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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面对２０世纪初期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带给人类社会的“堕落时代”和“紧
急状态”，本雅明通过承袭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和犹太教弥赛亚主义思

想传统，以“现代性的批判与救赎”为理论主题，以“恢复人类世界完整统一的本

原状态”为思想主线，经过１９１６—１９３３年的“形上思辨”和１９３４—１９４０年的“直
面现实”两个阶段，利用犹太神学的话语和思维模式重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

义理论，创建了独具犹太神学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作为一种直面现代

人的现实生存境遇的文化批判理论，本雅明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是２０世纪
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化进程中产生的一种独特的、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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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尔特·本雅明（Ｗａｌｔｅｒ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１８９２—

１９４０），犹太裔德国人，德国著名的哲学家、文艺

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法兰克福学派早期重要

成员之一，被誉为“２０世纪最伟大、最渊博的文

学批评家之一”［１］。自１９５５年阿多诺夫妇整理

出版德文两卷本《本雅明文集》以来，在国外学

界，本雅明是否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他是犹太

神秘主义者还是马克思主义者，一直是国外学

者热议的一个首要问题。事实上，本雅明是一

位特立独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虽然接受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洗礼，但犹太教弥赛亚主义

似一条暗流一直贯穿于他整个学术批判与实践

生涯，“以一种堪可称奇，也许是绝无仅有的方

式多年并行两条路线”［２］５２，终其一生都在致力

于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与人类救赎事业。作为

两次世界大战和法西斯主义恐怖统治的亲历

者，本雅明面对２０世纪初期资本主义现代化进

程带给人类社会的“堕落时代”和“紧急状态”，

为全面展开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文化批判和实现

人类彻底救赎的事业，通过承袭批判的马克思

主义哲学传统和犹太教弥赛亚主义思想传统，

利用犹太神学的话语和思维模式重释马克思的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创建了他独具特色的马克

思主义思想理论，开创出一条与卢卡奇、葛兰

西、科尔施、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等早期西方马克

思主义者不同的现代性批判道路。正如马丁·

杰伊所指出的，“犹太教中流行的弥赛亚思想，

被马克思主义赋予了一种世俗形式，这一点贯

穿本雅明全部写作生涯”［３］。

令人遗憾的是，在国内外学界，关于本雅明

独具犹太神学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整体探

讨却被一直搁置，“好像语言与唯物主义、文学

与政治学、神学与马克思主义再次陷入了不可

调和的对立境地”［４］。厘清本雅明马克思主义

思想的致思理路，不仅有助于我们澄明本雅明

思想的本来面貌，深刻理解法兰克福学派社会

批判理论的生发历程，明确他在２０世纪马克思

主义哲学发展史和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史中的理

论地位和理论贡献，而且对我们反思和把握２０

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流变及其当代

发展走向，开拓马克思哲学思想新的阐释空间

和可能性路径，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

哲学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

价值。

　　一、理论主题：现代性的批判与救赎

　　本雅明出生在德国柏林西区的一个被基督

教同化的犹太商人家庭，其父亲埃米尔·本雅

明和母亲保莉妮·舍恩弗利斯·本雅明都是被

同化的犹太人。对于那些被同化的德国犹太人

来说，在现代欧洲理性文明的社会处境下，他们

不得不放弃犹太教的思想传统和宗教信仰，皈

依基督教，自觉接受德国传统文化的教育，用德

语思考和写作，在内心深处把自己定位为一个

真正意义上的德国公民，因为“他们把改变宗

教信仰当成是进入欧洲文明和欧洲社会的一张

入场券”［５］１。可以说，“本雅明的少年时代是德

国历史上不必把‘自己是犹太人’的这种意识

放在第一位的时代”［６］。然而，在第一次世界

大战以及战后的社会动荡时期，德国社会暗涌

的反犹情绪不认同甚至排斥德国犹太人的德国

公民身份，整个德国犹太人心头笼罩着一种不

安和恐惧的阴霾。这唤醒了本雅明血液中流淌

的犹太意识，促使他关注自己犹太人的民族文

化身份。尤其是在１９１５年与犹太复国主义者

Ｇ．肖勒姆亲密接触后，他开始研究犹太教神秘

主义，反对父辈们同化于基督教，强调犹太教的

思想传统，从而促使犹太教文化越来越广地渗

入他的精神世界。肖勒姆在日记里回忆道：

“本雅明的精神绕着圈子，还将围绕他从各个

方面接近的神话现象转很久……如果我有一天

会有我的哲学———他对我说道———某种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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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将是一种犹太教哲学。”［７］虽然本雅明热衷

于犹太教文化，但是他却不赞同犹太复国主义，

也不接受犹太教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教义，只是

钟情于犹太教弥赛亚主义思想传统中所包含的

“启示”“弥赛亚”和“救赎”思想观念。正如肖

勒姆曾明确指出的，在本雅明的著述中“有两

个范畴———特别是它的希伯来语形式———占据

了中心位置：一个是启示，《妥拉》和一般意义

上的圣书的理念；另一个是弥赛亚观念和救赎。

作为统辖其思想的规范性观念，它们的重要性

怎么估价都不过分”［８］４８。事实上，本雅明与犹

太教文化始终保持着无法割断的血脉联系，

“那种神学的、弥赛亚的因素暗地里一直保存

到他的晚期著作中，从而同唯物主义因素保持

着一种富有创造性的张力”［９］２８。

本雅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产生，并非纯粹

的理论情趣催生的结果，而是他直面现代人的

生存境遇和应答时代问题的产物。本雅明的全

部著作都是在非常确定的历史境况———两次灾

难性的世界大战爆发之间那段兵荒马乱的岁

月———中构思出来的［８］修订版导言２。面对人类历

史遭遇的重大灾难和人类生存的文化困境，作

为一个有着犹太教思想传统的知识分子，在

“祛魅”的理性之光笼罩的现代文明社会，如何

把被当作神话迷信而抛弃的绝对性和超越性精

神力量重新注入现代文化精神深处，对资本主

义现代性展开全方位的批判，实现人类的彻底

救赎，是本雅明竭力思考和解决的时代问题。

当现代人面对现代社会的精神危机和生存

困境时，对于本雅明那一代的德国犹太教知识

分子来说，只有犹太复国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

种对峙如仇敌的意识形态是他们反叛社会现实

的主要可行方式。本雅明对这两种意识形态中

的“正面”东西毫无兴趣，而对它们批判现存社

会状态的“反面”因素尤为重视［２］５３，将其作为

现代社会中对抗和批判资本主义异化现实的重

要力量，并在共产主义政治实践中找到了犹太

教弥赛亚主义的世俗化实践形式。他认同犹太

教弥赛亚主义思想传统的绝对性精神追求、弥

赛亚救赎理念、现实观照和终极关怀的价值向

度，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共产主义革命

实践和人类最终解放承诺，力图用犹太神学的

积极性思想重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全面

展开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文化批判，开启内在于

人类现实存在和世俗历史中的作为绝对性和超

越性存在的弥赛亚力量，实现人类自身的最终

解放与彻底救赎。正如理查德·卡尼所说：

“本雅明对现代主义文化的分析表明了他的信

念：若要克服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非人化的物

质状况，只有把弥赛亚主义的拯救神学（其神

秘的当下Ｊｅｔｚｔｚｅｉｔ）概念———无时间的时刻———

把资产阶级的直线连续进步的时间概念颠倒过

来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其革命

模式也包含着一种自然‘空洞’的时间的颠倒）

结合起来。”［５］３１２－３１３

可见，现代性的批判与救赎是一直交织地

贯穿于本雅明马克思主义思想形成和发展历程

中的核心主题，他一生都在力图通过对资本主

义现代性的批判来找寻一条通往人类彻底救赎

的革命之道。

　　二、思想主线：恢复人类世界完整

统一的本原状态

　　在本雅明马克思主义思想建构过程中，恢

复人类世界完整统一的本原状态是一条贯穿于

其马克思主义思想生发历程始末的鲜明主线，

本雅明援引卡尔·克劳斯的名言将其概括为

“起源即目标”［２］２７３。本雅明血液中流淌的犹太

文化，尤其是犹太教神秘主义喀巴拉阐释学，在

他思想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在犹太教神秘

主义喀巴拉阐释学中，最高最深刻真理的神秘

主义形式就是“回归”观念，即复归至原初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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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甸园般完整统一的本原状态［１０］２３。根据犹太

教神秘主义喀巴拉阐释学“回归”观念，犹太人

会经历神话时代、历史时代和弥赛亚时代三个

阶段的历史存在状态。在神话时代，原初世界

是一个和谐同在、完整统一的伊甸园世界，人与

上帝、人与真理、人与自然处于内在同一、直接

沟通的起源状态；在历史时代，随着人的自我意

识开始觉醒，作为有限性存在的人类与作为无

限的超越性和永恒性存在的上帝之间丧失了内

在同一、直接沟通的起源状态，划出了一条不可

逾越的鸿沟，处于一种二元分裂的堕落状态；在

弥赛亚时代，历史上出现了一种神秘主义的现

象，它旨在探求缩短和跨越有限性存在的人类

与无限的超越性和永恒性存在的上帝之间鸿沟

的隐秘通道，努力拼接破裂的真理碎片，在新的

层面上恢复原初世界完整统一的起源状

态［１０］７－８。通过扬弃犹太教弥赛亚主义思想传

统关于人类生存状态的宗教化描述，本雅明把

“起源”概念从自然领域转换到历史领域，用它

表征一种人类世界伊甸园般和谐美好、完整统

一的本原状态，作为一种凌驾于现实经验世界

之上的整体性存在的“元现象”，以反观和衬托

人类世俗历史和现实经验世界的不完整和未完

成的存在状态，昭示和指明人类世俗历史和现

实经验世界的回归方向和救赎目标。“本雅明

的‘起源’概念是两重性的。它首先源自喀巴

拉教派的学说，根据这种学说，它内在地具有目

的论特征。它代表了一种和谐完美（天堂）的

原初状态，随后这种状态就被挥霍一空（堕

落），但最后还是（随着弥赛亚时代的降临）失

而复得了，虽然不是静态意义的简单的还原，而

是一种激活并释放了隐藏在其所发端的起源中

的潜能的还原。在这个意义上，起源等同于还

原，这个还原既是超越于原初完美状态的质的

飞跃，同时又是在更高层面上的实现。……其

次，它来自于歌德在《色彩学》中对‘元现象’的

讨论，本雅明声称这是一个从自然的非宗教领

域移置到了历史的犹太神学领域中的概

念。”［８］９８随着人类理性的觉醒和资本主义现代

化进程的推进，人类世界完整统一的本原状态

被彻底打破和遮蔽了。人类世俗历史是一部逐

渐远离起源、充斥灾难、物化统治的历史，现代

科技的发展和历史的持续进步不可能把人类带

入幸福美满的未来理想社会，只会把人类引向

支离破碎、灾难重重的历史深渊。

本雅明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犹太神

学紧密结合起来，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展开全面

批判，旨在恢复世俗与神圣、有限性存在与绝对

性存在的本质关联，从过去的历史碎片化意象

中昭示出失落的原初整体性，唤醒人们的批判

精神和革命热情，孕育出当下的无产阶级革命

契机，以打破资本主义社会虚假的整体性幻象

和历史进步神话，在人类世俗历史中重建人类

世界完整统一的本原状态，实现人类社会和历

史的彻底救赎。在此意义上，“救赎实际上只

是意味着原先整体，用希伯来术语就是 Ｔｉｋｋｕｎ

（对缺陷的修补或补偿———引者注）的恢复和

重新结合”［１０］２６２。

事实上，纵观本雅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生

发历程，从早年撰写的《论语言本身和人的语

言》到晚年遗作《历史哲学论纲》，他在语言哲

学、文学批评、传统文艺理论、经验理论、现代艺

术实践、社会历史生活、现代社会历史观念等各

个领域，始终在用自己充满激情的思想和实践，

找寻散落于现代性瓦砾中的表征原初世界整体

性之真理珍珠，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

状态，恢复人类世界完整统一的本原状态。所

以说，恢复人类世界完整统一的本原状态，是本

雅明整个学术批评生涯的内在动力和执着追

求。当然，这种回归并非一种静态意义的还原

人类原初的“伊甸园”世界，而是在一个更高层

次上感悟和实现人与上帝、人与自然、人与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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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平等交流、完整统一的本原状态，进而唤醒人

们对马克思共产主义意义上的人的自由解放，

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共处的热

情向往［１１］。正因如此，贝恩德·维特指出，本

雅明思想具有的内在一致性，让他“与其他那

些渐渐找到自我的文人不同，本雅明在他的著

述中是一步到位的”［１２］。

　　三、逻辑进程：从形上思辨到直面

现实

　　本雅明一生的学术研究渊博宽广，涉及哲

学、神学、美学、文学、历史学和语言学等多种相

互冲突的领域，如同迷宫一般让人难以捉摸。

即便如此，西方学者依然将本雅明一生的学术

思想历程划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代表性

的是“两阶段说”和“三阶段说”。就“两阶段

说”而言，斯文·克拉默以１９２４年本雅明与阿

西娅·拉西斯相识为界线，把本雅明一生的全

部著述划分为前期的形而上学著述与后期的唯

物主义著述两个截然分离的阶段［９］９９；理查德·

沃林为探寻贯穿本雅明一生非连续性著述中的

连续性主题，则把本雅明的思想发展轨迹分为

１９１６—１９２５年的形而上学阶段或神学阶段和

１９２６—１９４０年的马克思主义与形而上学两种

基准框架之间的摇摆阶段［８］序言４－６。就“三阶段

说”而言，雷内·罗赫里兹认为本雅明的思想

包括三个时期：第一阶段是以神学的语言哲学

为主导试图更正审美传统的时期，第二阶段是

献身政治与发现欧洲先锋派艺术的时期，第三

阶段是从《讲故事的人》到《历史哲学论纲》重

新确立审美的自主性和神学的基础地位时

期［１３］。苏珊·巴克 －莫斯则将本雅明的思想

划分为三个发展的、准辩证的阶段：第一阶段是

１９２４年前与犹太教神学家肖勒姆保持最亲密

友谊关系的形而上学和神学时期，第二阶段是

魏玛共和国后期受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影响的

历史唯物主义时期，第三阶段是流亡巴黎加入

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与阿多诺保持密切学

术联系的意图把神学与历史唯物主义对立两极

合二为一时期［１４］。无论是“两阶段说”还是

“三阶段说”，虽然一定程度上注意到本雅明思

想的内在连续性，但忽视了本雅明早期语言哲

学中蕴含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萌芽，从而割裂

了本雅明前后期思想的整体联系，导致本雅明

的思想支离破碎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事实上，语言哲学是本雅明马克思主义思

想生发的逻辑起点。在语言哲学中，本雅明依

据犹太教神秘主义喀巴拉阐释学传统，通过对

《圣经·创世记》的独特阐释，不仅绘制出一个

“马克思主义者‘创世记’”［１５］版本，而且提出

了一个内在于人类生活世界中的最高意义上的

“神性真理”概念［１６］，即上帝用以创造世界的

“道”，表征着人与上帝、人与自然、人与人平等

交流、完整统一的本原状态。可以说，在１９１６

年完成的《论语言本身和人的语言》一文中，本

雅明通过对资产阶级工具主义语言观的批判，

为他从事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与人类救赎事业

确定了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恢复人类原初世

界完整统一的本原状态，更为他马克思主义思

想理论建构奠定了“先验的神性真理”之本体

论基础。然而，本雅明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既不

是系统地集中于某一本论著，也不是现成的，而

是散见于他从早年到晚年的重要著述中，是在

语言哲学、文学批评、传统文艺理论、经验理论、

现代艺术实践、社会历史生活、现代社会历史观

念等不断变换的理论领域中逐渐生成的，具有

自身的逻辑一贯性。故此，我们既不能把本雅

明从早年到晚年的著述截然割裂开来进行碎片

化研究，更不能把本雅明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

整体分割成早期“神学阶段”和后期“唯物主义

阶段”两个截然断裂的“片断”，抑或是分割成

语言哲学、犹太神学、寓言理论、艺术生产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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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复制文化批判理论、历史哲学等诸多支离

破碎的“板块”，而是应该把本雅明的马克思主

义思想看作一个理论整体，在他一生不断转换

的语言哲学、文学批评、传统文艺理论、经验理

论、现代艺术实践、社会历史生活、现代社会历

史观念等领域中，把握本雅明马克思主义思想

的创造节奏和逻辑进程。

通过追寻本雅明一生学术批判生涯的历史

足迹，我们结合本雅明为获取美国护照于１９３９

年末至１９４０年初而写的个人履历［１７］，以１９３３

年为界，将本雅明从１９１６—１９４０年的马克思主

义思想生发历程，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前期是从１９１６年撰写《论语言本身和人的

语言》至１９３３年发表《经验与贫乏》的“形上思

辨”阶段。首先，在语言哲学领域，通过阐释语

言的神圣起源，本雅明对资产阶级工具主义语

言观展开批判，创造性地提出了神学的“总体

语言”观，绘制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创世

记’”版本，提出了一个内在于人类生活世界中

的最高意义上的“神性真理”概念，从而为他一

生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与人类救赎事业确定

了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恢复人类原初世界完

整统一的本原状态，更为他马克思主义思想理

论建构奠定了“神性真理”之本体论基础。其

次，在文学批评领域，通过接触和学习马克思的

思想，本雅明在其神学的“总体语言”哲学观视

野下，对理性主义知识观和传统的象征文体形

式展开深刻批判，以人类依靠思辨理性建构的

知识体系为对立范畴，以理念星座为表征方法，

以寓言为显现方式，逐步阐明了“神性真理”的

内在意蕴，深刻揭示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历史

繁荣表象下丧失原初总体性的破碎衰败之真实

境况和人类背离上帝真理之道的异化生存状

态。再次，在传统文艺理论和经验理论领域，本

雅明面对经验破碎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从区

分“经验”和“体验”两个概念入手，通过全面考

察传统的讲故事艺术形式，在哲学认识论层面

上不仅把经验上升为传统社会人类认识外部世

界和体悟“神性真理”的一种交往方式，维系着

人类有限性的时间性存在和无限的永恒性存

在、世俗化的经验世界与总体性的原初世界之

间辩证统一的血脉关联，而且深刻揭示出传统

经验消逝的真正主谋乃资本主义现代性和现代

资本主义社会下人类经验贫乏的诸种症候，进

而力图建构一个涵摄科学、文学、宗教、历史、艺

术和政治的“具体的经验总体”，重建人与上

帝、人类经验与神性真理、世俗世界与神圣世界

之间完整统一的天然联系，从而深刻批判了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康德和新康德主义的经验

论，为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建构奠定了“总体

性经验”的认识论基础。由此，本雅明以“先验

的神性真理”和“具体的经验总体”为核心范畴

初步建构了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雏形，希冀为

现代人寻找到一条在全面异化的资本主义现实

社会中昭示“神性真理”和恢复“总体性经验”

的救赎之路。本雅明初步建构的马克思主义思

想虽然为他一生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与人类

救赎事业确定了“起源”和“目标”，也为他的马

克思主义思想种子的生长奠定了本体论和认识

论基础，但浸染着浓厚的犹太教神秘主义色彩，

缺乏现实的社会实践维度，仍停留在形而上学

的思辨哲学王国。

后期是从 １９３４年发表《作为生产者的作

家》至１９４０年撰写《历史哲学论纲》的直面现

实阶段。在这一阶段本雅明开始从形上思辨的

哲学王国走向现实的社会历史实践，自觉运用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先是在现代艺术

实践领域，以辩证的历史方法考察传统“灵韵”

艺术的没落，从技术之维来思索和诊断现代艺

术的嬗变，将艺术与政治结合起来开显“震惊”

的政治潜能，用艺术的政治化革命之路突破法

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重围，力图探寻一条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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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实的审美救赎之途。

在考察艺术从传统到现代变革的同时，本雅明

开始思考艺术嬗变背后的社会之变，从２０世纪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经济萧条的“末

世”状态潜入１９世纪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经济繁

荣的“盛世”状况，选取１９世纪最具现代性特

质的发达资本主义都城巴黎为阵地，在社会历

史生活领域，通过承袭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

论，对巴黎拱廊街、人群、游荡者等历史辩证意

象进行考古式研究，从现代性的源头上批判资

本主义商品拜物教和资产阶级虚假进步意识形

态，揭开资本主义社会商品梦幻世界和历史进

步神话表象下的“废墟”真相，开显出历史辩证

意象中潜藏的对抗现代性的乌托邦潜能，旨在

从现代都市生活的“废墟”中找寻一条通往人

类救赎的革命之路。最后，本雅明敏锐地洞悉

到要想从资本主义商品梦幻世界和历史进步神

话禁锢统治中彻底唤醒无产阶级大众，只有在

现代社会历史观念领域，对作为现代性灾难的

思想根源之德国实证的历史主义思想传统，以

及作为“历史主义”变种的第二国际社会民主

党和苏联的庸俗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最彻底的

清算，利用犹太神学的话语和思维模式重释马

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开启内在于人类现

实生活和世俗历史中的作为超越性和绝对性存

在的弥赛亚力量，将其现实化为当下指向解放

的共产主义革命实践，才能捍卫和恢复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批判性和实践性精神，打断资产阶

级利用商品幻象和工具理性编织的资本主义社

会无限进步的虚假历史连续统一体，重建人类

世界完整统一的本原状态，实现人类的最终解

放与彻底救赎。可见，从现代艺术实践领域到

社会历史生活领域再到现代社会历史观念领

域，不仅体现本雅明逐步潜入现实的社会历史

实践深处，而且标志着本雅明的马克思主义思

想逐步走向深化和成熟。

　　四、结语

　　总之，在２０世纪初期人类社会的“堕落时

代”和人类历史的“紧急状态”背景下，为全面

展开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文化批判和完成人类彻

底救赎的事业，本雅明通过汲取犹太教弥赛亚

主义思想传统蕴含的积极性思想观念，重释马

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所创建的马克思主

义思想理论是一种独特的、“非正统”的马克思

主义哲学形态。正如彼得·奥斯本所指出的，

“本雅明利用了救世主传统的解释学的和学理

的资源并且依照他那具有政治功能的概念从哲

学上阐释历史唯物主义。就这一点而论，他开

始提供了一种立场，并从这种立场出发，把破坏

神学当作传统，并由此反思这种经验，以一种新

的、辩证的和‘革命’的形式重新构造历史经验

的整体……就这样，本雅明扩展了历史唯物主

义的语言，这与从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阐释

为信条这种盛极一时的正统做法（基本上是第

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截然相反”［１８］。作为一

种独特的、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本雅

明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不拘泥于传统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致思路径，这不仅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精神内涵，再次向人们表明了马克

思主义哲学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发

展着的活的理论，而且补充了法兰克福学派意

识形态批判忽视的深层精神价值和终极关怀的

理论向度，开启了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

的神学批判视野，“以最根本的方式推进了法

兰克福学派的跨学科方法的发展”［１９］，更是为

促进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后现代转向、推动

拉丁美洲解放神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生发、当代

西方左翼思想家反思和找寻宗教与马克思主义

的结盟路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

论体系的建构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虽然本

雅明创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带有浓重的神学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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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和乌托邦色彩，但也无法掩盖它对人类生存

的现实观照与终极关怀的精神价值，更不能否

认它作为一种直面现代人的现实生存境遇的文

化批判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和法兰

克福学派思想史上闪烁着独特的真理光辉，是

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中不容忽视的一笔颇具独

创性和影响力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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