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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ｍ葛兰西的
“

精感维度
”

谭光辉

摘 要 ： 葛 兰 西 的 霸权理论赋 予情 感 以 重要的 地位 。 重 回 葛 兰 西 ， 是将

情感看作一个社会建构 的 维度 ，
与 经 济基础 、 上层建筑组成 三

元话语结 构
，
社会的发展就是这个三元 结 构 的 整体位移 ，

这可

能是马克思主义符号 学发展的新方 向 。

关键词 ： 情感 决定论 葛 兰 西 社会建构 经济基础 上层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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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葛兰西对情感 问题的重视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关系 的时候 ， 指 出 资本主义社会对个人情感

的漠视 ， 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
“

使人和人之间 除 了赤裸裸 的利害关系 ， 除 了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 目
“

文学作 品情感表现 与接受 的符号现象学研究
”

中 期研究成果

之一 ， 项 目 编号 １ ６ＸＺＷ００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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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号与传媒 （
１３

）

冷酷无情的
‘

现金交易
’

， 就再也没有任何别 的联系 了 。 它把宗教虔诚 、 骑

士热忱 、 小市 民伤感这 引 起情感的神圣发作 ， 淹没在利 己 主义打算 的冰水之

中
”

（ 马克思 ， 恩格斯 ，

１ ９９５
，Ｐ

．２７５
） 。 王 晓升将其表述为

“

人和人之间 的

情感关系 、 文化上的认同关系消失 了 ， 所有人都成为市场上 的
‘

产品
’

等待

出售 ， 所有人都必须把 自 己作为商品在市场上
‘

出售
’ ”

（
２０ １ ３

，Ｐ
． ３６５

） 。 由

于人的物化 ， 情感在社会建构 中 的作用就可 以 忽 略 了 。 这个定调式 的预设 ，

造就了马克思的伟大发现 ， 同时也让不少人误认为社会建构无需情感的参与 。

然而 ， 马克思的这个表述暗含 了 另 外一个重要 的 内 涵 ： 资本主义社会 因

不重视人的情感而应该遭受批判 ， 所 以理想 的 、 正常的社会建构就必然有情

感的参与 。 列宁指 出 ：

“

没有
‘

人的感情
’

， 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

理的追求 。

”

 （
１ ９ ８ ８

，ｐ ．１ １ ７
） 马 尔库塞认为

“

就客观条 件 而言 ， 作何选择

（ 法西斯 主 义
， 还 是 社 会 主 义 ） 系 于 人们 的 思 想 和 愿 望 ， 意 识 和 情 感

”

（
１ ９８ ２

，Ｐ ．１ ０２
） 。 因此 ， 情感应该是 马克思 主义社会理论 的 核 心 问 题之一 。

但是对该问题的重视度不够 ， 可能导致
“

政治问题变成仅仅只是机械的技术

问题
”

（
Ｌａｃ ｌａｕ

，Ｍ ｏｕ ｆｆｅ
，

２００ １
，ｐ ． １ ０

） 。 其 中
一 个 可 能 的 原 因 ， 是 马 克思 、

恩格斯在分析研究社会结构时拒绝情感干扰 。 例如恩格斯称
“

情感社会主义

者
”

莫利斯为
“

感情用事 的社会 主 义 者
”

， 他
“

完全受无政府主义 者 的控

制＇ （ 马 克思 ， 恩格斯 ，

１ ９７５
，Ｐ

．４７ ２
） 因 为在莫利斯的

“

社会实践 、 艺术

创作和思想构建 中 ，

‘

情感
’

是
一

种驱动 ，

一种灵魂 。 这种
‘

情感
’

使得莫

里斯游离在浪漫 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
”

（ 于文杰 ，

２０ １ ４
，Ｐ

．２０６
） 。 过于重视

情感 ，
可能导致社会理论情感化而不具科学性 ， 所 以分析社会时就应杜绝情

感的干扰 。 然而 ， 社会理论重视情感与否并不意味着与其产生 的情感效果有

必然关系 。

雷吉斯 ？ 德布雷 比较孔德 和 马克思 的 区 别 时 ， 指 出 了 这 个差别 ： 孔德
“

特意要使事情热起来 （ 通过让精神从属于心灵 、 感情 、 女性 因素 ） ， 结果 留

下一个冷客体
”

， 马克思
“

不顾一切想要事情处 于
‘

冷
’

的状态 ， 将女人 、

感情 、 偶像崇拜看作是微不足道 的或次要的东西加 以摈弃 ， 却通过获得 民众

而引发热量释放
”

。 （ 德布雷 ，

２０ １ ４
，Ｐ

． １ ８
） 从感情 出 发 ， 可能并不能达到预

期 的效果 ， 从理智 出 发 ， 反而能够最大化地激发情感 。 乔治 ？ 瑞泽 尔 说 ，

“

孔德是非常
‘

反智 的
’ ”“

如果孔德是个优秀的数据分析者 ， 如果他更多地

接触历史 和 当 代世界 ， 他 的 理论可 能 就不会如此令人生厌 了
”

。 （
２０ １ ４

，

Ｐ ．１ ２５
） 孔德不重实证 ， 从情感 出 发解决问题 ， 导致理论的不完善 。 这一点 ，

恰如恩格斯批判莫利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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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中 ， 对情感的社会作用论述较多 的人物是葛兰

西 ， 他非常重视情感在统治阶级霸权形成过程 中 的作用 。 安东尼 ？ 奥罗姆分

析说 ：

“

阶级统治之下的霸权 ， 是建立在大多数民众所持有 的高度复杂而又

广泛存在的情感之上 。

”

（
２０ １ ４

，Ｐ ．３０
） 在 《狱 中札记 》 中 ， 葛兰西反复讨论

了诸多通俗文学作品对人民情感的影响 ， 例如 ，

“

把
‘

不应收归 国有 的财产
’

的碑铭和宗教界满足于它的特殊文学不受批判 的分析的情感放在一边 ， 我们

必须指 出
， 在谁也不研究 、 谁也不想 以批评态度对待 的 民族与人 民文化生活

中 ， 存在着 另外一个领域 ， 正是报纸附刊连载小说在本来意义和广 义上 的领

域
”

（ 葛兰西 ，

１ ９８ ３ ａ
， ｐ

．４９０
） 。 这是 因 为 ，

“

商业小说的成就表 明 了
‘

时代

哲学
’

的 内涵 ，
通过商业文学 ， 可 以探究到什么样的

‘

情感
’

和
‘

世界观
’

占据 、 支配着沉默的群众
”

（ 董学文 ，

２０ １ ３
，ｐ

．２ ８２
） 。 简单地说 ， 在葛兰西

－

的
“

意识形态
”

概念 中 ， 情感 占 据 了 相 当大 的 比例 ， 而且居于要位 。 甚至

于
， 情感可 以用 以 区分阶层 ，

因为
“

在人民 当 中 ， 不同 的阶层有着迥然不同

的文化教养 ， 不同 的阶层热衷于迥然不 同 的
‘

情感
’

、 迥然不 同 的 民 间
‘

英

雄典型 （ 葛兰西 ，

１ ９ ８ ３ ｂ
，Ｐ ． １ ４２

） 。

在 《 实践哲学 》 中 ， 葛兰西论述道 ：

“

知识分子的错误在于 ， 相信人们

能够在没有理解 ， 甚至在没有感情和没有热情 的情况下去认 （ 不仅认识本

身 ， 而且还有认识的对象
“

人民不能在没有这种热情 ，
没有知识分子和人

民
一

民族之 间 的这种情绪上 的联结 的情况下 ， 去创造政治一历史
”

。 所 以
，

“

如果知识分子和人 民一民族 、 领导者和被领导者 、 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

的关系 ， 是 以有机的融贯——在其 中 ， 感情 热情变成理解和认识从而变成

知识 （ 不是机械地而是以一种能动 的方式 ） 为特征的 ， 那时 ，
而且只有在那

时 ， 才是一种代表的关系 。 只有在那时 ， 才会发生统治者和被统治者 、 领导

者和被领导者之间个别要素 的交换 ， 才能实现作 为一种社会力 量 的共有 生

活
——并创造 出

‘

历史的集 团
’

％ （
１ ９９０

，ｐ ．１ ０９
） 这个论述相当彻底 ， 情感

被视为连接统治者与被统治者 、 领导者与被领导者 的纽带 。

一切 知识都是在

情感的推动下得到的 ， 而且知识本身就是情感的推演 ， 进而 ，

“

历史 的集团
”

也是由情感创造的 。 社会集团 、 霸权 的形成 ， 初 因正在于情感 。

“

因为对于

大众感情要 以它们在其中客观表现 出 来 的那种方式去加 以认识和研究 ，
而不

要把它 们 看 成某 种 可 以 忽 略 的 东 西 和 在 历 史 运 动 内 没 有 活 力 的 东 西
”

（ Ｐ
－ １ １ 〇

）

葛兰西放弃了
“

从认识到理解和到感情
”

的路线 ，
主张

“

从感情到理解

和到认识
”

的路线 ，
与他反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

主张上层建筑决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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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号与传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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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基础的逻辑思维方式有着必然 的联系 。 我们 同样不可忽略 ， 任何情感 的产

生
， 并非无缘无故 ， 与认识 、 理解有着必然的联系 ， 这二者互为 因果 ，

而非

某条路线正确则 另一条路线必然错误的二元对立关系 。

二
、 葛兰西情感论的未尽问题

表面上看 ， 葛 兰西 的情感论与孔德 的 社会理论有 相 似性 。 孔 德认 为 ，

“
一个和谐的社会是建立在一致 同意 （

ｃｏｎ ｓ ｅｎｓｕ ｓ
） 的基础上 的 ， 后者是

一种

共 同 属 于 某 一 道 德 统
一 感

”

，
因 为

“

家 庭 、 教 会 和 共 同 体

（
ｃ ｏｍｍｕｎ ｉ ｔ

ｙ ） 是社会的核心 ，
因 为正是在这些场合 ， 爱 、 责任 、 忠诚和敬仰

等感情压制 了人们 的私心
”

（ 柯林斯 ， 马科夫斯基 ，

２０ １ ４
，ｐ

．４５
） 。 即在社会

情感与个人情感相遇的 时候 ， 后者服从于前者 ，
从而组成社会 。 葛 兰西认为

是国家创造 了被统治者 的
一致看法 ，

而创造一致看法的途径是教育 ，

“

国家

成了
‘

教育者
’ ”

（
１ ９ ８ ３ ａ

， Ｐ
． ２ １ ９ ｈ 国 家依靠教育 、 指导 ， 使被领导者 同意

他们 的领导 。 从这个角度看 ， 葛兰西正好解释了孔德 ， 国家教育人民从而使

他们获得社会情感 ， 该情感压制 了私人情感成为维护 国家统治 的基础 。 这有

点像对叔本华唯意志论的解释 ：

“

我们并不是因 为发现了欲求某个事物 的各

种理 由 才去欲求这个事物 ， 而是 因 为欲求这个事物才去寻找欲求它 的各种理

由 。

”

（ 杜兰特 ，

２００４
，Ｐ ．２０ １

） 用在葛兰西 的 国 家理论 中就是 ， 人并不是 因

为属于某个阶层才会产生这个阶层 的情感 ， 而是因为具有这个阶层 的情感才

意识到 自 己属于这个阶层 ， 进而才会有关于这个阶层的认识并引 发行动 ， 因

为
“

信仰 、

一致看法 （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 ｓ

） 和赞同是构成 国家权力 的基础 ，
而不是 国

家权力是信仰 、

一致看法的基础
”

（
Ｂｅｒ

ｇ
ｅ ｓｅｎ

，

１ ９９３
，ｐ

． ４
） 。 现代资本主义 国

家通过教育使人民具有对统治阶级的认同和情感 ， 从而构成国家权力 的基础 。

国家机器的工作方式 ，
不再是经济政治 的强权控制 ， 而是阿尔都塞称之为

“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

的东西 。 只不过 ， 在葛兰西 的理论 中 ， 情感是构成意

识形态的重要部分 ， 而在阿尔都塞的理论中 ， 情感的作用被讨论得极少 。

另
一种观点认为 ， 人不是 因 为不 同 的情感取 向 而 区分为小

ｉ

同 的 阶层 ，
而

是因 为经济 、 政治 、 文化地位 的不 同而具有不 同 的情感 。 例如亚 当 ？ 斯密认

为 ，

“

人类 正是在对富人和有权势 的人的所有激情 的认 同 的倾 向上建立起等

级的差别和社会秩序
”

（
２０ １ ４

，ｐ
．５ ７

） 。 因 为富人能够获得世人对他的注意 ，

所以
“

他对他的财富 比对他所能获得的其他好处更加热爱 。 相反 ， 穷人为 自

己的贫困而感到羞耻
”

（ Ｐ
．５ ５

） 。 即是说 ， 阶级情感产生于经济基础和人们对

该经济基础的不同倾向 。 这样 ，
经济基础 以及人们对该基础 的倾 向产生 了 阶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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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情感 ， 该阶级情感演变为意识形态 ， 又反过来形成
“

历史 的集 团
”

（ 阶

层 ） ， 该阶层又因拥有相似 的情感而创造历史 以及知识 ， 该知识进一步作用

于经济基础 ， 周而复始 。

葛兰西的 国家理论讨论的对象是现代资本主义 国 家的领导权问题 ， 在
一

定范围 内有其正确性 ，
然而又具有片面性 。 斯蒂夫 ？ 琼斯认为 ，

“

由 于他将

历史主义 、 唯心主义和能动作用 （ 相互矛盾地 ） 相混合 ， 葛兰西更容易受到

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攻击
”

（
２０ １ ４

，Ｐ ．１ ５ ３
） 。 葛兰西的主要 问题在于 ，

他

将情感和一致看法视为统治阶级教育的结果 ，
没有论述情感和一致看法与利

益 、 个人爱好的相关性 。 情感之所 以在一定程度上可 以决定或导致理解 、 知

识 ，
乃是 由 于存在一个让情感可 以起这个作用 的环境 。 情感确实可 以在一定

程度上起到巩固统治的作用 ， 但是这个作用是有限的 。 而能让情感起作用 的

外部
“

自 由
”

环境 ， 可能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 葛兰西关于情感 的论述 的意

义在于他考虑到 了情感在社会建构过程 中 的作用 ， 但是他没有充分考虑社会

在情感形成过程 中 的作用 。

早期符号学家更愿意把情感看作一种具有本原性意义 的存在 。 《 劳特利

奇符号学指南 》 总结了索绪尔的相关思想 ， 发现索绪尔注意到
“

有一种感觉

和情感的符号学 ， 它的 目 的是把对生活更为真实 的感觉 以及情感层面上 的意

义体验考虑进来
”

， 所 以 ，

“

我们看到 了今天所有符号学流派所达成的见解 ：

所有人 ， 时间上相同而道路不 同地 ， 都有 自 己 的研究 日 程 ， 面对本性 、 情感

和激情诸问题
”

。 这是因为 ，
在索绪尔那里 ，

情感被看作
“

预先地置于人们

珍视和看做有机体的那种存在范畴之中
”

。 （ 科布利 ，

２０ １ ３
，Ｐ ．１ ２８

） 从这个

意义上讲 ， 葛兰西的观点就与索绪尔保持了
一致性 。

苏珊 ？ 朗格的看法与之类似 。 她认为 ，

“

任何美丽 的事物激励 了 我们 的

时候 ， 我们就直接地感觉到情感形式 。 用这种方法感知 的对象具有一座庙宇

或一块纺织物所展现的相 同 的幻觉神韵 ， 从物理意义上说 ， 它与鸟雀 、 山岳

是同样真实的
”

（
１ ９ ８ ６

，Ｐ ．４５９
） 。 所 以说 ， 情感的形式是一种真实 的存在物 ，

具有本原性的意义 ，
因此她被认为是

“

辟开生命情感符号学之路
”

（ 吕 艺生 ，

毛毳 ，

２０ １ ２
，Ｐ ．２４ １

） 。 不过 ， 朗格没有把情感当作知识的来源 ， 这
一点与葛

兰西就有 了相 当大的 区别 。

２０ 世纪末 ， 法国学派的格雷马斯 、 封塔尼耶 、 埃诺 、 科凯等人展开了关

于情感结构 的符号学研究 。 其 中 ， 格雷马斯和封塔尼耶合著 的 《激情符号

学 ： 从事件陈述到感觉陈述 》 是标志性成果 。 他们首先建立 了激情符号学的

叙述语法 、 安排和意 向性理论 、 方法论 ， 然后讨论了
“

贪婪
”

的语义构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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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态建构 、 感受性与伦理的文化现象学 、 将贪婪置入话语的方式等 问题 ， 然

后讨论了妒忌的构造 、 语义建构 、 主体间性 、 文本置入等问题 。 在格雷马斯

等人看来 ， 情感并非一种不可再分析的存在 ， 而是符号和叙述的结果或意义

所在 。 换句话说 ， 情感不但是有原 因 的 ， 而且有一定 的结构 。 既然情感是有

结构的 ， 那么人的存在环境 以及人对该环境 的叙述和态度就是情感产生的原

因
， 任何情感不可能不与人所在 的社会和环境产生关联 。 这样 ，

马克思主义

符号学就需要在社会与情感之间建立联系 ： 社会决定情感 的产生 ， 情感决定

社会的建构 。

三 、 重回葛兰西 ： 情感与社会建构之间的关系

马尔库塞注意到 ， 马克思在 《
１ 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 中把

“ ‘

人的一

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
’

看作是社会主义 的基本特征
” “

但是感觉也将成

为新的 （ 社会主义的 ） 合理性 的
‘

根源
’ ”

（ 马尔库塞 ，

１ ９ ８２
，Ｐ

．１ ３ １
） 。 就

是说 ， 感觉 （ 或情感 ） 的解放依赖社会的解放 ，
而社会的解放的合理性也依

赖情感的解放 。 在社会主义社会 中 ， 情感与社会建构有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 。

但是 ，
在这一理解方式 中 ， 情感并未被解释为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并列 的

维度 ， 虽然实质上有这样一种关系 。

情感大体上可 以分为个人情感和社会情感 。 个人情感的形成有个人和社

会的原因 ， 社会情感会极大地影响个人情感的形成 。 个人情感也可分为两类 ，

一类是个人关于 自 我与 自 然 的情感 ，
另一类是个人关于社会的情感 。 关于 自

我与 自 然的情感与关于社会的情感之间有相互影响关系 。

“

神经症患者之所

以患病 ， 是 因为他们缺乏同类之间 的认同感和社会责任感
”

（ 阿德勒 ，

２〇 １ ４
，

Ｐ
．５

） ， 说明关于社会的情感影响关于个人的情感 。 另一方面 ，
对于那些 自 闭

自卑的人而言 ，

“

生命意味着 ： 保护 自 己 不受伤害 ， 把 自 己 圈起来 ，
逃离别

人不受损害
”

， 而对于那些健康 阳光的人而言 ，

“

生命的含义在于对同类感兴

趣 ， 作为 团体的一分子 ， 为人类幸福贡献 自 己 的
一份力量

”

（ 阿德勒 ，

２０ １ ４
，

Ｐ
．５

） ， 说明关于个人的情感影响关于社会的情感 。

从情感建构社会的方面看 ， 要取得革命的成功 ，
不但要用 自 己 的情感去

影响人民的情感 ， 而且要体会人民 的情感 ， 从他们 的情感要求 出发 。 张如心

认为毛泽东非常善于
“

深刻地体会 中 国 广大人民 的情感 和要求
”

， 所 以 才能
“

正确地掌握中 国历史与 中 国革命发展 的规律
”

（
２０ １ １

，Ｐ
．１ ５ ０

） 。 《汉书
■ 元

帝纪 》 云 ：

“

安土重迁 ， 黎 民之性 ； 骨 肉相附 ，
人情所愿 。

”

吴礼权认为
“

此

言劝统治者要尊重人 民 的情感与天性 ，
顺势而为 ，

不可逆 向操作而失 民心
”

５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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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 １ ４

，Ｐ
．２９９

） 。 这些例子都充分说明 了情感在社会建构中 的核心作用 。

社会情感的酝酿可能有着复杂的影响 因素 。 比如卡赞斯坦等人发现 ， 冷

战期间 ， 欧洲公众对美 国 的情感波动可 以用来解释反美主义 （ 意识形态 ） 的

起伏波动 ， 而反美主义情绪波动 又似乎与 国 际政治环境的演变有关 。 其 中 ，

至少有 四个重要 因素会影响欧洲 四 国大众层面的反美主义 ：

“

二战 中 与美军

直接接触的经历
” “

战后美 国 的政策
” “

冷战前景
” “

欧洲 四 国糟糕的经济局

面
”

（ 卡赞斯坦 ， 基欧汉 ，

２０ １ ５
，ＰＰ ．６ １

－

６６
） ， 第

一

点 是直接的情感记忆 ， 第

二
、 三点是政治／意识形态 因素 ， 第 四点是经济原因 。 这说明 ， 影响情感的 因

素不是单方面的 。 当然 ， 情感影响 的对象 ， 也不是单方面的 。

重返葛兰西 ，
不是唯情感论 ，

而是在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话语结构 中 加

入一个情感的维度 。 情感维度 的加人将彻底改变马克思主义 的社会理论 ， 使

其变得更为完善和科学 。 经济基础 、 上层建筑 、 情感三者 ， 形成链条式话语

结构 圈 。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为一■组 ，
上层建筑与情感为一？组 。 則

一 ■组的关

系与后
一组具有结构方面的一致性 。 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 系一样 ，

上

层建筑和情感也有一种互相影响 、 难分彼此的结构关系 。

一般而言 ，
人们倾

向 于认为情感不会与经济发生直接关系 ，
而是通过上层建筑与经济发生间接

关系 。 然而 ， 后现代经济学理论 已 经将二者结合 了起来 ， 出 现 了体验经济 、

情感经济的转 向 。 （ 杨岚 ，

２０ １ ３
，Ｐ ．１ ５ ３

） 这样 ，
三者就形成 了一个 比较牢 固

的三元关系 ，
互相牵制 ， 共同成为社会组织结构的要件 。

然而微观研究 的结论可能常常有一些不 同 的结论 ，
比如埃里克和卡里发

现 ，

“

或许经济活动 只是影响大众情绪的诸多 因素之一 ， 而大众情绪却能在

很大 程 度上 决定经济 活 动 。 它们之 间 只存在单 向 关 系
”

（ 西格尔 ，

２０ １ ４
，

Ｐ
． ］ 〇 ｌ

） 。 这个结论来源于对现代股票市场与大众情绪之间 的关系研究 ，
显然

不能用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解释 ，
也不能片面地用后马克思主义理

论加 以解释 。

情感无时无刻不渗透到人的各种经济活动和社会文化活动之 中 。 任何时

候 、 任何情况下 ， 人都会根据情感选择思想和行动 。 集体情感对思想的选择

形成意识形态 ，
对行动的选择作用于经济基础和政治行为 。 从这个角度观察 ，

社会情感才是左右经济基础 和意识形态 的无形之手 。 这就不难理解 ， 为什么

我们党一直如此重视社会主 义情感教育 ， 德育的
一个重要 内容就是情感教育 ，

思想政治工作者几乎都明 白
“

思想政治工作必须重视情感教育
”

。 到 ２０ １ ６ 年

５ 月 ， 在中 国知网 中 以
“

思想政治工作
”

和
“

情感教育
”

为并列关键词按篇

名搜索 ， 就可 以查询到一万二千多篇文章 。 因 为情感不但是建构意识形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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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 ，
而且是建构经济基础 的基础 。 又 因为情感不能完全被掌控 ， 几乎有绝

对的主观性 ， 所以就需要教育加 以 引导和培养 。

有一种观点认为 ， 情感本身就是意识形态 的一个方面 。 例如郭鹏飞认为
“

意识形态涉及信仰 、 价值观念 、 政治立场 、 意志 、 情感情绪 、 认知等复杂

精神现象 ，
也涉及神话 、 图腾 、 声音 、 动作等符号体系 和象征体系 。 它涵括

宗教 、 哲学 、 科学 、 政治 、 法律 、 道德 、 文学艺术 、 新闻传播等社会意识形

式
”

（
２０ １ ４

，Ｐ
．７ ５

） 。 这恐怕混淆了 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关系 ， 这
一点本文

暂不展开 ， 暂时将意识形态看作上层建筑的一个方面 。 单就情感与意识形态

之间 的关系而言 ， 就很值得追究 。 例如郁建兴等人就认为 ， 意识形态是理论

化 、 系统化的社会意识 ，
不包括情感 、 表象等 。 （

２００３
，ｐ ．１ ８ ３

） 两种观点针

锋相对 。 之所以产生对立性观点 ， 原 因就是情感 和意识形态分属两个领域 ，

但是又互相影响极深 。 情感积极参与建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 ，
上层建筑和

意识形态又影响人的情感取 向 。

这样 ， 我们就可 以建构起这样
一个社会结构模型 ：

经济基础

上层建筑？ 情 感

社会并不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二元话语结构 ， 而是
一个三元话

语结构 。 建构这样一个模型的好处是可 以避免将社会构成解释成一个冷冰冰

的机械组织 ， 而是将其解释成
一个充满人文精神 的话语场域 。

马克思之所以将情感排斥在分析之外 ， 并非 因 为他没有注意到情感的作

用 ，
也不是他本人在分析社会的时候不带情感 。 我们在读马克思著作的时候 ，

可 以分明地感觉到他对资本主义社会强烈的憎恨和批判 ，
也可 以从马克思主

义符号学者的著作 中分析出 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激烈 的情感倾向 。 马克思主

义的批判精神 ， 本身就是一个情感推动下 的产物 ， 那么我们又有什么理 由将

情感排斥在社会结构分析之外 ？

四 、 结论 ： 社会发展是经济基础 、 上层建筑 、 情感的整体位移

现代社会的发展 ， 不再能被解释为某一个方面的发展 ， 而是三者互相牵

制 、 携手的整体运动 。 经济决定论不能解释为何 同属发达 国家的第一世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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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社会形态 、 文化形态和情感取 向 ，
上层建筑决定论不能解释为何政治

结构 、 文化结构相似的 国家 （ 比如某些伊斯兰 国家 ） 会有经济 、 情感方面的

巨大差异 ， 情感决定论不能解释为何同样重视社会主义情感教育的 国家会 出

现如此巨大的经济发展不均衡 。

经济基础 、 上层建筑与情感三者 ， 构成社会体系 ，
三者是无中心 的

“

多

元异质链接
”

。 但是 ， 国家政策 的执行者 ， 却可 以选择先从某一个方面人手

进行改变社会的工作 。 比如 ， 洋务派的实业救 国着手点是经济基础 ， 戊戌变

法和新文化运动着手点在上层建筑 ， 新中 国成立初期极其重视情感 ， 改革开

放初期的
“

大力发展生产力
”

重 回经济基础 。 历次社会变革运动 ， 有成功也

有失败 ， 我们从中汲取的教训是 ， 过度重视任何一个方面而忽略其他方面 ，

社会变革都不可能取得预期 的效果 。 只有三个方面协同影响 、 共同进步 ， 才

可能使社会朝 向美好的方面发展 。

马克思主义符号学进行到现在 ，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各种可能关系被

讨论得相当充分 ， 这致使 马 克思 主义符号学理论后继乏人 。 柏格森预言 ：

“

极有可能 ， 另
一波关于人类存在结构的理论范式

” “

关于缠绕人类 ， 使人类

陷入全球关系 网的理论 ， 即将来临
”

。 （
Ｂ ｅ ｒ

ｇ
ｅｓｅｎ

，

１ ９９３
，Ｐ ．２０

） 这个关于
“

人

类存在结构
”

理论范式的核心新元素 ，
正是情感维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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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 中 ＿ 社会科

学出版社 ．

列宁 （
１ ９ ８ ８ ）

． 列宁全集 （ 第 ２５ 卷 ） （ 中共 中 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 编

译 ）
． 北京 ： 人民 出版社 ．

吕艺生 ， 毛毳 （
２０ １ ２

）
． 舞蹈学研究 ． 上海 ： 上海音乐 出版社 ．

马尔库塞 （
１ ９ ８２

）
． 反革命和造反 ． 工 业社会和新 左派 （ 任立 ， 编译 ）

． 北 京 ： 商务 印

书馆 ．

马克思 ，
恩格斯 （

１ ９７ ５
）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 ３ ６ 卷 ） （ 中共中 央马克思恩格斯列 宁斯

大林著作编译局 ， 编译 ）
． 北京 ： 人 民出 版社 ．

马克思 ， 恩格斯 （
１ ９９５ ）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第 １ 卷 ） （ 中共 中 央 马克思恩格斯列 宁斯

大林著作编译局 ，
编译 ）

． 北京 ： 人民 出 版社 ．

琼斯 ，
斯蒂夫 （

２０ １ ４ ）
． 导读葛 兰西 （ 相明 ， 译 ）

． 重庆 ： 重庆大学 出版社 ．

瑞泽尔 ， 乔治 （
２０ １ ４

）
． 古典社会学理论 （ 第 ６ 版 ） （ 王建民 ， 译 ）

． 北京 ： 世界图书 出 版

公 司北京公司 ．

斯密 ，
亚当 （

２０ １ ４
）

？ 道德情感论 （ 谢祖均 ， 译 ）
． 郑州 ： 河南文艺 出版社 ．

王晓升 （
２０ １ ３

）
． 历史唯物主义 的 当代重构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

吴礼权 （
２０ １ ４

）
． 治 国安邦 ． 广州 ： 暨南大学 出版社 ．

西格尔 （
２０ １ ４

）
． 大数据预测 ： 告诉你谁会点击 、 购买 、 死去或撤谎 （ 周昕 ，

译 ）
． 北京 ：

中信 出版社 ．

 ．

杨岚 （
２０ １ ３

）
． 情感世界解析 ： 兼论大学情感教育理念 ． 北京 ： 人 民 出版社 ．

于文杰 （
２０ １ ４ ）

． 英国十九世纪手工 艺运动研究 ． 南京 ： 南京大学 出版社 ．

郁建兴 ， 等 （
２００３ ）

． 政治学导论 ． 杭州 ： 浙江大学 出版社 ．

张如心 （
２０ １ １

）
． 毛泽东思想与作风 ． 斯诺 ， 等 （ 编 ）

． 早年毛泽东 ： 传记 、 史料 与 回忆 ．

北京 ： 生活 ？ 读书 ？ 新知 三联书店 ．

Ｂ ｅ ｒ
ｇ
ｅ ｓｅ ｎ

，Ａ ．

 （
１ ９９ ３

）
．Ｔｈｅｒ ｉ ｓ ｅｏ ｆｓ ｅｍ ｉ ｏ ｔ ｉ ｃＭ ａ ｒｘ ｉ ｓｍ ．Ｓｏｃ ｉｏ ｌｏｇ ｉｃａ ｌ

ｐ
ｅ ｒｓ

ｐ
ｅ ｃ ｔ ｉ ｖｅｓ３ ６

， １
，

１

－

２２ ．

Ｌａｃ ｌａｕ
，Ｅ ．＆Ｍ ｏ ｕ ｆｆｅ

，Ｃ ．

 （
２００ １

）
．Ｈ ｅ

ｇ
ｅｍｏｎ

ｙ
ａｎｄｓｏ ｃ ｉａ ｌ ｉ ｓ ｔｓ ｔ ｒａ ｔ ｅ

ｇｙ
：Ｔｏｗａｒｄ ｓａｒａｄ ｉ ｃａ ｌｄ ｅｍｏｃ ｒａ ｔ ｉ ｃ

ｐ
ｏ ｌ ｉ ｔ ｉ ｃ ｓ ．Ｖｅ ｒｓｏ ．

Ｇ ｒｅ ｉｍａ ｓ
，Ａ ．Ｊ ．

 ，Ｆｏｎ ｔａｎ ｉ ｉ ｌ ｅ
，Ｊ ．

 （
１ ９９ ３

）

．Ｔｈ ｅｓｅｍ ｉｏ ｔ ｉｃｓｏｆ ｐ
ａｓ ｓ ｉ ｏｎｓ ：Ｆｒｏｍｓ ｔａ ｔｅｏｆ 

ａｆｆａ ｉｒｓ ｔｏｓ ｔａ ｔｅｏｆ

ｆｅｅ ｌ ｉｎｇ
．Ｍ ｉｎ ｎ ｅｓｏｄｏ

， 
ＭＮ ：Ｕ ｎ ｉｖ ｅ ｒｓ ｉ ｔ

ｙ
ｏ ｆＭ ｉｎｎ ｅｓ ｏ ｔａＰ ｒｅｓ 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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