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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修·阿诺德与“文化与无政府状态”理论 

□伏  珊   邹威华   
[成都师范学院  成都  611130] 
 
[摘  要]  马修·阿诺德是英国新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的“先驱”。“传统文化”是他思想中的核心

内容。“文化与无政府状态”理论内核价值丰富。他认为严肃文化的守护只有“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

的“剩余民”或“有机知识分子”才能担当，这是“文化霸权”的时刻，这开启了他对“大众文化”正

面的认知，对英国文化研究和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关键词]  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霸权；大众文化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4071/j.1008-8105(2014)05-0095-04 
 
发端于20世纪以来的英国新左派文化运动和文

化政治给英国文化研究的崛起提供了一种思考和阐

释的路径。它源于对苏联式社会主义和传统法马克

思主义的强烈批判，这是英国文化研究和伯明翰学

派“文化马克思主义”勃兴的政治及学理土壤。同

时，在英国本土的学术源流中，从19世纪以来就涌

动着一股非常强大的学术认知，那就是以马修·阿

诺德、F.R利维斯和Q.D利维斯等为主要代表的英国

精英文学和文化的守护者，“他们以文化的健康为

旨归，坚决捍卫高雅/精英文学、批评与抵制低俗/
大众文学，不但鼓励并推动了基于文化批评的文学

批评，而且更重要的是，孕育了‘几乎等同于我们

的整个日常生活’的文化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讲，

阿诺德与F.R.利维斯等人可谓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化

研究的智识先驱。”[1]86 他们所主张的“文化与文明”

传统对英国文化研究的出现，特别是伯明翰学派“文

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主义”范式的出现奠定了

重要的思想基础。为此，思考他们的思想认知对我

们理解和阐释“文化马克思主义”在伯明翰学派中

的建构就成为应有之义，而阿诺德的思想是“文化

与文明”传统表征的发端，研究阿诺德的思想就成

为了思考“文化与无政府状态”理论的重要参照。 

一、“文化与无政府状态”理论的内核特质 

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 1822~888）是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著名的诗人、文学评论家、英国

文化研究的先驱。阿诺德出身的时代正是工业革命

在英国迅猛发展的关键时期，阿诺德以超越常人的

智慧看到了他所处时代的种种社会现实，于1869年
完成了影响19世纪下半叶以来英国文学与文化发展

的著作《文化与无政府状态：论政治与社会批判》

（Culture and Anarchy：An Essay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Criticism）。从作品的名称可以看出这不是一

本纯粹的文学作品，而是文学批评著作，它深刻剖

析当时英国社会的政治、社会问题和现实。他这本

著作由美好与光明、随心所欲，各行其是、野蛮人，

非利士人和群氓、希伯来精神和希腊精神、但是不

可少的只有一件、自由党的实干家等主题内容构成。

他深刻分析19世纪60年代英国社会具体问题，涉及

到了当时报刊杂志的报道和评论、宗教问题。阿诺

德生活的那个时代正是工业革命和产业革命深入人

心的阶段，此时的英国劳工阶级作为一种新的政治

力量和文化理论在英国社会崛起，并不断地影响着

英国社会的文化品位和文化鉴赏，这些对他写作本

著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是一个国家的生产能

力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综合还要多得多，它成为全

世界的加工厂，它庞大的远洋船队把数不尽的工业

品运往世界各地，再把原材料运回国，加工成工业

品，然后再运出去。1851年，英国在伦敦市中心举

办世界博览会……博览会向全世界宣告英国已进入

工业时代，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国家，也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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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的国家。” [2]221 
事实上，阐释《文化与无政府状态》的内涵必

须要参照阿诺德一生中所撰写的其他著述，包括“向

调查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会议记录、证据以及探讨

教育问题的论文等等。” [3]131具体地讲，英国工人运

动对英国国会施加压力，通过了新的选举改革法，

把选民的范围扩大到了英国工人阶级当中，这是工

人运动的胜利，也是大众文化的胜利。阿诺德在《文

化与无政府状态》一书中关注的核心主题是“文化

问题”。《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的“文化”是英国

正统阶级和英国上流社会所信奉的文化，指“古希

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也就是拉丁文和希腊文

的古典文化。与“希腊罗马文明相比，整个现代文

明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机器文明，是外部文明，而且

这种趋势还在愈演愈烈。”[4]11 这种机器文明下的

“机械崇拜”或“工具崇拜”是阿诺德生活那个时

代对英国传统价值构成的最大冲击。“无政府状态”

包含的内容更为广泛，指非利士人和群氓等群体，

他们所代表的文化是一种新兴的文化，为大多数人

所分享的大众文化。它代表着“现代社会”和“民

主”在阿诺德生活的时代，英国统治阶级视他们那

个时代因工业化和城市化为敌对的对象，不断地加

以批判和鞭策。这种变化随之而来的是，统治阶级

难以掌控被统治阶级的文化，统治阶级开始失去绝

对的领导权和权威。由此“文化”问题就成了统治

阶级特别关注的现实问题，这也是阿诺德思考问题

的真正动机和目的，从本质上讲，阿诺德的思想代

表的是一种保守的英国传统的高雅文化，他思考问

题的主要目的是如何在现实的英国社会与无政府状

态下的非利士人和群氓等群体与统治阶级争夺“文

化霸权”的问题，并有效地实现对英国社会的统治。

在面对工业文明和机器文明以及拜金主义对英国社

会形成巨大冲击的情形下，阿诺德主张用文学、艺

术和诗歌去替代宗教，引领社会各阶层去探究和追

寻甜美和光明，以达到让有智慧的知识分子去支配

整个社会的目的。 
《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一书最大的亮点就是阿

诺德对“文化”的界定。在他看来，文化是“世界

上最好的思想和言论”、是“对完美的研究”（a study 
of perfection）、是“光明”、是“甜美”，它是上帝的

智慧和意志广为传播。文化追求完美，就是追求美

好和光明，那“为着美好与光明而奋斗的人，他做

的事是让天道与神的意旨通行天下。”[4]30同时，“真

正的优雅和宁静属于古希腊和希腊艺术，从中能感

到值得钦羡的完美理想，那种宁静来自有序的、达

成了的和谐的思想。”[4]52与此同时，阿诺德思考的

“文化”背后所支撑的力量是希腊精神和希伯来精

神，这两种精神都有着共同的终极目标，那就是“人

类的完美或救赎”，这是人类最高的审美追求和价值

取向。这是神圣的、严肃的、充当着上帝的旨意。

总括而言，阿诺德的文化观表征在“认知什么是最

美好的能力；美好事物；心灵和精神上对美好的运

用；对美好事物的追求。”[5]32 阿诺德的“文化”观

并不是非常严谨的学术界定，更多充满了“一位诗

人的浪漫色彩：文化是温文尔雅；文化是所思所言

之精华；文化是彻底的无私；文化是对完美的研究；

文化对人心是内在的，对整个社会是普遍的；文化

是所有让人性产生美和价值的力量之和谐。”[6]106 
阿诺德在思考英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的

关联时，他把英国整个社会的人群划分为野蛮人、

非利士人和群氓，或者称为贵族阶级、中产阶级和

劳工阶级或人民大众。这三种人各自有不同的性格

特征。贵族的突出特征是优雅的气质。这种气质最

完美的表征为骑士风度，过度的表征为桀骜不驯，

其缺陷表征为不够勇武高尚、过分的怯懦、逆来顺

受。非利士人则表征为成就伟大业绩的力量，以及

他们看待自身和成就时所沉浸在其中的自立精神，

而缺陷表征为能力低下，无法战胜成就伟业的使命，

可怜兮兮，缺乏自我满足感。而劳工阶级最大的特

征是对社会生活的世俗化和大众化，其缺陷是缺乏

最鲜明的同情心、最迅速的行动力 [4]74-77。在此基础

上，阿诺德进一步指出，贵族阶级是统治阶级的守

护神，是坚定的“高雅文化”的象征，代表着统治

阶级的思想和意志。享有政治和阶级的特权，在文

化上处于领导地位。阿诺德深深地维护着英国传统

的贵族文化和价值。他是贵族的代表和化身，“与资

产阶级争夺文化领导权，这才是阿诺德考虑的核心

问题。这就使阿诺德成了一个意识形态家。”[7]180 而

“非利士意味着僵硬而乖巧地对抗光明与光明之

子，而我们的中产阶级岂止不追求美好与光明，相

反他们细化的就是工具，诸如生意啦、小教堂啦、

茶话会啦等等，我常提到，这些内容构成了他们阴

郁沉闷、眼界狭隘的生活。”[4]77而群氓一群有少部

分在价值和文化上与野蛮人、非利士人趋同，但是

还有一个极为庞大的群体：“它粗野，羽毛未丰，从

前长期陷在贫苦之中不见踪影，现在它从蛰居之地

跑出来了，来讨论英国人随心所欲的天生特权了，

并开始叫大家瞠目结舌了：它愿上哪儿游行就上哪

儿游行，愿上哪儿集会就上哪儿集会，想叫嚷什么

就叫嚷什么，想砸哪儿就砸哪儿。对于这人数甚众

的社会底层我们可以起一个十分合适的名字，那就

是群氓。”[4]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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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阿诺德所处社会的现实，群氓按照今天

的说法就是广大的人民大众，就是芸芸众生。他们

依然处于社会的底层，在日常的每一天都在消费着

他们的大众文化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在阿诺德眼中，

群氓是被社会唾弃和抛弃的一个群体，不能主导并

引领社会完美的理想和文化。同时，这三类人都很

难担当起守护“文化”的重任和职责，他们“一味

追求功名利禄和物质享受，对文化启蒙、文学艺术

不感兴趣，并且盲目自满，胸无大志。”[8]110只有每

个阶级中有教养的“剩余民”（remnant）方可起到

肩负文化重任的使命。换句话讲，按葛兰西的认识，

这种剩余民就是所谓的“有机知识分子”。为了追寻

完美的人生理想和甜美，文化被视为是一种精神生

活，“它是通过求知来达成人格的完善，进一步达到

社会的完善。所以它富有浓厚的理想主义启蒙色彩，

或者说还有美学色彩”[9]3在英国现实语境中，教育

是通向文化的光明大道，对于劳工阶级而言，教育

就是教化他们接受服从、差别和剥削。在约翰斯·道

雷看来，“阿诺德除了说大众文化是深刻政治骚动

的先兆外，作为第一位理论家，事实上他很少论及

大众文化。文化不是阿诺德研究所关注的重点。他

关注的是通过服从文化等级和文化差别，获得社会

秩序和社会权威。”[5]35由此，“文化”是阿诺德那个

时代最重要的关键词，它指涉的是以贵族为代表的

“精英”文化，这种文化为维系和掌控社会权威起

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文化与无政府状态”理论的价值 

站在阿诺德的立场上看，他持有“精英”文化

的主张一点都不奇怪。这与他有学识、有社会地位、

有高贵身份的家庭有密切的关系，也与他复杂的人

生经历有密切的关系。他一方面谙熟贵族的文化身

份认知，同时非常了解社会底层的真实生存状态，

无疑他的思想也遭到了很多诟病，但是从更广博的

历史和社会认知上去考察，阿诺德及其著作《文化

与无政府状态》给英国文学研究，特别是英国文化

研究和伯明翰学派的出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留

给后来学者的遗产依然丰厚。首先，他主张通过教

育去提高大众的教化能力，提升大众的识字能力，

辨别是非，并由此去消除无政府状态，推动了英国

社会文化的整体实力，为统治阶级巩固阶级利益和

固化“文化霸权”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作用。其次，

“尽管阿诺德是在毕其一生之功建构和拯救精英主

义思想，但他对通俗文化的‘关注’在客观上减弱

了文化主义传统的精英色彩，拯救了通俗文化，开

启了大众文化的教育与研究空间。”[10]98换言之，在

英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都是精英阶级所代表的

大主教、教皇、贵族在支配和掌控整个社会秩序，

包括大众阶级在内的社会底层是“失声的”、“无语

的”、被剥夺并消失得无影无踪。而大众阶级及所代

表的大众文化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出现，并得到了蓬

勃的发展，尽管精英贵族感到了文化危机，统治阶

级也受到了威胁，遭到了唾弃和鄙视。但是毕竟“大

众阶级”作为一支重要的力量已经出现在历史的发

展进程中，不断地彰显出其强大的生命力，这是阿

诺德带给我们的思考。具有意味深长的是，曾经对

阿诺德持批评意见的雷蒙德·威廉斯在《文化与无

政府状态一百年》文章中，他这样积极地评价阿诺

德以及阿诺德对文化作出的贡献：“阿诺德对文化

的强调，虽然用的是他自己的强调方式，是对他那

个时代社会危机的直接反应。他视之为文化对立面

的‘无政府状态’，某种意义上与近年来公共描述中

层出不穷的示威抗议运动颇为相似。他没有将自己

表述为一个反对派，而是自视为优雅和人文价值的

护卫者。这便是他的魅力所在，过去是这样，今天

也是这样。”[11]4 
这就是阿诺德，这就是《文化与无政府状态》

给予我们的文化体验和认知，它所思考的“文化”

已经在学术视野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将持续不

断地产生影响。从深层次上讲，阿诺德以其独到的

学术研究视野把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精英文化与

大众文化巧妙地连接在一起，为后来的学者正面地

思考大众文化的价值和意义提供了重要的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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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thew Arnold and Theory of “Culture and Anarchy” 
 

FU Shan  ZOU Wei-hua 
(Chengdu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611130  China) 

 
Abstract  Matthew Arnold is the forefather of British New Left and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Traditional 

culture” is the core of his thought. Theoretical value of “Culture and Anarchy” is full of richness. Arnold thinks that 
the “remnant” or “organic intellectual” of “Culture and Anarchy ” only takes the responsibility of guarding serious 
culture, that is the moment of “cultural hegemony”, which takes a positive understanding towards “popular culture”, 
and which makes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and British Cultural Marxism. 

Key words  Matthew Arnold; culture and anarchy; British cultural marxism; cultural hegemony; popular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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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D. H. Lawrence’s Complex Sense of Sex in His Short 

Novels 
 

HAO Hong-ling  YANG Jian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01  China) 

 
Abstract  D. H. Lawrence both explores the abnormal and the ideal relationship between men and women in 

his short novels. The Abnormal relationship mainly involves homosexual love, spiritual love and socialization of 
marriage. The ideal relationship is the union of spirit and the body based on healthy and open sexual consciousness 
and the practice of sex. D.H. Lawrence’s sense of sex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his life, which is also a reflection of his 
understanding of s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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