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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葛兰西对市民社会概念的拓展，使人们对西方社会革命有了新的认识。市民社会理论对于社会治理有重

要意义。这一理论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之前的哲学家关于市民社会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也对批判

理论、文化研究、后结构主义、后殖民理论以及社会运动分析等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回望其理论内涵

对反思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权力关系及市民社会阶级结构的新变化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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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amsci’s expansion of the concept of civil society has led to a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Western 
social revolution. The theory of civil society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social governance. This 
theory is both an inheritance and a development of Marxist theory and the philosophers’ theories 
on civil society before it, and it has also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fields of critical theory, cul-
tural studies, post-structuralism, post-colonial theory, and social movement analysis. Looking 
back at its theoretical connotations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for reflecting on the new 
changes in the power relations of the modern capitalist state and the class structure of civil soci-
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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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概念是他政治理论中的一个核心要素，特别是在他的著作《狱中札记》(Quaderni 
del Carcere)中得到了深入的探讨。葛兰西对市民社会的理解与传统的自由主义理论有所不同，他将其视

为政治斗争的重要场域，尤其是意识形态和文化层面的斗争。他认为市民社会是由一系列非政府的、自

治的社会组织构成的，包括工会、商会、宗教团体、学校、出版社、剧院、博物馆、科学机构等。这些

组织构成了社会生活的文化和社会层面，它们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塑造公众意见、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

的角色。葛兰西身处资本主义蓬勃发展与市民社会公共领域遭到日益侵犯的历史背景之下，他从文化维

度对市民社会概念及其与国家共同体的关系进行重塑，这也是葛兰西“区别于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独特

创见”[1]。 

2. “市民社会”思想的理论溯源 

2.1. 前马克思时代的概念演变 

市民社会的概念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演变过程，其内涵和外延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文化背景下有着显

著的差异。在古希腊和罗马时期，市民社会一词通常与城邦(Polis)或共和国(Res Publica)联系在一起，指

的是有政治参与权的公民群体及其所构成的社会。在这个意义上，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几乎是同义的。

这种前现代的市民社会概念的萌芽可以追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共同体概念。但它在近代以前经历了一些

转变，可分为三个不同时期，其典型特点是存在三种不同的二分法[2]。第一种是古典的亚里士多德和西

塞罗范式，市民社会被视为与“家庭社会”或家庭相对；第二种市民社会的概念与自然状态相对，这是

霍布斯的观点；第三种则是苏格兰启蒙哲学家所强调的市民社会与原始社会之间的对立。 
在黑格尔的哲学中，市民社会是一个介于家庭和国家之间的社会领域，它既不同于以亲情为基础的

家庭，也不同于以公共利益为目标的国家。他认为市民社会首先是一个经济活动的领域，它基于私有财

产和市场交换。在这个领域中，个人追求自身的物质利益，通过劳动和交换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这里的

市民社会是在“追逐一己私利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套相互依赖的关系[3]。这种市民社会中存在着广泛的

分工，个人根据自己的能力和兴趣选择不同的职业和工作。这种分工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同时也要求

个人之间相互依赖和合作。由于个人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财富的不同，市民社会中形成了不同的社会

等级和阶层。这些等级反映了个人在市场经济中的位置和作用。 

2.2. 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重构 

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的某些观点，但他对这一概念进行了根本性的重构，将其与资本

主义经济基础紧密联系起来。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首先是经济关系的总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具

体表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道，“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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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就是市民社会。”[4]区别于黑格尔的论述，马克思将市民社会的概念规范于经济范畴，放置于“经

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的场域中，颠覆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必须以国家为前提”[5]的命题，也揭示

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彼此分裂所带来的政治解放的限度。马克思认为，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是一种对

立统一的关系。一方面，国家与市民社会是相互依赖的，因为国家的存在依赖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稳

定，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又依赖于国家的支持。另一方面，国家与市民社会又是对立的，因为国家代表

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市民社会则体现了劳动人民的生存和发展需求。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是阶级

斗争的舞台。资本主义社会由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组成，他们在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分配问

题上存在根本冲突，而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马克思的历史观在于把“不同阶段的市民

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

程。”[6] 

2.3. 葛兰西在实践中的概念发展 

葛兰西在都灵的经历，特别是亲眼目睹了意大利北部的工业化和随之而来的工人阶级的兴起，是他

构建“市民社会”理论的直接动力来源。1919 年，在葛兰西的协助下，都灵创办了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周

刊——《新秩序报》。该报为当时正在迅速发展的工厂委员会运动进行鼓吹，以便把俄国革命的经验教

训移植到意大利具体环境中来。在参与工人运动中他逐渐形成了自己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解。随后在

1921 年 1 月 21 日作为意大利革命运动创始人之一，葛兰西在党内担任重要职务。在这一时期，他开始

思考如何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争取工人阶级的领导权，以及如何通过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手段在市民社会层

面来实现这一点。1922 年墨索里尼领导的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夺取政权，这一事件对葛兰西的思想产生

了巨大冲击。他意识到传统的经济决定论和简单的阶级斗争理论无法解释法西斯主义的成功，因此开始

探索新的理论框架，以理解统治阶级如何通过非经济手段维持权力。1926 年葛兰西因反对法西斯政权而

被捕入狱，他在监狱中度过了近十年的时间。在这段艰难的岁月里，他系统地思考和写作，形成了包括

文化领导权在内的许多重要理论。在狱中他写下了著名的《狱中札记》(Quaderni Del Carcere)，基于市民

社会的结构特征，他为西方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设计了独特的西方革命战略，并表述了著名的实践哲学

构想，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乃至整个 20 世纪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3. “市民社会”思想的内涵探析 

3.1. 文化维度 

市民社会是文化话语权争夺的场域维度。葛兰西认为国家总是属于一定社会集团即阶级的，是一定

社会集团的统治工具。他指出：“国家的一般概念中有应该属于市民社会的某些成分(在此意义上可以说：

国家 = 政治社会 + 市民社会。换句话说：国家是配备有强制装甲的领导权)。”[7] 

葛兰西把市民社会纳入国家的上层建筑范畴，成为适应现代政治技术变化的新型斗争堡垒，而它作

为经济交往城的功能则被淡化。市民社会作为文化、意识形态交往场域的功能得到了空前的扩大，成为

执政集团通过教会、工会、学校等私人组织、非政府组织间接行使威权的活动场域。在葛兰西看来，市

民社会“也就是国家，而且是事实上的国家本身”[8]，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相辅相成，分别代表国家的

文化精神力量与强制力量。在葛兰西的革命实践里，《新秩序》等进步媒体就是他在意大利市民社会中

构建文化话语权，而“道德生活俱乐部”就是他力主搭建的意大利市民社会之文化场域。 
葛兰西的理论强调了文化在革命斗争中的中心地位，挑战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他认为，

为了实现社会变革，工人阶级和其他被压迫群体必须在市民社会中建立起自己的文化霸权，通过改变人

们的思想和信念来赢得政治上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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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阵地战 

阵地战是在市民社会中的话语权争夺策略。在分析东西方社会结构差异的基础上，葛兰西指出西方

革命首先要通过阵地战的方法先掌握了文化与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而非用暴力革命的方式获得政权。他

意识到东西方之间的区别在于“对于东方国家而言，国家是至高无上的，并没有市民社会这个概念。而

对于西方国家而言，市民社会已经逐渐成型。即使国家出现问题，市民社会也会涌现，二者是相互作用

的关系。”[8]在葛兰西看来，适应西方革命的道路的两种策略就是“阵地战”和“运动战”。“阵地战”

是指从市民社会的角度，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不断实施“分子式入侵”，从外部逐渐瓦解市

民社会结构，最后使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发生坍塌，随后争夺和确立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这一策略。相反，

“运动战”则是指直接对国家政权实施正面的武力进攻，暴力夺取国家领导权的策略[9]。“阵地战”的

实施是在逐渐瓦解、解构已有文化的同时围绕无产阶级核心构建一个新文化的过程，“阵地战”是获取

文化领导权的先决条件。 

3.3. 实践哲学构想 

葛兰西赋予马克思主义以实践哲学的称谓，并将之定性为一种绝对的历史主义，目的是为了强调马

克思主义的总体–辩证法原则，也即社会–历史主体性原则。在这一点上，可以认为，除了称谓上的变

化，几乎和其他两位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成期的创始人卢卡奇和柯尔施没有什么大的区别。然而，与前面

二位稍显明显的学院化气息不同，葛兰西特别重视大众文化研究，他所说的“实践”，很多的时候被认

为是一种“意志”活动，而且这种意志活动又被落实在“上层建筑”(特别是他在其中安放的“市民社会”)
领域，也即，这是一种文化活动，而且，是一种必须包含了大众常识和世界观改造在内的文化斗争的辩

证法。在他看来，这就是改变现实的政治活动的要旨。他用自己的“市民社会”概念和“文化领导权”

理论来说明这一问题。葛兰西认为，实践是认识和理解世界的基础。知识不是脱离现实世界的抽象思考，

而是通过人们在实际生活中的活动和斗争中产生的。这意味着理论必须与实践相结合，才能产生有效的

知识和指导行动的思想。“实践哲学承继了内在性哲学，但清除了它的所有形而上学装置，并且把它带

到了具体的历史领域之中[8]。尽管他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但他并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

理。他认为，社会的发展是由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物质条件决定的。但是，他也指出，这些物质条件是

通过人类的具体活动和斗争得以体现和改变的。 

4. “市民社会”思想的理论价值 

4.1.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拓展 

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重要的拓展，特别是在意识形态、文化斗争和国家理论

方面。第一，扩展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葛兰西超越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强调了意

识形态和文化在社会结构中的独立作用。他认为，统治阶级不仅通过经济控制来维持其地位，还通过建

立文化领导权来塑造公共意识，使自己的统治显得自然和合法。其“文化霸权”概念揭示了统治阶级如

何通过教育、媒体、宗教和其他文化机构来推广其价值观和信念体系，从而在市民社会中建立起主导的

意识形态。这种观点强调了文化斗争的重要性，认为它是社会变革的关键战场之一。第二，重新阐释了

国家与市民的关系。葛兰西对国家的理解比传统马克思主义更为复杂。他将国家分为政治社会(强制性国

家机器，如政府、军队和警察等)和市民社会(非强制性机构，如学校、工会)。他认为，国家不仅是强制

性权力的体现，还是文化话语权的实施场所。葛兰西的这种国家观为分析现代民主国家的功能提供了更

为细致的框架，表明国家不仅通过法律和武力来维持秩序，还通过市民社会中的各种机构来塑造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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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的社会秩序和价值体系。第三，丰富了革命实践途径。葛兰西提出了“阵地战”(War of Position)和
“运动战”(War of Manoeuvre)的概念，这是他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策略的重要创新。阵地战是指在市民社

会中进行长期的、渐进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斗争，而运动战则是指快速的、直接的政治行动。葛兰西认为，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国家机器的强大和市民社会的复杂性，阵地战可能比运动战更为有效。这种

观点挑战了列宁主义的快速革命模式，强调了在现代社会中进行长期文化斗争的必要性。 

4.2. 为其他市民社会理论家提供了素材 

葛兰西的理论对后世的许多理论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批判理论、文化研究、后结构主

义、后殖民理论以及社会运动分析等领域。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家尤其是于哈贝马斯对现代资本主

义社会中意识形态的操纵和文化的商品化进行了深入分析，借鉴了葛兰西对文化斗争和市民社会的关注。

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概念存在前后两个时期的变更，前期以“公共领域”空间的划界为核心，将物质生

产和文化交往意义上的市民社会称为“私人自律领域”。这个领域一部分是以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以资

本支配生产为特征的经济领域，另一部分“沿着葛兰西所开创的市民社会考察路向”[10]此外，葛兰西的

文化领导权概念为后殖民理论家提供了一个分析工具，用以探讨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文化权力关系。

后殖民理论家如弗朗茨·法农和爱德华·萨义德借鉴了葛兰西的观点，分析了殖民者如何通过教育、语

言、宗教和法律等手段建立起文化霸权，以及被殖民者如何在这种文化压制下寻求自我表达和解放。葛

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概念在后殖民理论中尤为重要。后殖民理论家认为，本土知识分子在殖民和后殖民

社会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他们既是文化传承者，也是抵抗运动的领导者。例如，法农强调了非洲知识分

子在民族解放斗争中的作用，而萨义德则讨论了东方主义背景下中东知识分子的位置和责任。 

4.3. 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的局限性 

葛兰西在其历史背景条件下提出的市民社会理论，在社会理论和政治分析中具有重要地位，也对其

他诸多哲学思想起到启发作用。但是以当代视域回看其理论本身，仍可以发现其存在的部分局限性。 
首先，过于简化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区分。葛兰西将市民社会视为与政治社会相对立的概念，但

在现实中，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和交织。市民社会中的某些组织和机构可能直接或

间接地受到政府的资助和影响，而政治决策也可能深受市民社会中利益团体的影响。因此，这种二元划

分可能在实际应用中过于简化了社会权力的运作机制。随着全球化趋势与科学技术发展，这一弊端将更

加显现无疑。因此，他的理论可能没有充分考虑到全球化进程，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和网络社会对地方

文化和政治对市民社会和国家主权的冲击。其次，实践哲学的理想化倾向。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强调理论

与实践的结合，但在现实中，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可能更加复杂。有时理论可能无法完全转化为有效

的实践，或者实践可能产生与理论预期不符的结果。此外，葛兰西的理论可能对知识分子的作用过于乐

观，忽视了他们在实际斗争中可能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下来看，葛兰西的市民社

会理论仍缺乏暴力革命实践的有效参与，文化层面的胜利能否带来革命的胜利仍是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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