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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编者按】国外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具有悠久历史和深厚学养，产生了一些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

学家和历史著作，对国际史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为我们认识西方史学乃至世界史学打开

了一扇新窗口。国外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史学观念、研究范围、内容和方法上体现出自身的史学品格，

彰显了对世界史学的卓越贡献。了解国外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有助于中国学者更加

全面地理解唯物史观。有鉴于此，本刊特邀五位学者，从综合分析与个案研究的角度对英国、美国、

日本和印度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作出回顾、梳理与反思，以期推动这一领域的进一步发展。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新趋向* ①

梁民愫 （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教授）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代际演化与强势发展有所减缓，难以再涌现与前
辈杰出史家相提并论的追随者和继承者。不过，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系统构建的主题视域、核心意识

和史观取向，仍是当代国际史学思潮的重要议题及后续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科标识。英国马克思

主义史学思潮的核心观念及学术思想，仍然受到整个国际学界，特别是英国学界的重视。本文聚焦 20
世纪 90年代以来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者对前辈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继承与
发展，尤其关注英国马克思主义新劳工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史学的创新成就，从史学观念建构

与实践路径的角度，阐述 20世纪 90年代以来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新情境和新取向。

一、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情境

从英国社会的历史时代与思想语境的关系看，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派
的学术演进及基本趋势，表现为两代马克思主义史家共同创造的史学思想嬗变和学派迭代传承。在

坚守唯物史观的理论前提下，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通过丰富多元的著史实践，系统构建了马克思主

义史学观念的多重历史认识，由此衍生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实践的多维形态。①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随着冷战的结束与实证主义解释学在西方学界的衰微，马克思主义理论遭受严重挑战。即便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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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二战后全球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文献的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2&ZD250）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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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学界依然出版了大量讨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的历史著作，这在国际史坛中是少见的。① 这些

著作或从理论上为马克思主义史学辩护，或在学科实践中拓展其研究领域，大多从马克思主义史

学传统与思想谱系的演进上，考察与肯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及其史学范式的学术功用和理论价

值，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新发展。其中，最著名者当属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英国共产党活动

家威利·汤普森，他长期担任英国“共产党史家小组”后继组织“社会主义历史协会”的主席，坚持

唯物史观立场，致力于有关共产主义与社会运动研究、后现代主义挑战与历史学转向问题。② 此

外，利兹大学早期法国研究者、马克思主义史家大卫·帕克，探讨了法国绝对主义向现代性社会的

过渡问题，他以编撰《意识形态、绝对主义与英国革命：英国共产主义史家论辩，1940—1956 年》闻
名于世。③ 苏格兰马克思主义史家尼尔·戴维森的系列著作，则针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与史学

解释，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及其当代意义，强调马克思主义在保留其历史形象的同时，应具备适应

社会思想演变的潜力。④

实际上，英国学界在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与史学理论方面的著述也颇为丰硕。比如，伦敦

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格雷戈里·克莱斯聚焦社会主义分析、乌托邦主义和反乌托邦研究，探寻马克

思主义在 21 世纪的理论价值与史学意义。⑤ 剑桥大学沃尔森学院戈兰·瑟伯恩在回顾 20 世纪马克
思主义历程的基础上，展望其对 21 世纪激进思想的影响，强调了在哲学、社会学和政治领域的左派
知识分子思想从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的转变。⑥ 纽卡斯尔大学马特·佩里从马克思主义形成

到后现代主义挑战的史观演进中，考察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巨大影响。⑦ 可见，马克思主义理

论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代际传承中依然具有重要价值和地位，恰如维克多·基尔南指出的：“马克

思主义的真正（坚实）价值在于它的历史理论、政治理论、经济理论或艺术理论，只要它还没有实现，

就一直是一种心理和伦理的承诺。”⑧21 世纪以来，英国学者安东尼·卡拉什尼科夫再次探讨了英国
马克思主义史家对史学领域的理论贡献与实践价值，肯定英国学派对 20 世纪历史学发展的里程碑
意义。⑨

在西方学界，众多非马克思主义史家也围绕新老两代马克思主义史家的丰富史学著作、深刻

历史思想及强大学术影响进行了系列探索，重新审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传统与国际声

誉。比如，在霍布斯鲍姆和汤普森等著名史家逝世后，关于其学术理路的审思和学术人生的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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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纷面世，受到读者广泛欢迎。相关代表作有英国学者格雷戈里·艾略特的《霍布斯鲍姆：历史与

政治》、理查德·埃文斯的《历史中的人生：霍布斯鲍姆传》、斯蒂芬·伍德姆斯的《正在形成的历

史：雷蒙·威廉斯、爱德华·汤普森和激进知识分子 1936—1956 年》、尼克·史蒂文森的《文化、意
识形态与社会主义：雷德·威廉斯与 E. P. 汤普森》，加拿大学者布莱恩·帕尔默的《E. P. 汤普森：

异议与反对》，新西兰学者斯科特·汉密尔顿的《理论的危机：E. P. 汤普森、新左派和战后英国政
治》等。同时，美国学者丹尼斯·德沃金的《战后文化马克思主义：历史、新左派与文化研究的起

源》，英国学者基思·雷伯恩的《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异议、衰落与复兴（1945—2000 年）》、斯图亚
特·麦金泰尔的《无产阶级的科学：英国马克思主义（1917—1933 年）》等著作，早已对英国马克思
主义史学的发展历程、特点和主要成就进行了深入探讨。① 这些著作再次引起人们对英国马克思主

义史学的关注。

不仅如此，英国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史家系统反思英国社会运动和世界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及其

道路选择问题，分析马克思主义社会运动理论的巨大潜力，成为在英国追寻马克思主义的新起点和

马克思主义史学领域的新增长点。如，拉斐尔·萨缪尔的《英国共产主义的失落》、约翰·萨维尔的

《左派回忆录》、威利·汤普森的《美好的旧事业：英国共产主义 1920—1991 年》、菲利普·邦兹的
《关于历史终结的笔记：威尔士左派回忆录》、诺琳·布兰森的《英国共产党史》（第 3—4 卷）、科林·

巴克和约翰·克林斯基等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运动》、劳伦斯·考克斯和阿尔夫·尼尔森的

《创造自我的历史：新自由主义黄昏中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运动》、史蒂夫·库希恩的《古巴革命的

隐密历史：工人阶级如何塑造游击队的胜利》等。② 同时，英国学界近年来日益重视对英国共产党艰

难建立、曲折演化和最终解散历程的研究。比如，约翰·卡拉汉的《冷战，危机和冲突：1951—1968

年的英国共产党》（第 5 卷）和凯文·摩根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英国左翼》（第 1—3 卷）便是这方面
的权威著作。③ 同时，约翰·麦克罗伊和凯文·摩根等主编的《党员与共产主义人生》、马克斯·阿

德雷思的《前进的道路：一种对英国共产主义及其革命战略的历史性和批判性分析》、詹姆斯·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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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Press，2019；Stephen Woodhams，History in the Making：Raymond Williams，Edward Thompson and Radical Intellectuals 1936 -
1956，The Merlin Press Ltd. ，2001；Nick Stevenson，Culture，Ideology and Socialism：Raymond Williams and E. P. Thompson，
Avebury，1995；Bryan D. Palmer，E. P. Thompson：Objections and Oppositions，Verso，1994；Scott Hamilton，The Crisis of Theory：
E. P. Thompson，the New Left and Postwar British Politics，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12；Dennis Dworkin，Cultural Marxism in
Postwar Britain：History，the New Left，and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Studies，Duke University Press，1997；Keith Laybourn，Marxism in
Britain Dissent，Decline and Re-emergence 1945 - 2000，Routledge 2006；Stuart Macintyre，A Proletarian Science：Marxism in Britain，
1917 - 1933，Lawrence & Wishart Ltd. ，1986.
Raphael Samuel，The Lost World of British Communism，Verso，2006；John Saville，Memoirs from the Left，Merlin Press，2003；Willie
Thompson，The Good Old Cause：British Communism，1920 - 1991，Pluto Press，1993；Philip Bounds，Notes from the End of History：A
Memoir of the Left in Wales，Merlin Press，2014；Noreen Branson，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 Vol 3：1927 - 1941，
Lawrence & Wishart Ltd. ，1985；Noreen Branson，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 Vol 4：1941 - 1951，Lawrence &
Wishart Ltd，1997；Colin Barker，John Krinsky etc. ，eds. ，Marxism and Social Movements，Brill，2013；Laurence Cox，Alf Gunvald
Nilsen，We Make Our Own History：Marxism and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Twilight of Neoliberalism，Pluto Press，2014；Stephen Cush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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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和戴夫·兰顿的《1920 年以来的英国共产党》、马修·沃利的《阶级对抗阶级：两次世界大战之
间的英国共产党》、基思·雷伯恩和迪伦·墨菲的《红旗下：英国共产主义史，约 1849—1991 年》、
杰夫·安德鲁的《残局和新时代：英国共产主义的最后日子，1964—1991 年》等系列著作，也为后人
认识真实的英国共产党提供了丰富史料与学理依据。① 此外，英国学界还出现了对英国共产党早

期马克思主义史学探索的相关研究。如，詹姆斯·克鲁格曼的《英国共产党史》（第 1—2 卷）与约
翰·麦克罗伊和艾伦·坎贝尔撰写的《外围视野：共产主义史学在英国》一文可被视为对这类研究

的阶段性总结，重点讨论了英国共产党史学研究的不同观点和方法，并反思了相关史学的方法论

意义。②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许多马克思主义性质的组织机构、期刊杂志和媒体报纸继续成为英国马克
思主义理论史学知识形态的重要载体。一方面，一些享有国际声誉的英国学术期刊，已然成为马克

思主义史家的思想阵地。比如，发表在《英国历史评论》《过去与现在》《历史工作坊杂志》《新左派评

论》和《激进历史评论》等专业期刊上数以百计的专题论文，要么从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家的“自下

而上”历史观出发，集中探讨了诸如“文化社会”“阶级意识”“民族种族”和“国家认同”等相关领域；

要么考察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史家如佩里·安德森等人关注的“女性与性别社会”“现代性与后现代

起源”“政治与社会学批判”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等相关议题。另一方面，一些带有马克思主义性质

的组织机构和宣传期刊，则多方位构建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交锋的坚实阵地。英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成立的前述相关重要组织及研究机构主要有两个，一个是 1992 年成立的“社会主义
历史协会”，它是“共产党史家小组”在英国共产党解散后的后继组织。相关期刊主要有利物浦大学

出版社发行的马克思纪念年刊《理论与斗争》，内容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辩论、英国与国际劳工史研

究、进步主义历史如性别、种族及和平运动等。另一个是 1993 年成立的马克思纪念图书馆和工人学
校，该机构至今仍是英国劳工运动的核心组织，收藏有关工会主义、和平团结运动及西班牙内战等相

关主题的出版著作和档案资料。此外，1957 年在伦敦创刊的《今日马克思主义》于 1991 年被《新政
治家》收购，该杂志在 1998 年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特刊。

随着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典范史家的相继离世，在经历了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学术思想创造与史
学实践巅峰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派略显沉寂。与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家相比，第二代马克思

主义史家无论在史学著述的出版，还是史学思想的影响上都难现往日的辉煌。不过，英国第二代马

克思主义史学群体在代际传承与思想赓续上呈现出相对稳定的延续性及特定方向性的变化。比如，

1993 年汤普森离世后，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史家及其后继者重视汤普森阶级史观与新劳工史取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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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置于 20 世纪 50—80 年代新左派社会政治运动与两代学者整体的学术文化史中加以讨论，并努力
体现这种延续。① 同时，第二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群体内部也涌现一批新生力量，他们通过参与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后期英国“历史工作坊运动”和女性主义史学复兴而声名远播，对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英国女性主义史学书写及实践传播做出了别样贡献。

二、“文化转向”视域下英国马克思主义新劳工史学取向

从核心观念与史学潮流的关系看，如果说两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既有的学术成就及史学思想

的代际更替，反映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念与史学体系的生成语境及内在机制、范式变革，那么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文化转向”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新劳工史取向则突出表现了这种著作形态的价
值和史学观念嬗变的意义。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史学出现了“文化转向”思潮。它依据跨学科理论方法，借助人类学、
文化研究和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资源，将历史主体从社会经济结构关系中解放出来，通过文化深层分

析与微观史学视域的实践方式，注重大众日常生活与社会经验的史学书写。“文化转向”下的西方史

学强调了史学的叙事性和史学著述的通俗性，提倡借助非官方史料与民间历史文献，注重考察普通

人群的行为礼仪、日常形象、文化习惯、仪式象征和语言符号，试图还原变动世界中普通百姓的日常

生活，揭示社会历史演进的底层逻辑。

在英国，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率先回应了“文化转向”思潮，从工业革命以来文化观念

对大众文化的冲击切入，对文化概念进行全面考察。② 汤普森则从“文化分析”视角将阶级意识描述

为“文化处置（生产关系之）经验的方式：体现在传统、价值体系、思想和制度中”。③ 20 世纪 60 年代，
新左派知识分子及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家以汤普森为代表，在理论层面对文化的内涵进行反思，提

出“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概念，构建了“文化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他们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

的前提下，以阶级分析方法和“自下而上”的视角，深入考察特定历史时期英国社会大众文化的兴起

与工人阶级“经验”“意识”形成过程，审视马克思主义史学书写的文化视域与历史阐释功能，并透视

与之相关的一系列史学本体论、方法论和认识论的整体阐释构架，逐渐摸索出新劳工史研究的方法。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汤普森推动了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新劳工史学范式的形成，构筑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英国新劳工史学领域的理论根基，彰显了“文化转向”视域下英国马克思主义新劳工史学的

意义。④

在汤普森等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家文化研究传统与史学理论方法指引下，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史

家如拉斐尔·萨缪尔、希拉·罗博瑟姆（Sheila Rowbotham）、安娜·戴文（Anna Davin）、蒂姆·梅森
（Timothy Mason）等人，注重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经验，在口述史、女性史、家庭史、地方史等领域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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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Duncan Thompson，Pessimism of The Intellect？A History of the New Left Review，Merlin Press，2007.
Philip Bounds，David Berry，British Marxism and Cultural Studies：Essays on a Living Tradition，Routledge，2016.
林·亨特编：《新文化史》，姜进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4 页。
Geoff Eley，“Dilemmas and Challenges of Social History since the 1960s：What Comes after the Cultural Turn？”，South African Historical
Journal，Vol. 60，No. 3，2008，p.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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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成功，进一步推动了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文化转向”。在史学实践上，这种“文化转向”

以 20 世纪 70 年代“历史工作坊运动”促进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的代际传承为契机，最终为英国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史学叙事在 90 年代后的复兴奠定了基础。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西方史学界
“超越文化转向”影响下，后起的马克思主义史家不断探索跨学科语境与理论方法对劳工史传统研究

的价值，以及经典议题的新阐释，不断拓宽研究主题，在跨国区域流动和全球劳工史学的历史境遇

中，履行了汤普森“文化主义”范式对英国马克思主义新劳工史学的导向功能，扩展了“全球工人阶

级”历史书写范式的域外效应。①

比如，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后起的马克思主义史家从“全球劳工史”角度，关注汤普森工人阶级
史观及其对全球劳工史、第三世界劳工史书写的影响研究，产出颇丰。② “全球劳工史”主要由马塞

尔·林登提出，强调根据研究主题从广义上对劳动关系和工人社会运动进行跨国别与区域研究。鉴

于相关研究不仅涉及劳动者个人，而且关联劳动者家庭关系的长期变动，因此林登主张可将研究时

段追溯到更为久远的过去。③ “全球劳工史”的出现，也与国际学界对新文化史学“文化转向”的批评

有关。这一批评指出，过往研究夸大了“经验”和“语言”的重要性，容易导致劳工史研究的碎片化。

受此影响，历史学家们再次强调“社会结构”与“宏大叙事”对阶级“经验”的作用，推动了劳工史与全

球史的结合。

综上，“文化转向”视域下英国新劳工史学倡导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与英国劳工社会历史主体

对象的有机整合，汤普森“文化主义”劳工史范式对传统劳工史学形态转型到英国新劳工史学产

生了重要作用。首先，英国新劳工史学范式与叙事风格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属性及方法论

倾向，其学术宗旨最终指向当代资本主义整体的批判分析。其次，英国新劳工史学强调“自下而

上”历史理论和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从整体性和动态性角度考察劳工社会生活与观念历

史，而非传统劳工史学那样倾力关注的工团群体的“社会”史和工党组织的“事件”史。④ 再次，依

据宏阔史料来源，英国新劳工史学侧重广阔社会文化变迁中的劳工阶级生活“经验”研究和历史

“意识”主题的多样变化。⑤ 概言之，鉴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新转向和新左
派运动衰微的历史语境，英国新劳工史学领域实现主题调整与理论更新，侧重探索历史主体复杂

性及身份认同。在全球化进程和全球史取向的学术语境中，后起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劳工史家积极

参与跨区域比较和跨学科视域的全球劳工历史书写，彰显了英国马克思主义新劳工史学的实践

方向。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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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Victoria E. Bonnell，Lynn Hunt，Richard Biernacki，eds. ，Beyond the Cultural Turn：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Society and Cultur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pp. 9 - 34. Ronald G. Suny，“Back and Beyond：Reversing the Cultural Turn？”，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 107，No. 5，2002，pp. 1476 - 1499；Marcel van der Linden，Handbook Global History of Work，Walter de Gruyter
GmbH & Co KG，2017，p. 201.
Marcel van der Linden，Transnational Labour History：Explorations，Taylor & Francis，2017，p. 6；Stefan Berger，Greg Patmore，
“Comparative Labour History in Britain and Australia”，Labour History，No. 88，2005，pp. 9 - 24.
Marcel van der Linden，“Labour History：The Old，the New and the Global”，African Studies，Vol. 66，No. 2 - 3，2007，pp. 170 - 175.
Madeleine Davis，“‘Among the Ordinary People’：New Left Involvement in Working-Class Political Mobilization 1956 - 68”，History
Workshop Journal，Vol. 86，2018，pp. 133 - 159.
Caroline Bressey，“Radical History Then and Now”，History Workshop Journal，Vol. 83，No. 1，2017，pp. 217 - 222.
See，Neville Kirk，“Challenge，Crisis，and Renewal？Themes in the Labour History of Britain，1960 - 2010”，Labour History Review，
Vol. 75，No. 2，2010，pp. 160 -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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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英国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史学新取向

20 世纪 90 年代是英国乃至欧洲史学发生转向和重新定向的重要时期，两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
家的著作传播和学术路径也获得持续关注，其中英国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史学主题领域广阔，史学

成就突出，呈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念的演变趋势与英国路径。不仅如此，从英国马克思主义女性

主义史学中，可看到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与实践观念，是如何在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学向马

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史学转变过程中发挥独特作用，也可看到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向实践的马克思主义

转向的英国经验。

20 世纪 80 年代后，汤普森的工人阶级文化主义范式不断遭到正在兴起的亚文化、亚政治、身份
政治研究范式的挑战和质疑，包括第二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在内的研究者以语言取代阶级，注重

语言在社会行为中对工人阶级及民众的身份构建作用，性别、民族、种族等身份认同取代了阶级认

同，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进行了某种程度的“修正”。① 这些新的研究取向是

对汤普森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学“文化转向”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的一种丰富和发展，集中体现在英
国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史学中。

就史学流派的理论属性与史家群体的史观更替而言，批判性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降，以英国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史家希拉·罗博瑟姆为代表推动的英国女性主义史
学叙事的重要理论特色，呈现了整体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史学观念的新转向。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
来，随着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英国学界也越来越注重女性底层历史的文化解释，在马克思主义史学

“文化”场域，倡导女性意识与社会性别的史学叙事。当 20 世纪 70 年代英国女性主义史学渐成气候
时，许多女性主义者也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视女性史、劳工史、种族史和国别区域史为史学新方向。

正是如此，通过女性主义史学形态及其实践途径，以汤普森为典型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与

罗博瑟姆为代表的第二代史家群体一道，协同诸如萨利·亚历山大（Sally Alexander）凯瑟琳·霍尔
（Catherine Hall）、玛格丽特·布莱恩特（Margaret Bryant）、芭芭拉·泰勒（Barbara Taylor）、卡罗尔·
戴豪斯（Carol Dyhouse）等战后社会主义新女性主义史家群体，在女性主义史学领域中展开了别开生
面的专题研究。

在史学实践中，英国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史学呈现出主题多样化趋势。按照汤普森推崇文化马

克思主义的整体史思路，其关于工人阶级的文化研究虽保留女性位置，但她们更多仅作为男性历史

的一部分而存在，汤普森并没有充分注意和重视英国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中女性的历史作用。在他

的史学著作中，阶级意识最终属于创造了阶级运动的男性群体，工人阶级女性群体则处于次要地

位。有鉴于此，英国新女性主义史家开始重新反思汤普森等老一辈史学家的研究路径和利弊得

失，从社会历史的特征出发，重点关注与书写不同社会群体的经历，试图实现从妇女史到性别史研

究的转向。以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史家罗博瑟姆为代表的女性主义史家群体对社会历史关注的视

野逐渐拓展，其采用社会科学理论与现代分析技术，从关注阶级经历与阶级意识，到逐渐尝试将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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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 W. Steinberg，“‘The Labour of the Country is the Wealth of the Country’：Class Identity，Consciousness，and the Role of Discourse
i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Class History，No. 49，1996，pp. 2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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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群体或差异族群的经历融入历史写作，导致女性主义历史书写和社会科学研究间的价值逐渐

“趋同”。①

比如，在 20 世纪晚期英国社会文化与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中，英国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史家
凯瑟琳·霍尔的《白人、男性和中产阶级：女性主义与历史学探析》就开创了人们试图或需要解答

的有关社会性别关系与阶层生存状况的历史学分析途径。霍尔从两性各自角色的混杂状态和相

互影响的社会变化角度，揭示了基于权力话语的性别、阶级与种族之间的内在关系。霍尔认为，阶

级的历史离开了性别视角或性别的历史离开了阶级因素，都无法得到合理的史学解释，特别是 19
世纪以种族、两性和中产阶级家庭关系为核心的英国认同的阶段性特征，也根植于帝国体系和权

力观念中。② 作为同样受益于汤普森史学研究范式的典型女性史家，萨利·亚历山大早在《19 世纪
伦敦的女性工作》中就将历史目光集中于商业领域，讨论资本主义制度与劳动性别分工强化的关系；

其后来撰写的《19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女性、阶级和性别差异：对女性主义历史著作的一些反思》一
文，揭示了早期工业革命中女性历史的特定经验，彰显了 19 世纪英国社会中女性意识的觉醒。③ 先
后任教于东伦敦大学、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的芭芭拉·泰勒担任“拉斐尔·萨缪尔历史中心”主

任，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长期负责《历史学工作坊》的办刊工作，其代表作《夏娃与新耶路撒冷：19 世
纪社会主义和女权主义》《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与女权主义想象》遵循了汤普森关于威廉·莫里

斯的开创性研究及反思路径，但超越了后者女性主义观念的分析框架与最高限度。泰勒认为恩格斯

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划分本质上导致了对社会主义历史运动的理论批判，而恢复

19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社会主义乌托邦传统，并将其施加进女性主义者的历史主体意识中却具有重要
意义，她强调当前女性主义必须恢复这种分析视角和价值元素。④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英国女性主义运动无疑推动了英国女性主义史学不断发展，成为 90 年代
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呈现新趋势的重要动力。实际上，以中产阶级女性文化研究见长的凯瑟

琳·霍尔与利奥诺·达维多夫合作撰写的《家庭命运：1780 年到 1850 年英国中产阶级的男性与女
性》是典型阶级分析与性别史视角下的史学著作。其在体现《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历史叙事风格

的同时，也表现出超越汤普森的历史批判意识，认为性别问题不仅意味着家庭组织构建，而且是社会

层面的组织构建，总体上可反映 19 世纪英国中产阶级的家庭状况。⑤ 从史学观念取向上看，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英国女性主义史家群体从具体问题到理论反思，已初步阐释了一种“社会性别”的历史
理论和“性别史观念”的史学理论，强调意识形态偏见和性别意识传统对工人阶级男女性别关系与社

会历史变迁的影响，出版了丰硕成果，⑥把英国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史学叙事推至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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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Donald M. MacRaild，Avram Taylor，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History，Palgrave Macmillan，2004.
Catherine Hall，White，Male and Middle-Class：Explorations in Feminism and History，Polity，1992.
Sally Alexander，“Women's Work in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A Study of the Years 1820 - 1850”，Juliet Mitchell，Ann Oakley，
eds. ，The Rights and Wrongs of Women，Penguin Books，1976；Sally Alexander，“Women，Class and Sexual Differences in the 1830s
and 1840s：Some Reflections on the Writing of a Feminist History”，History Workshop Journal，Vol. 17，No. 1，1984，pp. 125 - 149.
Barbara Taylor，Eve and the New Jerusalem：Socialism and Femin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Pantheon Books，1983，p. xvi；Barbara
Taylor，Mary Wollstonecraft and the Feminist Imagina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Catherine Hall，Leonore Davidoff，Family Fortunes：Men and Women of the English Middle Class 1780 - 1850，Routledge，2002.
Stephen Brooke，Sexual Politics：Sexuality，Family Planning，and the British Left from the 1880s to the Present Da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Catherine Hall，“Gendering Property，Racing Capital”，History Workshop Journal，Vol. 78，No. 1，2014，pp. 22 -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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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80 年代西方新史学重新定向后，英国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学的“文化转向”在英国域外
产生了非凡学术回响与积极社会效应。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后起的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延续了
汤普森等人开创的英国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学传统，日益关注少数族裔群体与底层人群的历史书

写，更重视非主流区域与“他者”文化价值的历史叙事。具体来说，这种英国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史

学书写范式，全面挑战了传统劳工史以男性为中心的史学观念及书写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将历史视

野与关注目光转向跨学科的研究主题与新社会文化史考察，涉及女性社会医疗史、女性健康与社会

休闲史、地理史学中的科学技术与女性历史、法律犯罪与女性历史、女性社会活动及女性社会地位作

用等新兴领域。

英国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历史与史学叙事逐渐实现了三重视域转移。其一，在时间纬度与空间

范围上，英国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史学持续聚焦社会历史与文化结构中不同阶层及女性日常经历的

史学书写，从关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女工生产生活历史经验、妇女选举权运动、两性关系与女性阶级

意识形成的书写传统，转向考察爱尔兰、澳大利亚等国别区域社会的女性日常与性别社会历史变化。

比如，近年来史学界拓展了苏格兰和爱尔兰区域女性与性别社会史研究，在新社会史、新文化史和国

际史学回归大历史的趋势下，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强调地区史与民族国家史的融合视角，考察“性

别”因素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历史书写的价值。① 其二，在史学史和思想史维度中，英国马克思主

义女性主义史学始终重视新左派女性主义运动、社会反传统文化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语境分

析。从聚焦 19 世纪妇女与性别历史书写，到注重 20 世纪 80 年代后妇女与性别历史境遇，从 20 世纪
六七十年代到 90 年代第二、三波女性主义思潮的历史语境中，围绕新“帝国史学”与全球史视域下的
女性与性别社会历史主线，反思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与实践成效。② 其三，英国马克

思主义女性主义史学在史学文化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上，不断强调在接受史学与性别历史的学术史角

度上，重新审视西方新社会史“文化转向”阶级理论、父权制和宏大叙事的批评与质疑，提出回归“阶

级分析视野”与“父权制话语批判”的理论诉求。在 20 世纪与 21 世纪之交新社会史“超越文化转
向”趋势的带动下，英国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史家继承新社会史“文化主义”范式传统，扬弃经济决

定论方法，倡导“阶级与性别”的双重视域，发掘了性别关系和女性视角在构建大众文化与工人阶级

形成历史中的不同面向及价值。③ 在史学实践中，英国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史学将“女性”“男性”与

“性别”社会等权力话语分析与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历史理论结合，将宏大历史叙事与微观权力政

治的历史叙事融于有关国家、民族与地区性别历史的史学阐释，以拓展马克思主义父权制历史理论

与传统妇女史学领域，丰富“文化主义”史学范式的内涵，催化英国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学取向的内

在转变和整体效应。

最近三十年来，英国后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者大多聚焦前两代史家群体中典型史家的历史

著作及思想脉络，特别是以汤普森“文化主义”史学范式理论及其史学实践影响为分析对象，在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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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文化渊源和学术传统转向上，基于新左派历史语境的变迁与国际史学思潮的学术嬗变，先后推出了

丰富的学术论著与研究成果，分别在研究主题的社会文化意义和分析视域的史学范式转换上有新的

拓展与形态。在全球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的区域分布与动态演变中，各国马克国主义史学的变动兴

潜与流变趋势大多经历了从突破个体生存困境到形成群体发展规模的逻辑进程，英国马克思主义史

学亦不例外，无论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的实践行动，还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对英国当代史学传

统的理论塑造，都仍然受到英国史学界及国际史学界的重视。

百年来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转向理路
* ①

徐 良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

在美国史学史上，马克思主义史学无疑是美国激进主义史学传统的典型代表。20 世纪 20 年代
以来，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前后经历了两次高潮和两次低谷。总体而言，20 世纪三四十年代
和六七十年代，是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的高潮期，而“和谐一致论”史学盛行的 50 年代和苏
东剧变的后冷战时代则无疑成为其发展史上的低谷期。在此过程中，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随时

代的发展不断转向，对美国史学研究和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厘清百年来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研究的转向理路，有助于理解与认知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旨趣及其深远影响。

一、马克思主义劳工史与黑人史书写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和美国工人运动的高涨，美国出现了一批关于
劳工史、黑人史的作品。① 总体上看，它们还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作品，其观点带

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色彩。十月革命后，随着美国共产党于 1919 年 9 月
正式成立，一批具有较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政治家和学者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去

剖析、批判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及其尖锐的社会问题，从而推动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正式形

成。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受当时工人运动和经济大萧条的影响，以威廉·福斯特（William Z. Foster，
1881—1961 年）、菲利普·方纳（Philip S. Foner，1910—1994 年）、威廉·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1868—1963 年）和赫伯特·阿普特克（Herbert Aptheker，1915—2003 年）等人为代表的一批马克
思主义者通过著书立说，在批判康芒斯—威斯康星学派及种族主义黑人史研究相关思想的基础上，②

构建了全新的美国马克思主义劳工史和黑人史。这两个领域也成为 20 世纪上半期美国马克思主义
史学成就最高、成果最丰硕的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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