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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共产党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内涵变迁与启示

谭 群 英
(西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市400715;泸州医学院,四川 泸州646000)

摘 要:建党90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成功推进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

确保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从90年来党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具体内涵和表达方式的

发展变迁中,可以总结出加强和改进当前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三条重要启示:必须坚持以思想政治

教育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方式;必须坚持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与现代化建设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必

须正确处理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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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格局中,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成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决定

着一个国家、民族、党派的生死存亡。建党90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成功推进以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

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确保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

们通过总结分析党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在不同时期的具体内涵和表达方式变迁,从中总结出对当前社

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三条启示。

一、中国共产党主流意识形态在不同时期的内涵变迁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

在1921-1949年这段艰苦卓绝的奋斗史中,中国共产党紧紧围绕“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形成了

新民主主义革命主流意识形态,其具体内涵和表达方式在不同革命阶段有所不同。

1.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意识形态 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表明中国共产党从建党

之初就旗帜鲜明地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把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理论。这是

早期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飞跃。当时没有把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

阀的民族民主革命同消灭一切剥削、消灭私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区别开来,以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

国,可以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2.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意识形态 从党的二大(1922年7月)至党的六届五中

全会(1934年1月)期间,党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意识形态。党的

二大提出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认为现阶段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就是通过民主革命进一步

创造条件,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长远目标。在这之后,虽然在党内相继出现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

义、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等意识形态的冲击,但是在与各种意识形态自由竞争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为

指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意识形态占据主流地位。特别是党的六大(1928年6月)明确指出中国社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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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统一了全党思想。

3.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意识形态 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列

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有效解决了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形成了毛泽东思想。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1938年9月)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的认识和步调。党的七

大(1945年4月)正式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

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为党领导人民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

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基础。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交织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对于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国民经济体系问题进行了艰

难摸索。从党的七届三中全会(1950年6月)至十一届二中全会(1978年2月)期间,中国共产党主流意

识形态主要集中表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交织的意识形态,有以下三种具体表现形式。

1.社会主义改造的意识形态 在建设新中国的初期,党内思想主要统一到恢复和发展生产这一中

心任务。党的七届三中全会(1950年6月)提出了为在三年左右的时间争取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

根本好转,全党全国人民要一致团结起来,创造三个条件,完成八项工作,“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策略方

针。七届四中全会(1954年2月)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是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

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社会主义改造主流意识形态

的指导下,于1956年基本完成了三大改造任务,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顺利实现由新民主主义

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

2.社会主义全面建设的意识形态 七届五中全会(1955年4月)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

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党的八大(1956年9月)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启了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序幕。八届九中全会(1961年1月)正式批准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即“调整、
巩固、充实、提高”。这是1958年“大跃进”以来经济指导工作的一次重要转变。它对于后来大规模的经

济调整工作起了巨大的指导作用。总体上,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党内对经济建设、政治

形势的判断出现的分歧,导致经济建设发展缓慢。

3.社会主义革命的意识形态 八届三中全会(1957年9月)在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上,错误地

认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
八届十一中全会(1966年8月)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

定》(即《十六条》),促进了“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党的十一大(1977年8月)宣布以粉碎“四人帮”
为标志,“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但是党的指导思想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转变,党和国家的工作总体上还

是处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以后,中国共产党围绕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的新时期

历史任务,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效解决了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

遇到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体包括以下三个不同阶段的理论成果。

1.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理论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

族人民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创立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

经济建设上来。党的十二大(1982年9月)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7年党

的十三大构成理论轮廓。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科学的理论体系。党的十五大

正式提出“邓小平理论”这个科学的概念,并写入党章,成为党的指导思想之一。实践证明,邓小平理论

是指导全党全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理论。

2.“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的13年间,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我国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波澜壮阔。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从容应对

来自各方面的困难和风险,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理



论和实践上不断探索和开拓,创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指中国共产党始终

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我们党

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党的十六大(2002年11月)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党章,成为

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之一。

3.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

践中创立的。该理论旨在回答和探索社会主义应该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问题。科学发展

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党的十七大

(2007年10月)把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之一。科学发展观既着眼于把握

发展规律、破解发展难题,又着力于推进党的执政方式和社会管理方式的转变,是推进各项事业改革和

发展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

二、对于加强和改进当前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启示

从上述不同时期党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具体内涵和表达方式的发展变迁中,我们得出关于进一

步加强和改进当前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三条重要启示。
(一)必须坚持以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方式

1.通过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导向和保证功能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 思想政治教育的阶级性,就
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性。意识形态本质上是集团性话语,它并非个人从生活实践中自发形成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意识形态建设需要采取“灌输”的手段。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就是“灌输”,执行着建设

主流意识形态的功能。思想政治教育主要通过自身所特有的导向功能和保证功能,传播和巩固主流意

识形态。其导向功能包括理想信念导向、奋斗目标导向、行为方式导向,其保证功能主要是通过政治共

识性、思想一致性、行动统一性来实现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思想政治教育要充分发挥

导向作用和保证功能,以应对各种意识形态的冲击和挑战,巩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

2.通过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机构和队伍建设,促进主流意识形态建设 意识形态需要建立专门的

组织机构和工作队伍,进行专门的思想生产和分配,才能巩固其主流意识形态地位。思想政治教育作为

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方式,其组织机构和队伍建设理应受到高度重视。首先,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机构

要实现全覆盖。企事业单位、机关、农村、社区等都要设立专门的组织机构负责思想政治教育。其次,提
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的整体素质。一方面要给予政策,吸引高素质人才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另一方

面积极培养提高在岗人员的素质。其中,应该高度重视大中小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整体规划,充
分发挥学校教育主渠道和主阵地的作用。

3.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促进主流意识形态建设 在全球化、网络化、多元文化背

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只有通过增强自身科学性,才能提高说服力,捍卫主流意识形态。当前,要紧紧依靠

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

下,深入探究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和规律,促进学科的理论建设;另一方面,针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

中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做出科学回应,提出解决办法,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

性。另外,要像重视自然科学一样地重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出台相应政策,鼓励理论工作者加强思想

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研究,从而促进主流意识形态建设。
(二)必须正确处理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与现代化建设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

1.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始终以现代化建设实践为基础 中国共产党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注重实践性,
从而凸显其科学性。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在特定历史时期先后形成了毛

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在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主流意识形态的具体内涵和

表达方式有所不同;在同一时期的不同阶段,主流意识形态的具体内涵和表达方式也存在差异,从而推

动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不断丰富和发展。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的不断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主流意识形态也将得到丰富和发展。意识形态作为制度化体系化的思想,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来源于实

践,又受实践检验。我们在宣传和巩固主流意识形态时,既要注重理论彻底性,更要注重实践方式的创

建。要把高度抽象而深奥的理论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表现形式,紧密贴近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指导

和规范人们的言论和行为。

2.现代化建设实践坚持以党的主流意识形态为指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经过中国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活动检验并证明是解决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实际问题最有效的理论武器,
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流意识形态。它科学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

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解决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可能遇

到的难题提供了理论指南。历史反复证明,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取得成功。现代

化建设实践活动只有坚定不移地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才能确保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

利推进。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和能动性,要充分发挥主流意识形态在社会和谐、社会控制、社会动

员等方面的社会功能,为现代化建设服务。
(三)必须正确处理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

1.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作用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1]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注重发挥社会主义

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作用。第一,通过立法确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

相结合,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第二,与非主流意识形态相比,主流意识形态拥有大量专门的组织机构和

工作队伍。所有的文化、宣传、教育等政府部门都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喉舌。在科技迅猛发展的今

天,牢牢掌握新闻舆论媒体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力和大众文化的熏陶作用,规范人们的日常行为习惯,增
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核心的价值认同,构建起共同思想基础。第三,在意识形态生态圈中,对
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容进行甄别和批判,帮助人们正确识别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本质。

2.利用非主流意识形态的辅助效果 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存在多样性,是一切阶级社会的共有特

征。非主流意识形态往往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部分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某些观点。尊重差异,包容

多样,不仅是社会和谐的需要,而且是现代社会人们精神发展所必需的文化生态。在这个文化生态圈

中,只有那些顺应时代潮流、满足社会需要的意识形态,才能被社会公众所拥护,最终成为主流意识形

态。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展开的学术争鸣,一方面使真理越辩越明,从中进行教育和自我教育;另一方

面或多或少会促进主流意识形态的改进,推动主流意识形态健康发展。当前,中国共产党对各种非主流

意识形态,主要采取尊重和包容态度,认真分析各种观点的利弊,充分利用非主流意识形态的辅助效果,
推动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螺旋式向前发展。

3.积极应对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 巩固和发展主流意识形态,必须积极应对意识形态之间的斗

争。首先,要清醒地认识到当今意识形态之间的激烈斗争是客观存在的。由于全球化背景下两种意识

形态、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并存,西方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长期实施“和平演变”战略,进行意识形态

渗透。其次,要善于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意识形态。一种是反映我国不同群体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属
于人民内部矛盾。另一种却有着本质区别,是一些敌对势力以颠覆中国社会主义为目的的。如西方“意
识形态终结论”的各种思潮,就以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为目的。最后,坚决反击意识形态的恶意斗

争。对于触动了中国共产党主流意识形态底线的非主流意识形态,必须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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