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前沿课程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Course Information）

课程编号

（Course ID）
*学时

（Credit Hours）
32

*学分

（Credits）
2

*课程名称

（Course Name）

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前沿

Frontiers in Foreign Marxism Philosophies

先修课程

（Prerequisite Courses）
无

*课程简介

（Description）

国外马克思主义前沿是为哲学院本科生开设的一门专业选修课，主要讲授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西

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式微后的一些新进展及其理论前沿。课程选取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中的三大流

派，包括后马克思主义、晚期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马克思主义领域的一些代表人物（拉克劳和墨菲、

詹姆逊、德里达、德勒兹、鲍德里亚、巴迪欧、齐泽克、巴特勒、哈特和奈格里等人），对其主要

思想进行讲解，使学生能够基本把握其理论要义；另一方面突出比较视野，在讲授过程中，通过展

现不同学者之间的对话性和批评性关系，以及新的时代背景下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动向，使学

生能够了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脉络，以及它和经典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

系。

课程教学中帮助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结合专业知识教育引导学生深刻理解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自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学中将以学生接受

度为指向，适应学生当前学术基础，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在与学生的互动中提升他们的理论水平，

体现高阶性和创新性。

*课程简介

（Description）

Frontiers in Foreign Marxism is a specialized elective course for undergraduates of
Philosophy department in CASS, which focuses on some new developments in foreign
Marxist philosophy and its theoretical frontiers after the decline of Western Marxist
thinking. The course selects three major schools of contemporary foreign Marxism,
including post-Marxism, late Marxism and post-modern Marxism, explains their main
ideas so that students can basically grasp their theoretical essentials; on the other hand,
the course emphasizes the comparative vision, by showing the dialogical and cri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scholars and the new trend of foreign Marxism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 so that students can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foreign
Marxism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classical Western Marxism.

*教材

（Textbooks）
因为是专业选修课，问题性强，不拟指定教材。

参考资料

（Other References）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张一兵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俞吾金、陈学明主编，复旦大学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符号与政治》，毕芙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年 5 月版

*课程类别

（Course Category）
公共基础课/全校公共必修课 通识教育课 专业基础课

专业核心课/专业必修课 专业拓展课/专业选修课 其他

*授课对象

（Target Students）
哲学院本科生

*授课模式

（Mode of Instruction）

线上，教学平台

线下 混合式 其他

实践类（70%以上学时深入基层）



*开课院系

（School）
哲学院

*授课语言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中文 全外语

双语：中文+ （外语讲授不低于 50%）

*授课教师信息

（Teacher Information）

课程负责人

姓名及简介
范春燕，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研究员

团队成员

姓名及简介
毕芙蓉，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学习目标

（ Learning

Outcomes）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引导学生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脉络和内在理路，提高

学生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理解；锻炼学生的哲学思维能力，提高他们对思

想事件和现实世界的认识和处理能力。

*考核方式

（Grading）
课程论文

*课程教学计划（Teaching Plan）

周次

周

学

时

其中

教学内容摘要

（必含章节名称、讲述的内容提要、实验的名称、教学方法、课堂讨论的题目、

阅读文献参考书目及作业等，主讲教师）

讲

授

实

验

课

习

题

课

课

程

讨

论

其

他

环

节

第一周

导论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图谱

1.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式微和转向；

2.后马克思思潮及其代表人物的哲学思想；

3.晚期马克思主义及其代表人物的哲学思想；

4 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及其代表人物的哲学思想

主讲：范春燕

第二周

第一章 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

1.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转向

2.后结构主义的话语理论和主体理论

主讲：范春燕

第三周

第一章 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

3. 话语领导权理论

4、基于对抗性逻辑的社会主义战略

主讲：范春燕

第四周

第二章 阿兰·巴迪欧的事件哲学

1. 数学本体论和境论

2. 唯物主义辩证法新解

主讲：范春燕

第五周

第二章 阿兰·巴迪欧的事件哲学

3．事件性的真理和主体

4．前提论和基础哲学的重构

主讲：范春燕



第六周

第三章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理论

1. 马克思主义与形式

2. 辩证批评的方法

主讲：毕芙蓉

第七周

第三章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中晚期关于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3.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4. 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

主讲：毕芙蓉

第八周

第四章 雅克·德里达的解构逻辑及其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幽灵学

1. 声音与现象

2．替补与延异

主讲：毕芙蓉

第九周

第四章 雅克·德里达的解构逻辑及其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幽灵学

3. 幽灵的逻辑

4．以马克思之名

主讲：毕芙蓉

第十周

第五章 让·鲍德里亚关于消费社会和符号政治经济学

1. 消费社会的符号逻辑

2. 拜物教与使用价值之外

主讲：毕芙蓉

第十一周

第五章 让·鲍德里亚关于消费社会和符号政治经济学

3. 生产之镜

4. 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主讲：毕芙蓉

第十二周

第六章 斯拉沃热·齐泽克关于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主体性、意

识形态和大众文化等方面的理论

1. 弗洛伊德与拉康精神分析学中的无意识

2. 实在界、象征界与想象界

主讲：毕芙蓉

第十三周

第六章 斯拉沃热·齐泽克关于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主体性、意

识形态和大众文化等方面的理论

3. 实体即主体

4. 意识形态幻象

主讲：毕芙蓉

第十四周

第七章 全球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及其批判

1. 大卫·哈维的时空辩证法和资本的空间修复

2. 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逻辑和大众反抗

主讲：范春燕

第十五周

第八章 吉尔·德勒兹的情动理论及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1. 情动理论和微观政治

2. 反俄狄浦斯的资本主义批判

主讲：范春燕



第十六周

第九章 新唯物主义女性主义

1. 朱迪斯·巴特勒的社会建构论

2. 哈拉维和波奈特的女性主义思想

主讲：范春燕

总计

备注（Not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