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Philosophy 哲学进展, 2023, 12(4), 751-757 
Published Online April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cpp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3.124131   

文章引用: 刘梦. 浅析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及其当代价值[J]. 哲学进展, 2023, 12(4): 751-757.  
DOI: 10.12677/acpp.2023.124131 

 
 

浅析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刘  梦 

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收稿日期：2023年3月24日；录用日期：2023年4月14日；发布日期：2023年4月26日     

 
 

 
摘  要 

葛兰西通过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反思和分析国内面临的政治、经济、社会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并总结了自

身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文化霸权理论，为无产阶级争取革命斗争的胜利提供了另外一种思路，同时也

对国家政权的巩固与发展提供了启示作用。在新时代的语境下，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对当代我国意识

形态领域的建设依旧有独特的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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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reflection on the October Revolution in Russia and analysis of a series of practical issues 
facing China, such as politics, economy, and society, Gramsci summarized his own experience and 
lessons, and proposed a theory of cultural hegemony, providing another way of thinking for the 
proletariat to win the revolutionary struggle, while also providing inspiration for the consolida-
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power.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 Gramsci’s theory of cultural 
hegemony still has unique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a’s ideologi-
cal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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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带领意大利共产党发展的核心人物，葛兰西一生都致力于探索一条适合意大利的革命道路。他

将马克思、列宁等诸多思想家的理论与国内社会结合，提出了文化霸权思想。虽然意大利社会革命道路

并未按照葛兰西式的方向发展，也没有取得预想的成功，但葛兰西对于无产阶级政党、市民社会、知识

分子的论述却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思想宝库。从葛兰西对文化霸权思想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化霸权

必须要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的手中，通过扩大宣传途径、转变宣传方式等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获得群众的

赞同与支持。在新时代研究葛兰西文化霸权思想有着独特的价值，我们不能生搬硬套地挪用其思想，应

当与我国当前国情相联系，从实际出发，才能探索出有效构建途径，切实达到维护国家权力的目的。 

2. 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的产生与来源 

2.1. 拉布里奥拉的实践哲学 

葛兰西指出，拉布里奥拉的实践哲学思想对于意大利共产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的主

体也包括葛兰西本人，拉布里奥拉的实践哲学对于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的影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

出来。首先，葛兰西吸收借鉴了拉布里奥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论述，拉布里奥拉并不反对

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述，但是拉布里奥拉认为这种决定并不是机械的、僵化

的，而是一种能动的决定，即上层建筑也是有其自身发展趋势的，不是和经济基础亦步亦趋的。葛兰西

吸收了拉布里奥拉的观点，在其基础上进行了创新。葛兰西在其基础上提出了上层建筑具有相对独立性，

并且认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还有巨大的能动的反作用。其次，拉布里奥拉特别强调人的创造性的作用，

也被葛兰西所吸收借鉴。拉布里奥拉对人的肯定，认为人具有创造性的论述，得到了葛兰西的极力推崇。

在葛兰西生活的年代，庸俗唯物主义和经济决定论依就盛行，这使得实践哲学丢失了一大部分知识分子

的支持。此外，当时的民众还处于愚昧阶段，还无法理解人类思想的伟大，对思想的作用也是没有清楚

的认识的。所以葛兰西基于这种社会的现实情况借鉴了拉布里奥拉对于人创造性的肯定，认为要把人看

作是一个能动的主体，每一个人都在以他为中心的复杂关系中改变自己。 

2.2.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 

马克思在探讨国家的性质和职能时提出了一些零碎的和非系统的思想，这些成为葛兰西文化霸权概

念的思想渊源。最集中的体现了马克思的文化思想的一部著作是《德意志意识形态》。按照阿尔都塞的

说法，这部著作标志着马克思的“认识论断裂”。马克思写道：“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

治地位的思想”，也就是说所有观念的生产都被那些控制着基本生产资料的人们掌握着，统治阶级在思

想和文化上领导和支配着被统治阶级。这段阐述已经暗含着葛兰西意义上文化霸权概念。马克思接下来

指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争斗除了物质方面的争斗外，还有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这说明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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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恩格斯已经在一定意义上认识到思想文化的作用，而后又认为统治阶级的文化需要得到民众普遍的

认同和同意，这样的文化才能对巩固统治阶级的统治发挥着一定的作用。这些论述实质上已经预示了反

霸权的斗争。当葛兰西在监狱中构建他自己的理论体系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导一定经常浮现在他心

中。 

2.3. 列宁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 

葛兰西承认他的文化霸权理论直接受惠于列宁—葛兰西称之为“实践哲学的当代理论家”，在葛兰

西看来，列宁正式提出了领导权原则并把它变成了现实。列宁在其著名的小册子《怎么办？》一文的立

论对葛兰西起到了重大影响，并且这篇文章对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起到了最直接的影响。列宁在这篇

文章中着力批判了“经济主义”和“工联主义”的自发性的错误(这也是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的主题

之一)，论述了对工人加强思想文化教育是必要的[1]。在列宁看来，只有工人具备了一定的政治觉悟，才

能确保我们革命的胜利，因此我们不能以经济斗争为限，我们应该通过对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教育，从而

有计划的培养工人的政治意识。政治意识不是通过生活经验就能自发产生的，所以有机知识分子作为无

产阶级思想的传播者，这个时候就要发挥其作用了，他们要在工人阶级中大肆的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

的意识形态理论，使工人阶级充分了解到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和任务是为工人阶级争取权利的，从而促使

工人阶级意识形态的觉醒，事实上这就是要争夺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的领导权，为进一步开展无产阶级

革命开辟道路。因此列宁在《怎么办?》中的论述进一步阐述了理论和阶级意识的重要性，已经具备葛兰

西所说的文化霸权的含义，虽然他在这篇文章中没有直接使用文化霸权这个概念。 

3. 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的主要内容 

3.1. 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的基础——市民社会 

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思想与马克思对市民社会论述相比有了显著的区别。葛兰西将市民社会看作是上

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市民社会成为无产阶级政党获得革命成功的前提。由此葛兰西对革命方向的描

述也发生了转变。在西方历史中，市民社会发展与国家发展息息相关，当国家形态发生变化市民社会也

会随之调整。葛兰西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范围内讨论市民社会的内涵，他并没有纠结于到底是国家

决定市民社会还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问题，而是跳出传统的经济决定论研究二者关系。 
葛兰西在对比东西方社会结构时发现二者之间存在诸多不同，结合意大利革命现实分析的基础上，

提出了“完整的国家”概念和不同以往的市民社会理论。在葛兰西看来，逐渐完善的市民社会和传统的

政治社会组成了完整国家，正如《狱中札记》中提及的，对市民社会的认识是认识国家的基础。[2]区别

于过往思想家对市民社会性质的认识，葛兰西从经济角度和政治角度讨论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关系区别，

认为上层建筑层面包含了市民社会。统治阶级的权力行使是通过对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两个部分实现阶

级统治，一方面相当于通过国家和职能部门直接行使其统治或管辖职能，另一方面相当于统治阶级通过

社会实现其领导权职能。其中，政治社会体现了政治权力的强制性，对人民实施强硬的统治手段，通过

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国家机关承担维护阶级统治的职责；而市民社会则更多的承担了“同意”的

作用，成为发挥非官方组织功能非暴力的精神渲染力量。市民社会要充分发挥包括工会、学校、报社等

组织的作用，通过传播意识形态、外部刺激、宣传等方式对人民进行教育，取得民众支持。并且葛兰西

认为随着社会要素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不难想象国家的强制功能会逐渐丧失，从这一角度来看，市民

社会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性远超暴力机器。 
葛兰西认为个人行为方式不可避免的受到具体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也必然会依赖于一定的时代和

社会关系，也就是说，个人在社会处于自发状态时是不可能真正达到自觉自由的，寄希望于个性自由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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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方式是经不起检验的。他在实践中发现资产阶级革命成功的重点在于实现了对市民社会的控制。这

种控制更多的是思想上的控制，获得市民社会对资产阶级价值观的认可，同化资产阶级思想，而后才夺

取政权。由此，葛兰西意识到无产阶级要斗争的首要任务并非是夺取政权，而是取代资产阶级的意识形

态控制权，替换市民社会原来的思想，才能牢牢握住革命主动权。 

3.2. 葛兰西文化霸权的取得方式——阵地战 

葛兰西提出的“阵地战”概念是在总结其他国家革命失败基础上。原本属于军事领域的“运动战”、

“阵地战”被葛兰西引入到政治学范围内。他认为政治策略与军事策略之间存在某种必然的联系，对于

这一点，葛兰西在对比东西方的革命道路方面做出了探讨。 
“运动战”和“阵地战”两个术语都是有关军事学的用法。在军事上“运动战”常被认为是采用直

接、正面的战术，以武装暴力战斗制服敌人，讲求速战速决；“阵地战”通常采取以守为攻，守住自己

所在阵地再逐渐扩大势力范围的迂回战略模式，达到夺取敌人阵地的目的，讲求的是长期作战。在葛兰

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语境下，“运动战”和“阵地战”都具有了政治上的含意。通俗来说，“运动战”

就是类似俄国运用暴力斗争手段夺取胜利果实，“阵地战”则是通过对市民社会潜移默化的影响进而掌

握意识形态权力取得胜利。 
在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相继失败后，葛兰西提出各国与俄国国情存在巨大差别，不能简单直接地套用

十月革命“运动战”的模式，西方社会应该转换革命思路，探索“阵地战”的方式。在俄国，社会长期

处于沙皇集权统治下，资产阶级基础不牢固，市民社会力量比较孱弱，政治社会这时大体上与完整国家

相等同，无产阶级要推翻原阶级的统治的目标，可以通过发动暴力革命手段实现。而对于西方资本主义

国家而言，市民社会基础深厚，资产阶级掌握文化权力，即使无产阶级暴力突破了军事防御设施，市民

社会作为军事后备力量存在，及时补位发挥坚固堡垒的作用。因此，区别于东方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道

路理论，西方发达的市民社会决定了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先通过阵地战的策略获取文化领导权之后，才能

通过运动战的暴力手段推翻统治阶级。 
除此之外，葛兰西对于运动战和阵地战二者的关系也做了一番描述。他认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

必须将运动战和阵地战同时囊括在内，二者是一对不可分割的战略，各自都有对方所不具备的独特性。

因此，最终的胜利不能仅依靠一种策略，必须对两者进行有机调整，外显军事策略是“运动战”，“阵

地战”则是隐藏与市民社会的战线，两条战线须共同发力。 

3.3. 葛兰西文化霸权的依靠力量——有机知识分子 

每一个构想完美的革命方案都需要明确的实践主体去实施，按照葛兰西设想的西方社会的革命路线，

在发动谁去宣传无产阶级思想问题上，他将目光锁定在了知识分子身上，知识分子应当也必须承担起此

重任。在传统认知中，学者依据劳动者从事工作的性质将其划分为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但是这种

从劳动性质层面所做的界定在葛兰西看来不符合社会要求，“我们可以说每个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不

是所有的人都能在社会中发挥知识分子的职能”[3]。他从社会关系角度进行考察打破传统划分标准，把

知识分子群体划分为传统知识分民和有机知识分子两大类。 
所谓传统知识分子是指在经济上采用落后生产方式，思想上保守，跟不上于时代发展的知识分子。

传统知识分子经历多次社会变革和结构调整却依旧存在，具有高度稳定性，主要包含学者、教士等人在

内，他们大多曾在学校、教堂等重要部门任职，利用职务便利控制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加强资本主义

思想，维护统治阶级利益。有机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有着显著区别。有机知识分子是先进生产力发

展的结果，与上层建筑相联系，代表的是新兴阶级的利益。有机知识分子大多是传统意义上有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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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他们传播本阶级的思想和文化，提高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力，负有表达所在阶级民众利益诉求的

责任。“成为新知识分子的方式不再取决于侃侃而谈，那只是情感和激情的外在和暂时的动力，要积极

地参与实际生活而不仅仅是做一个雄辩者，而是要作为建设者、组织者和‘坚持不懈的劝说者’”[4]。
可见有机知识分子的“有机”之处就在于积极参与社会生活，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赢得人民群众的

认可。 
葛兰西同样论述了二者之间关系，有机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两大群体之间并不是截然对立、一

成不变的而是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不能形成一种机械的认知。对于统治阶级而言，也存在有机

知识分子；对无产阶级而言，也有部分传统知识分子。葛兰西通过对无产阶级政党、市民社会、阵地战

以及有机知识分子的详细论述，清晰描绘了一条西方社会革命的道路，为其文化霸权思想的构建打下基

础。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以独特思考方式和视角，吸引了一批后世学者，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做出

贡献。 

4. 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的当代价值 

4.1.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葛兰西认为，文化霸权的实施场所是市民社会这一普通大众生活的地方。文化霸权的实现要采取阵

地战的方式，而实行阵地战和让市民社会自觉地认同统治者的统治都离不开对市民的意识形态的构建，

这就要依靠不开学校，报纸，书籍和大众传媒的作用。所以从本质上讲，文化霸权的获得，就是要用新

的思想，新的意识，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教育人民，从而赢得人民的“同意”。这一方法同样适用于马

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为了更好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必须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大众

化。 
要注意把马克思主义与群众日常生活的习俗和常识的融合，这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首先要做到

的一点。只有民族的，才是大众的。只有一种文化意识思想被全民族所认可，所接受，并成为全民族所

共同追求的一种信仰，那么这种文化思想才能称得上是大众。正如中国数千年来所形成的以爱国主义为

中心的民族精神，早已深入中国人民的骨子里，根深蒂固。而我们要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首先应该

让其成为民族的，让马克思主义得到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认可和接受，使其具有鲜明的民族性[5]。所以，

我们应该立足于我国的具体情况，用大众容易接受的喜闻乐见的，符合大众思维方式的通俗的易懂的方

式进行马克思主义论的传播，不断的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4.2. 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把握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 

葛兰西认为要获取文化霸权要采取“阵地战”的方式，而不是“运动战”，这也同样适用与我们国

家如何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这就要求我们主要坚守两个阵地。 
首先是青少年的阵地，要利用社会主义价值观来指导和教育年轻人。年轻人是中国未来的希望。马

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进行宣传的首要对象也是青年学生。而要培养具有坚定理想和信念的青少年，首先

要抓的就是学校这个教育的主阵地，结合青少年价值观念发展的实际，在学校进行专门的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教育，目的是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培养出一批具有坚定理想信念

的新一代。 
其次是要加强党员干部思想道德建设，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品质。党员干部是社会的中流

支柱，是文化思想的传播者和文化建设的组织者。同时，党员干部也是“有机知识分子”的培养者，负

责培养优秀的领导者。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党员的先进性以及表

率的作用。使广大党员成为共产主义者的坚定信徒，树立榜样，只有这样才能引导人民群众自觉践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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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3. 充分发挥党的领导作用，把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 

从党诞生之日起，就证明了新中国的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产生，与党的领导密不可分。从社

会主义建设各方面来看，党的领导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每次重大决策对于我们这样拥有着复杂国

情的大国来说都至关重要。坚持党的领导，首先要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近年来，面对

国内外复杂形势，面对各种风险挑战，我们都能笃定前行，从根本上讲是由于牢牢把握了党的领导这一

条。因为我们党坚定自己的初心与使命。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能够站在人民的立场，真正想人民之所

想，为人民办实事，并在初心与使命中汲取精神动力，这样不仅能够在文化领导权中占据领导地位，巩

固执政地位，更重要的是，能够在新时代为推动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源源不断的精

神动力。 
加强党对文化领导权的建设，既要思想建设引领我们的价值观，又要制度建设来保障实施。必须要

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领导，换言之，科学的理论能够更好指导实践。党的作用能不能完全发挥出

来，就看有没有看家本领，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我们要将思想建设与制度建设相结合，

共同推动党对文化领导权的建设。处理好二者的关系，需要做到以下两点:第一，党要坚持好马克思主义

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运用好马克思主义引领思想。思想建设作为文化领导权的核心内容，必须

使思想文化向着正确的发展方向前进：第二，必须建立健全意识形态工作监督体系，落实好工作责任。

葛兰西认为占领意识形态阵地十分重要，必须要落实好工作责任，促进广大党员干部抓紧抓实文化领导

权，占领思想阵地，自觉担当。对于责任要划分清晰，完善考评制度，进行责任追究，提高管理能力。

制度的建立能够有效保障我们思想建设，我们要增强四个意识，旗帜鲜明讲政治。捍卫意识形态领导权，

并且敢于同错误思潮作斗争。 

5. 小结与思考 

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战略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它为完成无产阶级社会

主义革命、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启示，在和平时期意识形态领

域建设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理想，是国家安全的前沿阵地，是一个根

本性、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一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否占据主导地位，是否具有一定的号召

力，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稳定与长治久安。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对我们坚守中国主流意识形态阵地，巩

固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但是，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也有一些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首先，葛兰西对于经济基础的认识不

够深入。葛兰西过于看中意识形态而忽视了经济基础的作用，没有看到只有生产力水平有了提升，才能

够促进思想、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的发展。这实际上是一种建立在二元对立社会背景基础上的以政治

权力和政治意识为核心的泛意识形态话语，与马克思主义强调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所偏离。

尤其是，在现代社会从传统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变的过程中，社会结构已经不再是以往的单线式结构而

是发展成了具有复杂关系的网状结构，那么相应的国家功能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其次，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主要从宏观层面对文化领导权重要性进行论述分析，但对于夺取文化

霸权的具体途径，他并未用过多的笔墨进行详细描述，因此从微观层面对文化霸权的研究还有进一步发

展的意义。福柯受到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的影响，在原有基础上开创了新的研究视角也就是微观权力论。

福柯认为，从微观层面看，权力并不总是把控在某一个人手中，也不是为某一个群体所有，而是以一种

无形的关系存在，将个体连接在一起。准确的说，没有人会是绝对权力的拥有者，人们甚至不知道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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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于何处。任何话语背后都隐藏着权力。尤其是在当今全球范围内，受到西方个人主义观念的影响，

民众普遍形成了一种个人权力观念，无时无刻不在强调维护个人权力。个人权力开始与国家权力发生碰

撞，这对于统治阶级来说是种冲击，如果不能合理引导个人权力观念发展，将对国家权力形成桎梏，因

此如何引领广大民众思想，掌握文化霸权就成为当代社会不可逃避的难题。由此可见，我们既要从西方

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理论当中学习借鉴，又要不断地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指导建设社会主

义。只有严守意识形态阵地，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不断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武装群

众，坚定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最终才能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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