马克思把人看作推

动社会历史变革的真正主体，把历史的发展看作是以实践为基础的一代又一代人的过程，真正理解了社

会运动背后的真实力量。《宣言》中提到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状况，共产主义社会区别于其他类

型的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对于未来共产主义运动的实际状况没有进行详尽的描述。二十世纪社会主义运

动的重创与低谷，共产主义是否过时给人们以广阔的空间论证，但是马克思主义却在古老的中华大地焕

发出生机与活力，深深地扎根于中华大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焕发出光明前景。对于今后如何继承

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笔者一方面认为要坚守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为指导思想不动摇，另一方

面要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发挥其为政治立场服务的治理效能。实践证明，当

今中国的飞速发展不可能离开马克思主义，《宣言》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目标以及人类解放的价值旨归

做出贡献，马克思主义对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进道路上的问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

有启迪和借鉴意义。 

4.3. 马克思主义遗产的时代诠释 

针对福山为代表的广大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消解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倾向，德里达抨击了“马克思已死”、

“民主制度是历史的终结”等错误结论，维护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在批判精神的立场上与马克思主义

观点一致。尽管如此，学界对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充满质疑，认为他消解了马克思主义完整的理论体系

与实践意义，只是继承“合理性”的马克思主义并在此基础上支撑自己的学说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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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马克思的幽灵》可以发现，德里达实际批判的对象一是西方主流的意识形态，二是苏联高度

集中模式下解释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德里达的根本目的是要反对霸权，回归正义，从“弥赛亚”性的社

会中解放出来。因此，德里达在《宣言》和马克思多部经典著作的解读中号召继承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

神。他宣称，批判不仅仅是对于自身及其理论的辨证发展，更是对于目前霸权主义的一种蔑视。此外，

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不仅仅在于解释资本主义，更重要的是借助资本主义的批判进行社会

改造，呼吁建立克服资本主义弊端的理想社会。德里达的精神内核也与马克思主义具有一致性，二者的

思想都展示了进行的状态，以一种非在场形式的在场形式彰显出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谱系。 
总之，德里达的思考有助于当下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帮助我们运用批判的视角去解释理

论与实际问题。德里达多次重申，马克思主义指明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何去何从，但是马克思主义不

是现成的发展模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普世价值。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特征是永远处于发展变革之中，

这恰恰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品格。正是这样一种与时俱进的批判革命精神，马克思主义在 21 世纪的中

国依然焕发出时代意蕴，并且经久不衰。在充分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的进程基础之上，马克思主义扎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丰厚的土壤之上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为社会

实践与政党建设贡献重要力量。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中

国共产党在前进的道路上勇于进行改革与对外开放，在实际的社会发展中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体现

了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和价值担当。在继承与发扬马克思的批判与革命精神过程中，

中国共产党唤醒无产阶级对抗资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精神，“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最终实

现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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