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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思想 
— — 纪念雷蒙德 ·威廉斯诞辰九十周年 

彭洲飞 ，吕立邦 
(1．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2；2．山西大学 哲学社会学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摘 要]作为西方国家极具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雷蒙 ·威廉斯创立的文化唯物主 

义是种新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形 态，他依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立场 ，发展 了自己的文 

化唯物论；特别是在构建文化唯物主义理论核心范畴中，用别样的视角，原创性地阐述了文化 

观、重新评介和阐发了对“基础——上层建筑”的解读。理解和理清这两个核心问题是认识文化 

唯物主义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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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2()世纪最杰出的社会主义思想家雷蒙 ·威廉 
斯诞辰90周年，我们纪念他最好的方式就是关注思 
考他最有价值的思想：文化唯物论—— 一个值得继 
续关注的领域。威廉斯一如既往、潜心默默地对马 
克思主义文化观进行了独具匠心的深人研究，提出 
了崭新 的“文化 唯物主义”理论。雷 蒙 ·威廉斯 
(Raymond Williams，1921—1988)作为著名的马克 
思主义思想家、文化理论学家、英国伯明翰学派和 
“新左派 ”运动的核心人物 ，他 的学术思想见地深 深 
影响着当代的文化研究，正如美国学者戈尔曼所后 
赞扬的一样“威廉斯在思想界的地位从许多方面看 
都是无与伦比的。他的确是战后英国最有才华 、读 
者面最， 、最有影响的社会主义作家。⋯⋯你很难 
找到这样的人，他既能在单独一篇理论作品中说明 
许多不同的文化领域 ，又能详尽的对着许多不同的 

文化领域进行分析”L 。他 的理论的内在力量性 
(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 )、稳定性和某种预见 
性赢得 同时代众多马克思主义专家学者的钦佩。 

一

、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理论范式的提出 

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是崭新提法，这意在把“文 
化”和“物质”并列对等起来，试将“文化主义”与“唯物 
主义”有机融合到一起。绝不是文字上的前后重要或 
次要的排列组织。威廉斯创建文化唯物主义在理论旨 
趣上要改观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化观，他认为 
当今世界处于这样一个文化革新和创新的时代，要坚 
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同时要承担马克思主义复兴的托 
命，实则需要在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进行突 

破和完善。《马克思主义文学》一书正式表明威廉斯与 
马克思主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标志着“文化唯物主 
义”理论的形成。此书中威廉斯提出文化唯物主义是： 
“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深度阐释，是在历史唯物主义 
的视域中对物质文化和文学生产特性的一种具体阐 

释” 。对于他来讲，文化唯物主义就是一种马克思主义 
理论 ，而且是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更深层次 的文化角 
度挖掘和探讨。也可以说 ，文化唯物主义思想是尝试 
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构建。本文着重探讨一下其 
中的文化观、修正过的“基础——上层建筑”命题这两 
个核 问题 

二、文化——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 

文化的范畴和概念是文化唯物主义的基点，文化 
内涵的历史性变迁呈现出了人类社会、政治和经济结 
构的变化，威廉斯以它为逻辑起点重构了文化唯物主 
义大厦。“文化”一词是“英文中两三个比较复杂的 

词” 之一。威廉斯通过社会对文化概念涵义的变化 
演绎史，认为文化有四层基本涵义：“文化通常是指某 
种事物的文化，这时它的第一个意思是：心灵的普遍状 
态或习惯，与人类追求完美的思想观念有密切关系。 
第二个意思是：整个社会里知识发展的普遍状态。第 
三个意思是：各个艺术的普遍状态。第四个意思：文化 
是一种物质、知识和精神构成的整个生活方式” J。以 
上关于“文化”的四层意思可以提炼为：一是代表人的 
精神、心灵等普遍状态的精神成果的文化观念；二是威 
廉斯最为看重的——作为人类整体生活方式(由物质、 
知识和精神等要素构成)的文化观念。我们对文化的 
传统定义要全面审视，惯常做法是文化和物质是相互 
对立的，文化被视为形而上之物，日“道”也，指思想、精 
神、道德、理念等等。物质被视为形而下之物，日“器” 
也，指材料、原料、工具、自然之体等等。在唯心主义思 
维的支配下，更加把文化的价值抽象、离奇化地追捧。 
从而，文化与物质的范畴必然越来越分离和疏远。与 

文化、物质的相对立的概念相反，文化唯物主义的文化 
概念内在规定性地把文化本身看成一种物质的东西或 
过程，文化的内涵更应是反映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晴 
雨表。威廉斯强调文化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物质力量 
以及文化自身的创造性和实践性正是对马恩思想的积 
极回应和丰富。 

此后，威廉斯在《漫长的革命》一书中，他创造性地 
提出了三种文化形态：第一种是“理想状态”的文化，即 
把文化等同于某种永恒的秩序或“普世价值”；第二种 
是“文本状态”的文化，即把文化看成记录下来的思想 
或智慧作品的汇总；第三种是“社会实践状态”的文化， 
即把文化与一定的生活方式、社会存在紧密联系起来。 
威廉斯更欣赏和注重“社会实践状态”的文化，第一种 
理想型文化过于抽象，而且有种绝对权威主义倾向；第 
二种文本型的文化类似“贮藏库”、“博物馆，而不是活 
生生的、不断变化的过程和整体。只有第三种社会实 
践性的文化，才是根本和源泉，它能生产出前两种文 
化，又能不断生成后续文化遗产和精神。同时 自身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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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物质、实践性的文化。唯有这样才可以深刻把握文 
化的复杂性和整体性。因此，威廉斯认为“整体的生活 
方式”才是文化的本质 ，文化必须放在社会结构和制度 
的每一个层面中展开，既包括抽象的价值又包括具体 
的规范 ，是对整个社会方式的共 同经验，文化理论就是 
“对整体生活方式中各种要素之间的关系的研究，⋯⋯ 
文化分析就是去试图发现，作为这些关系复合体的组 

织的本质” 。“文化唯物主义”其实就是在强调“文 
化”即是“生活”，即是“社会过程本身”，文化是和经 
济、政治和生活经验交织在一起的，生活的碎片都被包 
含在文化当中了。文化作为实体也就在人类的社会实 
践 中得以 自我实现 ，这就是威廉斯所说 的文化构成 了 
文化唯物主义大厦的逻辑起点。总的来说，威廉斯的 
唯物主义文化具有两大特质 ： 

第一，文化的物质性 应当来讲，马克思的经典著作 
里中，并没有提出对文化概念的定义。马克思往往从 
最“宽泛的”文化观念出发，理解社会生产的。认为文 
化指的是人类在社会历史活动中，它在实践中所创造 
的东西。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原则出发，联系人 
类的物质实践活动，不单单揭示出文化的精神属性，而 
且体现出文化的物质属性。威廉斯提出的“文化活动 
是物质生产形式，只有理解了这一点，人们才能考虑它 
们的真实社会关系——只有一种关联性 的第二秩 
序”_6 J。这样的文化观才是文化生产的物质方式，协作 
规范等等，从而靠近近了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观的本质。 
威廉斯反对用庸俗的反映论，把文化孤立地看成对物 
质的“照相”、“映射”，把文化与社会生活截然分开。 
他倡导在历史唯物住的原则下，研究特定的物质文化 
和生产，强调文化在社会层面上的繁荣不仅仅是经济 
基础的反映和结果，而本身就具有物质性和生产性。 

第二，文化的生活性。在 1958年，威廉斯提出“文 
化是平常的”(Culture is Ordinary)观点，即认为文化是 
一 种生活实践，是生活经验的形成，是整个生活方式， 
它存在于 日常生活中，直接向我们展示生活，它包括每 
一 个平凡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威廉斯把文化通俗的做 
法是为了把文化作为民主的反映，抗衡高雅文化与大 
众文化之间的鸿沟，他认为文化史 日常的、草根的，更 
是微观的。以此来指称社会问题中涉及的各种新的人 
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现实的社会中，主流文化已经打 
垮和冲击着大众文化的普及和认同，理论评论家批评 
指出所谓的“大众文化”早已不在为人民大众服务。但 
是威廉斯则以现实主义的态度拥抱大众文化，认为它 
为共同文化创造了先决条件，大众文化是民主的开始 
也是重要的渠道，它提供了普通人参与社会建设的崭 
新途径。普通人的主体性不再被消解、弱化，反而增强 
了。现代化的社会飞速发展，网络的平面化、生活化、 
“微博”化把个人的主体性再次被塑造，积极发挥 自我 
自觉的能动性，肩扛起了对文化工业、科学技术和制度 
规范对人压抑的重任。 

三、对基础——上层建筑命题的重新评价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物质生 
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 
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 
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J。马克思对上 
述论断的提出，是由于当时探讨的重点是从作为基础 
的经济事实中考察引发出的政治、权的观念以及其他 
意识形态形式的社会文化观。这样 的表达处于直观和 
比较容易理解的考虑。事与愿违，马克思学说经常被 
扭曲为“经济决定论”、“经济唯物主义”。恩格斯不断 
对“基础——上层建筑”的命题进行阐释和解答，他说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 

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和我都从来没 
有肯定过 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 
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 ，那么他就是把这 

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 ：。 
恩格斯还说“历史是许多单个意志相互冲突的产物，每 
个意志都会对合力有所贡献 ，因而是包括 在这个合力 
里面”。威廉斯认为这些解释说 明恩格斯跟马克思一 
样 ，在不放弃经济处于首要地位的原则下强调基础和 
上层建筑关系的复杂性。威廉斯认为，“如果不是把 
‘基础 ’和 ‘上层建筑 ’视为一种启发式的类 比，而是把 
它等同于现实的写照，自然就会产生许多谬误” J。无 
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说“基础 ”决定 “上层建筑”和“生 
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还是说“社会存在”决定“意 
识”，归结到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经济因素是否起决定性 
作用。换言之，把文化视为人类的整体的生活方式，则 
要理清文化与社会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可见，恩格 
斯虽然使用“相互作用”，但是仍然认为经济基础对上 
层建筑的决定意义是终极意义上的，只能说两者的关 
系是间接的，而非直接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还是认 
为文化是由经济结构以及在经济结构而来的社会关系 
这条导线上编织起来的，并且要沿着这条导线去理解 
一 种文化。威廉斯不满足这种基础、决定和上层建筑 
问接或非直接的相互作用空洞、仍旧抽象化表述，他想 
向更微观方向探索基础和上层建筑处于怎样一种作 
用、影响或者改造的关系中。 

明晰清楚“基础——上层建筑”的命题，需要从概 
念范畴上再审视命题中的每一个术语。重新梳理核心 
关键词：决定、基础和上层建筑。就“决定”来讲，德文 
的“决定”(bestiment)最根本的涵义是设定限制和施加 
压力。威廉斯认为“决定”一词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眼里 
是，否认外在于人的力量的权利或神话的抽象的决定 
性意识的存在，主张把决定的作用置于人的活的活动 
性的关系实践中。由于教条主义影响，后来的马克思 
主义者把决定看成某种预示、预见、控制着人行为外部 
条件或规律。 

首先，威廉斯认为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对“决定”的 
理解有悖于“决定”一词的最普遍含义——“设定限 
制”。威廉斯他并不否认“决定”的存在，而是希望从人 
类创造历史的活动性关系中来寻找“决定”。所以，威 
廉斯不摒弃“决定”的一词的使用，因为“没有某种决定 
概念的马克思主义是毫无价值的，而拥有太多决定概 
念的马克思主义又是彻底地无能”--⋯。依照“决定”一 
词最根本涵义，威廉斯将马克思主义的“决定”理解为 
“设定限制和施加压力”，而不是被预告、预示和控制， 
威廉斯是这样解释的：“在一个整体的社会进程中，一 
些肯定性的决定因素可以被个体来体验，但又同时是 
社会的行为，当然，作为限制被体验的否定性的决定因 
素往往是和特定的社会构型有着复杂的联系。⋯⋯否 
定性的决定因素还作为压力来自一种给定的社会模式 
的构型和趋势：有效地强制去实施维持或恢复这种社 
会模式的方式。这些压力也可以很重要的被新的构型 
所施加且作 为一种 还没 有被认 识到 的意 图和要 
求” 。可见，威廉斯说的“设定限制”是指特定的社 
会状况所产生的束缚 ，“施加压力”是社会活动主体没 
有意识到的但又被社会现实所赋予的力量或动力。 

其次，对“基础”的理解是对历史唯物主义认知的 
最根本的环节，马克思本身并不是只把经济范畴作为 
社会变化和发展的基础，马克思是所强调的生产活动 
才是在特定 的社会中构成其他一切活动的基础。马克 
思告诉我们，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 
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 
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把基础理解为物 
质的生产活动。而这种物质生产活动总是在动态变化 



82 河 北 工 程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第3期 

的，而不是静态的或封闭的领域，进而“基础”就不单单 
是指经济状况，而应是人们在社会生产关系中的各种 
特定的活动，威廉斯也认为：“当我们讨论‘基础’时，我 
们实际上是讨论一个过程而不是一种状态。我们不能 
认为这个过程具有后来人们所理解的上层建筑这个可 
变过程所具有的某些固定属性”_I 。只有当我们认识 
到‘基础’本身就是一个动态和内在矛盾的过程的时 
候，才是理解基础的真正所指的内容。所以在威廉斯 
跟里，基础与上层建筑只是马克思的一种比喻，强调的 
是一种结构性关系，在这种结构中，特定时期的基础与 
上层建筑完全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并不是永恒不变 
的。基础与上层建筑是一种比喻，而不是具有确定所 
指的概念，在人类历史的不同社会阶段，“基础与上层 
建筑”指涉的内容可能会倒置，譬如这个时代的上层建 
筑，到了下个时代可能就会变成了物质性的“基础”。 

最后，关于“上层建筑”，马克思曾经说过的整个上 
层建筑是由“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这 
一 说法，很容易将上层建筑看作是所有文化活动和意 
识形态在其中发生的场地。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 
后来的发展中，上层建筑的内容 自有相对性发展空问。 
威廉斯认为对“上层建筑”的理解是宽泛性文化观看 
待，为此威廉斯总结了“上层建筑”的涵义和指代：第 
一

、表现存在着的现实生产关系的法律和政治形势；第 
二、特定阶级的世界观的意识形态；第三、为改变现状 
所进行的努力和实践活动。除此之外，威廉斯对上层 
建筑的解释“引入了时间上的延迟，即著名的滞后概 
念；引入了各种技巧性的复杂概念；引入了间接性—— 
在这种间接性中，文化领域内的有些活动(如哲学)都 

被置于更加远离第一性的经济活动的地方 ”̈ 。就是 
说，上层建筑的各种要素在上层建筑中所处的位置并 
不同，它们受经济基础的影响也不同，如政治距离经济 
基础比较近，受其影响也较直接，而哲学和艺术则远离 
经济活动，受其影响就相对间接一些。 

四 、结语 ， 

文化唯物主义理论框架使得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 
究在理论上能够相互对话和相互启发，为马克思主义 
的文化理论提供了发挥的场域。威廉斯这样表达自己 
的信仰：我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别感兴趣，因为社会 
主义与共产主义是人类最终追求，在当今时代的意义 
重大“。所以，威廉斯对经典历史唯物主义另一视角的 
阐释，在整体上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种特殊领域 
的马克思主义观。虽然他的阐释合理的逻辑，但是仍 
然掩不住过度的阐释而对这一命题给予了较大程度的 
修正。例如，在解释基础同时有种倾向把至关重要的 
经济因素抛弃，从而忽视了经济决定的优先性，把决定 

的范围圈定在社会存在即物质生活生产。他可能更为 
强调社会生活的整体性 ，他认为以物质性 为特征当人 
们从事经济生产的时候 ，他们并没有把 已经升华成 观 
念形式的生活经验抛在一边；而所谓的上层建筑也不 
仅仅是一系列观念，它还包括各种实践和制度机构。 
这就是说，上层建筑也具有已经被赋予“基础”了的物 
质性。走向是种极端的泛文化的之道，这与社会、意识 
形态、政治与经济相互参合，真正属于生活方式上的文 
化变得模糊不清了。所以威廉斯倾向于用社会存在决 
定社会意识这一命题来取代“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命题。最后在理论知趣上，威廉斯从恢复文化的物质 
性出发，追求对文化和社会的总体性把握，最终走向了 
文化唯物主义的设想和建构。由于时代的局限，也只 
能说是呈现出某种雏形而已。不过毋庸置疑的是，威 
廉斯凭借自己超前的学术眼光和深邃的理论洞察力， 
通过自己具有原创性的理论思考，有力地推动了文化 
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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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probe to the thoughts of W illiams’culture mater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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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aymond Williams．one of the western countries influential Marxist believer，founds cultural materialism 

which iS a new type of western Marxism theory foYln in accordance with Marxism．and accordingly．develops his own 

cuhura1 materialism：Especially in constructing the cultural materialism theory．he states the original viewpoint on cul— 

ture．And he reviews and explains“base and the superstructure”conception．Understanding the two core conception iS 

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cultural mater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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