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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葛兰西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就范畴界定而言，葛兰西

一方面继承了马克思将市民社会看作独立于政治国家的世俗生活世界的经典

定义，另一方面又赋予市民社会以三重新的涵义，即与国家或政治社会对应的

“公民社会”、相对公共机构而存在的“私人性”社会组织和社会机构，以及作为

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的国家相比较而存在的“被调和了的社会”。基

于这一独特的范畴界定，葛兰西提出了自己关于市民社会的思想：市民社会对

于国家发展起着重要的意识形态防护功能；知识分子和学校教育是维护意识形

态的重要“中介”；无产阶级政党是维护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主体。葛兰西的市

民社会理论对于当前我国的意识形态建设有着重要启示：作为执政党，中国共

产党应加强意识形态领导权，把握市民社会意识形态的传导职能，提高辅助中

介的意识形态引领和防卫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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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和市场经济的发

展，市民社会成为独立于政治国家之外的私人

领域和经济领域。市民社会在马克思那里是一

个有着多重内涵的范畴，它既指私人领域、非政

治性社会组织和资本主义社会，也指物质交往

关系总和、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葛兰西继承

了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并进行了一定的发

展。在他看来，市民社会作为私人自治领域，不

仅包含显性的物质关系，还包含隐性的政治关

系、文化关系和意识形态关系。葛兰西市民社

会理论蕴含有丰富的社会治理思想，对我国当

下的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与马克思

市民社会理论的学理关联

　　市民社会是葛兰西理论体系的核心范畴之

一。近年来，学界基于不同的文化背景、阶级立

场和价值取向，对葛兰西和马克思二者的市民社

会理论给予了较多的关注。那么，葛兰西市民社

会理论与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是什么关系呢？

对此，不能简单地从字面或猜想来理解，而应从

它们之间的学理关系和实践指向来进行考察。

１．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范式考辨

关于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与马克思的市民

社会理论的关系，学界大致存在着四种完全不

同的解读。一是“颠覆论”。以博比奥为代表

的“颠覆论”者认为，马克思的市民社会主要指

经济基础或生产关系，葛兰西的市民社会则主

要指文化霸权和意识形态等观念上层建筑，其

实质是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的回归。二是“发展

论”。以Ｇ．亨特为代表的“发展论”者认为，葛

兰西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之一，其理

论核心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他不可能否定马克

思唯物史观的基本内涵，也不可能背叛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其市民社会理论不过是针对当

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点，而对马克思市民

社会理论所做的填补与引申，其实质是对马克

思市民社会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三是“综合

说”。１９９０年代以来，学界开始重视对马克思、

葛兰西、哈贝马斯、阿尔都塞等关于市民社会的

理论阐述，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葛兰西的市民

社会理论不仅来源于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而

且还来源于黑格尔国家学说、列宁政党学说、克

罗齐教会理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等［１］，可

谓兼蓄各家之长。四是“两不相干论”。持此

观点的学者认为，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与黑

格尔和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的含义完全不

同，甚至不应当将其所说的“社会”理解为市民

社会，应将其还原为公民社会［２］。由此可见，对

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与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两

者关系的解读，是学界对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

研究的基本内容。虽然这种研究过多地拘泥于

学理推论，但毕竟为我们全面考察葛兰西的市

民社会理论提供了重要参考。

２．葛兰西对市民社会基本范畴的界定

由于狱中环境的恶劣和严苛，葛兰西在写

作时多用隐语，并尽量沿用以往理论家们的旧

词以表达著作意旨，因此《狱中札记》和《狱中

书简》中的大量理论学说和词语信息实在无法

确凿地为读者所全然理解。“市民社会”这一

术语也是如此。考察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与马

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关系，必须对葛兰西市民

社会的多重含义进行解析。通过对《狱中札

记》三个篇章尤其是第二章第二节“国家与市

民社会”的研判，大致可以析出葛兰西对市民

社会的三重诠释：一是作为与国家或政治社会

对应的“公民社会”。这里的“公民社会”是一

个非政治性集群范畴。“在俄国，国家就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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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市民社会处于原始状态，尚未开化；在西方，

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得当，国家一旦动摇，稳定

的市民社会结构立即就会显露。”［３］１９４在这个层

面，葛兰西认为，市民社会不仅相对于国家而存

在，而且具有比国家更为稳定的结构。市民社

会领域的权力与国家统治领域的权力成反比关

系：国家统治领域的权力越大，则市民社会领域

的权力就越小；国家因衰败而减弱或放弃权力，

则市民社会领域的权力就随之扩大。二是作为

对应公共机构而存在的“私人性”社会组织和

社会机构。葛兰西认为，这些社会组织和社会

机构主要有两种组成形式：一种是自然形式，另

一种是契约或自愿形式。［３］２２０前者主要是根据

地缘关系或族群关系形成的社区、社群、种族和

民族等，它们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后者主要是

根据社会成员的需要组成的私人共同体，如传

媒、工会、教会、贸易联盟、学校等。［４］５６三是作为

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的国家相比较

而存在的“被调和了的社会”。在葛兰西看来，

这个“被调和了的社会”并不是革命幻想或乌

托邦式的社会学假设，而是未来社会的发展趋

势和方向，“由于越来越多的被调整了的社会

（即伦理社会或市民社会）的因素的出现，国家

强制的一面将逐渐消亡”［４］２６３。葛兰西反对拉

萨尔和资产阶级自由派关于市民社会可以被资

本主义国家内部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调和”

的理论，认为市民社会只是有条件地“被调

和”，只有在阶级对立消除即社会主义国家建

成以后才能实现，“人人真正平等，具有同等的

理性和道德风尚，可以自由自发地接受法律，无

须其他阶级强迫”［５］。

３．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与马克思市民社会

理论的逻辑一致性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有着各种不同的涵

义，如：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生产关系和经济

基础、资产阶级社会、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私人

领域、具体的社会组织等。虽然马克思的市民

社会概念内涵非常丰富，但它绝不是如泰勒所

认为的那样———“马克思援用了黑格尔的概

念，并把它几乎完全地化约为经济领域”［６］。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之一，葛兰西的

市民社会理论与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在本质

上和学理上具有逻辑的一致性。其一，他们都

立足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只不过，

马克思关注的是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当

时财产关系已经摆脱了古典古代的和中世纪的

共同体。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

展起来的”［７］５８２－５８３。在这一时期，市民社会作

为与政治社会对应的实体，尚未完全独立出来，

市民社会的成员更多地直接受制于资产阶级的

残暴统治和残酷剥削。正是这样，马克思对资

产阶级展开了激烈批判，并在学理上力图摆脱

黑格尔抽象精神而从市民社会中汲取力量。

而葛兰西关注的则是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

义时期的社会现实。在帝国主义时代，为了争

夺更多的利益、占有更多的世界市场，帝国主

义国家对外不断发动侵略战争，对内加倍对无

产阶级进行剥削，市民社会的权力因此被国家

权力剥夺殆尽，无产阶级变得更加困苦。其

二，他们研究市民社会的核心意旨都是为了揭

示资产阶级的本质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

“尘世的生活……是市民社会中的生活，在这

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他人看作

工具，把自己降为工具，并成为异己力量的玩

物。”［７］３０在马克思和葛兰西看来，作为市民社

会的成员或特定的阶级，无产阶级是矛盾着的

存在。他们相对于自然是人，但在现实中不是

“人”，而是资产阶级用以剥削的工具和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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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无产阶级必然要破除市民社会的异化、恢

复“人”的地位，从而实现自身和人类的彻底

解放。其三，他们的结论是一致的，即市民社

会必然随着社会主义的胜利和阶级对立的消

灭而逐步消亡。马克思认为，“劳动阶级在发

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抗的

联合体来代替旧的市民社会；从此再不会有原

来意义的政权了。因为政权正是市民社会内

部阶级对抗的正式表现”［７］６６５。葛兰西也认

为，市民社会彻底取代政治社会的过程，正是

国家消亡的过程。由此看来，虽然葛兰西和马

克思对市场社会理论的表述不尽一致，但基本

指向是相同的。

　　二、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的多维

解读

　　虽然葛兰西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

内核，但作为第二国际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

“左”倾思潮代表人物，其诸多理论学说又有别

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和

列宁斯大林开创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市民

社会理论就是葛兰西诸多独特理论中的典型代

表。与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不同的是，葛兰西

发现了市民社会蕴含着除经济交往关系之外的

多元文化和阶级意识。这样，葛兰西就绕开了

黑格尔的伦理视角和马克思的经济视角，而从

文化和意识形态角度切入对市民社会进行解

剖，并由此得出了一个新的结论：无产阶级要通

过革命斗争夺取资产阶级对意识形态的领导

权，确立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从而实现自身的

解放。从本质上讲，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既

包含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普遍

理性共识，也有其自成一体的意识形态学说，是

一个多维度的理论有机体。

１．功能维度：市民社会具有意识形态的防

护职能

葛兰西认为，市民社会生长于国家之中，与

国家所代表的政治社会交互联系、不可分割。

作为私人生活领域的市民社会，不仅包含经济

关系、伦理关系，还涉及宗教、文化、哲学等关

系。当政治关系及其力量在市民社会中发挥作

用时，市民社会就成为统治阶级维护阶级统

治、行使管理霸权的中介。“我们目前可以确

定两个上层建筑‘阶层’：一个可称作‘市民社

会’，即通常称作‘私人的’组织的总和，另一

个是‘政治社会’或‘国家’。这两个阶层一方

面相当于统治集团通过社会行使的‘霸权’职

能，另一方面相当于通过国家和‘司法’政府

所行使的“直接统治”或管辖职能。这些职能

都是有组织的、相互关联的。”［３］２４显然，在葛

兰西看来，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政治统治起

防护作用的上层建筑有两类：一类是显性的，

即国家、政府等统治集团的上层建筑，它以直

接管辖的形式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和资本主义

制度；另一类则是隐性的，即市民社会的上层

建筑，它是国家上层建筑在社会中的具体体

现。在这个层面，葛兰西突破了马克思关于市

民社会在经济上决定政治国家的观点，强调在

意识形态层面市民社会对政治国家的重要保

护作用。对此，葛兰西有过形象的比喻：“市

民社会的上层建筑就像现代战争的堑壕配

系。”［３］１９１而葛兰西之所以从上层建筑层面考

察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管辖职能，其原因主要

有两点：一是基于当时资产阶级文化霸权和对

社会的意识形态加强控制的理论回应；二是对

无产阶级革命趋向的深层思考，他特别关注的

是革命如何发动的问题，而不是革命的根据

问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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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过程维度：知识分子和学校教育是维护

意识形态的“中介”

在葛兰西看来，既然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

（国家）通过上层建筑共同承担了资本主义意

识形态防御体系的职能，那么它们就必须通过

合适的中介来教育引导思想，防范被统治阶级

“危险思想”的传播。他认为，知识分子和学校

教育充当了这一中介作用。

葛兰西认为，知识分子是上层建筑体系中

的“公务员”，他们与统治集团的关系“在不同

程度上受到整个社会结构和上层建筑体系的

‘调解’”［３］７。因此，知识分子并不是从来就有

的，也不是在抽象的民主中产生的，而是在传统

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就资本主义社会而言，知

识分子产生于“储备阶层”即中小城市资产阶

级和拥有土地的中小资产阶级。根据他们的来

源，知识分子可以分为“传统知识分子”（资产

阶级知识分子）和“有机知识分子”（无产阶级

知识分子）、城市型知识分子（官员、公务人员、

管理者等）和乡村型知识分子（教士、律师、公

证人、教师、医生等）。由于他们的出身不同，

履行职责的范围和社会地位也各不相同。但无

论他们是哪一类知识分子都无形中充当了“统

治集团的‘代理人’，所行使的是社会霸权和政

治统治的下级职能”［３］７。葛兰西认为，知识分

子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维护资产阶级的意识

形态统治：一方面是使人民“自发”服从资产阶

级强加给他们的社会生活总方向，另一方面是

对那些不服从资产阶级统治的集团加以“合

法”的强权管辖。因此，无产阶级作为不“首

肯”集团必须培养“首肯”于自己的“有机知识

分子”，用以打破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控制，教

育引导无产阶级，从而形成无产阶级的阶级意

识。葛兰西认为：“一个政党所有的成员都应

该被视为知识分子”［３］１１，无产阶级政党要想在

革命斗争中取得胜利，就必须把整个政党凝练

成“集体知识分子”，自觉担负起征服“传统知

识分子”并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任。同

时，葛兰西还看到了学校教育在维护意识形态

中的作用。在他看来，学校是生产意识形态的

“工厂”和培养知识分子的“工具”，同时也是衡

量国家文化统治实力的标准。“不同国家知识

分子职能的复杂性，客观上可以通过专业学校

的数量和级别来衡量：教育所覆盖的‘领域’越

广泛，学校教育的‘垂直’‘级别’越多，一个国

家的文化界和文明程度便越复杂。”［３］６所以，无

产阶级应当重视学校教育并通过学校培养自己

的知识分子，生产无产阶级革命斗争需要的意

识形态。

３．主体维度：无产阶级政党是维护无产阶

级意识形态的主体

葛兰西认为，无产阶级直接来源于市民社

会的最底层，他们为资产阶级积累资本和社会

财富而自己却日益贫困。无产阶级政党作为最

先进和最坚定的政党，要实现推翻资产阶级统

治、改变自身阶级地位的革命目标，不仅需要具

体的实际的武装斗争、政治斗争，还需要思想斗

争（意识形态斗争）。在葛兰西看来，包括无产

阶级政党在内，任何政党的存在都离不开三个

基本条件：一是要有具有高度的纪律性并对政

党绝对忠诚的群众；二是要集中各种力量并形

成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约束力；三是把第一

个条件和第二个条件结合起来，并使它们成为

道德和各种精神力量联系的中间要素。葛兰西

认为这三个条件不仅须同时并存，并要有合理

的比例，第二个条件至关重要，它决定着第一个

条件和第三个条件。“要让这一切发生，必须

形成一个铁的信念，即特意解决关键问题是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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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没有这样的信念，第二要素就无法形

成。”［３］１１６葛兰西这里提及的“铁的信念”实质上

就是维系政党的意识形态。他认为一个政党是

依据阶级利益而产生并为维护阶级利益而战斗

的，“一个党的历史只能是一个特定社会集团的

历史。但是这个社会集团并非与世隔绝，它有自

己的朋友、亲近的集团、对手和敌人”［３］１１４。因

此，政党必须牢牢把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用以团

结朋友和与之亲近的集团，达到瓦解对手和敌

人的目标。无产阶级政党在相对弱势的情况下

尤其要重视意识形态领导权，这是发动革命不

可或缺的思想准备和政治准备。这是一个长期

的准备过程，但同时也是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

事情。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团结广大群众即市民

社会中的非政治力量，要引导他们参加政治组

织并接受政治教育。没有这些意识形态教育和

武装的过程，“集中和突发的形式就不可能存

在”［３］８１。总之，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阶级

统治，无产阶级为了实现自身的解放，必然对市

民社会进行激烈的争取，能否有效地控制市民

社会并为本阶级利益服务，关键就取决于谁在

意识形态控制上占有绝对主动权。

　　三、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对我国意

识形态建设的启示

　　葛兰西研究市民社会旨在说明上层建筑在

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极端重要作用，以及意识形

态领导权在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和政治革命中的

核心作用。虽然葛兰西忽视了市民社会作为经

济基础的地位，对经济基础也缺乏合理的解析，

但他毕竟从一个新的视角诠释了马克思主义，

为指导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

的建设作出了理论贡献。当前，我国正处在发

展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国内各种淡化乃至否

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潮不断涌起；国际

上，以文明冲突、文化渗透、文化霸权为标志的

潜在斗争不断激发。国内外问题的交织、并行，

严重影响了我国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葛

兰西关于市民社会与意识形态关系的理论，可

以为我国意识形态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１．加强意识形态领导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

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

工作。”［９］１５３这段论述表明了党的基本职能有两

项，即经济建设和思想建设。中国共产党作为

无产阶级执政党，必须在加强经济建设的同时，

更加注重社会的思想建设，把提高人民的思想

文化素质和政治觉悟与保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领导权统一起来。当前，中国社会发展虽已与

马克思、葛兰西当年所认识到的“东方世界”有

较大区别，但东西方世界的斗争与抗衡尤其是

文化斗争和意识形态抗衡没有减弱，西强东弱

的局面没有改变，西方国家的文化渗透和价值

输送依然存在。因此，加强而非削弱党对意识

形态的领导权具有天然的和历史的合理性。在

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加强意识形态领

导权应从两个层面着手：一方面，对内应巩固马

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

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９］１５３。第

一个“巩固”强调的是一元主导，是指上升到国

家意志的指导思想只能是马克思主义，它是人

民和历史的选择，是被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

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理

论；第二个“巩固”更为具体，它是各个不同历

史时期多元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等有益思想的

集合。这两个“巩固”为新时期凝聚思想共识

提供了根本指向，为澄清模糊认识、划清是非界

限提供了有力武器。另一方面，对外应提升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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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文化软实力，增强并扩大国际话语权。历史

经验和深刻教训表明，文化软实力关系政党存

亡、民族兴衰和国家成败。东欧剧变、苏联解体

等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事变虽然原因众

多，但其中一个突出的原因就是不重视文化软

实力建设以致无法抵御西方文化侵袭而自乱阵

脚。当前文化软实力建设尤应处理好“走出

去”与“引进来”的关系、“传播中国故事”与“聆

听世界声音”的关系。我们既要与世界文化融

为一体，又要彰显中国文化优势、抵御西方文化

中的消极东西，在提高国际话语权的同时赢得

世界认同。

２．把握市民社会意识形态的传导职能

按照葛兰西的看法，社会主义市民社会是

一个“被调和了的社会”，在这个社会形态中，

“统治”和“强迫”的政治专制性因素将被“理性

共识”和“价值认同”所取代。当前，我国尚处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社会

建设，必须凝聚共识，引导人民对社会主义道

路、理论体系、政治制度、文化价值和道德伦理

等高度认同。一方面，我们要充分肯定市民社

会的地位和作用。市民社会是私人领域和私人

组织的总和，它介于国家与家庭、个体中间，承

担着国家意识形态向个体疏导的中介职能。另

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市民社会自身发展过程中

存在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种社会组

织和民间团体迅猛发展，尤其是各类社会学术

团体的知识生产、文化传播和价值引导作用得

到了充分发挥。然而，整个市民社会的发展在

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无序化、非规范化的发展动

向。针对这种情况，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应

在培育市民社会健康发展的同时，把握其意识

形态的传导职能。当前，应重视以下四个层面

的问题：一是重视市民社会的法治化建设，以规

范各类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体有序参与政治；二

是重视虚拟市民社会的法治化建设，以规范网

络运行和文化传导；三是重视政府与市民社会

的良性互动，既不能行政强迫，也不可放任自

流，应在政府社会管理与市民社会自我规范之

间寻求适度平衡；四是适度增加市民社会的话

语权，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给予市民

社会以适度的权利，以凝聚更加广泛的社会

力量。

３．提高辅助中介意识形态的引领和防卫

作用

意识形态建设关涉整个思想领域的动向，

它是统治阶级通过教育组织、宣传媒体和“意

见领袖”等辅助中介凝聚并建构社会共识的过

程。因此，当前我国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应高度

重视并增强辅助中介的引领和防卫作用。首

先，必须加强学校尤其是高等学校的意识形态

教育和管理。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学，其办学性

质和办学目标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

者和可靠接班人，因此，应旗帜鲜明地开展马克

思主义教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和国史党

史教育，增加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

论认同、道路认同、制度认同和文化认同。同

时，应加强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引导和管理，防范

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等错误思潮在高

校传播。应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优秀传

统文化教育以增进价值认同。其次，应规范各

类媒介等舆论阵地和精神生产组织的管理。这

里存在着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方面，报刊、广播、

电台、网络等舆论宣传媒介应坚持党性与人民

性的统一，自觉维护党的权威和人民的利益；另

一方面，文化创作单位、文化生产企业等精神生

产组织应坚持有益生产与有效生产的统一，既

要追求经济效益更应注重社会效益。第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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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发挥知识分子的“意见领袖”作用。知识分

子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过程中具有“关键

少数”的作用。如前所述，葛兰西正是在考察

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传播中的“公

务员”功用之后，引发了无产阶级必须培育为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的“有机知识分子”的

理论思考。这一思想对于我国当前意识形态建

设有着较大启发。当前，我们应高度重视知识

分子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的引领作用，

并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要重视知识分子思

想教育和自我教育，使其获得辩证唯物论、反对

唯心论，从而组成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１０］；另

一方面要重视知识分子的引领作用，支持他们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解决

社会问题，发挥引领整合社会思潮、弘扬和传播

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良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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