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占领制度“高地”，对抗全球资本主义

———2012 年纽约左翼论坛综述

许宝友

2012 年 3 月 16—18 日，一 年 一 度 的 国 际 左

翼论坛在位于美国纽约曼哈顿下城的佩斯大学举

行。本届论坛依然由左翼论坛组织、纽约城市大

学社会学系和研究生中心共同主办，佩斯大学承

办，并得到布莱希特论坛、纽约城市大学文化技术

与劳动研究中心、美国国家律师协会、罗莎·卢森

堡基金会、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批判社会学》、
《理性》、《每月评论》、《新政治科学》、《新政治》、
《激进 教 师》、《反 思 马 克 思 主 义》、《科 学 与 社

会》、《社会文本》、《社会主义与民主》、《灵魂》等

近 20 家社会组织和期刊杂志的鼎力协助。在 中

亚北非地区动荡、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影响显著、以
占领华尔街运动为代表的群众运动此起彼伏的社

会历 史 背 景 下，2012 年 左 翼 论 坛 确 定 的 主 题 是

“占领制 度: 对 抗 全 球 资 本 主 义”。围 绕 这 一 主

题，论坛设立 了 400 多 个 专 题 讨 论 会 场，1400 多

人作了专题发言，来自全球的 4500 人参加了此次

盛会。无论是分会场数量、专题发言人数，还是参

会人 员 规 模，2012 年 纽 约 左 翼 论 坛 都 创 了 历 史

新高。

一、论坛概况

为期三天的 2012 年纽约左翼论坛 包 括 会 议

交流和展览活动两部分内容。会议交流分为开幕

式前的小组自由讨论、开幕式、分会场专题讨论、
专场演讲等特别活动和闭幕式五个环节。每个环

节都紧扣“占领制度”的论坛 主 题。3 月 16 日 下

午在佩 斯 大 学 院 内 露 天 举 行 了 名 为“占 领 智 囊

团”的各种小组自由聚会和开放式讨论活动。当

晚六点半在学校礼堂举行了隆重的开幕式。左翼

论坛理事会成员、纽约城市大学文化技术与劳动

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学教授斯坦利·阿罗诺维茨

主持开幕式，佩斯大学政治系主任、政治学教授克

里斯托弗·马隆代表承办方致欢迎词，会议特别

邀请的尼 日 利 亚 环 境 权 利 行 动 和 地 球 之 友 总 干

事、国 际 地 球 之 友 主 席 尼 莫 · 巴 塞 ( Nnimmo
Bassey) 以及美 国 全 国 护 士 联 合 组 织 总 干 事 罗 丝

安·德 莫 罗 ( RoseAnn DeMoro ) 、积 极 参 与 世 界

各地占领运动的青年律师和学者玛丽娜·思特琳

( Marina Sitrin) 、20 世纪 60 年代的学生运动领袖

威廉·斯特里克兰、纽约城市大学皇后学院和研

究生中心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荣誉教授威廉·
塔布先后作 主 旨 演 讲。3 月 17 日 晚 七 点 半 专 门

安排拍摄过多部揭露美国制度阴暗面的纪录片、
被称为“美国左翼著名代言人”的电影导演、制片

人和活动家迈克尔·穆尔在学校礼堂发表演讲，

由美国麻省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经济学荣誉教授

理查德·沃 尔 夫 作 介 绍。3 月 18 日 晚 五 点 半 在

学校礼堂举行论坛闭幕式，由左翼论坛理事会成

员、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和社会学教

授弗朗西丝·福克斯·皮文( Frances Fox Piven )

主持，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帮助创办多

家占领运动报刊的阿伦·古普塔，墨西哥普埃布

拉自治大学 社 会 学 教 授 约 翰·霍 洛 韦，《纽 约 时

报》等多家 报 纸 驻 外 记 者、文 化 评 论 家 克 里 斯·
赫奇斯，哈佛大学法学院劳工与劳动生活项目、哈
佛大学工会项目负责人伊莱恩·伯纳德分别发表

演讲。由于学校礼堂只能容纳 700 余 人，所 以 开

幕式、闭幕式以及迈克尔·穆尔的演讲采取凭票

入场、先到先得的办法，其他人通过视频观看。论

坛的专 题 讨 论 环 节 集 中 在 3 月 17 日 和 18 日 两

天，分会场、分时段进行。两天共分为七 个 时 段，

每个 时 段 都 约 有 60 场 的 专 题 讨 论 会 同 时 举 行。
专题 发 言 者 中 超 过 1 /3 是 大 学 教 授 等 教 育 工 作

者，以致有保守派分子因此惊呼美国教育受到了

威胁，美国未 来 堪 忧。此 外，3 月 17 日 下 午 专 门

安排了有知名街头文化艺术家和活动家参加的关

于“街头文化、政治与抗议”的讨论活动以及占领

华尔街诗歌 朗 诵 活 动。3 月 18 日 午 餐 时 间 专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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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了获得奥比奖的美国著名剧作家、演员华莱

士·肖恩的演讲: “我为什么把自己称为社会主义

者”。
除会议交流外，论坛组织者还利用佩 斯 大 学

的学生活动场所、多功能厅、阅览室等地举办展览

活动。参加展览活动的有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组

织、纽约绿党、国际社会主义组织、美国全国护士

联合组织、美国社会党、《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

义》、《异 议》、《国 际 社 会 主 义 评 论》、《纽 约 书

评》、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公司、柏拉图出

版社等 70 多个组织、杂志、出版商 和 艺 术 家。展

览活动的内容同样突出了论坛的主题，既有批判

和揭露资本主义、研究和探讨马克思主义与社会

主义、介绍和分析占领运动等群众运动的图书报

刊促销，也有反映抗议活动理念和激进思想主张

的各种艺术作品、生活用品展卖，还有形形色色的

左翼社会组织和团体的自我宣传和成员招募，等

等。部分参展者同时又是一些专题讨论会的组织

者和演讲者。展览活动从 3 月 16 日到 3 月 18 日

持续举办，为包括书刊出版者和运动组织者在内

的与会人员提供了重要的社交空间和交换意见、
建立联系的主要平台。由于占领运动受到关注等

缘故，激进书刊的销售数量直线上升。

二、论坛特点

本次左翼论坛有两个主要特点: 一是继承历

史传统，凝聚左翼力量。左翼论坛的起源最早可

以追溯至 1965 年首次在纽约举办的“社会主义学

者会 议”( Socialist Scholars Conference ) 。当 时 左

翼学术界发起这一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提供一个论

坛，让不同学科的左翼学者有机会聚在一起，发表

各自的理论和历史主张，交流思想，促进研究。每

年受到邀 请 在 这 个 会 议 上 发 表 演 讲 和 评 论 的 学

者，都是公认的某个领域的专家。会议的学术气

氛很浓，但 听 众 并 不 限 于 学 术 界。1981 年 波 格

丹·登尼奇( Bogdan Denitch) 、斯坦利·阿罗诺维

茨等人创建并领导了新一代的“社会主义学者会

议”，秉承同样的宗旨，每年举办一次。但随着与

会人数、演讲人数和专题讨论会数量的增多，会议

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原有的学术性，越来越成为

便于各种 左 翼 积 极 分 子 参 与 的 论 坛。2004 年 社

会主义学者会议之后，会议的组织者之间发生分

歧和摩擦，以 至 于 2005 年 的 会 议 停 办。自 2006

年起，一年一度的左翼论坛取代了社会主义学者

会议。由于参加会议的劳动者、社会活动家、政治

上表现积极的公民越来越多，加之会议规模庞大，

左翼论坛的学术性进一步弱化。尽管左翼力量长

期处于 分 散、分 裂 状 态，但 从 20 世 纪 60 年 代 开

始，在纽约举行的社会主义学者会议以及后来的

左翼论坛一直都是北美左翼乃至世界左翼规模最

大的年度聚会，是凝聚左翼力量的平台。2012 年

左翼论坛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传统，吸引和聚集了

来自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左翼知识分子、左翼运动

的组织者和积极分子，共同分享观点、策略、经验

与梦想。论坛为坚持公民自由原则的人，环境保

护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

者，工会主义者，为争取黑人和拉丁美洲人自由而

斗争者，女权主义者，反战积极分子，失业的学生

以及为反对失业、丧失抵押品赎回权、住房短缺和

学校状况恶化而斗争的人们提供了聚会、交流的

场所，同时也展示和证明了各种左翼力量的存在

和发展。
二是支持占领运动，回应现 实 关 切。贴 近 左

翼运动发展的实际、积极回应面对的现实问题，也

是左翼论坛以及之前的社会主义学者会议的传统

之一。这一点集中体现在 2012 年 左 翼 论 坛 对 占

领运动的关 注 和 支 持 上。2011 年 9 月 17 日，抗

议不公平的金融秩序和贫富悬殊等经济、社会问

题的占领华尔街运动首先在美国纽约爆发，之后

影响全美，波及世界。2012 年左翼论坛会议的主

题“占领制 度: 对 抗 全 球 资 本 主 义”，就 是 站 在 全

球和历史的高度对占领华尔街运动作出的直接回

应。左翼论坛不仅在理论上回应了占领运动，而

且以实际行 动 予 以 支 持。3 月 17 日 左 翼 论 坛 召

开之际正值占领华尔街运动满六个月，左翼论坛

的参加者还与占领华尔街运动积极分子一起举行

了纪念占领华尔街运动半周年的游行示威活动。
左翼论坛的主要演讲人、著名制片人和活动家迈

克尔·穆尔在当晚的演讲中强调了占领运动对于

左翼论坛 的 重 要 性，号 召 左 翼 论 坛 的 参 加 者“向

祖科蒂公园进发”，并带头参加了游行示威活动。
示威者聚集在祖科蒂公园，一直坚持到午夜之后。
纽约警察宣布公园关闭，强行驱散试图坚守阵地

的示威者，造成 73 人被捕，至少 1 人严重受伤。
另外，本次论坛的组织工作也给人留 下 深 刻

印象。干练、高效的专业团队 ( 大多是兼职) 与数

百名自愿者密切配合，保证了数千人的会议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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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紊地圆满完成。

三、论坛议题

历年的左翼论坛都有自己鲜明的主题。2012
年左翼论 坛 的 主 题 是“占 领 制 度: 对 抗 全 球 资 本

主义”。论坛设立 400 多个专题讨论分会场实际

上意味着有 400 多个议题，包括选举、就业、贫困、
网络、占领运动、经济危机、社会变迁、工人运动、
政党建设、左翼复兴、地区政治、国际关系、气候变

化、生态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殖民主义、新自由主义等

理论和实 践 问 题，从“马 克 思 主 义 的 未 来”、“教

育与资本主义”等宏观问题，到“占领运动如何利

用媒体”等 微 观 问 题，议 题 十 分 广 泛。从 学 科 上

说，讨论的话题涉及哲学、伦理、经济、政治、法律、
军事、社会、历史、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等多个学

科领域。
在为数众 多 的 议 题 中，占 领 运 动 备 受 关 注。

讨论的话题涉及占领运动的方方面面: 既有对占

领华尔街等各国占领运动具体情况的介绍，也有

对占领运动的源起、发展历程、战略策略、意义和

影响、面 临 的 挑 战、未 来 方 向 及 前 景 的 讨 论 与 分

析; 既有从全球视角解读各地的占领运动，也有从

地区视角观察全球占领运动。在关于“建立红绿

革命战略 联 盟”的 专 题 讨 论 中，占 领 波 士 顿 活 动

积极分子约瑟 夫·拉 姆 齐 发 表 了 题 为“把 理 论 带

到街头”的讲演，讨论了如何“用革命的方式进行

改良斗争”，特 别 强 调 反 对 政 府 计 划 中 的 服 务 削

减计划和波士顿公共交通费上涨。他认为占领运

动有淹没在只关注具体要求的危险，主张把关注

公共交通问题的具体斗争与关注财富如何在社会

中分配的问题联系起来。左翼论坛认为，占领华

尔街运动传递的信息很明确: 生活在世界上最富

有的国家中的极少数人攫取了这个国家的大部分

财富并用来腐蚀政治，而其余的绝大部分人口则

为失去工作、住房不保、债台高筑、日益贫困所困

扰。迈克尔·穆尔在左翼论坛的演讲中也说: “直

到最近，我们的绝大多数美国同胞还都相信靠艰

苦奋斗发家致富的理论，相信在美国的任何人都

能够成功实现自己的目标。现在他们知道，无论

如何这种理论是毫无根据的。他们知道这场游戏

是受到操 纵 的。”左 翼 论 坛 对 占 领 运 动 的 意 义 给

予充分肯定，认为世界在变化，人民在觉醒，埃及、
希腊、拉美国家、美国和其他国家出现的群众运动

为左翼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与占领运动相联系，左翼论坛把对新 自 由 主

义的批判与反对资本主义联系起来，鼓励对现有

秩序 提 出 激 进 的 替 代 方 案，包 括 选 择 社 会 主 义。
由《科学与社会》发起的一场专题讨论，呼吁要从

社会层面上占领华尔街、占领白宫、设计美国的社

会主义。来自美国劳德代尔堡的激进派漫画家、
作家斯特凡妮·麦克米伦把环境危机与资本主义

无休无止 的 扩 张 需 求 联 系 起 来，认 为“资 本 主 义

与生活本身处于根本矛盾之中”，与自然保持“可

持续的健康关系”的新经济只能是与资本主义决

裂的经济，主张把社会主义传统与绿色传统结合

起来。会议对资本主义及其危机以及资本主义制

度的替代选择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讨论的话题

之多、程度之热烈仅次于占领运动。
会议还讨论了美国左翼对待美国大选的态度

问题。《社会主 义 与 民 主》杂 志 的 编 辑 维 克 多·
沃利斯在“2012 年 选 举: 两 害 相 权 取 其 轻 还 是 左

翼的选择”专 题 讨 论 会 上 指 出，左 翼 应 当 考 虑 选

择进步的候选人，而不应总是在共和党与民主党

之间“两害相权取其轻”。
会议对中国问题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复杂环境

下中国和平崛起面临的挑战、单边主义国际秩序

中中国的多边主义政策以及中美关系等议题上。
［作者单位］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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