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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化霸权理论研究》从拓宽文化霸权理论研究的范围入手，分析了文化霸权理论的框架，提出文化
霸权具有三个基本特征，即权威、服从与合法性。
本著作还从哲学认识论角度探讨了文化霸权的产生根源，对文化霸权理论进行了集中反思，探讨了文
化霸权理论研究对于当代文化实践生活的重要意义，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进行了一些对
策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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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晶，1971年生，河南正阳人。
1997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哲学硕士学信。
现为中国社会科院科研局副研究员。
长期 从事文化哲学 、历史哲学研究、撰 有《葛兰西兰西 文化霸权理论及其质疑》、《葛兰西与马克
思列宁的思想渊源》、、《布罗代尔的长时段历史观》等论文二十余篇。
曾主编《当代西方文化新词典》，合著有《“以德治国”与道德建设》等4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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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葛兰西承认他的市民社会观念来自黑格尔，但他把市民社会划为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领域，是完
整国家中的一部分，并且是一个创造与传播思想的组织与技术手段——这一点使他与马克思把市民社
会作为经济关系的结构的理论相区别，葛兰西不满意于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把社会的经济和物质生产
过程看做决定社会生活所有方面这种决定论与化约论的观点，他把上层建筑分为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
两个部分，而且这两个部分也是相互渗透的。
他说：“国家，当它想行使与颁布不受欢迎或满足于公共意见的行动或政策时，它需要组织与集中市
民社会中的某些组织与要素。
”这里，关键的一点是葛兰西认为，政府（政治社会）之所以能取得公众舆论和其他意识形态机构的
支持，部分是由于不同阶层的精英和统治阶级共享同样的世界观与生活方式，部分是由于市民社会机
构（无论他们是否直接被国家所控制）必须在统治阶级的合法统治与政策允许的范围内采取行动。
政汉社会本身是一个国家的统治机构，它依其合法性强制市民社会的成员对它表示服从，它主要利用
其包装起采的自由民主结构的外观（议会、法院、选举）来取得公众的支持，并且通过教育使民众接
受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政治观。
而事实上市民社会对政治社会的这种渗透，并不必然都是反抗的，因为市民社会中的霸权组织，如政
党和有组织的教会，往往会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与条件下，变质为统治阶级国家机构中的一部分。
葛兰西认为，正是这种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复杂联系，正是这种强制与同意的共同默契，解释了为
什么一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没有爆发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因。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葛兰西实际上强调的是市民社会对政治社会的统治产生同意的过程。
他认为无产阶级要推翻资产阶级统治，首先要在资产阶级的市民社会中夺取文化——意识形态的领导
权，从而最后重新把政治社会吸收到市民社会中去（也就是达到马克思早期所坚持的理性国家的状态
），最后，随着市民社会的扩大，当市民社会占领了政治社会时，政治社会就消失了。
葛兰西这样写道：“作为一种积极的文化因素（即作为一种创造新文明，新型的人及新型公民的运动
），可以使国家和个人（某个社会集团的个人）保持一致，这一论断必须有助于下决心在政治社会的
外壳里建立一个既复杂又井然有序的市民社会，在这样的市民社会里，个人能够自己管理自己，而又
并不因此而同政治社会相抵触，相反，倒是它的政党的延续，有机的补充。
”　　如果说市民社会是文化领导权所施行的地方，那么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是否完全就是一些市民
社会中的精英（或共产党领导人与知识分子）灌输的结果呢？
我们知道，葛兰西由于同时强调阶级意识的外部灌输和自发形成而与列宁的观点有所不同，因为虽然
列宁也强调社会主义思想要由职业革命家从外部灌输到群众斗争中去的看法，但他认为无产阶级受资
本主义制度与思想的束缚，不会自发产生革命信仰和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而只可能产生一些为
改善局部利益进行的反对工厂主的罢工运动——这还不是社会主义的斗争。
假如我们说，葛兰西在强调阶级意识的“自发性”这一点上与列宁不同，那么他与马克思的区别又表
现在哪里呢？
下面，就让我们先考察一下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观。
　　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会形成革命的意识，这是不成问题的，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频繁
发生，随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紧张冲突与对抗，工人阶级必将理解他们悲惨的生活条件及被资产
阶级统治与压迫的事实，从而自然会在革命中形成共同的革命意识。
革命是阶级意识形成的学校。
例如，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指出： “由于在无产阶级身上人失去了自己，同时他不仅在理论上
意识到了这种损失，而且还直接由于不可避免的、无法掩饰的、绝对不可抗拒的贫困——必然性的这
种实际表现——的逼迫，不得不愤怒地反对这种违反人性的现象，由于这一切，所以无产阶级能够而
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它的目的和它的历史任务已由它自己的生活状况以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
个结构最明显地无可辩驳地预示出来了。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也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工业资本主义的进步和资本家的剥削，使工人
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的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这种联合的发展壮大能够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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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共同利益的阶级意识，所以说，资产阶级的生产与剥削，造就的正是它的掘墓人——无产阶级的
形成。
对于马克思来说，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形成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必将出现的，而无产阶级革命又是
这种意识形成的必由途径。
当然，一批在工商业的竞争中失败的资产阶级成员和在革命斗争激化时叛变资产阶级的成员，他们转
入无产阶级队伍，也给工人阶级带来了教育因素，促进了革命意识的形成。
　　这样，我们看到，假如说马克思是从资本主义经济矛盾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角度谈阶级意识，从而
使他带有认为这种革命意识的形成具有自发性和不可避免的倾向的话，列宁则明显反对工人阶级意识
形成的自发性，而葛兰西似乎又是综合了马克思与列宁的思想。
与列宁一致的是，葛兰西也认为工人阶级的意识不能完全自发地从生产环境和阶级斗争中产生，它需
要杰出精英从外部系统把革命意识灌输给群众，形成为群众意识。
他这样说：“自发性的要素对革命斗争是不够的，它永远不能导致工人阶级超越现有资产阶级民主的
界限。
需要的是‘自觉’的要素，换句话说，‘意识形态’的要素，懂得斗争的条件，工人生活中的社会关
系，那些关系起作用的主要倾向、社会中由于不能解决对抗存在而经历的历史发展过程等。
”但葛兰西也不是完全否认自发性，他与马克思有某种程度上的默契，因为他同时也认为，革命意识
不仅是从外部灌输给工人阶级的，它也是无产阶级经验所固有的，“它大部分是从群众本身的自发冲
动、见识和能力，从内部提炼加工而成的”。
群众本身所拥有的一些意识，是一些“常识”，即对社会日常生活的未加批判的世界观，这种常识不
是完全被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所同化的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是一种既包含真理成分，又大多数以未加
批判的论据为基础的从属阶级的世界观。
葛兰西认为，常识也是历史的产物和历史过程的组成部分，它需要知识分子在同普通人的接触当中利
用“文化领导权”或“实践哲学”以系统的、融贯的和批判的方式进行改造，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和
文化精英既要承认自发“常识”的片面合理性，又要在此基础上加以引导和批判。
葛兰西正是用下面这段话表明了这层意思：“创造一种新文化，不只是意味着人们自己个人的‘独创
’发现，它也——而且最特别地——意味着以一种批判的方式去散播已经发现的真理，可以说是这些
真理的‘社会化’，甚至使它们成为重大的活动的基础，一个协调的和智力与道德制度的因素。
因为引导人民大众进行融贯的思维，和以同样融贯的方式去思考现实的当今世界，这比某一位哲学天
才发现还是智识分子集团的财富的真理，要远为重要和‘独创’得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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