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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

内容概要

不同的人持有不同的意识形态概念，不同的意识形态概念有不同的内涵；即使内涵完全相同，也有不
同的侧重点。如有人强调意识形态与权力的联盟；有人强调意识形态与观念的联姻。在充满了激烈政
治斗争的社会中，意识形态与权力的获取、分配、消费联系在一起；在根除了激烈的社会动荡的社会
中，对意识形态的分析已经转移到了美学、文化、宗教等领域。有人说“天国中没有意识形态”，可
这个说法本身就是意识形态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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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

书籍目录

一、 内涵：众说纷纭
二、分类：莫衷一是
三 起源：“去蔽！”“去蔽！”
四 马克思：要害在于“虚假”
五 列宁：“从虚假意识”走向“科学世界观”
六 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博弈
七 盖格尔：意识形态与理论对峙
八 弗洛伊德：幻觉没有未来
九 赖希：解剖法西斯主义的群体心理
十 弗洛姆：打破幻觉的锁链
十一 西方马克思主义：面对百思不解的难题
十二 葛兰西：摸清领导权的机制
十三 阿尔都塞：洞察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秘密
十四 佩舍：祭出“不认同”的大旗
十五 福柯：在抵制中解码，在解码中抵制
十六 伊格尔顿：走向文化解析
十七 利科尔：探究意识形态的功能
十八 拉克劳、穆菲：信奉激进民主政治
十九 齐泽克：“意识形态批判”的终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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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

精彩短评

1、季广茂老师的书，很有效，对梳理意识形态的意义演变很有帮助。
2、文笔实在是烂，这也难怪他翻译的作品如同天书~
3、最后一章写齐泽克是因为他是齐泽克的译者么⋯
4、固然词源分析的不错，就是后三分之一对于不略了解作者的人而言是不可能看懂的。。
5、简明梳理
6、意识形态相关知识入门首选。
7、扭曲与整合，到底是为了更好的统治，起码不倒台。加一星为了作者的辛苦和坦诚。
8、总是有人借“意识形态”这个“壳”，赋予它各种不同的内涵。既狗与丰富，又过于简单，这个
问题很可能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属于意义的探究，而无法顾及现象本身的研究。这是一大陷阱。
9、我怎么全看的检索！？
10、: �
B022/2404
11、资料丰瞻，流于绍介，但是一种深度模式。一本本的英文引用文献让人望而生畏。
12、 还可以啊，至少知道了意识形态这东西像个万花筒。
13、的确篇幅对其有所限制吧⋯⋯
14、言简意赅，重点突出，可读性强。个别地方值得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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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

精彩书评

1、我一直认为，就一个学术问题达成共识基本上是无望的，除了利益立场之外，致命的是我们对一
些基本术语的理解是如此的不同，有时两者对同一个词的理解风马牛不相及，有时是形成反义，有时
则是模糊不清的猜谜，于是大家只好自说自语，在各自的“词典”里“请女人猜谜”。要想就一个问
题进行有效的交流，就必然对可能出现的基本术语达成一些共识，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交流，也许省动
许多解释的必要。但是悖反的是，要想对一个基本术语达成共识，其难度超过对任何问题达成共识，
因为每个人因为不同的立场与阅读、体悟，对同一个术语的理解相差是天壤之别。要想交流一个问题
，须讨论术语定义与范围，而对一个术语的讨论又涉及到更多的基本术语，如是反向深入，就变成了
一种“纵轴上的负交流”。于是，要讨论的问题永远不能触及。这就是永远不能被建成的学术通天塔
。对“意识形态”这个学术关键词的理解，就证明了我以上所说的这一点。“意识形态”是法国思想
家特拉西于1796年提出的，这位法兰西学院的院士、参议员在其大著《意识形态诸要素》中提出这个
让后人争论不停的模糊概念，这种不明确的概念从命名上来说是失败的，但是从学术上来说却是成功
的，因为它有无限的生命力。在特拉西的命名中，这个词是中性概念，指“观念学说”或“观念科学
”，其目的是在研究认识的起源与边界、认识的可能性、可靠性，属于认识论中的问题。到了古板无
趣的马克思先生那里，这位大胡子将意识形态当成一个贬意的概念，在他看来这相词等于虚假意识，
因为它是虚妄不实的，其虚假性来自于特定阶级的利益——它公正无私的外表下掩藏着某个特定阶级
的特定利益。到了马克思的传人列宁手中，意识形态第一次有了褒义色彩，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假
的，而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就是真的，意识形态成了两个阶级星球大战中的闪光剑。曼海姆是怎么认
为呢？他看来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差不多，乌托邦是可以实现的，而意识形态只耍嘴皮子没有结果，只
是一套无法实施的观念。（这位老兄恰恰将两者的定义搞相反了，汗~~）在他这里，意识形态分为特
定意识形态与整体意识形态，关者是自欺欺人的，后者是时代或集团的。格尔盖则不欣赏曼海姆的看
法，他更愿意站在马克思那边，他认为意识形态成为自己是因为虚假性——它是虚假的，无法与现实
保持一致，所以与经验事实不符合的理论都是意识形态。对人类二十世纪有着巨大影响的学说中，弗
洛伊德是可以与马克思对劈的“倚天剑”，他认为宗教与意识形态是一回事，因为宗教发挥的就是意
识形态的功能，宗教为“体”，意识形态为“用”。从马克思与弗洛伊德这两大开山祖师处偷拳的赖
希，创立了“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写了《法西斯主义的群体心理》一书，他对精神压抑、意识形
态、社会现实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分析最为透彻，且开创了应用意识形态理论的新王国，此后用意识形
态进行历史事件分析，成了一种学术时尚与规范。弗洛姆非常厌恶意识形态，他说：“在历史进程中
，观念堕落为意识形态，词语取代了人对现实的感知，官僚们操纵着词控制人民和获得权力，这不是
例外而是规律。结果，意识形态使用的是本义上的词语，表达的却是相反的意义。”最搞笑的是西方
马克思主义，不管是卢卡契、科尔施或法兰克福学派，认为西方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对意识形态领
导权的忽视——只有重视意识形态才能让无产阶级形成自觉的阶级意识，才能取得伟大的胜利。而在
他们之前，葛兰西就看出支撑资产阶级统治的不是政治制度或暴力、经济，而是意识形态，统治者广
为宣传自己的世界观，并且被大众接受了。他看出话语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所以当代的权力研究要追
溯到他那里去。与葛兰西一样在“意识形态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是阿尔都塞，这位仁兄发现意识形
态的功能在于把必要的观念灌输到大众的心灵与行动中，以确保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他认为
，意识形态是客观的社会现实，意识形态斗争是现实阶级斗争的有机组成部分：“意识形态是人与世
界的‘活生生’的关系。”在接下来的佩舍那里，他发明了对意识形态的三种态度：认同，反认同，
不认同。“不认同”提供了一个解决被多元决定的主体性的问题。最牛的要算福柯，这位很有“知识
”的研究者、思想家反对使用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因为意识形态遵循的是确定性的准则，而后现代主
义信奉的是相对主义。福柯眼中，意识形态一词是这样一个范例：它号称要解放人，其实它只能支配
人奴役人。其次，这个词有反人本主义立场，它把观念看成生产方式的派生派，与可与福柯的知识/权
力观相矛盾。伊格尔顿不反对使用这个词，但他认为：“这个定义至少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
，意识形态绝非总是统治阶级的财产⋯⋯另一方面，并非所有意识形态都是扭曲现实。”他的贡献在
于看到了“话语与权力的连接”，所以他认真地研究了意识形态、知识、话语、权力之间的关系。利
科尔力挺曼海姆，他说：“意识形态出现在下列两者的缝隙之间：其一是权威系统自称具有合法性，
其二是我们根据信仰作出的回应。”他的区分是：乌托邦常常成为社会群体寻找优势地位的工具，而
意识形态则往往成为统治集团努力化解失败感的工具，努力维持现状的工具。呃⋯⋯我不能不说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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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

看法天真了一点点。拉克劳与穆菲对意识形态的看法就带着浓厚的后现代色彩了，他们甚至改造这个
词的结构，他们不打算把意识形态看成现成的某物，而是将它看成某种不确定的品性。后现代主义者
们成了意识形态的“终结者”，德留兹和伽塔利说过：“现在没有意识形态，从来也没有过。”而齐
泽克的眼中，流行的意识形态是犬儒主义，人们不再信任任何意识形态真理，不再严肃地对待任何意
识形态命题。一部“意识形态发展史”本身就是一部争吵史，从来就不曾对“意识形状”达成过共识
，而对于它的研究，则是学者们将它打上自己的标识的过程，将它归类到自己的词典的某一栏去。但
整个学术史，却不能缺少对关键词/术语的研究，这个所谓的“澄清”实质是“越描越黑”，黑到一定
程度，就成了研究者的个人小集团财产。在学术问题上或社会问题上的争吵，其热闹程度与交流的无
效性成正比，所以在学术交流、学术探讨越热闹的时代，我们的思想就会寂寞，不会有人试图去了解
你倾听你，就像你也不曾试图去理解或倾听别人一样。上帝不仅变乱了人类的语言，更从深处变乱了
人们对同一个词的理解，所以巴别塔不仅意识着人类在语言上的混乱，更意识着人类在理解上的混乱
，所以，我们永远到达不了上帝的天庭。那么，什么又是我们常说的“主流意识形态”呢？季广茂在
《意识形态》一书中如是写到：主流意识形态总是“定于一尊”的“老大”，它对社会公众具有非同
寻常的影响力。所谓“主流意识形态”的“主流”，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它无论在深度还是
广度上，都对社会公众发生着强烈的影响；第二，它常常依靠政治权威维持自己的影响力，特别是在
它丧失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之后，以维持某个特定团体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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