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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自1985年的文化热以来，后结构主义理论家如德里达、福柯和巴特，抑或极

端社会学家布迪厄在中国已为人所熟知，战后政治经济领域内最有想象力和分析力的

思想家的作品及其名气在中国的传播则远不如前者。

我特別要谈的是科尼利斯•卡斯特利亚蒂斯(Cornelius Castoriadis,1922-1997)和克劳

德•乐佛(Claude Lefort,1924-　)，他们同属“社会主义或野蛮”团队，并主持同名杂志

（Socialisme ou Barbarie）。为了躲避“二战”后在其国家中一直猖獗的迫害，曾为托

洛斯基分子（trotskiste）的希腊年轻人卡斯特利亚蒂斯，来到法国定居。1950年代期间，

他从异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转向非马克思主义但仍属极端的社会批评观。他对思想的重

大贡献是有关想象力的研究。我们以后会对他有详细的论述。

另一位我想在此提及的大思想家是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 1901-1991)，其

论著在中国可能比较有名。他是法国共产党党员，最终于1958年被开除出党。自40年代

末起，列斐伏尔就对战后社会经济现实进行分析性批评，其矛头既指向生产本位主义

经济（économie productiviste），亦针对国家体制支持下的消费社会，也即所谓的“指

导性消费的官僚社会”。早在1968年，他就提出疑问：“我们是否将走向一种可规范或

揭示某种单一绝对制度的全球一致性？”1

列斐伏尔对大学界影响最大的著作应该是《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La vie  

quotidienne dans le monde moderne）。美国各大学出版社之所以连篇累牍地出版题目中

含有“日常生活”一词的著述，其部分原因可归结于该书英译本的存在。和许多法兰西

思想理论一样，毫无疑问，列斐伏尔的理论也是通过美国大学界过滤到中国的，80年

代曾有大量中国的年轻学者在那里进修。这种现象有时导致对法国思想产生某种脱离背

景的了解。

在本文中，我还想谈及另一位关注日常生活问题以及在消费社会里渗透到人类生

活中的异化问题的思想家。我这儿所指的是居伊•德波(Guy Debord, 1931-1994)，他在

1 　Henri Lefebvre, La vie quotidienne dans le monde moderne, Paris, Gallimard, 1968, p.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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