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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书稿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论述葛兰西“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形成的逻辑前提及其思想内涵。
通过分析理论的来源凸显这一理论的独创性，并把它体现于葛兰西对国家、市民社会、革命、知识分
子和政党这些政治概念的新的解释。

　　第二部分论述葛兰西“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在其后的继承和发展。
包括：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提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新见解；普兰查斯对阶级和国家理论
的创新；拉克劳和墨菲提出“话语领导权”以及在此基础上构建的“多元激进民主”的政治哲学思想
。
这些理论都在一定意义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同时，书稿也敏锐地揭示了这一思想流派的理论局限性。

　　第三部分联系当代西方政治哲学问题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进行学术评论。
指出这一理论在当代西方政治生活中的意义和作用。
书稿最后还联系中国政治哲学思想路向对一些热点问题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的参考价值进行了
说明，强调了这一理论对构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具有的现实启发意义。

　　从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的视角看，书稿的内容兼顾史论，逻辑清晰，思路顺畅，语言表达也较为
流利，是部具有创新价值的探索性的马克思主义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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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葛兰西大学毕业后，就积极地投入到革命的政治实践活动中。
他的所有政治活动和理论创造都是为无产阶级解放服务的。
他先后担任《前进报》、《人民呼声》报的编辑、主编工作，并撰写了大量文章，积累了丰富的革命
实践经验。
这些文章探讨了社会主义革命与人的能动性、创造性的关系。
1916年他在《人民呼声》上撰文，论证了人的社会性、历史性与文化的内在联系，实际上已经触及到
了“意识形态领导权”问题。
人创造历史是能动的精神活动，离开了人的能动的创造活动，历史就无法索解，实现社会主义必须发
挥人的能动性、创造性。
他这样写道：“人首先是精神，即人是历史的产物，而不是自然的产物。
否则就无法解释，既然一直存在着被剥削者和剥削者，存在着财富的创造者和自私的财富消费者，为
什么社会主义还没能实现。
人类只能逐步地、一层一层地认识自己的价值⋯⋯这种认识不是在人的生理需要这根野蛮棍棒下形成
的，而是由于起初是少数人，后来是整个阶级对某些事实出现的原因和改变这些事实的最好手段作富
有智慧的思考而形成的。
他们从中看到了处于从属地位的人们起来反抗和重建社会的信号。
这就是说，任何革命都要以紧张的文化渗透和批判工作为前奏。
”①葛兰西认为，只有建立无产阶级文化，无产阶级才能认清自己的历史地位，才能认识到自己的价
值。
培育无产阶级文化是无产阶级解放的前提，这实际上是强调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问题，唯有如此，无
产阶级才能完成自己所承担的历史使命。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卢卡奇、柯尔施从革命失败的教训中，反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
强调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重要性，无产阶级阶级意识是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
葛兰西同样认为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重要性，但同时，葛兰西又认为，文化是批判的、革命的、辩证
的，必须不断地革新和创造，只有这样，无产阶级才能获得自己的阶级意识。
他的这些思想正是后来“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的重要思想。
 需要说明的是，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他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事实上，十月革命的胜利也对卢卡奇产生了重要影响，因为“它已经在长期的非法的斗争中坚强起来
，从而获得了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的清醒认识。
所以它的行动奠基在真正的现实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幻觉上。
”②无疑，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了新的认识，深化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
坚定信仰。
十月革命的胜利强烈地吸引着葛兰西，革命的成功为意大利革命提供了“范式”，因为在葛兰西看来
，意大利和俄国都是资本主义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都有较多的农业人口。
十月革命的胜利证明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局限性，必须赋予其新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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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政治哲学视阈中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从葛兰西到拉克劳、墨菲》从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的视角看，
书稿的内容兼顾史论，逻辑清晰，思路顺畅，语言表达也较为流利，是部具有创新价值的探索性的马
克思主义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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