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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孔明安编著的《精神分析视野下的意识形态》是赫尔墨斯国际前沿论文书系之一，本书于2010年10
月23～24日，由《哲学动态》编辑部与河南大学出版社在北京共同举办的“精神分析与现代意识形态
理论”专题学术研讨会的基础上，对参会论文加以选编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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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孔明安，河南济源人，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编审。
目前主要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现代西方哲学和现代技术哲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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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阿尔都塞与福柯　　对于阿尔都塞来说，主体／臣民的建构这个形而上学的问题，在资本主义
社会其实就是另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的不同表述，即劳动力的再生产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与前资本主义社会相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技能不是在作坊或者行会中“现场”获得的，而是
通过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机构来完成。
但除了知识和技能，受教育者在学校还有更重要的东西要学习，那就是道德规范、公民义务和职业良
知。
“劳动力的再生产不仅要求再生产出劳动力的技能，同时还要求再生产出对现存秩序的各种规范的服
从。
”①换言之，学校固然要给受教育者传授知识和技能，但传授知识与技能只是手段，根本目的是保证
人们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臣服，从而保证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因此，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其实就是
主体的再生产。
　　阿尔都塞认为，主导主体／臣民之再生产的是各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比如家庭、学校、教会、
工会、媒体等等。
每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服务于同样的目的，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其中最强大但又最沉默、最不为人注意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就是学校。
各级教育机构经过层层筛选，再生产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劳动力，同时也再生产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
一言以蔽之，就这样建构了各种层次的“主体／臣民”。
阿尔都塞断言：“没有不借助于主体并为了主体而存在的意识形态。
”“主体之所以是构成所有意识形态的基本范畴，只是因为所有意识形态的功能就在于把具体的个人
‘构成’为主体。
”①在阿尔都塞这里，主体既是意识形态的根本目的，也是它唯一的操场。
　　阿尔都塞发展了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和意识形态理论，更具体地论证了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如何建
构了主体；但是他过于严格地把自己局限在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之中，力图把每种社会关系都归结为资
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归结为统治阶级的生产范式，从而将其还原为阶级关系。
对此福柯具有完全相反的认识，福柯认为：“权力首先是多重的力量关系，存在于它们运作的领域并
构成自己的组织；权力是通过持续不断的斗争和较量而转化、增强或颠倒的过程；权力是这些力量关
系相互之间的依靠，它们结成一个系列或体系，或者正相反，分裂和矛盾使它们彼此孤立。
”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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