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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批判的位移(葛兰西与文化研究转向)》简介：葛兰西文化理论是以
“文化霸权”为核心辐射开来的一个内涵丰富的有机体。
从学理层面看，他通过将“市民社会”移入上层建筑凸显了后者的相对独立性，在承认个体差异性的
基础上阐明了社会群体的历史接合，因而他的社会结构理论和人学思想包含对“结构”与“主体”的
辩证认识。
从策略层面看，“阵地战”战略以其对西方社会结构的认识为基础，渗透实践意识和历史主义精神，
寄望知识分子与群众相结合的文化运动来争夺文化霸权，是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怎么办”问题的具体
回答，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具体表现。
而它落实在操作层面，则体现为以“民族——人民的”文学、文化观为基石的文艺观和具有鲜明政治
色彩的文艺批评，体现为对先锋文艺和大众文化关系的辩证把握。

文化研究之“转向葛兰西”，既是为解决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也是对英国的庸俗马克思
主义批评传统批判的深化。
这一转向取得三方面成果：一是威廉斯和霍尔等文化研究者化用“霸权”观念，获得新的方法论武器
；二是形成不同于后马克思主义的“接合”理论；三是得以突破学科化阈限，建构“抵抗的知识分子
”的批判立场。

《批判的位移(葛兰西与文化研究转向)》由周兴杰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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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兴杰：1973年生，湖南怀化人。
2006年毕业于暨南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
现为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主持和参与省级以上课题4项，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合著、参编著作两部。
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诗学与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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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首先，葛兰西的“绝对历史主义”是一种历史生成观。
这与他对人的生成性的理解密切联系在一起。
我们已经知道，葛兰西总是把实践、历史与人联系在一起。
在葛兰西看来，“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命题内含生成的概念，并且历史总是人的历史，是人的实
践过程的展开。
而人是在历史中生成的，因而人的生成性决定了历史的生成性，反之亦然。
历史的生成性可以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共识。
西马的另一位鼻祖卢卡奇也认为历史的本质是现实表现为生成，“如果它们的存在呈现为生成，那么
这种生成就不是一种纯粹变化的抽象的飞掠而过，不是内容空洞的实际度过的时间，而是那种关系的
不停的产生与再产生”。
但这种观念，葛兰西是经由索列尔，从伯格森那里借来的，而卢卡奇则直接得益于黑格尔，彼此之间
没有直接的联系。
由此产生的不同理论效应是，卢卡奇提出了华丽而烦琐的“具体的总体性”概念，葛兰西则总是把社
会看做一个各种关系剪不断、理还乱的有机体。
而且雷蒙·威廉斯认为，由于“霸权”概念的存在，它总是拒绝成为一种“总体性”。
我以为，绝对历史主义的重点倒不在于拒绝“总体性”，因为“有机性”归根结底与“总体性”存在
某种关联。
关键在于他承认历史是“多线条”的曲折发展，并始终存在多种变化的可能性，如此，葛兰西等于实
际上拒绝了决定论意义上的抽象“总体性”，从而与新马克思主义或者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目标存在
了可通约之处。
 其实葛兰西与卢卡奇并非没有认识上的一致性，只是这种一致性必须在更大的历史视阈中才能得到确
认。
简言之，它们共同体现了对庸俗唯物主义的厌弃。
这使得历史生成性成为一个理论标注，在历史观层面划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正统派”的马克思主
义的思想分界线。
对葛兰西而言，历史的生成性直接转化为对历史现实的复杂性与发展的多样性的体认。
这样，葛兰西理解的“历史”，总是“涉及活生生的人以及与世界上所有的人相关联的所有那一切，
因为人在社会中是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劳动、斗争并不时完善自己”。
保罗·巴尼奥利指出：“这样一种历史观自然不是中性的，因为这种历史观本身就包含着阶级的概念
和阶级斗争的概念。
然而，历史是被以复数的形式来加以解读和看待的，也就是说，历史被看做是这样一种舞台，在这一
舞台上，有着多种多样的存在，而不只是由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枯燥的对抗所推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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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批判的位移:葛兰西与文化研究转向》主要研究葛兰西文化思想，解答其思想何以能解决文化研究的
问题；二是考察文化研究转向轨迹，辨析其转向因由，总结其转向成果。
编者发现文化研究的“转向葛兰西”，实与当代西方人文学术研究的“葛兰西热”，特别是西方的马
克思主义或者说左派思想主题转换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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