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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阐释了其文化领导权思想，这一思想意蕴深厚，旨在强调无产

阶级政党夺取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意义，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结合新的社会历史条件进行的创

新性发展。当今中国处于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时刻，研究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的哲学立场、实践场域、

实施主体和实行方式对于我们在新时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理智分析和应对当前我国文化建设

面临的挑战和问题，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生态环境，增强文化自信，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具有重要启示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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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基本内容

（一）实践哲学是文化领导权的哲学立场

关于对葛兰西“实践哲学”一词的运用，学术界观

点不一。有学者认为“实践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指代

写法，是为身处监狱之中的葛兰西逃避检查所用的。

但更多人认为，葛兰西将马克思主义解读为实践哲学

是因为他反对传统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对立，

旨在打破二者之间的界限。但是有一点不可否认就是

葛兰西哲学思想的“实践”特色。葛兰西之所以如此重

视“实践”，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一方面，在十月

革命的影响下，欧洲多国相继爆发工人运动，但是结

果惨烈，在葛兰西看来片面模仿其他国家的革命路径

是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葛兰西对当时盛

行的“社会主义宿命论”、“机械决定论”等僵化的理论

展开激烈抨击，这些都说明他对“实践”的重视。

“实践一元论”是他哲学思想的本体论立场，在葛

兰西看来要超越传统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对

立，并不存在谁由谁决定的这种二元对立。他将人及

其自身的实践活动看做本体，由此形成了他的一元

论，而实践作为连接思维和存在、唯物与唯心以及人

类活动和自然界从而实现对立面同一的中介在物质

世界中是唯一的本体，物质世界也是由实践所生成的

一个集合体。在葛兰西看来，历史过程实际上就是实

践活动的过程，历史就是人的实践的直接结果，他主

张运用历史主义的眼光来分析世界的运行规律。一方

面强调人的实践活动的客观性，同时也强调人的主体

意识在社会历史中的能动作用，并通过强调主客体的

辩证统一来反对“社会主义宿命论”等僵化理论。因为

葛兰西哲学理论就是为西欧无产阶级革命提供理论

指导而提出的，所以其实践哲学思想就是为其革命思

想提供理论支撑的，以此来指导无产阶级夺取文化领

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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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民社会是文化领导权的实践场域

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思想是对黑格尔和马克思

“市民社会”理论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的创新性发展。

在黑格尔看来，市民社会是由国家所直接决定，与黑

格尔不同的是马克思认为国家和法是由市民社会所

决定的。在二者谁具有决定性时，马克思与黑格尔的

观点出现了截然的对立，但始终都是从经济领域去考

量市民社会的概念。而在葛兰西这里“市民社会”是从

经济领域中脱离出来的文化、伦理和意识形态领域并

与政治领域并列存在，共同构成国家上层建筑，可以

看出与马克思在经济基础维度界定市民社会不同，葛

兰西是将“市民社会”放在上层建筑的维度中进行考

量。但是葛兰西对上层建筑重要作用的阐释并没有否

定马克思所提出的经济基础所具有的决定性作用。他

只是基于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发现市民社会所蕴含

的强大能量，因此他的思想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

继承与创新。

葛兰西之所以强调市民社会的重要作用源于他

所处的时代环境。在当时的西方社会，资本主义已经

有了相当发展，国家职能发生新的转变，市民社会影

响力日益壮大。在资本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不但利

用暴力强权的手段实行统治，还会在市民社会中向人

们灌输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合理化自己的统治，实

现文化霸权。因此葛兰西重新定义了国家的概念，指

出：“可以说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即强制力量保

障的霸权”。在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暴力手段推翻政治

统治是不够的，在这里政治的强制性受到了削弱而意

识形态领导权增强，因此，夺取文化领导权，获得被统

治阶级对政治统治的“同意”也是至关重要的，而这就

要求在市民社会夺取文化领导权。

（三）有机知识分子是文化领导权的实施主体

除了市民社会这一文化领导权的实施场域，还需

要在这一空间中夺取文化领导权的主体——有机知

识分子，这一主体决定着文化领导权能否取得最终胜

利。对于有机知识分子的现实意义，我们可以理解为

是指：“有机的知识分子在现代语境下可理解为国家

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者与组织者”。马克思对于知识

分子的界定是从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

系的关系中进行的。他认为这一矛盾的发展使得劳动

划分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两种对立的劳动方式，而

知识分子则是从事脑力劳动的群体。

葛兰西则认为二者具有统一性，没有离开脑力劳

动的体力劳动。因此他认为从事生产实践的人都包含

着知识分子的属性但是并不一定行使这一职能。正如

他所指出的：“一切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不是一切

的人都在社会中执行知识分子的职能” 。他区分了

有机知识分子和传统知识分子的区别。传统知识分子

是相对于统治阶层独立存在的精英人群，他们与旧的

生产方式相联系，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组织生活方式。

而有机知识分子代表着新的生产方式，是新的统治阶

级的代表，与新的统治阶级具有同质性，他们比普通

群众更具有先进性。有机知识分子在市民社会中进行

意识形态宣传、教育人民大众，获得人民大众对新的

统治阶级的“认同”，从而夺取文化领导权来维护政治

统治。

（四）阵地战是文化领导权的实行方式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鼓舞了欧洲国家无产

阶级革命运动，但是革命惨遭失败。对于这一情况葛

兰西进行了深刻分析，总结出是因为东西方社会结构

的差异，因此对于不同的社会结构应该采取不同的革

命方式，一种是运动战——暴力革命的方式，另一种

则是阵地战——“分子式的入侵”。

俄国十月革命采取运动战是因为当时俄国政治

经济较为落后，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市民社会发

育不良。因此市民社会无法充当坚强后盾，为国家政

权提供“堡垒”支撑，无产阶级只需要推翻封建政治集

团的统治便可获得革命胜利。但是在西欧，资产阶级

不但拥有政治领导权，其意识形态在市民社会中统治

着群众思想，一旦国家发生动摇，市民社会就会显露

出来其稳定的结构来提供防御支撑作用。因此对于西

方国家，应该采取阵地战，通过有机知识分子在市民

社会进行理论宣传、政治宣讲，用无产阶级的意识形

态来击溃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获得无产阶级的意识

形态领导权。葛兰西对阵地战的提倡并不意味着对运

动战的否定，他强调的是通过文化领导权的争夺为最

终夺取政治领导权奠定坚实根基。

二、当前我国文化建设面临的挑战

（一）西方意识形态入侵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安

全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有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打着思想

交流的旗号，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妄想达到政

治上的和平演变。随着我国对意识形态建设的不断加

强，西方国家采取隐蔽性更高的方式进行文化渗透，

他们以文明对话为借口，美化他们所宣传的文化，目

的是通过这种方式煽动非西方国家进行颜色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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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价值”带有浓厚的资产阶级色彩，这一价值所提

倡的“民主”“自由”“平等”和“人权”等，也是基于维护

资产阶级利益产生的，是囿于金钱的“民主”。不论是

普选制、议会制还是所谓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都

是资产阶级掩盖其剥削本质的遮羞布。而我国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所提倡的“自由”“平等”是切实通过全

过程人民民主等来实现和维护的，是我们党始终从人

民立场出发，坚持以人为本所保证的，是我们党不断

通过脱贫攻坚和共同富裕实现的。

（二）网络文化发展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安全的

影响

当前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在带来科技经济发展，方

便国家管理和人民生活的同时也威胁着我国意识形

态领域的安全。其信息传播的时效性是传统媒介所无

法比拟的，同时不可避免出现了信息的虚假性。一方

面，随着网络世界的发展，各种网络平台相继产生，与

之伴随的网络购物以及网络直播等相继成为人民的

娱乐消费活动。许多网购主播为了攫取最大利益，引

导消费者进行不理智消费。有些网络主播为了获取流

量创作低俗视频。还有一些价值观扭曲的人在网络上

发表不法言论。这些无疑都是对人民健康思想和崇高

信仰的侵蚀。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利用互联网将意识

形态领域的问题，伪装成经济、民生、环境等，来进行

意识形态渗透。西方敌对势力恶意造谣、选择我国重

大事件进行煽风点火，引导舆论方向。一些外媒还鼓

吹西方的民主政治，利用网络传播“个人主义”“历史

虚无主义”等，侵蚀我国意识形态。

三、文化领导权理论对我国文化建设的启示

（一）巩固我国意识形态防线，谨防西方意识形态

渗透

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强调了意识形态领导权

对国家稳定、政党执政的重要作用。因此我们要谨防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

领域的指导地位。面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等，我们

要保持头脑清醒，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同

时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提高运

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现实工作的能力，构建中国特

色的理论体系，坚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不断丰

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而打破西方国家通过意识形态

渗透来达到“和平演变”的妄想。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要构

建自己的话语体系，增强我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和

影响力，抵御西方话语霸权。把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放在重要的战略位置，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将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传播好中国

声音，用文化自信抵御各种有害思潮。

（二）净化网络环境，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生态

网络世界是人民共同的精神家园，习近平总书记

反复强调营造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的网络空间对社会

和谐的重要作用，指出：“根据形势发展需要，我看要

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

宣传思想工作是做人的工作的，人在哪儿重点就应该

在哪儿。”

一方面，国家要加强对网络空间的监管，落实相

关工作责任制度，严格要求网络平台对内容进行严格

审查。依法打击网络违法犯罪行为，对于在网络上发

表不实言论、传播色情暴力等低俗内容的个人和组织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加强网络道德教育，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只有提高网民的思想道德素质，才能

从源头上净化网络生态。另一方面，要牢牢掌握网络

意识形态主动权，提防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侵袭。我们

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占领

网络舆论主阵地，掌握网络舆论主动权，通过互联网

让世界人民感受到中国温暖，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以实践哲学为理论根基，

通过有机知识分子采取阵地战的革命方式在市民社

会夺取文化领导权，为成功夺取政治领导权打下坚实

基础。这一思想丰富和拓展了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

对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深入推进文化建设，不断提高

国家文化软实力，抵御西方敌对势力意识形态侵略，

不断提高中国的国际话语权，牢牢把握意识形态主动

权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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