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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视角，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为根本方法，通过对马
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系统研究，为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理论支持。
本书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具有前沿性和系统性特点。
内容涉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概念及其历史演化，意识形态的功能及其对执政党的意义，意识形态在
科技、道德与宗教上的现实表现，作为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及相关社会思潮的理论实质
，以及作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核心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历史依据与现实意义。
就当代而言，国际上意识形态领域渗透和反渗透斗争十分尖锐复杂，国内社会思想多元、多样、多变
特征更加明显，在此背景下，本书的相关理论研究无疑可以达到正本清源、明辨是非、服务实践的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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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二）“地形学隐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在列举了由劳动分工所引发的各种矛盾与冲
突之后，马克思将目光集中于市民社会内部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
为此马克思提出了一个用于分析的社会结构框架，或者说一个用来阐释意识形态概念的理论空间：“
市民社会一国家”（在《序言》中这种结构发展为地形学隐喻式的“经济基础一上层建筑”）。
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
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
他对于意识形态的分析基本上是围绕市民社会展开的。
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因此它带有浓厚的资本主义特色或缺
陷，关于这一点，黑格尔早有定论：第一，市民社会的发展受市场自发性的支配，表现出一定的“偶
然性与任性”。
第二，“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
但是，如果他不同别人发生关系，他就不能达到他的全部目的，因此，其他人便成为特殊的人达到目
的的手段。
”这两个方面特征必然使市民社会成为一个私欲间的无休止的冲突场所，它使社会发展上的整体和谐
遭到破坏：“市民社会在这些对立中以及它们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既提供了荒淫和贫困的景象，也提
供了为两者所共同的生理上和伦理上蜕化的景象。
”由此可见，市民社会不可避免地具有一种自我削弱的趋势，其根本要害在于市民社会本身无力克服
自身的溃垮，也无力消弭其自身内部的利益冲突。
因此市民社会如果要维持其“市民性”，就必须诉诸一个外在的却是最高的公共机构——国家。
在黑格尔看来，国家作为“伦理理念的现实”可以充当“社会正当防卫调节器”，通过向市民社会提
供睿智的领导和道德的旨意，避免市民社会的混乱状态和滑向“恶的无限”。
 马克思不赞同黑格尔关于“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的理念，因为“认定国家或政治的至上地位以及一切
问题都可以最终诉求国家或依凭政治而获致解决的观点，实际上隐含着国家权力可以无所不及和社会
可以被完全政治化的逻辑”，但是黑格尔对国家向市民社会渗透的必要性的强调以及国家对市民社会
具有统合作用的认识得到了马克思的认可。
在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上，马克思做出了有别于黑格尔的两点“变调”：一方面，肯定市民社会是
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另一方面，作为普遍利益的代表和一种虚幻的共同体形式，国家实际
上是建立在现实利害关系特别是阶级利益关系的基础之上，国家向市民社会的伦理渗透体现着统治阶
级意志对整个社会的思想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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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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