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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精神优势是人类社会健康全面发展的重要因素。在现代社会，精神优势不但是一个国家强盛繁荣的重要表

征，也是一个社会顺利转型、保持优先地位的重要保证。在世界各国不断重视精神文化力量和作用的背景下，建

设社会主义精神优势意义重大。同时，中国的社会转型和转型中的精神状态要求我们重视和建设精神优势；重视

和熔铸精神优势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努力探索和实现社会主义固有的精神文化优势，是我国实现

伟大的民族复兴和繁荣强盛强有力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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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当今时

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

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

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要坚持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高

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主义文化

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 
上。”[1]当今世界各国，在重视发展经济、建设自身物

质优势的同时，不约而同地越来越重视各自的精神文

化建设。在这个“思想有多远，就能走多远的”时代，

从某种程度上讲，建立精神文化上的优势，一方面使

物质优势产生几何式的扩大效应，使物质优势成为真

正的优势；另一方面精神文化上的优势可以促使一个

国家站的起点更高，战略目光更为远大，从而引领一

个社会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走在各国的前头。 
其实早在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时期，列宁就指

出：“每天都必须取得胜利，即令是不大的胜利，无论

如何要保持‘精神上的优势’。”[2](374)邓小平在改革开放

之初，也不断强调：“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

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

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理想，也就有

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真

正的优势。”[3](144) 

客观地说，精神优势已是一种现实的、几乎可以

触摸到的一种优势和力量，是一种对 21 世纪各国的发

展至关重要的优势和力量。因此，建设精神优势是十

分重大的。 
 

一、精神优势的发展是社会和 
人的全面持续发展的关键 

 
无论是单个的人还是人类社会都是由物质和精神

两部分组成，因此，无论是单个人的发展还是社会的

发展都应包括物质方面的发展和精神方面的发展，

只有物质和精神都获得发展，才是全面的发展。但

从历史事实来看，人和社会的发展呈现出片面的发

展状态，尤其是近代以来，社会物质财富急剧增加，

人们异化感增强，异化的实质就是人的物化。人和

社会这种片面发展已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其中最为

严重的是：它使人们普遍产生了一种生存危机，使

人们对人类自身和生活前景充满悲观。 
这种生存危机在本质上是一种精神危机，要克服

这种生存危机，就必须重视精神，建立人类的精神优

势。精神是人和人类社会与动物和自然界相区分的重

要分水岭，也是人和社会存在的最重要表征，因此，

从一定意义上说，人和社会的本质特征在于其精神，

精神优势才是人和人类社会的真正优势。从个体的角 
                                  
收稿日期：2008−01−05；修回日期：2008−04−30 
作者简介：胡丰顺(1977−)，男，湖北钟祥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2006 级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14 卷 

 

320
 

度来说，一个人的优势从根本上讲不是物质性的身体

优势，而是精神性的思想道德优势和科学文化优势，

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是决定一个人价值的根

本素质；从社会的角度来说，从人类形成后，世界既

应该是一个物化的过程，也应该是一个人化的过程，

即也应该是一个精神化的过程。从历史发展的规律来

看，世界主要应该是一个精神化的过程，世界的精神

化的趋势在近来已得到越来越突出的体现，比如知识

经济，信息社会，它们在本质上应该是一种精神化社

会，在这种情况下，谁拥有精神优势，谁才能拥有真

正的优势。 
在社会秩序已定的情况下，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往往就体现在精神的发展上，精神优势的存在是社会

和个体全面健康发展的关键。物质优势并不天然地产

生精神优势，在很多情况下，物质优势的增加和精神

优势的形成，会呈一种反比，比如财富的增加可能会

导致勤俭节约精神的弱化；但精神优势会天然地产生

物质优势，精神优势的形成和物质优势的增加是一种

正比关系，比如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必然会使人们积

极投入到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中去。 
社会和人的持续发展需要有持续不断的资源供

给，而可供社会和人持续发展的物质资源是有限的，

如果只靠物质资源来促进社会和人的发展，那么这种

发展的程度越深，对持续发展的破坏就越大。相对于

物质，精神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但这

种资源并不是始终会促进社会和人的发展，只有在优

质精神的影响、指引下，精神资源才能对社会和人的

发展起正向的推动作用。精神优势一方面可以减少社

会和人对物质的依赖，减少物对人的异化，降低发展

的物质成本；另一方面，精神优势可以促使优质精神

的形成，引导优质精神自觉渗透到社会和人的发展过

程之中，从而使社会和人的发展充满勃勃生机和活力。 
 

二、社会的转型离不开精神优势的 
建设 

 
一般来说，任何社会的转型或变革，都要从一定

的精神铺垫开始，同时，任何社会转型或变革的完成

也都要以一定的精神特质形成为标志，社会转型或变

革的过程也是一个精神状态转型或变革的过程。 
但这并不是说，任何一种精神都可以推动人类社

会的健康转型并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只有健康的，

符合时代潮流的精神，才可能开启一个新时代，才可

能推动社会向前发展。为社会转型或变革做铺垫的必

须是一种优势精神，也就是说，相对于原来的已落后

的精神，新的精神与之相比首先要有一种对比之下的

优势，哪怕这种优势暂时只是气势上的。只有如此，

社会转型才有可能。 

对于一个正处于转型中的社会来说，困难和危险

往往不在于转型的开始，而在于较长的转型过程。从

古今中外的社会转型来看，转型的过程往往是重物质

轻精神的过程，也是为社会做铺垫的精神优势不断弱

化和模糊的过程，但也往往是精神问题最终导致社会

转型的停止、失败，甚至倒退。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

必须要体现形成精神优势的动态趋势，否则，社会越

发展，社会承担的风险就越大。比如，一个社会在转

型过程中，如果没有形成自己的精神支柱或共同信仰，

那么这个社会在实质上是一盘散沙，社会越发展，离

心力越大，并且也经不起外界的冲击。东欧剧变，苏

联解体，是不战而屈己之兵的显著实例，其在实质上

是东欧和苏联的精神优势被西方瓦解，是精神斗争的

失败，这种创伤比二战时期德国给苏联造成的创伤要

深远得多。 

社会的健康转型必须要一定的精神优势作为保

障，并且一个社会转型是否成功，最终也要看社会是

否形成了一定的精神优势。如果一个社会只是建立了

与过去或其他国家相比的物质优势，而没有形成一定

的精神优势，那么这个社会的转型是不成功的，随时

都有失败的可能。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是现在的一些

中东国家，这些国家在转型过程中虽然建立了自己的

经济优势，但由于其在精神上一直处于一种弱势和劣

势的地位，这一方面使其形象受损，另一方面这些国

家时刻都处在一种危险的状态之中。在亨廷顿最终挑

起文明(精神)之争后，这种危险加大了。因此，一个

国家要想使自己的经济优势最终变成强势，实现社会

的顺利转型，就必须改变自身的精神状态，在发展经

济的同时，坚定不移的寻求和建设自己的精神优势。 
“文革”结束后，中国社会就开始了具有深远意义

的伟大转折，这次转折开始于对“文革”的反思。现在

回过头来看，如果没有对“文革”进行理性的反思、如

果没有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从更根本上说，如果

最终没有形成一种精神优势，中国的社会转型开局可

能会更加艰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及“实践是检

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与思想僵化、本本主义以及“两
个凡是”的斗争交锋中，不断呈现出自己的优势性和科

学性，从而最终在整个社会中形成了一种精神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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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精神优势虽然一开始在广大人民群众当中多是气

势上的优势，但正是这种精神优势使人们减少了对伟

人和教条的盲目崇拜和依赖，更重要的是，这种精神

优势为人们破除陈规、进行改革找到了心理依托，这

种心理是一种强烈的正确感和正义感，它坚信实行社

会改革是优于过去状态的正确选择。 
中国社会现阶段正处于向市场经济、和谐社会转

型的关键时期。在近 30 年的转型过程中，我们取得了

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无庸讳言，我们社会也存在着种

种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重经济轻精神，我们的精

神优势从总体上处在弱化的趋势中。从个体来看，一

部分人找不到自己的信仰，精神处于无所皈依的状态

之中，他们感情贫乏、没有远大的理想追求、对生活

前景充满悲观情绪、感觉现实无聊空虚、人生态度趋

向颓废。从整个社会来看，功利主义、道德滑坡现象

日益严重，人与人之间难以在精神层面上进行交流，

彼此感情淡漠，社会隔阂日益加大，整个社会弥漫着

浮躁和过激的非理性情绪。这种精神状态，已经对社

会和人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人们精神的空虚以

及盲目追求精神刺激和心灵安慰，一方面使毒品、嫖

娼、暴力等丑恶现象日趋严重；另一方面，也使封建

主义、资本主义腐朽的东西以及一些反科学反人类反

社会的邪教乘虚而入。同时，精神的无所依皈，使人

们长期处在一种焦灼情绪之中，患精神病者比例不断

上升。社会发展的功利主义以及浮躁情绪等，一方面

使腐败、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

主义理想信念被侵蚀削弱；另一方面使社会发展的合

力不断减小，发展成本日益增大。同时，在国际竞争

中，民间情绪极易在盲目自大和妄自菲薄的两个极端

摇摆。总之，这种精神状态严重影响着我国人民和社

会全面、健康、和谐的发展，使我国的社会转型处在

潜在的风险之中。这种精神状态是我们最终完成社会

转型所急待突破的瓶颈。只有重视和建立必要的精神

优势，人们才不会被物质所俘虏、异化，才能克服交

往中的功利主义；只有重视和建立必要的精神优势，

才能增强社会的团结，增强社会的合力，降低社会发

展的成本，促进人和社会健康全面发展；也只有重视

和建立必要的精神优势，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坚定我们

的共产主义信念，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的优势，也

才能最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从一定程度上说，我国的社会转型本身也是一个

精神斗争的过程，是落后意识与先进意识、社会主义

意识与资本主义意识、集体主义意识与个人主义意识

以及传统精神与时代精神、民族精神与外来精神、个

人精神与集体精神碰撞、斗争的过程。毫无疑问，这

些精神碰撞、斗争的过程必需要有一种优势精神贯穿

其中，同时，斗争的结果也必须要形成某种精神优势。

如果在这些斗争过程中没有一种精神优势渗透其中，

那么这种斗争将永远是一种内耗性的斗争，是一种零

和斗争，它的结果就是使思想更加混乱。同理，如果

这些斗争最终形成不了一种精神优势，那么这种斗争

对社会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可能是颠覆性的。比如，在

社会主义意识和资本主义意识斗争中，如果我们不以

社会主义意识作为主导的优势精神，那么资本主义意

识就会抵消、侵蚀社会主义意识；同时，如果我们最

终不能形成社会主义意识的绝对优势，我们社会的发

展方向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三、精神优势建设是思想政治教育的 
题中应有之义 

 
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党和我国社会形成的优良传统

和重要的政治优势，在我国革命、建设中起着重要作

用。“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

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

项任务的中心环节。”[4](74)而要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生

命线作用，就必须重视精神优势的建设。 
我们知道，思想政治教育是做人的工作，从某种

意义上说，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做人的精神世界的工作。

江泽民指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讲就是做

人的工作，做群众的工作，涉及人们的思想，观念，

意识等领域，也就是人们的精神生活。”[4](76)调动人们

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高人的思想政治素质，

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

纪律”的合格人才，并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

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

本目的。 
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社会首先要具备一定的精神

优势。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矛盾是社会先进的思想要

求同个人相对落后的思想之间的矛盾，如果社会不首

先具有一定的精神优势，或者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社会

先进思想的思想政治教育者本身没有一定的精神优

势，那么就不能有效地对其他社会成员进行思想政治

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也失去了存在的依据。 
其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必须要有一定的精神优

势贯穿其中。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同时

也具有相当的复杂性。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自始

至终树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大旗；同时，从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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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的技术层面上讲，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思想政治

教育者应具有坚定的信心，乐观的情绪，受教育者

至少应具有理性的、健康的思维，只有如此，思想

政治教育过程才不会出现大的反复，才可能在社会

上形成健康的环境条件和正确的舆论导向，从而保

证思想政治教育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最后，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能否最终达到、成果

能否最终得以巩固，关键看思想政治教育是否促成受

教育者形成一定的精神优势。思想政治教育所灌输的

思想，所倡导的观念，只有被人们内化后，才能收到

实效。内化，就是心理上的认同，它在本质上是一种

精神状态。人们是否内化了社会灌输的思想理论以及

社会所倡导的观念，最终要从两个方面加以检验。一

要看人们的精神面貌，二要看人们的实践积极性和实

践成果。而无论哪一个方面，都与精神优势有关。如

果思想政治教育最终不能形成精神优势，也就是说，

人们的精神面貌没有改变，那么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失

败的。并且精神优势是人们实践活动的直接的、持久

的动力源泉，形成不了精神优势，思想政治教育也不

能发挥自己的战斗力，最终会削弱思想政治教育是经

济和其他一切社会工作的生命线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胡锦涛.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光明日报, 2007−10−25(3). 

[2] 列宁. 列宁全集·第 26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第 2

版. 

[3]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4] 江泽民文选·第 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On building the spiritual superiority 
 

HU Fengshun 
 

Politics and Public Management Institute of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The spiritual superiority is a very important factor for sound and sustainalb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and society. In modern society, the spiritual superiority is not only a significant symbol of a country’s strength and 
prosperity, but also an important guarantee to keep society’s change smoothly and keep society’s priority status. In the 
background that all countries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power and the role of spirit and culture, it is realistic significance 
to build the spiritual superiority. At the same time, Chinese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realistic mental state require us 
to build the spiritual superiority. Furthermore, building the spiritual superiority is also necessary 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e should strive to explore and establish socialist spiritual and cultural superiority, and it is strong 
guarantee for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our national and its prosp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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