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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的发展逻辑可以通过四维向度来把握袁即意识形态的政治学维度渊早
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冤尧意识形态的社会学维度渊法兰克福学派和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冤尧意识形态的文化学维度
渊文化马克思主义冤和意识形态的心理学维度渊后马克思主义冤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的演变中袁既有西
方马克思主义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袁也有马克思的野在场冶袁马克思深刻影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
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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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不仅是构成意识

形态理论和实践演变中的重要环节袁 也是马克思
主义意识形态论影响下的重要学术思潮遥 在马克
思那里袁意识形态作为唯物史观内在的核心概念袁
具有野一般意识形态冶与野具体意识形态冶的分野曰
意识形态论不是简单的意识形态理论袁 而是体现
为意识形态概念尧 意识形态理论和意识形态实践
三大组成部分曰同时袁如拉瑞恩所述袁意识形态论
在马克思那里又可分为哲学批判的意识形态论尧
唯物史观建构的意识形态论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

的意识形态论咱1暂遥 马克思意识形态论的逻辑与历
史袁如张秀琴教授所指出袁马克思意识形态论的内
在逻辑显现为四维向度渊上层建筑尧虚假意识尧阶
级意识尧文化载体冤袁其历史演进体现为五大阶段
渊马恩创立阶段尧第二国际阶段尧苏联东欧阶段尧欧
美阶段和中国化阶段冤咱2暂渊P25冤遥 而马克思意识形态
论所呈现的批判的深度和历史的视角成为西方马

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赖以生成的重要理论资源遥
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袁 在变化了的历史和
实践基础上袁体现为以下四维向度院意识形态的政

治学维度渊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冤尧意识形态的社
会学维度 渊法兰克福学派和结构主义马克思主
义冤尧意识形态的文化学维度渊文化马克思主义冤和
意识形态的心理学维度渊后马克思主义冤遥
一尧政治学视域院早期西方马克思

主义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主要是

在政治学的框架内来分析意识形态的遥 在早期西
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卢卡奇尧 葛兰西和柯尔施
看来袁 意识形态的首要功能还是适应无产阶级的
革命形势和革命需要袁 意识形态的重大作用在于
催生武装斗争和打碎资本主义社会的热情袁 造就
政治斗争的高涨以及由此带来的军事动因遥因此袁
阶级斗争和阶级解放这一政治学视角成为早期西

方马克思主义思考意识形态的重要基点遥
在卢卡奇看来袁相对于俄国革命的成功袁西欧

的革命迟迟未能到来的原因在于袁 工人阶级的革
命意识受到了遏制和削弱袁 这就是阶级意识的淡
化和阶级自觉的不野在场冶遥因此袁激发其阶级意识

第 40卷第 1期
圆园员9年 员月

井 冈 山 大 学 学 报 渊社会科学版冤
允燥怎则灶葬造 燥枣 允蚤灶早早葬灶早泽澡葬灶 哉灶蚤增藻则泽蚤贼赠 渊杂燥糟蚤葬造 杂糟蚤藻灶糟藻泽冤

灾燥造援 40 晕燥援 1
允葬灶援 圆园员9

收稿日期院2018-12-15
基金项目院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演进与发展研究冶渊项目编号院17BKS009冤遥
作者简介院郭咔咔(1986-)袁男袁河南镇平人袁讲师袁博士袁主要从事意识形态理论与后马克思主义研究遥



第 1期

和革命斗志成为意识形态的首要作用遥 卢卡奇认
为袁 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袁 当阶级开始有所式微
时袁 需要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向阶
级意识斗争理论转换遥 阶级意识的生成才能实现
阶级行动的自觉袁进而走向革命遥 而在西方国家袁
物化的社会状况成为无产阶级意识觉醒的障碍遥
物化表明了新的意识形态境遇袁 这就是人与人的
关系被物所遮蔽袁 对物欲的追求削弱了反抗的动
力袁 这实际上是第二国际以来新的资本主义发展
状况的反映袁 即垄断时代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比
之前大为发展了遥因此袁意识形态需要首先用阶级
意识去对抗物化意识袁 实现工人阶级的总体革命
策略袁 这就需要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深刻的
辩证法以及通过对工人阶级的教育来实现遥

在葛兰西看来袁西方革命未能成功的原因袁在
于政治领域中袁国家和市民社会作用的不同遥葛兰
西认为袁国家行使政治统治的职能袁主要是武装镇
压的强制性国家机器曰 而市民社会则是经济的和
世俗的领域袁 保证了被统治者对于统治者行为的
默许和同意遥 就东西方的革命结果袁在他看来袁在
东方国家袁国家的形式主要是政治社会袁市民社会
的基础极为薄弱和不完善袁 形成不了对革命的阻
力袁因此能够取得革命暴动的成果遥 而在西方袁国
家是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组合袁 是国家的强权
与市民社会的野霸权冶相结合的双重阵地袁单单进
行政治领域的革命是不够的袁 因为政治社会披上
了市民社会的甲胄袁生成了革命的防火墙效果遥因
此袁革命的成功袁还需要获得市民社会的支持袁取
得文化领导权袁征得市民社会基层的认同遥正是在
此基础上袁 葛兰西强调了意识形态斗争中领导权
的重要作用袁而与此斗争形式相对应的革命策略袁
在葛兰西看来袁是阵地战而不是运动战遥要充分发
挥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水泥的凝固作用袁 消解资本
主义的文化霸权袁以获得大多数群众的认同袁进而
生成革命遥

在柯尔施看来袁 革命高潮的到来需要对马克
思主义本身进行灵活的思考袁 而不是拘泥于马克
思主义的教条遥 因此袁 基于对革命斗争经验的总
结袁 柯尔施强调了作为哲学的活的马克思主义这
一意识形态袁 并在此意义上将马克思主义称之为
哲学袁 凸显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内涵遥 在科尔施看
来袁 工人阶级的革命境遇实际上与当时不准确的

马克思主义理解有很大的关系袁在他看来袁这就是
革命的指导思想出了问题遥无论是资产阶级学者袁
还是第二国家马克思主义袁 都没有看到马克思主
义的哲学层面袁 这也影响了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
思主义理论家袁 造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僵化和教
条式解读遥科尔施认为袁作为活的马克思主义是理
论和实践的统一体袁是逻辑和历史的相统一袁是哲
学尧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理论的综合袁不能以经济决
定论来称马克思主义遥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必
须再次成为 叶共产党宣言曳 的作者所描述的东
西要要要不是作为一个简单的回复袁 而是作为一个
辩证的发展院 一种关于包括整个社会一切领域的
社会革命的理论冶咱3暂渊P33冤遥 因此袁科尔施总体上是站
在哲学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待马克思主义的遥

总体来说袁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无
论是在强调政治革命尧社会领导权还是政治哲学袁
都是将意识形态本身放在政治学的视域中来考量

的袁其落脚点在于发动群众袁反对资本主义袁从而
凸显了意识形态的革命功能遥
二尧社会学视域院法兰克福学派与

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

在法国马克思主义和德国马克思主义的意识

形态理论中袁社会学视域开始显现遥囿于现实的阶
级斗争形势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低潮袁 西方马克思
主义的政治学分析开始转换为社会学分析遥 对社
会的野病态冶诊断开始淡化了政治色彩袁这种社会
学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对社会的科技化尧 消费化过
程中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维度和意识形态形态的

物质化维度中袁 其主要流派为法兰克福学派和结
构主义学派遥

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袁 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
发展袁导致了人的不断异化境遇袁使得工具理性主
导下的科学技术具有了意识形态的功能遥首先袁霍
克海默和阿多诺较早地在叶启蒙辩证法曳中对工具
的技术性后果进行了分析遥 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
看来袁 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是以工具理性的形式表
现出来袁 而这种异化的理性来自于启蒙理性的蜕
变和自反袁就其更深刻的本质而言袁则是来自于资
本主义的量化原则和可计算性袁 启蒙在资本主义
社会成为新的神话与统治共谋袁 从而造成人性的
丧失和极权主义遥其次袁马尔库塞正式对科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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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识形态后果进行病理学剖析袁 在他看来袁 现
代社会已然是一个丧失了否定和批判性袁 只有肯
定性和认同性的单向度的社会遥野科学要要要技术理

性和操纵一起被熔接成一种新型的社会控制形

式冶咱4暂渊P131冤遥 这种新型的操控就是基于不断制造虚
假的需求袁从而实现对个人的野额外压抑冶袁这是超
越一般文明社会野基本压抑冶之限度的压抑袁也说
明了资本主义文明的自反遥最后袁哈贝马斯则明确
肯定科学技术这一新兴意识形态对于国家合法性

和合理性的保障作用遥哈贝马斯认为袁当代资本主
义社会发生了新的变化袁 这就是国家开始干预经
济从而不断修补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袁 同时科学
技术开始显现为第一生产力遥在他看来袁马克思所
分析的资本主义社会不断爆发自我毁灭的经济危

机的顽疾袁迫使国家出面干预袁呈现政治和经济融
合发展的新态势遥因此袁现代社会的危机不是经济
的层面袁而是整个资本主义系统的危机袁最为显著
的是其统治合法化的危机遥 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
功能袁在于通过科技的生产力作用袁提供不断丰富
的物质产品袁从而维系资本主义的统治遥商品本身
充当了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袁 意识形态开始步入
微观的日常生活袁从而实现了生活世界的殖民化遥
因此袁 科学技术实际上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持存的
意识形态屏障遥

相对于法兰克福学派的人本主义袁 以阿尔都
塞为代表的科学主义对意识形态进行了不同的解

读遥 阿尔都塞的社会学路径实际上有别于法兰克
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袁 更重要的是在阿尔都塞
这里袁 意识形态的社会学分析在根本上有回到阶
级分析的政治学路径上的初衷遥在阿尔都塞看来袁
社会学的人本主义分析袁 实际上暗合了资产阶级
的人道主义意识形态袁 符合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
的意识形态袁而无助于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事业遥
因此袁 他首先要在理论上斩断意识形态与人道主
义的勾连袁这就是野马克思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冶
的出场遥阿尔都塞由此强调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
物主义是科学袁而不能将之与人道主义混为一谈袁
从而确立了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分析的前提遥 在
此基础上袁 阿尔都塞实际上也回到了意识形态的
社会学分析框架中袁 从而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
器理论遥

在阿尔都塞看来袁 正如法兰克福对于社会中

商品尧消费和精神世界的意识形态考察一样袁当社
会中意识形态无处不在时袁 生活世界的意识形态
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观念本身袁 而是会以法庭尧学
校尧教堂等物质化形式和社会实物表现出来袁这就
是意识形态走向实体化和物质化遥所谓意识形态袁
已经不仅仅是卢卡奇的野意识冶尧葛兰西的野权力冶尧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野理性冶尧马尔库塞和哈贝马
斯的野技术冶袁意识形态成为可触摸和可见之物遥在
教堂尧法庭等中的各种仪式尧礼仪都是意识形态遥
因此袁 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的意识形态类型在阿尔
都塞看来袁 就是与镇压性的国家机器相对应的辅
助性的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遥 镇压性的国家机器
是警察等暴力机关袁 而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则是
非镇压性的软性强制遥 这种软性强制通过野询唤冶
策略来达到对社会的控制袁野询唤冶 的过程就是个
体接受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体系袁 臣服于当代的
文化样态和话语体系袁完成个体主体化的过程遥因
此袁在阿尔都塞这里袁个体自出生起袁都处在社会
这一意识形态的襁褓中遥
三尧文化学视域院英美马克思主义
在英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中袁 意识形态

的文化学维度增强遥 随着德国和法国马克思主义
的人本主义思潮和科学主义思潮的式微袁 英美马
克思主义开始反思并吸纳了自结构主义以来的意

识形态新情况袁 从而将意识形态的研究转移到文
化研究中袁通过文化来反思意识形态遥 实际上袁对
于文化的意识形态分析袁 最早应该始于葛兰西的
文化领导权的提出袁但对此进行具体分析袁则是法
兰克福学派的叶启蒙辩证法曳遥 在霍克海默和阿多
诺对野文化工业冶的批判中袁文化的整齐划一性和
总体性被强调袁 从而为极权主义的产生提供意识
形态前提遥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文化工业批判理
论袁也对笑声的意识形态效果进行了剖析袁即快乐
原则对于统治的支撑袁 以及文化娱乐化带来了消
极意义遥在英美的文化研究中袁法兰克福的文化批
判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袁达到了全新的高度袁这主
要表现在文化唯物主义学派和后现代马克思主义

两个方面遥
在文化唯物主义看来袁 文化的意识形态效果

中袁媒介占据了重要地位遥 就霍尔而言袁他将意识
形态的载体转移到对电视的分析中袁 思考电视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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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形态中的编码-解码理论袁 以其揭示新兴媒介
的意识形态效果咱5暂渊P86冤遥 而在汤普森看来袁文化觉
醒和文化批判是意识形态转型的内在前提袁因此袁
当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人们的媒介化生存时袁传
媒就占据了现代文化的中心袁 也成为意识形态分
析的重点咱6暂渊P435冤遥媒介为意识形态的传播提供了路
径袁 文化本身通过现代技术手段这一媒介产生了
远甚于传统的意识形态效果遥就威廉斯而言袁媒介
分析只是文化研究的一小部分袁 它从属于文化斗
争遥在威廉斯看来袁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文化
形式之间的冲突袁 实际上就是占据葛兰西意义上
文化的领导权和控制权遥而任何社会的文化形式袁
都处于残余文化尧 主导文化和新兴文化的冲突场
域中遥主导文化会统摄历史传统中残余文化袁但又
不断受到新兴文化造就的压力和入侵袁 而资本主
义文化实际上也是处于这样的动态平衡中袁 其意
识形态更深层地受制于文化的状况遥

在美国袁 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将文化研究与全
球化尧后现代等相结合袁从而产生了后现代马克思
主义遥在其代表人物詹姆逊看来袁文化作为意识形
态研究的新视角袁与文化本身的质变有关遥这就是
在现实主义尧现代主义之后的后现代主义文化遥这
种文化形式在风格上夸张尧内容上无深度袁给人带
来浅薄的文化体验袁 使人丧失了对文化本身的批
判距离袁 导致人们在意识形态中丧失自我进而零
散化袁 文化的意识形态效果最终走向了 野认知困
境冶遥 究其缘由袁就在于在垄断资本主义的全球化
时代袁文化实现了与商品经济的共谋袁二者互相渗
透袁从而使得文化具有了经济的功能遥在詹姆逊看
来袁所谓全球化既是经济全球化袁也是文化的全球
化袁而这种全球化带来的是全球的同一性袁世界的
野标准化冶尧野美国化冶袁因此袁在全球化境遇中袁第三
世界国家更应该保持自己的民族文化袁 重建对资
本主义的文化抵抗空间遥
四尧心理学视域院后马克思主义
在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中袁心理学渊精

神分析学冤维度的意识形态凸显遥意识形态论的心
理学转向之所以发生袁 在于各种文化意识形态都
需要作用于个体心理来完成袁在后现代境遇中袁文
化研究中的认同愈发重要遥因此袁后马克思主义代
表人物拉克劳和齐泽克都重视心理学维度的意识

形态研究遥而意识形态与心理学分析的结合袁在西
方马克思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中也有过分析袁如
赖希对于意识形态与性格结构的考察袁 弗洛姆对
于意识形态与社会性格的分析袁 马尔库塞倡导的
野爱欲解放冶袁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于法西斯主义
意识形态的情感体验的分析袁 以及后现代马克思
主义者詹姆逊对于野政治无意识冶的强调等遥 但相
比较于后马克思主义袁 早期的心理学分析主要依
据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袁即是以自我尧本我
和超我的三元模型为前提的意识型意识形态分

析袁而在拉克劳和齐泽克看来袁意识形态的心理学
研究恰恰是以意识本身的不在场为前提袁 即无意
识型意识形态袁 他们的理论更多地来自于拉康而
不是弗洛伊德遥

而在拉克劳看来袁 意识形态研究重视心理学
的根本原因袁 在于他对群体和意识形态关系的分
析遥 在拉克劳这里袁各种政治群体袁无论是环保主
义者尧女权运动尧反歧视运动尧无核运动尧性少数派
运动等群体袁 都不是先有这一群体而后产生其意
识形态和理论主张袁而是马克思所说的野理论掌握
群众冶袁 是意识形态不断塑造政治主体而不是相
反袁 而这也适应于阶级斗争的主体中袁 即各种阶
级袁实际上都是来自于意识形态的认同遥在认同行
为中可见当代无意识这一意识形态类型的表现袁
即新社会运动中主体身份的迁移院 当主体从一个
身份变换到另一重身份时袁 主体是以无意识的默
许为前提的袁 新的身份来自于意识形态的无意识
塑造袁而阶级身份尧阶级话语和阶级主体袁仅仅是
身份认同的多种情形之一遥 而就无意识的认同本
身来说袁却来自于霸权斗争袁霸权在根本上主导了
个体的身份认同行为袁野无意识既强力引发了身份
认同的过程袁 又不断干扰了由此而来的身份认同
结果遥正如罗斯所云:耶无意识削弱了主体袁使其不
能成为任何确定的立场爷冶咱7暂渊P210冤遥 因此袁在拉克劳
这里袁意识形态的斗争需要对霸权进行争夺遥

在齐泽克看来袁拉康的实在界尧想象界尧象征
界的新三元模型取代了弗洛伊德的理论袁 从而表
明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以无意识幻象

来呈现遥幻象的出场首先有其积极作用遥当个体诞
生接受符号秩序渊文化系统冤的割裂开始袁实在界
的创伤渊梦尧口误等表现形式冤已经影响主体袁因此
需要意识形态的幻象来进行遮蔽从而保护自我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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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实在界的噩梦对主体的摧残遥因此袁在齐泽克
看来袁意识形态既是对个体的操控袁同时又维系着
其生存境遇遥 因此袁现实就是幻象袁意识形态就是
社会存在遥 传统认识论的意识形态批判路径就此
实效袁对于这种无意识的意识形态的破解袁还得依
赖于精神分析学中所设定的尧 对于符号界入侵的
实在界袁这就是依赖某种野虚空冶的立场袁从意识形
态系统的外部来消除主体对于意识形态的崇高欲

望袁发现欲望背后一无所有的事实袁从而对抗和瓦
解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体系和符号系统遥

总而言之袁 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
发展袁实际上经历了由政治学视域向社会学视域尧
再到文化学视域袁 最后到心理学视域的逻辑更替
和历史变迁袁 从而表明了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
的不断转型和新的控制策略的不断深化遥
五尧结语院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

态论的理论得失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论的四维向度袁
是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影响下对于当代

资本主义的理论努力袁因此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
态理论始终影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

论和实践遥基于此袁我们可以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意
识形态论的理论得失进行学术评价遥

首先袁就意识形态本身来说袁西方马克思主义
的意识形态概念来自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遥
在马克思看来袁 意识形态主要是在上层建筑和思
想体系的内涵下解读的袁因此袁马克思的意识形态
内涵遵从了特拉西的观念学意义遥同时袁马克思认
识到了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袁 从而在革命斗争和
理论批判的意义上将意识形态视为一个贬义的概

念遥以虚假性为核心概念袁马克思展现了意识形态
的观念学批判意蕴曰以阶级统治为主要视域袁马克
思揭示了意识形态的政治学批判内涵曰 以商品拜
物教为根本基点袁 马克思呈现了意识形态的在社
会生产方式中的颠倒现实遥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
里袁意识形态深受马克思的影响遥他们延续了基于
文化层面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视角袁 继承发展了
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功能和作用途径的分析遥 他
们和马克思一样袁 试图在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之
间确立批判性的联结点遥 只不过马克思更加强调
资本主义批判本身袁 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则试图通

过意识形态实现这一批判遥
其次袁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是在

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现实反思中生成

的遥在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看来袁马克思主义的意
识形态概念由于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不足而缺乏灵

活性和对西方社会的适用性袁因此袁早期西方马克
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侧重于恢复马克思主义当中

的辩证法和总体性袁从而进行新的理论规划遥在中
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看来袁 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
理论不适应发达工业社会的理论分析的需要袁因
此袁他们将意识形态的领域和作用范围大大拓展袁
不断将马克思主义的上层建筑概念向文化领域深

化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阶段袁特别是后马克
思主义那里袁 意识形态不仅走向了经济基础和物
质现实袁 而且在总体上拒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
意识型意识形态袁无意识成为他们思考的新视野遥
这样一来袁 马克思那里作为观念学和上层建筑的
总体性的意识形态概念袁 就被西方马克思主义那
里的文化学和心理学等具体概念所替代遥

最后袁 离开了无产阶级立场的西方马克思主
义意识形态论最终走向了歧途遥 正是基于对于资
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回应袁 以及对现实的马克思主
义理论的反思袁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
也呈现出其本身的内在特征遥这就是袁将马克思主
义的宏大叙事改为微观视域袁 将马克思的经济基
础决定前提下的意识形态理论变更为意识形态本

身袁随着实践的发展袁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当代
西方马克思主义袁 展现的是批判性和革命性逐渐
弱化的过程袁 马克思那里的政治经济的分析范式
被个体文化和心理的考察取代袁 这种替代方案虽
然在理论形态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袁 在时代变革
中保持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资本主义中的部分生

命力袁 却在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立场上做出了妥协
和折中袁 实际上无视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的精神实质和本质旨趣遥 一旦将个体心理体验视
为理论诉求袁 西方马克思主义无疑会走向后马克
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道路袁 社会主义的集体
想象和工人阶级解放的内在价值慢慢弥散于各种

社会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对接当中袁 随着历
史和实践的不断变迁袁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
态论最终淹没在资本主义的文化体系中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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