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葛兰西的霸权概念辨析

论的批判, /这种理论上的义无返顾本身已经包含着一种实践的因素,我甚至还敢于如此极端地说,实践在今天
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悄无声息地进入理论之中,也就是说,实践本身已经属于对正确行为的可能性重新进行周密

思考的范围0�l~。于是,文化的救赎也就顺理成章。人的问题总是与思想或者精神联系起来的。当人的思想有

所否定、人的精神有所超越的时候,人的现实及其社会实践就会发生变化,而这一切都有赖于文化的中介作用。

今天的 /文化工业 0 (更流行的说法是 /文化产业 0 )相比阿多尔诺的时代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文化问

题的讨论具有更加突出的现实性,这从 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学术界出现的 /文化转向 0中可以找到直接的
证明。在商业化逻辑已经实现全球化的情形之下, 阿多尔诺的 /文化工业理论0尽管显得有些过时和片面, 尤

其是他对于 /大众文化 0和 /流行文化 0所持的精英主义立场屡遭批评,但是他对于 /文化工业 0的操纵模式的

理论分析依旧有其现实的意义。如果撇开他过于低估流行文化消费者的辨别力和抵抗力的盲视部分, 他所

进行的哲学式的文化批判不失为一种独立的声音。在任何时代,社会的发展变化都需要一种独立的声音, 都

需要一种文化上的自觉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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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兰西的霸权概念辨析
殷旭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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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霸权0是葛兰西实践哲学或者说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葛兰西是霸权概念的独创者而不是继承

者。在他提出霸权概念的过程中,马克思尤其是列宁起到了特殊的思想作用。葛兰西对于文化和精神活动在改造

社会中的作用的重视引导他逐步地提出了霸权概念。本文将集中分析和探究葛兰西哲学理论中有关三种类型霸

权的论述:即有关政治霸权、文化霸权和完整霸权的基本观点。

[关键词 ]政治霸权; 文化霸权;完整霸权;文化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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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权 (Hegemony)是葛兰西文化政治哲学的一个核心概念,是 /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方针的基本理论点0¹。

葛兰西一直被公认为首先是一个 /霸权理论家 0,但是,这个概念在葛兰西的思想中并没有被赋予一个完全固

定的位置,它以零散的方式出现在葛兰西的政治著作,尤其是 5狱中札记 6一书中。意大利学者马斯泰罗内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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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葛兰西关于霸权的思考是 /一项未完成的政治思考0。葛兰西关于霸权的规定具有丰富的理论维度, 这些
都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地对其进行整理和系统化。

一、霸权概念的理论渊源

根据英国学者威廉斯的考察: Hegemony这个词来源于希腊文,本义是指支配他国的领袖 ( leader)和统治

者 ( ruler)。而直到 19世纪之后,这个词具有的政治支配 ) ) ) 指一个国家宰制另一个国家 ) ) ) 的意蕴才出现

并使用到今天。威廉斯特别指出: /在 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派别里,尤其是在葛兰西的作品里, 这个词

变得非常重要0¹。霸权概念的引进是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独特贡献,它代表着和正统马克思主义的

旧观念的一种彻底决裂。美国学者 Fem ia认为: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一直存在着一个巨大缺口 ) ) )

上层建筑的缺口。这种缺口根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独特性:由于马克思本人把他成熟时期的大多数

精力都集中于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文化与意识形态从来没有成为马克思关心的主要问题。而马克思之后的

继承者错误的把这种倾向绝对化了, 这种错误被对 /基础和上层建筑0的著名公式的标准解释所进一步加剧。
如果社会的经济生活是唯一的和完全的为其他领域的性质和发展负责的话,那么后者的活动可以被可靠的

忽略和简化了º。而葛兰西的霸权概念填平了这一历史缺口, 补充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在马克思的作品中没有直接出现过霸权的概念,相关思想反映在其早期作品5德意志意识形态6之中»。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

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 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

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的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 0,这说明阶级之间的斗争不仅包括物

质利益的斗争,而且也包括思想和文化领域的斗争, /占统治地位的将是愈来愈抽象的思想,即愈来愈具有普
遍性形式的思想。事情是这样的,即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的地位的新阶级,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不

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 抽象的讲, 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

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 0¼。恩格斯指出:在社会主义运动中有三种斗争形式: 除了政治的斗争

和经济的斗争之外,还有理论的斗争。理论也可以转化为一种物质力量, /德国工人比欧洲其他国家工人的
优越之一在于:他们属于欧洲最有理论修养的民族 0、/如果不是先有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那么德国

科学社会主义就绝不可能创立 0½。马恩的上述论断对葛兰西构建霸权理论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葛兰西的霸权理论直接受惠于列宁, /霸权这一概念是伊里奇负责制定和实现的0。佩里#安德森指出:
霸权概念是 19世纪 80年代首先由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 尤其是由普列汉诺夫提出和使用的,基本意思是指

无产阶级及其政治上的代表应在和其他阶级组成的政治联盟中起文化领导的作用¾。这本质上是肯定在落

后的文化状况中精英领导权的必要性的。而对这一概念进一步展开的是列宁,列宁的著作 ) ) ) 主要是5社会

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6 (下文简称5策略 6)和5怎么办? 6 ) ) ) 中的立论对葛兰西起到重大影响。
5策略6一文 /完整的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学说0。在这篇文章中, /领导权0的概念

多次出现,如 /不要把革命中的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 0、/那些认识了革命的物质条件并且领导着先进阶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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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斯: 5关键词6,刘建基译, 三联书店, 2005年,第 145页。

Joseph V. Fem ia: G ram scis' po litica l though:t hegemony, consciousness, and the revolutionary process, Ox ford University P ress, 1987, p. 27

葛兰西在5狱中札记6中提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诸多著作, 但是没有提到这本著作, 因此, 许多研究者都认为葛兰西没

有看过这本书, 其实这是一个误解。葛兰西在 1929年 3月 25日给塔吉亚娜的信中写道 /我想要最近出版的法文版:马克思的
5哲学著作集6 (由巴黎科斯泰斯出版社出版 )第 1卷, 5黑格尔法哲学批判6, 第 2卷, 5德意志意识形态 6, 反对鲍威尔及其同

伴0。而在 1931年 6月 29日给塔吉亚娜的信中葛兰西写道 /我收到了 3卷马克思的5哲学著作集6, 译文糟糕透顶。0这证明葛
兰西看到了这本书的法文版。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 ) 6,人民出版社, 1975年,第 52、53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二卷 ) 6,人民出版社, 1975年,第 301页。

波寇克: 5文化霸权6,田心喻译, 台湾远流出版社, 1991年,第 33页。

对 H egem ony这个词的翻译存在争议,主流的译法有两种: 一种译法是 /领导权0,另一种译法是 /霸权 0。列宁在 5策略 6

中说的 /领导权0就是 /霸权0,当然他用的是 H egem ony的俄文同义词 gegem on iy a。5列宁选集6的中文译者把它翻译成领导权
自有其理由, 本文写作时也沿袭了这种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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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所能够而且应当在历史上起积极的领导作用和指导作用 0、/我们不仅打算领导已由社会民主党组织起
来的无产阶级,而且还打算领导能同我们并肩行进的小资产阶级 0、/我们的目的是在起义时既领导无产阶

级,又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 就是说, 由社会民主党和革命资产阶级 -分掌 .起义的领导权 0、

/我们就会因此把革命领导权完全让给资产阶级。我们会因此把无产阶级完全交给资产阶级去支配0, 等

等¹。列宁在这篇文章中讨论的主题是:在反对沙皇专制的资产阶级民主斗争中, 无产阶级 (由于俄国资产阶

级的软弱性 )如何才承担一种领导或霸权的作用。因此, 列宁说的霸权是一种纯粹的工具的和策略的意义,

而且列宁也没有像葛兰西那样把这个词扩展到在一个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统治方式的改变º。

列宁在 5怎么办? 6一文中批判了 /经济主义 0的错误, 讨论了对工人加强政治教育的问题,这是葛兰西霸

权概念的直接来源»。列宁指出 / -经济主义 .的基本倾向是:让工人去作经济斗争,而让马克思主义的知识

分子去同自由派融合起来作政治斗争 0¼。而单纯的经济斗争至多只能培养工人的工会意识, 而不能培养工

人的政治觉悟。而在列宁看来: /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意识是保障我们获得胜利的唯一基础0、/没有革命的

理论, 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 0,因此 /我们不能以经济斗争为限,,我们应当积极从政治上教育工人阶级, 发

展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0、/社会民主党人如果不只是口头上主张必须全面发展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那就应
当 -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 . 0、/全面的政治揭露工作,是培养群众革命积极性的必要条件和基本条件 0。在

列宁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中生存的紧迫性和实用性,限制了工人精神或意识形态的发展, 使得工人在思想上

从属于现有体系的逻辑和规范。革命意识不是工人生活经验的自然产物,要把认识无产阶级的地位和任务

的意识 /灌输 0到工人群众中去并充实他们。因此, 列宁在5怎么办6中阐述了革命理论和社会主义觉悟的伟

大意义,这已经具备了葛兰西所说的霸权的含义。

但是,列宁与葛兰西的区别是明显的: /灌输0是从外部进行的、保证方向性的行为,有强制的成分。而葛
兰西的霸权概念更多的是强调文化的 /内化0作用。实际上,列宁始终坚持认为资产阶级秩序本质上是暴力

的,资产阶级民主是 /无产阶级的独裁 0,列宁相信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冲突和斗争在资本主义社会秩序

中是固有的,工会主义或经济主义的趋势只能减轻这种无所不在的严重冲突,而不能消除冲突或者把一个充

满内部斗争的社会转变为一个完整的整体。因此, 暴力策略始终被列宁视为解决冲突的根本方法, 如他在

5策略6中所说 /政治自由和阶级斗争这两大问题归根到底只能由强力来解决,而我们应当关心的就是准备和

组织这种强力,积极使用这种强力 0、/它必不可免的要依靠军事力量、依靠群众武装, 依靠起义 0½。美国学
者费希曼评价道: /列宁的宗教信仰是暴力革命, 暴力革命是列宁的上帝, 而列宁则是暴力革命的圣徒 0¾。

葛兰西用法中的关键词 /文化0在列宁的革命理论中是没有位置的。因此,葛兰西是在相对独立的基础上提

出和发展自己的霸权概念的。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尤其是列宁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葛兰西是把列宁的作

品作为澄清本身特殊思想的一种工具来使用的。因此, 葛兰西是霸权理论的独创者而不是继承者。

二、葛兰西的文化思想和霸权理论

葛兰西一生都深受克罗齐哲学的影响,他的妹妹泰蕾西娜回忆当年帮葛兰西作剪报时,葛兰西要求她把

克罗齐的文章放在最前头¿,有研究者这样评价葛兰西: /他是克罗齐主义者中的马克思主义者,是马克思主

义者中的克罗齐主义者0。由于受到语言学、哲学和文学的训练,葛兰西很早就注意到文化在改造社会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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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论述分别见 5列宁选集 (第一卷 ) 6,人民出版社, 1978年,第 535页、538、543页等。

Joseph V. Fem ia: G ram scis' po litica l though:t hegemony, consciousness, and the revolutionary process, Ox ford University P ress, 1987, p. 25

在狱中发出的一封信中,葛兰西承认 /正是列宁本人在反对各种经济主义倾向时, 重新估价了文化斗争阵线的作用, 正
是列宁本人提出了领导权 (统治加思想和道德的领导 )的理论作为对国家 -暴力 (无产阶级专政 )理论的补充,作为马克思主

义的当代形式。这一切, 意义是明确的: 统治 (强制 )是一种行使政权的方法 ,是一定历史时期所必要的, 而领导权则是保障以

广泛赞同为基础的政权的稳定性方法0。葛兰西在这封信中指的就是列宁的5怎么办6一文。

5列宁选集 (第一卷 ) 6,人民出版社, 1978年,第 236页。本段的其他引文分别见第 226、241、272、285页。

5列宁选集 (第一卷 ) 6,人民出版社, 1978年,第 523页、547页等。

费希尔: 5列宁传 (下 ) 6, 彭卓吾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9年,第 497页。

费奥里: 5葛兰西传6,吴高译, 人民出版社, 1983年,第 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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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中的作用, /革命可以在思想领域内发生,解放可以通过哲学而获得 0, 这种青年黑格尔主义的论调一度占
据了葛兰西的头脑。葛兰西曾经认真地考虑把教师作为自己将来的职业选择, 因为在他看来必须用文化教

育来提高意大利民众的道德和知识水平, 在业余时间他经常到工人中去进行文化宣传和教育工作。在葛兰

西看来:必须在工人阶级中传播文化,否则无产阶级永远也不能认清自己的历史作用。对文化和精神活动的

高度重视使得葛兰西被称为 /文化派0¹。
集中体现葛兰西文化思想的是 1916年初发表5社会主义和文化 6一文。在文章的开头,葛兰西引用了两

段话: 第一段话来自德国浪漫主义作家诺瓦利斯 (N ova lis) : /文化的至高无上的问题是赢得一个人先验的自
我,同时又是他本人的自我。如果对其他人缺乏预感或完全理解, 我们并不感到奇怪。而如果我们对于自己

都缺乏充分理解的话,那就绝无希望能真正理解其他人0º;另一段话是意大利历史学家维科对 /认识你自
己 0的解释: 这句话来源于古希腊政治家梭伦, 而苏格拉底后来把它运用到自己的哲学之中。在维科看来: 梭
伦是希望用这句格言来告诫那些相信自己起源于兽类、而贵族则起源于神的平民们,要他们反省自己并看到

他们有着和贵族同样的人性,因而应当宣称他们在民法面前是平等的。在葛兰西看来:这两段话关系到我们

应该怎样来理解文化的重大问题。在流行的实证主义的观念支配下, 文化被看作是 /百科全书式的知识, 人
被看作仅仅是塞满经验主义的材料和一大堆不连贯的原始事实的容器 0。文化不等于知识的堆积。葛兰西
指出: /文化是一个人内心的组织和修养, 一种同人们自身的个性的妥协;文化是达到一种更高的自觉境界,
人们借助于它懂得自己的历史价值, 懂得自己在生活中的作用,以及自己的权利和义务。0但是, 对于人而言,

这些东西不可能像动物或植物那样自发的产生,而是要依赖于人的自身意志的一系列作用和反作用。葛兰

西认为: /人首先是精神,也就是说他是历史的产物,而不是自然的产物,,人类是逐渐的、在一定阶段上才
意识到它自身的价值,并且赢得这样一种权利去抛弃掉由少数人在前一个历史时期强加于它的那些组织形

式。这种意识不是由于生理需要的残忍刺激形成的, 而是对于为什么存在着某些条件和如何最稳妥地去把

居于附属地位的事实转变成为起义和社会重建的导火线这一问题作出明智判断的结果, 开始是少数人后来

是整个一个阶级都有这样的明智的判断。这意味着每一次革命都是以激烈的批判工作, 以及在群众中传播

文化和思想为先导的 0。葛兰西以启蒙运动为例子, 指出它为法国大革命提供了精神准备的文化因素。意大
利文学家德桑克蒂斯在5意大利文学史6一书中也提到:启蒙运动本身就是一场宏伟的革命,它以一种统一的

意识的形式,给欧洲提供了一个资产阶级的精神国际。伏尔泰的每一部喜剧和小册子都像星星之火一样越

出法国的国境线而向欧洲传播,当拿破仑的军队横扫欧洲的封建制度时,他发现从 18世纪上半叶的巴黎涌出的

书籍和小册子已经提前做了类似的工作,这就是文化在改造社会和革命中发挥的作用。因此,葛兰西在文章结

尾郑重地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如何才能在意大利实现社会主义? 在当前的条件下,首先要进行文化批判工作,

只有通过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无产阶级才能形成统一的意识,文化活动与革命行动之间有必然的联系。

葛兰西对文化和精神因素的重视,逐渐引导他提出了霸权的概念。在这篇文章之后, 霸权概念开始出现

在葛兰西的政论文章中。根据笔者的考察,这个词最早出现在 1918年 7月 27日发表在 5人民呼声6上的文
章 5俄国的乌托邦 6»,这是葛兰西评论俄国革命的系列文章之一。俄国革命的成功对葛兰西的思想触动极

大,为什么革命首先发生在一个像俄国这样相对落后的国家而且取得了胜利呢? 而且革命发展的非常迅速,

几乎是一场没有流血的革命¼。这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无法解释的事件,对该事件的思考贯穿了葛兰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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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12年 9月举行的意大利社会党全国青年代表大会上,葛兰西大学同学和好友塔斯卡与波尔迪加就 /青年的文化和
教育0问题进行了一场辩论,后者认为 /谁都不是通过教育,而是通过他们所属的该阶级强制的那些现实生活的必然性而成为
社会主义者0,而塔斯卡则强调, 迫切需要的是文化更新和从认识上使意大利恢复生机。波尔迪加把塔斯卡和他的支持者们称
为 /文化派0。虽然葛兰西当时还没有加入社会党 (直到 1913年末才加入 ), 但他的思想倾向与塔斯卡是一致的。

Se lections from politica lw r iting s ( 1910- 1920) , L aw rende i W ishart, 1977, p. 10。本段其他论述分别见第 11、12、13页。

研究者普遍认为 :霸权概念最早出现于5关于南方问题的几个方面 6中, 这是葛兰西在 1926年 11月被捕之前撰写的最

后一篇文章。这是一个误解。

据前苏联官方的宣传,列宁领导赤卫队、士兵和民众包围了临时政府所在地 ) ) ) 冬宫,并且发生了激烈的武装冲突。而
根据苏联解体之后研究资料表明,当晚在冬宫附近并未发生武装冲突, 守卫冬宫的仅有一个妇女营和一个士官生营,在人群的

冲击之下很快就投降了。冬宫的防卫长官帕里琴斯基自己打开了冬宫大门, 并把他们带到了临时政府部长们正在开会的地

方。而阿芙乐尔巡洋舰正在大修,没有装弹也没有人员。被临时任命的阿芙乐尔号的政委别雷舍夫仅仅向冬宫打了几发空弹

(没有弹头 )。起义当晚, 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发布5关于临时政府被推翻的通告 6称:起义 /未流一滴血就取得了胜利。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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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后半生。在葛兰西看来: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在革命前对工人和士兵的政治教育起到了决定

性的作用。正是在评价俄国革命的文章中,葛兰西引进了霸权的概念。在这篇文章中, 葛兰西对 /基础和上
层建筑 0的公式进行了反省: /前提 (经济结构 )和结果 (政治体制 )之间的关系绝不是简单的和直接的: 一个

民族的历史也不完全是通过经济事实用文件来证明的。阐明这种因果关系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 0, /历史

不是数学计算, , ,数量 (经济结构 )转化为质量是因为它是人手中的一种行动工具。人的价值不应该仅仅

按照他们的体重和身高,从他们的肌肉和神经所产生的物理能量上来看,也要从他们具有头脑, 他们能受苦、

推理、高兴、期望和拒绝这一事实来看。在无产阶级革命中,这种未知的、变化的 -人性 .要比任何其他事件中

的情况更加神秘。0¹因此,要研究 /俄国无产阶级的共同心理和其他一般的无产阶级的共同心理 0, /直接决

定政治行动的并不是经济结构, ,,事件取决于极为众多的人民的愿望,这些愿望通过他们采取或不采取某

些行动,通过他们相应的理智态度表现出来。事件还取决于少数人所掌握的跟这些愿望有关的知识,取决于

少数人把这些愿望体现于国家权力之中以后, 能否在某种程度上把他们引向一个公共的目标 0,而列宁及其

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就是 /少数人 0,他们发动和组织了人民群众,唤起了他们具体的阶级意识, 而这种阶级意

识能向人民指出他们自己的力量和用这种力量建立长期的合法政权的意志。葛兰西最后写道: /资产阶级力

图确立自己的霸权 ( hegemony),但是失败了。于是无产阶级接管了对政治和经济生活的指导,并正在建立它

自己的秩序 0º。葛兰西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前建立霸权的问题, 并且已经隐含了资产阶

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争夺霸权的斗争。

在这之后,霸权概念不时出现在葛兰西入狱前撰写的很多政论文中。比如, 在 1919年 7月 12日发表的

5夺取国家6一文中,葛兰西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竞争的最高阶段规定为 /夺取政权, 即夺取社会霸权

( leadership)和统治权的主导地位的阶级斗争 0»;在 1919年 7月 26日发表的 5关于共产国际6一文中, 葛兰
西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协约国集团在战后已经成为 /盎格鲁撒克逊世界霸权的有效工具 0; 在 1920年

3月 26日发表的5力量的问题 6一文中,葛兰西写道: /意大利的资本主义在意大利北方、意大利北方的工业

中心有它最深厚的基础,也有它霸权 ( hegemony)的活动所在0;在 1920年 9月 5日发表的5红色星期日 6一文

中,葛兰西说:工人阶级通过占领工厂,使得他们由 /执行的0阶级、/充当工具的0阶级变为 /监督的 0阶级, 葛

兰西写道:这表明 /无产阶级取得了支配自己的霸权 ( leadersh ip) 0;在 1920年 10月 19日发表的 5预言6一文

中,葛兰西指出 /使工人阶级作为一个统治和霸权阶级出现在群众意识中和政府机构的政治现实中 0; 而在

1926年 10月,即葛兰西入狱前撰写的最后一篇文章 5关于南方问题的几个方面6中, 葛兰西正式提出 / -无产

阶级霸权 .的问题,即无产阶级专政和工人国家的社会基础问题。当无产阶级成功的建立一个能动员劳动群

众大多数去反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联盟制度时,它能够成为霸权和统治的阶级0¼。在文中, 葛

兰西强调 /无产阶级在意大利现存的实际阶级关系中要成功地取得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 0, 而这也就是霸权

的 /同意 0特征。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 霸权概念很早就出现在葛兰西的思想中。但是葛兰西没有对它进行系统论

述,这项工作是在他入狱之后才开始进行的:葛兰西在 1926年 11月的被捕, 对于他个人而言是灾难的开始,但

也正是在法西斯监狱的十年岁月中,霸权作为一个成熟的理论体系才建立起来,这不啻是一种历史的悲哀。

三、三种类型的霸权

5狱中札记6½被誉为 /对知识分子的坚韧性和英雄主义的一座纪念碑 0。在 5札记6中, 葛兰西进一步提

炼和发展了他前期思想中的霸权概念, 并把它作为重构其全部思想的中心线索。根据笔者考察: 在 5札记 6

中,葛兰西至少使用了三种类型的霸权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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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 lections from politica lw r iting s ( 1910- 1920) , L aw rende i W ishart, 1977, p. 48。

Ib id. , p. 53

Ib id. , p. 74。本段的其他引文分别见第 81、179、340、356页。

5葛兰西文选6, 中央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 1992年 ,第 229页。

为了方便起见, 下文一律简称5札记6。下引此书文献,将在文中直接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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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类型的霸权是指政治霸权。在 5札记6中葛兰西多次直接使用了这个词,如 /意大利民族和现代国

家形成和发展中的政治霸权问题 0等。政治霸权强调的是国家统治的暴力层面, 实质上就是狭义意义上的
/统治0。这符合马克思主义对国家的一贯认识。马克思强调国家的暴力性质,国家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

级进行压迫与统治的机器, 国家政权随着资本和劳动的对立,越来越具有资本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的性质,

它 /变成了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 变成了阶级专制的机器0¹;恩格斯指出: /国家照例是最

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 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 因

而获得了镇压和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新手段 0º;列宁始终坚持认为资产阶级秩序本质上是暴力的, /国家是阶

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 0»,资产阶级民主是对 /无产阶级的独裁0,在列宁那里, 霸权是 /无产阶级专

政 0的同义词。葛兰西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他们对国家的看法。在一篇题为 /国家0的札记中,葛兰西指出有

两种形式的国家:一是现存的阶级国家,二是马克思设想的在未来才能实现的 /治理有方的社会0 (即共产主

义 )。在现有的国家形式中, /国家的基础是狭义的政府强制机构 0 ( P220), /国家机关代表司法治理的强制

和惩罚力量 0 ( P223) , /法院具有镇压和反面的教育功能 0 ( P214)、/三种权力都是政治霸权的工具: 其中立

法第一,司法次之,执法最次0 ( P202)等。这意味着政治统治仍然是国家的主要职能之一。当然, 葛兰西认

为:在共产主义学说中, /人们必须经过国家等于政府、国家等于市民社会的阶段, 最后达到国家等于守夜人

的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国家成为强制性的组织 0,而 /随着治理有方的社会的各种要素变的越来越明显, 国家

的强制因素会逐渐消失0 ( P218)。这说明: 当国家处在第一阶段的时候, 它采取暴力的手段来监控社会, 但

是当国家进入到市民社会阶段的时候,它就具有了伦理教育的功能, /国家的职能在总体上发生了改变: 国家

成了教育者 0 ( P216) , /政治霸权仅仅成为统治职能的一部分 0 ( P39) ,第二种类型的霸权成为国家的重要职

能。

第二种类型的霸权是指文化霸权。文化霸权在葛兰西霸权理论中最具有原创性意义, 在 5札记6中当葛
兰西谈到霸权时指的就是文化霸权。我国台湾省的学者把霸权直接翻译成文化霸权,其意图就是用文化这

个定语来指明葛兰西霸权概念的本质含义。葛兰西指出: /一个社会集团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表现在以下两个

方面:即 -统治 .和 -知识和道德的霸权 .。一个社会集团统治着它往往会 -清除 .或者甚至以暴力来制服的社

会集团,他领导着同类的和结盟的集团0 ( P38)。这是葛兰西全部研究工作所依据的 /方法论标准0。文化霸

权的概念说明:一个经济阶级对另一个经济阶级的宰制并不仅仅依赖经济和物质力量,而更重要的是凝结为

文化上的优势,依靠说服被统治阶级接受统治阶级的信仰体系并接受他们的社会、文化和道德等价值观念。

在现代世界,社会控制可以采取两种基本的形式,除了从外部影响人们的行为和选择之外, 还可以从内部影

响他们,塑造他们相信某种主流的价值标准。在葛兰西看来:第二种方式是更重要的统治方式,而以往的马

克思主义者却没有看到这一点。这是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

文化霸权是以通过教育等方法获得被统治者的同意为特征, 或者说霸权就是经过 /同意 0的统治。但是

什么是同意? 人们为什么要同意呢? 美国学者 Fem ia总结了三种类型的同意¼: 第一种是 /被迫0的同意: 某

人之所以同意是因为害怕不同意而带来的后果 ) ) ) 也许会导致惩罚性的剥夺或伤害,也可能包括名誉或自

尊的丧失;第二种是 /无意识的同意0:某人之所以同意是因为他在对外部刺激作出反应时用某些方式习惯性

的寻求目标,因此,固定于某些行为模式的人不是因为他自觉的尊重它们而是因为他很少遇到拒绝或更正的

状况。在这种意义上,同意是一种麻木的参与固定行为的方式。而葛兰西所说的 /同意 0更多的是一种心理

状态, 来自于某种程度的有意识的依附于社会的核心要素, 这种同意不一定与看得到物质利益有关, 但是肯

定与对同意的要求或多或少的确证和正确的信仰有关。

葛兰西是从文化和思想特点上分析 /同意 0概念的。葛兰西指出: /被统治者的历史特征 0是 /自发性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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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 5法兰西内战6,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二卷 ) 6,人民出版社, 1975年 ,第 353页。

恩格斯: 5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6,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四卷 ) 6, 人民出版社, 1975年, 第 168页。

列宁: 5国家和革命6,中央编译局编, 人民出版社, 1972年,第 7页。

Joseph V. Fem ia: G ram sc is' po litical thought: hegem ony, consc iousness, and the revo lutionary process, Ox ford University P ress,

1987, p.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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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仅在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受压迫,更重要的是文化和意识上受压制和依附于统治阶级, /他们从来没
有想到自己的历史可能具有任何重要意义,也没有想到为自己的历史留下文件佐证会有任何价值0 ( P159)。

列宁在 5怎么办6中就认为: /关于自发性有很多讨论,但是工人运动的自发发展, 就恰恰使得它受到资产阶级

意识形态的支配 0¹。这意味着工人落入了资产阶级设置的意识形态陷阱。葛兰西指出: /所谓自发,是指他

们不是产生于已经觉悟的领导集团进行的有系统的教育活动,而是受到常识,也就是普遍的传统世界观启发

的日常经验支配 0( P161)。但是, /每一次自发运动都具有觉悟霸权的和纪律的起码要素0 ( P159), 通过知识

分子和政党的教育活动可以使得群众从 /常识 0上升为 /健全的见识0, /人们对它进行教化、引导,消除不良

的外部影响,通过生动而具有历史效果的手段使它向现代理论看齐0 ( P160)。因此,群众的自发感情与 /现
代理论 0 (指马克思主义 )并不矛盾,他们之间可以互相转换。而实现这种转换的中介就是知识分子和政党进

行的文化霸权。葛兰西也把它叫做 /知识和道德改革 0,这种说法是法国哲学家勒南在评价 16世纪的宗教改

革时用的一个说法。葛兰西借用这个说法是要求在意大利也要来一场与宗教改革的具有同样规模并且在某

些方面具有同等性质的文化革命和道德伦理改革。马克思在 5神圣家族 6中的断言: 法国革命的公式可以转
换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原理, 而对被统治者进行的 /知识和道德改革 0也可以使得他们获得有意识的霸权, 唤醒

无产阶级的集体意识,为执掌政权做好必要的思想准备,这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历史事件。

第三种类型的霸权是 /完整的霸权 0 ( P285)。这是前两种类型霸权的综合和统一。强制和同意的两分
法是从马基雅维利到帕累托的意大利政治思想的特征。马基雅维利在 5君主论6中指出: /世界上有两种斗争

方法:法律和武力。第一种方法是人类特有的,第二种方法则是属于野兽的。但是,因为前者常常有所不足,

所以必须诉诸后者。因此,君主必须懂得怎样善于使用野兽和人类特有的斗争方法, 关于这一点,古代的作

家们早已诡秘的教给君主了。他们描写阿基里斯和古代许多其他君主怎样被交给半人半马的怪物基罗尼喂

养,并且在他的训练下管教成人。这不外乎说: 君主既然以半人半兽的怪物为师, 他就必须知道怎样运用人

性和兽性,并且必须知道, 如果只具有一种性质而缺乏另一种性质都是不经用的 0º。葛兰西受到马基雅维利

这种说法的启发,他认为这种半人半兽的比喻体现了政治活动中强制和同意、统治和霸权的统一。葛兰西指

出: /国家不仅是统治阶级宣扬和维护统治,而且是成功的获得被统治者同意的所有复杂的实践和理论活动

的总和 0( P200) , /国家是强制力量保障的霸权 0 ( P218) ,是强制和同意这两个环节的辩证统一。葛兰西引用

了克罗齐的 /伦理国家 0的说法并且对它进行了理论改造: /每个国家都是伦理国家, 因为它们最重要的职能

就是把广大国民的道德文化提高到一定的水平,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相适应,从而也与统治阶级的利益相适应。

学校具有正面的教育功能,法院具有镇压和反面的教育功能, 因此是最重要的国家活动。但是在现实中大批其

他所谓的私人的创造性活动也具有同样的目的,它们构成了统治阶级政治霸权和文化霸权的手段。0( 214)

葛兰西认为:霸权已经成为后封建社会的正常社会控制形式。这并不是说政治霸权 (暴力 )在现代世界

已经不被采用了。但是,葛兰西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物质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在特殊危机时期才被

求助。在大多数时候,霸权比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暴力更常运用并且占优势。葛兰西认为: 根本的问题

是确立一种新的世界观并且使得它渗透到被统治者的意识之中,取代他们以前的观念,从而获得他们最广泛

的同意和支持。这是一个社会集团实现政治霸权的前提条件,但是即使在获得政权之后, 也要继续维持这种

同意和支持。这样,无产阶级才能成为统治阶级, 同时又是领导阶级。 /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

权之前开始行使霸权,这是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当它行使政权的时候就最终成了统治者, 但它即使是

牢牢的掌握了政权,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霸权。0 ( P38)

综上所述,霸权概念在葛兰西的思想中具有多种维度, 但是其中最核心和具有原创意义的是文化霸权。

葛兰西抓住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领域 ) ) ) 文化,并且把它作为霸权概念的中心线索,

这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独特贡献。在葛兰西之后, 霸权的概念被阿尔都塞和威廉斯等人继承和发展,成为西

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重要理论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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