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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安东尼奥·葛兰西是20世纪最富独创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其“市民社会”是葛兰西理论的

一个核心概念。而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不同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相对于“野蛮社会”的市民社会理

论，与近代启蒙思想家洛克、卢梭等人的“外在于国家政权的社会民间组织”市民社会有所区别，既不

同于黑格尔的具有伦理意义的市民社会，也不同于马克思具有经济基础意义的市民社会。葛兰西的市民

社会理论是建立在西方的传统文化与历史现实基础上，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他的市民

社会是归入上层建筑范畴的，把国家分为“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两部分，提出“国家 = 政治社

会 + 市民社会”的概念，强调了国家意识形态领域领导权的重要性，是市民社会理论的新发展。葛兰

西的市民社会理论不仅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也对21世纪的当代社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

及加强文化领域的领导权，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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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amsciantonio is one of the most original western Marxist theorists in the 20th century. Its “civ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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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ety” is a core concept of Gramsci’s theory. Gramsci’s civil society theory is different from Aris-
totle’s civil society theory relative to “savage society” in ancient Greece, and is different from the 
civil society of “soci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outside the state power” by modern en-
lightenment thinkers such as Locke and Rousseau,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Hegel’s civil society 
with ethical significance and Marx’s civil society with economic foundation significance. Gramsci’s 
civil society theory is based on western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historical reality, and inherits and 
develops Marx’s civil society theory. His civil society belongs to superstructure, divides the coun-
try into “political society” and “civil society”,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 of “state = political society + 
civil society”, and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leadership in the field of national ideology, which 
is a new development of civil society theory. Gramsci’s theory of civil society not only enriches and 
develops Marxism, but also has profound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in the 21st century, strengthening the lea-
dership in the cultural field and realizing the great Chinese d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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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是葛兰西思想的一个重要的概念。在 20 世纪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并没有

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言一般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而在经济落后的东欧和俄国率先成功了，

这与西方的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因而在革命背景下，葛兰西对西方社会结构进行深刻分析，

在继承西方的政治文化的传统基础上，市民社会理论走向了上层建筑领域范畴，使市民社会意识形态化，

与政治国家相并列的意识形态，前者是经济文化领域层面，后者是国家政治活动领域。他指出市民社会

是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巩固的基础，强化现代国家意识形态领域领导权的重要性。 

2. 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历史渊源 

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与西方的“市民社会”内涵一词的发展转

化有着深刻的联系。西方的市民社会概念是在历史的过程中形成的，有着三种不同的含义：第一种是“市

民社会”相对于“野蛮社会”[1]而言，这里意为“文明社会”；第二种是“市民社会”相对于“封建社

会”来说，是指“城市共同体”的公民社会，等同于得到民权为保障的法制性社会；第三种是“市民社

会”的内涵发展到了在公共领域中非国家的部分，市民社会带有象征性的个体性，而国家是市民社会和

家庭的综合部分。第三种市民社会的概念内涵对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的开创发展有着更大的影响，也

促使他葛兰西赋予了市民社会这个范畴新的独特的内容，为后人研究市民社会理论促进社会文明进步发

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2.1.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市民社会”概念 

西方市民社会的概念萌芽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尤其是指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会或政治共

同体”[1]的概念，是古希腊时期的城邦共同体，市民社会是在道德意义上对城邦公共生活的全部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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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相对于“未开化的野蛮的”的部落聚集性社会而言，它代表了一种文明而法治的社会形态，其含义相

当于“文明社会”，即国家城邦共同体实现从野蛮到文明的跨越，也是社会从懵懂愚昧的状态逐渐过渡

到了文明进步的状态。 

2.2. 近代启蒙思想家的“市民社会”概念 

亚里士多德的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研究在西方思想发展史上影响深远，但是，到了中世纪时期，西

方基督教教会力量逐渐壮大，为了获取教会在国家中的政治地位，就放弃了古希腊时期的“文明社会”

的市民社会范畴来谋取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在基督教日益强大和启蒙思想运动的影响下，以洛

克、孟德斯鸠、卢梭等思想家从“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出发来强调说明民权的合理性，来订立社

会平等契约，以此来捍卫人自由平等发展的权利。通过契约订立组成的国家的权力并不是无限的，是应

该受到市民社会的制约和监督。 

2.3. 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在十八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的发生以及工业革命的经济社会经验，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近代哲学家第一次从经济体系的角度对市民社会理论作了界定，

公共领域的国家与私人领域的社会相分离。黑格尔认为，伦理精神可以分为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三个

发展阶段，市民社会是家庭和国家之间分化出来的领域，由此逐渐形成“家庭–市民社会–国家”[2]的
形式。 

2.4. 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发展 

马克思对于市民社会理论的理解和发展最初来自黑格尔，黑格尔所构建的市民社会理论的致命缺陷

是以唯心主义作为基础，颠倒了国家与家庭、市民社会的关系，从而认为政治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马

克思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进行继承和发展，也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分离，以唯物主义为基础，拜

托唯心主义的错误观点，倒转黑格尔的理论认知，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而不是政治国家

决定市民社会。直接从现实的物质生产出发，而不是从“理性国家”出发，把不同阶段的市民社会所产

生的劳动关系、交往形式作为理解整个历史的前提，同时把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加以阐释[2]。市民

社会是我们人类生活的社会物质领域，是社会存在，政治国家是人类生活的一种形式领域，是社会意识，

所以，在哲学基础上，是社会物质领域决定形式领域，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也就是市民社会决定

政治国家。市民社会和家庭是政治国家存在的基础和支撑，政治国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 

3. 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的创新发展 

安东尼奥·葛兰西(1891~1937)是意大利共产党领袖，是意大利的思想家、革命运动者，意大利共产

主义创始人之一。他批判唯心主义文艺观和克罗齐的“艺术即直觉”的观点，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无产

阶级党性原则，提出创立“民族–人民的文学”的口号，对文学与国家社会生活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葛兰西也可以说是二十世纪重要的社会主义左派市民社会理论家，他的市民社会理论是不同于黑格尔和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葛兰西创造性地提出市民社会理论，不仅指导意大利的革命实践，也对世界各国的

革命实践提供了宝贵的指导意义[3]，对后人研究市民社会理论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3.1. 创新性提出国家概念公式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葛兰西的创造性地将市民社会从经济基础领域抽离出来，划归入上层建筑领

域，也就是代表了与政治国家相并列的一种意识形态领域。他把国家分为了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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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国家 = 政治社会 + 市民社会”[4]著名的葛兰西国家概念公式。政治社会主要是指国家的暴力专政

机关，而市民社会主要指的是民间的社会组织结构，通过学校、教会或是学术团体来传播社会的价值观，

取得市民的认同和获得感。葛兰西摒弃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相对立的传统观念，突破性地将二者融合起

来归纳到国家的范畴下[5]。从社会结构来看，市民社会在国家体系中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市民社会越

是发达，那政治社会所代表的国家强制力就会被削弱，更多依靠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力量来治理

国家。葛兰西的国家概念公式是与传统国家的治理存在区别的，它开创了理论研究的独特视角，还开扩

了人们的研究视野。 

3.2. 市民社会领域的归属性及文化领导权 

葛兰西创新性地赋予了市民社会领域的独特内容。他确定了市民社会的归属问题，不属于经济基础

领域，而是在上层建筑领域的范围中，也是从根本上确定了领导权斗争的主战场即意识形态领域。这个

市民意识形态化，改变了人们对市民社会范畴的理解。回到二十世纪的西欧国家和地区，西方国家的无

产阶级想要推翻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达到人类解放的目的，就必须改变开展意识形态

领域的斗争，注重改变市民头脑中的固有观念，特别注重掌握造就市民意识的文化组织：新闻机构、教

会、学术行会组织等的组织机构的意识形态，以此与资产阶级开展市民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领导权的斗

争。 
葛兰西把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解读通过社会来融入市民社会的范畴中。葛兰西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

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中得出启示：之所以革命失败，是因为西方国家存在一个极为稳固的市民社会，而

这个市民社会中的文化根基和意识形态领域的认知就是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发展的基础，这让本就力量弱

小的工人运动无力撼动市民社会的领导权，也就导致了革命失败。因而，要采取文明领导权革命斗争的

策略，发挥市民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积极作用[6]，取得成功。葛兰西提出的“文化领导权”策略，在市

民社会范围中，实现了将观念体系的意识形态转变成了总体性的、社会实践的、具有物质特征的意识形

态的转变，扩大了意识形态领域的界定范围，也从而扩大了人类解放思想的狭隘界限。他指出，就市民

社会的本质来说，是全部意识形态与文化因素的整合，当市民社会被赋予了文化领导权的理解之后，市

民社会便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方是否取得胜利的核心所在，可见对市民社会中文化领域的领导权

的掌控性是极为重要的。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两个集合融合构成国家的完整大集合，市民社会的隶属于

及其文化领导权的概念策略是葛兰西对市民社会理论的创新发展。 

4. 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的当代启示 

在二十一世纪发展的今天，即使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距离我们一个世纪多之久，但市民社会体现

的内涵和精神仍然值得我们深思。古到今来，市民社会思想始终是现实社会中各种矛盾的聚焦点。深刻

分析市民社会理论，对于我们研究现代市民社会理论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也有助于深入认识现代国家

与社会间的复杂关系，并在新时代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方面重塑国家与社会的良性运作关系

[7]，从而利于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4.1. 实现新时代下政治清明、人民当家做主 

自十八大以后，我国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但是仍将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深究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将市民社会与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结合起来。助力于实现十九届五中

全会提到了“十四五”时期的发展目标，国家治理得到有效提升，社会主义法治更加健全，国家行政体

系更加完善，政府作用更好发挥，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8]。葛兰西认为国家是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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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社会与政治社会构成的，一方面，我国发挥市民社会的监督与督促作用，我国在民主政治建设上，发

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全人民当家做主制度体系，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及激发人民的创造活

力。国家要更好地巩固统治权和领导权，就要发挥好市民社会的作用来掌握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导权，使

得人民真正获得认同感和获得感，真正当家做主。另一方面，发挥政治社会的主动促进作用，我国加快

改善政治社会的职权现状，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效率和水平。站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立场上，主动倾听人

民的心声，转变政府及其他行政机关的职能，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强调服务人民的作用而不是强化统

治人民，规范并改善社会组织的作用，真正做到以人民利益为主。促进了我国在新时代下继续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之路，保证好人民当家做主。 

4.2. 促进新时代下经济繁荣、创新经济领域 

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中不仅仅只是从经济层面来考察市民社会，它以一种总体性思维打破了政治、

经济、文化的绝对界限，将政治、经济、文化等都纳入了市民社会的整体架构中。从市民社会来看，结

合我国的经济发展领域境况，要努力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坚持创新在我

国现代化建全局中的核心地位，不仅放眼于传统的制造业发展和现代网络电商业的发展，也要注重文化

的作用，高度重视文化产业及事业，要努力达到十四五时期奋斗目标的具体举措之一：繁荣发展文化事

业和文化产业，提高文化软实力。新时代下摒弃传统经济决定一切的想法，贯彻新发展理念，促进文化

产业开端并繁荣发展，以此带动其他行业一齐创造经济效益。让文化在经济领域下开花发芽，深化经济

领域中文化产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新时代下经济繁荣、创新经济领域，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 

4.3. 推动新时代下文化建设、科学大众多样化发展 

“市民社会”范畴是葛兰西通过社会来解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主要途径。他注重文化领导权在市民

社会中的作用，并将市民社会划归到上层建筑的范围。这是我国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理论

根基。新时代下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社会文明程度新提高，要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

意识形态关乎旗帜、道路，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道路；抓住社会意识形态的本质要求，培养并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达到人民价值观上的深刻认同，人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心健康素质明

显提高；坚定文化自信意识，提高文化软实力，促进文化科学大众多样化发展。我们加强文化建设，重

视文化工作领域的领导权，发挥文化正能量作用，反作用于我国政治、经济领域。在国家在文化意识形

态建设中，一方面，提高人文知识分子的政治素质和文化修养，增强其社会责任感；另一方面，尊重知

识分子的人格，公正评价他们的劳动价值，为他们的工作创造文明、和谐、宽松的社会环境[9]。市民社

会理论中的国家是具备形成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统一的文化价值观念与道德教化的功能，注重文化服务

体系和文化产业体系健全，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进一步增强民族凝聚力。而我国在新时代下要努力走

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发挥文化价值意识形态的功能，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未来

的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4.4. 坚持新时代下社会和谐、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 

在市民社会理论中，葛兰西认为治理统治好一个国家需要核心力量的指导、大众力量的认同以及中

介力量的支持与引导，很明显，我国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大众力量是广大人民群众，而中

介力量则存在于社会各个领域的知识分子。因而在社会民生建设中，要坚持好核心力量的指导–坚持好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各种民生方面的政策方针要符合大众力量的认同，以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为重，更重

要的是发挥中介力量的作用，合理分工、系统组织来整合社会职能，加强创新社会治理。比如：实现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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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充分高质量就业，分配结构明显改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提高，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等积极

的举措。以此来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维护社会秩序稳定，提升人民幸福感和获得感。坚持在发展

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推进脱贫攻坚战持续，改进好社会治理方式。在新时代下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让人民幸福感提升。 

5. 结语 

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的创新发展，将市民社会归于上层建筑的领域，而不是局限在经济领域的范畴，

进而又提出了“文化霸权”理论，是对于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的转型，既具有一定的积极方面也有其局限

性。我认为文化性基础是重要的，在当今社会，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固然重要，但是经济基础领

域也同样是我国各个方面发展的物质基础，要同等对待。从现实意义上来说，让我们更加认清资本主义

国家剥削工人的隐蔽方式，以资产阶级文化灌输的方式来引导劳动人民为其进行无休止的劳作——剩余

价值的生产。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对于我国而言，丰富了我国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和发展，具有指导

意义。并启发我们重视思想文化对社会发展及国家建设的作用，侧重教育宣传文化的作用并非强制性灌

输，用科学的先进的民族的文化思想引导人们，结合我国的社会新发展理念，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中国梦的实现奠定价值性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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