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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曼马克思主义教育观的辩证品格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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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代英美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伯特尔 ⋅奥尔曼，长期坚持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从事马

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形成了具有鲜明辩证品格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观。在这种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观

视域中，教育背景、教育主体、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无不具有辩证性质。这种教育观启发我们，在我国

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教育者应当深入理解和牢固掌握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应

当成为教育的重要内容并贯穿始终；教育过程应当切实践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受教育者是否掌握马

克思主义辩证法并能有效运用，应当成为评价教育效果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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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alectic Character of Bertell Ollman's View on Marxist Education and Its Enlightenment
Tian Shiding， Gu Baojie

（School of Marxism, Hangzhou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ngzhou, Zhejiang 310018, China）
Abstract： Bertell Ollman， the main representative of contemporary British and American dialectical Marxism， has been 
engaged in Marxist education in the developed capitalist society for a long time， and has formed a Marxist view on 
education with distinct dialectical character. In this dialectical Marxist view on education， the educational background， 
subject， process and results are all full of rich dialectical nature. His educational view inspires us that， in our Marxist 
education， educators should have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and a firm grasp of Marxist dialectics； that Marxist 
dialectics should be an important part of education and run through the educational process where dialectics should be 
practised earnestly； and that whether the educated could master and use it effectively should be an important basis for 
evalua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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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英美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

美国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伯特尔 ⋅奥尔曼，长期

坚持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从事马克思主义理

论教育，并取得了显著效果，形成了颇具特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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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教育观 [1]。概而言之，其最主要的

内容在于教育者必须是理直气壮的马克思主

义者；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有机体，自

始至终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在

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过程中必须突出和

强调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教育的主要目标是使

学生接受马克思主义这样一种世界观和方法

论，并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不是知识史，不是政

治传记，也不是党派辞令，而是关于当代资本

主义唯一充分的解释；学生的课业成绩不是通

过期末考试，而是依据其学习日志予以确定 [2]。

可见，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并因此具

备十分鲜明的辩证品格，是奥尔曼马克思主义

教育观最为重要的特征。本文拟从教育背景、

教育主体、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四个方面，对

奥尔曼马克思主义教育观的辩证品格加以分

析，进而探讨其对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

启示。

一、教育背景的辩证性

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是奥尔曼从事马克

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现实背景，也是其马克思主

义教育观视域中的教育背景。这是一个充满辩

证法的教育背景，其辩证性质主要体现在四个

方面。

首先，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充满了各种错综

复杂的矛盾”[3](P212)，而“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

有自己的反面”[4](P307)。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各

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最为主要的是资本主义

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社会生产

与私人占有的矛盾、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矛

盾、竞争与合作的矛盾、生产过程中资本与劳动

的矛盾、阶级斗争中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

盾、政治民主与经济奴役的矛盾、科学与意识形

态的矛盾等。正是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使资本

主义尤其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切都走向

了反面。比如，本来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

动更有成效的机器导致了饥饿和过度疲劳；技

术的胜利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道德的败坏等。

其次，当代资本主义中蕴含着大量的社会

主义潜在，以致“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可

能性的根据在四面八方包围着”人们，甚至于

“能够被每一个人看见”[3](P206)。这种“潜在”或

“根据”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已经处于社会主

义边缘的，诸如工人和消费者的合作、公共教

育、市属医院、政治民主、国有化的企业等；二是

那些似乎与社会主义没有直接关系的条件，比

如发达的工业、巨大的物质财富、高水平的科学

技术、有组织的结构、教育和文化等；三是一些

资本主义本身的严重问题所显示的反面，比如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财富以及创造更多财

富的能力所显示的物质欲望的终结；当代资本

主义社会有限的和运转不灵的政治民主所显示

的每个人都能切实参与的全社会的民主管理；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增加的失业所显示的共

同分担的工作、更少的工作时间和更多的自由

时间等。

再次，尽管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着错综

复杂的矛盾，蕴含着大量能够被每一个人看见

的社会主义潜在，但绝大多数民众却无法看到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主义潜在，无法正

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在、过去和未来。

因为他们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只看到进

入他们生活中的一个人、一份工作、一个地方等

具体要素，而看不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这个整

体；他们把现在、过去与未来完全隔离开来而陷

入“ 思 想 的 牢 笼 ”，将 资 本 主 义 的 现 在 永 恒

化 [3](“序言”PIV、P207)。于是，当代资本主义中的各种

“矛盾”便只能表现为困扰他们的大量“悖论”：

为什么快速发展的技术创新本可以使人们的生

活更加便捷，却反而使人们劳动的时间更长、难

度更大，并使战争变得更为血腥？为什么大量

的财富却伴随着极端的贫穷等 [5]？

最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从来没有如此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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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可行或有效”地阻止人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社

会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理解 [3](P204)。资产阶级试

图利用国家暴力机器，以及宣传媒体、教会、学

校等意识形态工厂，将人们变为“白痴”[6]（P92），使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有反常的、不公平的、不

可接受的事情变得看上去是正常的、公平的、自

然的甚至是合乎需要的。不仅如此，资产阶级

还设法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始终成为一种被

严加保守的秘密，以确保没有人了解到社会主

义和共产主义实际上就是有关自由的东西，同

时还不断重复“共产主义”已经在一些不发达国

家试行过而且失败了的谣言 [3](“序言”PII)。

二、教育主体的辩证性

在奥尔曼看来，被理解为卡尔 ⋅马克思和弗

里德里希 ⋅恩格斯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为我们讲

述了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包括其低级阶段社

会主义）这“两座城市的故事”[3](“序言”PI)。可见，马

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者或教育主体实质上就是

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包括其低级阶段社会主

义）这“两座城市的故事”的讲述者，是资本主义

现在、过去与未来的故事讲述者。而资本主义

尤其是当代资本主义充满着辩证法，唯有辩证

的认识方能正确理解资本主义尤其是当代资本

主义的现在、过去与未来。

首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主体必须深

入理解和牢固掌握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按照奥

尔曼的观点，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重要著

作，通常可以把属于辩证法词汇范畴中的某一

个作为核心词汇来加以区别。不同的人有不同

的核心词汇，例如，对卢卡奇来说，是“总体”概

念；对毛泽东来说，是“矛盾”；对杜娜叶夫斯卡

娅来说，是“否定的否定”；对斯科特 ⋅米克尔来

说，是“本质”；对奥尔曼来说，是“内在关系”。

基于此，我们将奥尔曼所界定的马克思主义辩

证法称为“内在关系辩证法”。内在关系辩证法

是由辩证哲学、辩证方法和辩证实践构成的一

个关系整体。辩证哲学包括本体论和认识论：

本体论将现实理解为由“关系”和“过程”构成的

关系整体，任何事物与其周围其他一切事物之

间的关系、它的现在与其真实的过去和可能的

未来之间的关系，都是一种内在关系；认识论指

以认识作为关系整体之现实的“范围的抽象”

“概括层次的抽象”和“角度的抽象”等独特的抽

象模式。辩证方法是恰当地运用认识论中范

围、概括层次和角度等抽象模式，来处理具体问

题的一种方法。辩证实践包括理论实践和政治

实践。在内在关系辩证法中，辩证哲学是根本

前提，辩证方法也很重要，但其根本目的在于促

使人们掌握辩证方法来完成辩证实践，即分析

和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及其未来，进而采取切实

的行动来变革当代资本主义，促进其向社会主

义转变。

其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主体必须能

够有效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一是能够有效

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识教育背景的辩证

性。很显然，如果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主体

本身都不能有效运用辩证法，并深入认识当代

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及其蕴含的社会主义

潜在，那么，有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就没有

最基本的前提。二是能够有效运用马克思主义

辩证法认识教育对象的复杂性。恩格斯曾说，

“工人之所以能够如此强烈地反抗有产者的暴

政，应当归功于他所受的教育，或者更确切地

说，应当归功于他没有受过教育。”[7](P104)其中，

“所受的教育”意指无产阶级的教育，其目的在

于启发工人阶级使之反抗资产阶级；“没有受过

的教育”则是指资产阶级的教育，其目的在于使

工人“俯首帖耳地顺从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和宗

教”，“唯唯诺诺、任人摆布和听天由命”[7](P130)，

甚至把工人“训练成机器”[7](P417)。教育对象的

复杂性在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受的教

育”与“没有受过的教育”其实都在“教育”工人

阶级，并且在工人阶级中产生了复杂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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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能够有效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识教育

任务的艰巨性。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

过渡最主要的障碍不在于客观条件的不成熟，

而在于主观条件的不具备 [8]。因此，启发和培

育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社会主义意识，是在

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

教育的根本目的。而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

中，市场“神秘化还会涌到生活的其他领域，涌

到家庭、政治、文化和教育”，“试图对这时的人

们进行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教育也不会有什么大

的结果，因为交换中的日常经历教育人们的是

另一些东西”[6]（P20）。可见，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

社会中，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启发和培育

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社会主义意识，绝不是

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一项长久性、持续性、极

具挑战性的历史任务。

三、教育过程的辩证性

在奥尔曼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观视域中，可

以从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两个方面来体会和认

识教育过程的辩证性质。

首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内容充满着

辩证性质。一是如果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关于资

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包括其低级阶段社会主义）

这“两座城市的故事”，那么这“两座城市的故

事”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教育内容。如果按

照内在关系辩证法，资本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关

系”，它的过去和未来也是其现在的一部分，那

么这“两座城市的故事”实际上就成了关于资本

主义城市的现在、过去与未来的故事。不过，这

里的“现在”不是也不能是与“过去”和“未来”隔

离开来的思想牢笼。另外，如果按照内在关系

辩证法，资本主义处在自我否定的过程之中，那

么当资本主义自我否定以致发生质变，它就“变

成了某种别的东西”[3](P11)。对任何人而言，野蛮

主义、生态自杀和核毁灭，或者三者的某种结

合，都是不可接受的，他们只能将共产主义作为

一种现实的可能加以选择，所以，共产主义（包

括其低级阶段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未来，而

资本主义是共产主义（包括其低级阶段社会主

义）的过去。这就说明共产主义（包括其低级阶

段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有一种内在关系。

因此，奥尔曼特别强调，当前我们需要做的正是

“ 重 建 资 本 主 义 与 共 产 主 义 之 间 的 必 要 联

系”[4](P316)。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蕴含着整

体与部分的内在关系。一方面，按照内在关系

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就是一个有机体，

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内容必须强调马

克思主义的系统性和整体性，而不能随意将马

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割裂为相互独立的诸如马

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等部分。

另一方面，不能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

的强调而贬低或忽视其中的部分和细节。因

为，只有在这些部分的相互联系中学习和研究，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才能被理解 [2]。三是如

果说只有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或内在关系辩证

法，才是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的“唯一明智的方

法”[3](P204)，那么，内在关系辩证法本身就是马克

思主义理论极为重要的教育内容。因此，马克

思主义理论就应该将内在关系辩证法这一“我

们今天能够认识并非是不切实际的想法的社会

主义未来的最好方法”[3](P219)，交给工人阶级和

其他受压迫的人们。

其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方法充满着

辩证性质。在奥尔曼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观视域

中，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教学过程自始至终都是

教育者引导受教育者，在大量阅读《共产党宣

言》《资本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等经典著作的基础上，针对一些问题或是对问

题的评论进行讨论 [2]。正是在这种“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的讨论过程中，受教育者逐渐领会马

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逐渐领会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包括其低级阶

段社会主义）这“两座城市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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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育结果的辩证性

从前文相关论述可见，马克思主义理论教

育远不是一种具体知识的教育，而是一种认识

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内在关系的世界观

和方法论教育，其所要达到的教育结果当然不

在于受教育者能够牢固掌握某个具体的知识

点，而在于他们要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世

界观和方法论 [2]，并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

界观和方法论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从最

直接的意义上来讲，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结

果就在于受教育者能够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

辩证法，掌握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辩证技

艺，并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来认识和改

造当代资本主义世界。这样的教育结果本身

也具有丰富的辩证性质。

首先，受教育者不再局限于各种具体要素，

而是能够看到和理解当代资本主义，并且能够

辩证看待自我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如果受教育

者理解和掌握了内在关系辩证法，那么他们在

观察和认识世界及人类社会的时候，就不会再

局限于各种具体要素，而是会以整体为出发点，

从整体逐渐深入部分，并在整体与部分的内在

关系中认识整体和部分，最终达到对整体更充

分的理解 [3](P8)。这样，奥尔曼所说的“人们没有

看 到 资 本 主 义 ，就 更 谈 不 上 理 解 资 本 主

义”[3](“序言”PV)的情况将不会再次发生。相反，他

们能够全面、客观地看待资本主义和当代资本

主义社会，理解其固有的阶级性、资本性和暂时

性 [9]，以及虚幻的资产阶级民主背后所隐匿的

经济和精神奴役。

其次，受教育者不再局限于当代资本主义，

而是能够看到和理解当代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

（包括其低级阶段社会主义）之间的内在关系，

并且能够看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大量的社会

主义潜在。如果受教育者理解和掌握了马克思

主义辩证法，那么就能够充分理解社会主义和

共产主义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未来，而当代资本

主义也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过去和必要前

提。而且，既然能够认识和理解当代资本主义

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内在关系，那么

他们也就能够理解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尤其

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萌发起来的。这样，他

们就能够理解困扰他们的那些所谓的“悖论”本

质上并不是“悖论”，而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所

固有的“矛盾”[5]。正是这些“矛盾”的解决方式

决定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会过渡到社会主

义社会，而且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经产生和

存在大量的“比马克思时代更多、更明显的”社

会主义潜在。因此，他们从自动化和机器人化、

全球化的蔓延、交通和通信的发展，以及用以解

决失业率上升、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大量浪费、大

规模粮食短缺、经济不平等加剧等问题的物质

和智力手段中，都能够深切地感受到，“资本主

义所创造的新共产主义世界”几乎在“任何地

方”都“正直面着”他们 [4](P314)。

最后，受教育者不再局限于认识当代资本

主义，而是能够由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

论实践走向改变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实践，并

在主客体的相互作用中变革资本主义、实现社

会主义。按照奥尔曼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理论

的教育本身只是一种理论实践，对于旨在改变

世界而不仅仅是解释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而

言，理论实践本身并不是目的，还有待于转向政

治实践。所以，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进行马

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最终结果在于，受教育者

在看到和理解当代资本主义及其自我与资本主

义的关系、看到和理解当代资本主义与共产主

义（包括其低级阶段社会主义）之间的内在关系

以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大量的社会主义潜在

的基础上，摆脱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所造成的

“对未来的羞怯”[3](P204)，转而坚定对社会主义与

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并致力于推进当代资本

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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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奥尔曼辩证马克思主义教育观的启示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客观规律性与主

体选择性的辩证关系和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

中，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而今，我国已经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但是，我们依然要承认，如何进一步开展有效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更好地培养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仍然是我们必

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虽然奥尔曼的

辩证马克思主义教育观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

语境中形成的，旨在解决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

中有效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问题，但马

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普遍性决定了它对我们具

有重要启示。

第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者应当深入

理解和牢固掌握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事实上，

在我国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背景同样充

满着辩证法，具有丰富的辩证性。不仅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建设在快速推进，而且世界格局也

在急剧演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制竞合

关系在不断变化。因此，在我国进行马克思主

义理论教育，也需要在整体与部分的内在关系

中把握和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需要在资本主

义与共产主义（包括其低级阶段社会主义）的内

在关系中把握和讲好这“两座城市的故事”。与

奥尔曼一样，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者本

身必须牢固掌握、深入理解和有效运用马克思

主义辩证法。马克思说，“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

教育的。”[7](P134)因此，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

育者应该坚持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从而

夯实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把握马克思

主义辩证法的主要内容、价值意义与重要地位，

体悟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本真意涵，并在联系

历史与现实的过程中提升自身运用马克思主义

辩证法的能力。

第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应当成为马克思

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内容并贯穿始终。无论是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本身，还是运用这种方法来

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部分与部分之间、部分

与整体之间的关系，抑或是运用这种方法理解

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理解资本主义与共产主

义（包括其低级阶段社会主义）这“两座城市的

故事”，理解社会形态依次演进与跨越发展之间

的内在关系，理解客观规律性与主体选择性、必

然与自由之间的内在关系，理解人与自然之间

的内在关系等，其实都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的学习和运用 [10]。可见，使受教育者掌握方法

论比传授具体知识更为重要。因此，我们的马

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者应该像奥尔曼那样，在整

个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过程中，将马克思

主义辩证法作为教育内容的重中之重，并“自始

至终突出和强调”[2]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第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过程应当切

实践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教育过程本身属于理论实践的过程。在这个过

程中，教育者应当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

性和整体性，从作为整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出

发，不仅要基于这种系统性和整体性去把握和

教授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相关内

容，而且要基于这种系统性和整体性去把握和

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全球化、时代化和民族

化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理论形态。将马克思

主义理论本身分割成各种各样的学科，对于深

入研究相关学科的具体内容固然是必要的和有

益的，但如果不能基于内在关系辩证法并从整

体到部分再从部分到整体地去把握马克思主义

理论整体与各个学科之间以及各个学科相互之

间的关系，就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性和

整体性造成损害，也会因此对相关学科的具体

内容造成损害。因此，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教育者应该像奥尔曼那样，打破学科壁垒和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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梏，自觉维护并使受教育者充分理解和把握马

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奥尔曼认

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最引人注目之处是“对知

行之间由辩证法本身所引起的必然联系的强

调”[3](P15)。因此，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者

应该像奥尔曼那样，努力使受教育者将马克思

主义理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同时，马克思主

义理论教育是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

分，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者在教育过程

中，要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深入理解和有效

践行守正与创新的内在关系，坚持在守正中创

新，在创新中守正。

第四，受教育者是否掌握马克思主义辩证

法并能够有效运用，应当成为评价马克思主义

理论教育效果的重要依据。无论是在当代资本

主义国家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还是在社

会主义国家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所要达

到的教育效果都是使受教育者理解和接受马克

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能够运用马克思

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认识和改造世界。但

是，与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识当代资本主

义并推动当代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目的

不同，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所要达到的

主要目的在于：一是受教育者能够运用马克思

主义辩证法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马

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内

在关系，从而能够在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内在关

系中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社会主义

建设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意义；二是受教育者能

够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分析资本主义、社会

主义、共产主义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从而能够

理性认知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制竞合的

现在与未来，理性认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

同理想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三是受教育者

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分析理论与实践的

内在关系，从而积极投身于伟大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能充分理解国内问题与

全球问题的内在关系，自觉关注和应对生态问

题、全球化问题等。如果实现了这样的目标，我

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就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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