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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研究

始终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规律

廖胜刚

(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 要: 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贯穿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全过程并起主导作用的基本规律。

掌握并自觉运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规律,始终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一要深刻理解马

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历史必然性 ;二要从理论和实践层面上回答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必要性; 三

是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加强和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重建马克

思主义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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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在纪念建党 85 周年大会上指出: 中国共产党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 在本质上具有非马克思主义政党无

可比拟的先进性。这种先进性, 集中体现在坚持把马克思

主义科学理论作为指导 等主要方面。又说 我们党坚

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分析世界发展的

总趋势、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和中国人民的根本要求, 依据

发展变化的实际,明确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目标和任务,不

断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指明前进方向。这里胡锦涛强调了坚

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健

康发展的根本保证,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规律。

一

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

础的党。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中国社会主

义事业不断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

首先,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是坚持科学的世

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是在继承人类思想史的优秀文

明成果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它科学地揭示了自然、社会

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是人们

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正是由

于对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自觉传承而永远保持着科学性。

列宁指出: 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思想体系赢得了

世界历史性的意义, 是因为它 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

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1] ( P262) 作为

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马克思的

观点极其彻底而严整,这是马克思的对手也承认的, 这些观

点总起来就构成作为世界各文明国家工人运动的理论和执

政纲领的现代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社会主义。[2] ( P52) 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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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坚持马克

思主义不动摇就是要坚持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并由它的

继承者们丰富和发展了的一系列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理论

体系及其精神实质,就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

法以指导实践。

其次,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中国社会历史发

展的文化诉求。19 世纪中叶,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完成工

业革命, 建立了以工业为基础的近代工业文明。由于东西

方巨大的 文明落差 , 西方工业文明的潮水开始漫向处于

农业文明的中国,古老中国文明出现 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

面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冲击, 中华民族要求得民族独立和实

现国家繁荣富强,必须有新的斗争武器和斗争方式。从 师

夷之长技以制夷 的 洋务运动 到学习资本主义的 戊戌变

法 ,再到 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的辛亥革命, 各种方案最

后都失败了。资本主义、改良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唯意

志论、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等各种思潮和价值

体系在中国都流行过, 但均被历史所淘汰。是马克思主义

指导中国革命获得了成功。随后, 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社

会发展的主导价值体系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历史证明,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

力。[ 3] (P63)社会主义的中国丢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思想就丧失了根本。

最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的题中之义。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文化的精华, 是划

时代的科学理论。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中国马克思

主义观察中国的命运,找到了中国革命和实行改革开放、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必须居于统治地位。因为, 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政治

制度结合在一起, 而且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结合在一起。

中国的现代化、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

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

济制度, 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性质,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

位,反映在思想上层建筑上, 只能是马克思主义而不能是任

何其它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的指导思想, 是振奋民族精神的力量源泉。能否始终坚

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

成败。

当前,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尤为

迫切。随着中国的发展和迅速崛起, 发达国家利用媒体霸

权加紧对我国实施 西化 、分化 战略,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

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和较量将长期存在, 有时甚至非

常尖锐。同时,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等因

素的作用下, 当代社会思潮空前活跃, 各种各样的学说纷

纷登场。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的转型,人们的思想观念、价

值取向、文化生活的多样性, 一定程度上必然会对主流意识

形态造成冲击。另外, 互联网等高新技术的出现导致网络

信息传播的失控, 舆论导向的控制更加困难。只有坚持和

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才能应对面临的

新任务新课题, 才能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整合多样化

的社会意识,为创造和谐的社会环境提供思想前提。

二

始终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贯穿于社会主

义意识形态建设全过程并起主导作用的基本规律。我们可

以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来理解。

重视并加强意识形态建设是阶级社会的普遍规律。马

克思恩格斯告诉我们: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

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 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

位的物质力量, 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

量。[ 4] (P98)在阶级社会里, 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

都竭力维护和发展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因为, 意识

形态是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直接反映, 是以系统的

理论形式表达一定社会集团、阶级的根本政治经济要求。

为了培养人,改造人和使人们能够符合他们的生存条件的

要求, 任何社会都必须具有意识形态。[5] (P201)意识形态在现

代政治生活中往往是把各种运动、党派、革命团体整合起来

的重要的粘合剂。 为了更好地奋斗, 承受牺牲, 人们需要

意识形态的激励, 他们需要某些东西成为信仰的对

象。[ 6] (P80)因此, 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 那么一定的意识形

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 7] (P217)马克思主义关于意

识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的理论总结了阶级统治的普遍经验,

对于我们认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的规律, 坚持马克思

主义的指导地位,具有深远的意义。

意识形态对于现代民主国家尤为重要。我们知道, 传

统国家作为 物质国家 主要依靠强制与暴力进行统治, 而

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是包括思想、道德、艺术等社会意识制

约、引导和影响的 道义国家 , 它更多的运用社会舆论监

督、政治思想导向、社会协商沟通等理性化原则实现社会成

员对国家制度的认可。一方面,现代国家依然保持着暴力、

强制职能 ,另一方面, 它又增加了契约和 社会同意 的特征

即政治 合法性 。 合法性 是保持社会政治统治稳定发展

的不可缺少的思想基础。加强对社会舆论、社会思潮的引

导和思想文化领导权的控制, 确立有利于自身统治的意识

形态和思想文化氛围,更加符合现代国家的基本特征和统

治阶级的需要。当代西方资产阶级国家总是一方面对内

重建意识形态 , 加强思想文化的影响与控制,竭力用民主

理论、人权理论、人道主义、自由主义等理论论证资本主义

制度的合法性, 并把它描绘成人类社会最美好的制度; 另一

方面对外大肆鼓吹 淡化意识形态 , 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念

与思维模式,实施文化霸权主义。因为他们知道, 政治思想

越来越重要, 它要么成为精神凝聚力的源泉, 要么就是混

乱之源; 要么成为达成政治共识的基础, 要么就是冲突的祸

根 。[ 8] (P2)同理,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所当然要论证和宣传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

当代中国, 马克思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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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基础, 是最广大人民意志和利益的根

本体现。社会主义中国切不可淡化意识形态, 放弃马克思

主义的指导地位。

从实践上看,意识形态作为政治信仰和政治观点的表

达方式与政党是密不可分的。只有以某种意识形态为基础

的群体才有可能成功地发展成为一个政党。政党实际上就

是把具有相同意识形态的人团结起来的工具。 在政治行

动者的诸多类别中最明显的一个是老牌政党: 即由一群主

见或多或少相同的几个人, 自愿遵从一定意识形态的组织

结构, 以追求共同的目标而聚合在一起的团体。这些目标

体现了这个党派的根本价值体系或者说意识形态。[ 9] (P5)现

代学者正是根据各政党意识形态把政党分为不同的类型,

如自由主义政党、激进主义政党、保守主义政党等。20 世

纪中期以来,西方国家各政党由于竞选的需要,意识形态出

现彼此接近和融合的变化。这就是西方 意识形态终结论

的根据之一。意识形态不可能也没有终结, 它为理解复杂

的现实提供简单的模式, 指示着历史的方向。在现代社会

里,意识形态起到凝聚一个国家力量和意志以及为国家权

力提供支持的作用。不管是否承认,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

主流意识形态。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 是否坚持马克思

主义的指导地位关系着共产党执政的成败得失和生死存

亡。苏联解体的原因固然很多, 但最根本的一条是执政的

共产党否定和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在思想文化领

域大搞不同意识形态 自由竞争 ,推行 民主的人道的社会

主义 。我们必须批判 意识形态多元化 谬论,坚持和巩固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

三

在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和巩固马克

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

战略任务。显然,它是一项系统工程, 应根据经济基础和上

层建筑辩证关系、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等原理寻找社会主

义意识形态建设的路径和措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必

须顺应时代要求,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 加

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建设和教育工程。

1.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加快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属于思想上层建

筑,决定于经济基础并为经济基础服务。要发挥社会主义

意识形态的服务功能, 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党的

三代领导人十分重视经济建设和发展问题。新中国建立后

的一个时期 ,毛泽东曾及时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

义经济建设上来,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 国家 一穷二白 面

貌初步得到改变。改革开放以后, 邓小平深刻指出: 我们

的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越是现代化, 我们同破坏社

会主义的势力作斗争就越加有力量, 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

就越加得到人民的拥护。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才能更有效地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对付外国侵略

者的侵略和颠覆。[ 10] ( P63)邓小平这段话非常清楚的论述了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制度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毋

庸质疑, 一个在经济、科技等方面成功和强大的国家在文

化、道德和意识形态方面自然会表现出强大的诱惑力、吸引

力。在邓小平 发展是硬道理 思想指导下, 党在世纪之交

进一步强调 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 并确立了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提出 以人为本 、可持续发展、国

家创新、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等发展理论, 标志着我党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规律认识的深

化, 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将

促进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繁荣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2.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

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制度保证。建设社会主义

政治文明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

治国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

依法治国三个方面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

本框架和主要内容, 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要求和体

现。在我国, 共产党在社会政治中的领导核心地位是历史

形成的, 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政

治文明的核心, 没有人民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而

依法治国则是完善党的领导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途

径和法制保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政治方面就是要使社

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

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

实尊重和保障。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坚持和

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改革和完

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维

护社会稳定。这几个方面的建设和改革是社会主义意识形

态在政治领域的具体化。总之, 没有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

就没有现代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丧失了根本。

3.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文化是意识形态的前

提和基础, 意识形态是文化的核心和枢纽。但意识形态的

阶级性、集团性往往导致不同甚至对立的文化形式。因此,

我们一方面要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另一方面要加

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统领下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 因

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持续存在的生态

环境和推动力。就此而言, 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为社

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工程要加强三方面的工作: 一要运

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 继承优秀传统文化, 吸收

外国先进文化, 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二是加强思

想道德建设。思想道德建设是发展先进文化的中心环节。

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弘扬集体主义、社会主义

思想。实施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诚

实守信为重点的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弘扬民族传统美德 ,倡

导基本道德规范, 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

值观。要努力开创未成年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局

面。三要自觉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

方向、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统一于思想文化工作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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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发展社区文化、村镇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军营文

化。要广泛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要加强文化基

础设施建设, 提高基层文化服务能力, 把精神文明建设持

续扎实地向广度和深度推进, 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文化的吸

引力和感召力。

4.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身建设。意识形态有自己

独立的发展规律。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一要坚持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增强马

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力。中国共产党在 85 年的光辉历程

中,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

结合,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产生了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两大理论成果。要继续把马克思主义理论

创新放在突出位置。二要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

建设工程,善于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中汲取营养,善

于及时总结党和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新经验和获得的

新认识, 正确回答现实生活提出的干部群众普遍关心的重

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说服力。

三要积极开展思想领域的斗争。马克思主义是在与各种谬

误的斗争中显示出真理性、生命力的。要善于运用马克思

主义的立场、观点和革命的批判的精神同各种错误思潮进

行积极的斗争,采取正确的政策和方法, 增强马克思主义理

论的战斗力。四是加强和创新思想政治教育, 要坚持 三贴

近 原则,在增强针对性、实效性、科学性上狠下功夫, 提高

思想政治教育力。五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弘扬主旋律, 提倡多

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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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ways Insist on and Strengthen the Guiding Position of Marxism
On the Fundamental Rules in Constructing Socialist Ideology

LIAO Sheng gang

( School of Politics and Law ;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 Wuhan Hubei , 430079, China)

Abstract: It is a fundamental rule to insist on and strengthen the guiding position of Marxism in constructing socialist

ideology.To do this, firstly we must deeply comprehend the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of the guiding posit ion of Marxism;

secondly, we must comprehend the necessity to insist on and strengthen the rule; thirdly,we must fully develop socialist

economy, politics and culture, make Marxism keep up with time, strengthen the innovation of ideological education, and

give Marxism new power to say.

Key words: The guiding posit ion of Marxism; socialist ideology; fundamental rule;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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