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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百年意识形态建构的逻辑理路
冯留建 孙海星

( 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5)

摘 要: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分析其意识形态的演进理路，可以更好地应对当前意识形态

领域面临的挑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在革命实践中不断发展。新

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意识形态，同时向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转变。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

产党开创了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新局面。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成为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中国共

产党成立百年来建构意识形态的历史经验表明，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始终把握意识形态

的话语权，始终坚持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主体的价值取向，才能推动主流意

识形态继承创新、不断发展。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一百年; 意识形态; 逻辑理路

中图分类号: D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 － 8204( 2021) 02 － 0007 － 07

意识形态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事关

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马克思主

义既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指导理论，也是主流意

识形态的核心内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

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经历了从理论形态、意识形态向

主流意识形态的演变过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断

“落地生根”，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人积极主动的建构。
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

态的宣传、传播和普及，并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实

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大众化时代化。一

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也是一部中国共产党建构马克

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历史。回顾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发展

历程，探寻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演变规律，可以更好

地应对当前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挑战，确保意识形态

建设的正确方向。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意识形态建构与发

展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

指导思想，明确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意识形态基

础和行动指南，并在革命实践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
( 一) 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

近代以降，适应古代小农经济的儒家意识形态及

其构建的政治上层建筑无法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要

求，并在与新兴资本主义制度的对抗中节节败退，从而

导致儒学的合法性危机日益显现。为救亡图存，先进

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

革命，均以失败告终。在风云变幻的时代，各种学说，

各种“主义”粉墨登场，当时中国思想界成了新旧、中西

各种学说理论的“万花筒”。五四以前中国的先进分子

主要是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去寻找思

想武器，但是中国向西方学习屡遭失败的事实以及第

一次世界大战显示出的西方文明固有的矛盾和弊端，

使人们的“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1］( P1470 ) 。
而十月革命的爆发，给予了中国先进分子新的革命方

法的启示，推动他们在关注这场革命的同时去研究宣

传这个革命所遵循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

国广泛传播。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

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 P1471 ) 而马

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界经过与实用主义、基尔特社会

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的论争，凸显了其重要思想价值，

促进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在于其满足了中

国革命的现实需要，在内忧外患、阶级对立、阶级压迫

严重存在的情况下，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契合了当

时政治革命的需要，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进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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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锐利的思想武器。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经过中国知识分

子的实践推动，不断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促进了中国共

产党的诞生，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实现了由

一种理论形态向意识形态的初步转变。从此，马克思

主义成为指导中国革命斗争的有力思想武器，并在革

命斗争中不断发展。中共二大提出了党的新民主主义

革命思想，古田会议决议强调要用无产阶级思想指导

军队和党的建设，延安整风运动使实事求是的马克思

主义思想路线在全党范围内深入人心。党的七大毛泽

东思想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标志着中国化马克思主

义理论的成熟和全党认识上的统一。中国共产党人不

断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丰富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促进党的意识形态不断丰富发展。
( 二)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

意识形态积极能动作用的发挥，需要中国共产党

人积极的建构。马克思主义能动作用的发挥，需要立

足中国国情，打破教条主义的束缚，汲取传统文化的思

想养料。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儒学”进行猛烈

批判时，忽视传统文化所沉淀下来的价值理念，使马克

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一度呈现整体性的紧张。抗

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重视传统文化对凝聚民

族精神的意义。毛泽东从历史延续性的角度论证了传

统文化的历史价值: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

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2］( P534) 要“用马

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2］( P533 ) ，取其民

主性精华，弃其封建性糟粕。
然而在革命战争年代，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严峻性

也容易导致马克思主义和儒学在“政治性”上的对立，

而造成对儒学文化性的忽略。但理性上的拒绝，并不

意味着思想上可以摆脱儒学的浸润，行为方式上不受

儒学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结合在历史上呈现

出典型的二律背反: 一方面表现出在政治性范畴内的

紧张对立; 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在文化实践领域的不断

融合。二者的结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更多的是以

一种内隐的方式存在，在文化心理更深层领域的自觉

融合，从而外化为在实践领域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结合

的自发性和无意识性。在实践当中，可以看到马克思

主义和儒学结合结出的硕果，如民本思想与群众路线，

选贤任能思想与党的组织建设原则，修身思想与共产

党员的党性修养，经世致用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

些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在实践当中的结

合。
( 三) 在唯物论基础上注重意识形态革命能动作用

的发挥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思

想政治工作和宣传工作，积极回应人民的利益诉求，注

重发挥意识形态的革命能动作用。“凡是要推翻一个

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

作。”［3］( P194)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高

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和宣传工作，提出“掌握思想领

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4］( P435 ) ，在积极开展

党内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的同时，深入群众，推进马克思

主义意识形态的群众教育。但是，意识形态不是脱离

经济基础的空中楼阁，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会使自己

出丑，抽象地谈论革命理论的正义性对于动员团结人

民群众起不到任何作用。意识形态革命能动作用的发

挥，在于其是否表达和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在于

其是否与当时的经济基础相适应。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意识形态具象化的革命

理论成为革命阶级动员民众的号角和与敌人斗争的有

力思想武器，从理论上再造现实社会，原因在于其符合

了被压迫阶级的利益，表达了人民的意志。因为“共产

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

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5］

( P1096) 。所以“与人民利益适合的东西，我们要坚持

下去，与人民利益矛盾的东西，我们要努力改掉”［6］

( P210) 。例如，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

党不断调整和改进土地政策，不断致力于满足和实现

广大民众的土地利益诉求，《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

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土地改革法》等法律

法规的制定与调整，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把满足最广

大人民的利益诉求作为自己的革命目标和奋斗追求。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确

立与发展

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意识

形态同时向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转变。这一时期，主

流意识形态的确立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的创造热情和政

治激情。
( 一) 在破与立的辩证统一中构建主流意识形态

新中国成立后，旧中国遗留的封建的、资产阶级的

意识形态仍然在思想领域占据着一席之地，且根深蒂

固，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仍然面临着种种挑战。中国

共产党开展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正面宣传和教育学

习活动，如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学习社会发展史、学习历

史唯物主义常识的学习运动，开展《实践论》《矛盾论》
的学习教育活动。同时，中国共产党对意识形态领域

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了批判和斗争，如对电影

《武训传》的批判，对胡适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批判，以

及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等。中国共产党通过一系列

正面的宣传教育活动和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运

动，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确立，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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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地配合了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顺利展开。
三大改造完成后，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标志着马

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已基本确立。中国共产

党在思想文化领域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时，

仍然对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势和非无产阶级错误思想保

持了高度的警惕，毛泽东指出:“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

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

自由泛滥。”［7］( P281) 这一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在共产主义精神的鼓舞下，在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建

设的伟大实践中，孕育了伟大的“雷锋精神”“铁人精

神”“大寨精神”“红旗渠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这

些革命精神极大丰富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内涵，为主流

意识形态的构建提供了丰富的精神滋养。中国共产党

在意识形态领域坚持破、立结合，确立和巩固了马克思

主义在党和国家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丰富了主流

意识形态的内涵。
( 二) 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性”与“文化性”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外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国

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进行政

治孤立和经济封锁，国内各种反动残余势力蠢蠢欲动，

企图东山再起。中国共产党自身也面临新的执政考

验，要时刻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在这种

情况下，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必须强调政治性，开展意

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进行坚决有力的政治批判，以保持

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的政治本色，巩固新生的革命政

权。当然，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主流意识形态

的建构不同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主革命本身就

是一场政治大革命”，“群众的政治热情确实是革命成

败的关键”［8］( P17) 。这一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

既要注重政治批判和政治引领，还要注重文化建构，要

与这一时期文化发展的一般特征和基本规律相符合。
历史证明，意识形态斗争扩大化，主流意识形态的“政

治性”与“文化性”的失衡，不但不能促进主流意识形态

的发展，反而会给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带来挫折。
( 三) 主流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的调适

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新中国

成立初期，全国范围内开展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

育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三大改造的顺利完成起

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意识形态作为思想上层建筑

最终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随着三大改造的顺利完成，

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我国初步建

立，极大地巩固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而主流意识形态的巩固发展，进一步激发了广大人民

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全国人民意气风发，积极投

身于社会主义建设，涌现了雷锋、王进喜、焦裕禄等一

大批先进典型和英雄模范人物，在工业建设、交通运

输、农田水利、科技发展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
但我们也需要看到，“意识形态虽然对经济基础有

巨大的反作用，但这种作用并不是任意的，归根到底是

围绕经济关系的中轴线而波动的”［9］( P267) 。意识形

态能动性的发挥终究是要以经济的决定作用为前提，

意识形态只有在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情况下，其政治

效用才能有效发挥。由于对意识形态能动性限度的准

确性把握不足，导致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主观倾向

抬头，从而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遭受一定挫折。这期

间，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和急于改变落后面貌的迫切

心情，我们对于迅速到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

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认识，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

力的能动作用，忽视了客观的经济发展规律，逐渐偏离

了中共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在意识形

态领域形成了正确与错误相交织的曲折发展态势，导

致主流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发生错位，从而使社会主

义经济建设和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都遭受了一定挫折。
三、改革开放新时期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新局面的

开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决策，开创了新时期主流意

识形态建设的新局面。
( 一) 新时期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返本开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依据社会实践的变化，

构建了新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促进主流意

识形态的不断发展。“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

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发展”［10］( P112 ) 。
新时期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也是在既定方向上的改革、
发展，而不是改变方向，是中国共产党在坚持马克思主

义指导下，坚持“返本”与“开新”的辩证统一。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创新理论是在坚持马克思主

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下，对新形势下新情况、新问题的回

答。我们党讲解放思想，是要打破陈旧观念和思想禁

锢，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

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11］( P279 ) 。解放

思想不是脱离国情，主观臆想，必须与坚持马克思主义

紧密结合，不能脱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三个代

表”既坚持了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有利于增强党的阶

级基础，又有利于把社会各方面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

内，不断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

人为本”，“我们提出以人为本的根本含义，就是坚持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12］( P4) 。
总的来说，改革开放与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相辅

相成、相互促进，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改革开放的实践

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导下进行，其目的和宗旨也在于

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以来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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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建设，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前提下

“返本”基础上的“开新”。
( 二) 经济建设与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的整合与共进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外形势的

变化，不断调整经济建设和意识形态建设之间的关系，

基本上做到了矛盾关系的平衡。改革开放初期，在工

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以后，党内一些同志对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片面理解，出现了“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思想

工作的倾向”。意识形态转型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传

统意识形态话语的弱化，意识形态从封闭半封闭走向

开放也意味着将受到西方多元意识形态的强烈冲击。
邓小平曾多次强调要注意这个问题，在总结资产阶级

自由化泛滥的教训时，邓小平说: “十年来我们的最大

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

够。”［13］( P287) 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历史经

验，全面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

线，把改革开放同四项基本原则有机结合起来，努力纠

正“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

时，不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党的十四大以后，根据新

的历史条件，中国共产党辩证地看待和处理经济发展

与意识形态建设的相互关系，在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

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又充分肯定和重视精神对物

质、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政治

对经济的反作用”［14］( P85) 。同时也警惕市场经济中

的工具理性、实用主义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消极影

响，不断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整合社会思

潮，促进主流意识形态在与多元文化共存激荡中不断

向前发展。
进入新世纪，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

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而改革开放和

市场经济的深化发展随之带来深刻的社会转型，使意

识形态领域多元与一元的冲突愈发频繁。中共十六届

六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的重大命题，并在党的十七大做出了“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 系 是 社 会 主 义 意 识 形 态 的 本 质 体 现”［15］

( P639) 的重大论断。其意在于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引领社会思潮，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力和凝聚

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

力支持。
( 三) 主流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的辩证统一

改革开放新时期，主流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处在

“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在更高基础上重新确立的阶

段”［16］，一方面表现为在改革开放初期肃清封建主义

残余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表现为党的领导人从治国

理政中汲取传统文化的智慧。邓小平借用“小康”的概

念表达“中国式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赋予“与时俱

进”以新的含义，吸收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智慧，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
主流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的结合还体现在，传统

文化中经世致用的实用理性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形塑和

影响。中国经世致用的实用理性，即重视真理的实用

性、现实性，强调所谓“道在伦常日用之中”。改革开放

以后邓小平提出的“不争论”及社会主义建设的“三个

有利于”的标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摆脱了姓“资”
姓“社”的抽象争论，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

社会主义”的角度赋予了社会主义新的生机与活力。
然而经世致用的实用理性并不等同于实用主义，实用

理性不但有注重现实和讲求效用的特征，而且包含对

现实的超越精神，“着重在平常的生活实践中建立起人

间正道和不朽理则”［17］( P123) 。一般来说，中国传统

文化的实用理性中不存在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之间的

紧张，“去创造一个不同于现实世界的理想世界，在地

上建立天国，实现大同太平，这构成了中国士大夫知识

分子伟大的使命感”［18］( P248 ) 。实用理性在将理想

与现实区分开来的同时，又将现实与理想统一起来。
正如邓小平所说:“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

主义。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

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13］( P137)

四、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继承与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综合国际国内形势，立

足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的战略全局，对意识形态工作做出了一系列重要

判断，推动主流意识形态的不断创新发展。
( 一)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新时代以来，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

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性飞跃，综合国力快速增

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大大增强了主流意识形态

的说服力和认同感。同时我们也需看到，国内外现实

环境的深刻变化也给主流意识形态带来了重大挑战。
大国间战略博弈日趋激烈，外部敌对势力的渗透干扰

呈现愈演愈烈之势，国内多样化社会思潮对主流意识

形态建设挑战日益凸显。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

杂，国家文化安全面临新情况。
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

上讲话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

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19］( P153) 习近平总

书记在辩证把握意识形态工作和经济工作关系的基础

上，深刻阐明了二者的定位与关系，进一步明确了中心

工作与意识形态工作要“两手抓两手硬”的实践要求。
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脱离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

空谈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理想信念，意识形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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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效用和信服力就会大打折扣。意识形态工作一

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

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

向心力”［20］( P99 ) 。要牢牢掌握意识工作的领导权，

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

失根本”［19］( P9 ) 。经济发展了，意识形态工作没搞

好，丢掉了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主动权，就会产生

“多米诺效应”，思想防线一旦沦陷，其他防线也会接连

失守。在国际共运史上，苏共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放

弃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是苏共亡党

亡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

制。”我们要通过各种形式不断创新意识形态工作，旗

帜鲜明地壮大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增强主流意识形态

的影响力感召力，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文

化观和国家民族观，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

想基础。我们要正确把握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斗争

的新特点，旗帜鲜明、态度坚决地进行斗争，有效防范

和抵制西方对华意识形态的渗透，打赢意识形态领域

无硝烟的战争，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 二) 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意识形

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21］。必须坚持社

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引领，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的凝聚力和引领力。当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也面

临着多元社会思潮的挑战。主流意识形态要更好地整

合社会，引领文化发展方向，既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为

指导，来制约、规导文化的存在样态和发展趋势，也需

要以客观、科学、理性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

深沉的精神追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

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

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19］( P170) 无视中国传统

文化对中国人文化心理、文化思维、民族精神、民族性

格的重要影响和丰厚滋养，主流意识形态的深度认同

便难以实现。主流意识形态要占据话语主导权，就要

使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在文化层面形成融通。主流

意识形态要以文化为“包裹”、为载体，借助文化的弥散

性，有效地进行大众化传播。在坚定主流意识形态政

治性的同时，诉诸主流意识形态文化价值的实现，以文

化特色的吸引力、渗透力和感召力来提高主流意识形

态的社会影响力。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推动主流意识形态

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更好结合等方面率先垂范，在赋

予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的同时，也使马

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更易于为干部、群众所接受，增

强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作用。习近平总书记用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利民之事，

丝发必兴; 厉民之事，毫末必去”来阐述“以人民为中

心”的思想。用“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

惑”“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来强调共产党员应加强

党性修养，时时刻刻用党章来规范自己的言行，用共产

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用“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积

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用诸葛亮诫子格言、颜氏家训、
朱子家训等，来警醒领导干部应注重良好家风的培养。
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苟利国家生死

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强调共产

党员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掌握其中的精华，进而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 三) 主流意识形态建构呈现系统性特征

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建构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因

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其演进方式呈现系统性

特征。主流意识形态演进以“构建具有强大凝聚力和

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战略定位，以“两个巩

固”为目标导向，从多个方面、以多重路径展开。第一，

主流意识形态建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旨归，

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既坚持鲜明的阶级立场，又

积极回应人民的现实关切和精神诉求。第二，主流意

识形态建构以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

切入点，积极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使其内化

于心，外化于行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魂聚力。第

三，主流意识形态建构以加强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为

抓手，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跟进一步，大

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不断用党的理论创

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第四，主流意识形态建构

以加强思想政治宣传工作为着力点，既要弘扬主旋律，

传播正能量，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也要敢于亮剑，

批驳和抵制各种错误的社会思潮，有理有利有节地开

展舆论斗争，引领整合多样化社会思潮。第五，主流意

识形态建构以话语创新为重要路径，善于借鉴吸收各

种文化资源，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

存真，“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19］( P156) ，敢于和善于讲好中国故事，宣传和阐释中

国特色，不断提高主流意识形态的国际话语权，增强国

家的文化软实力。第六，主流意识形态建构以网络意

识形态治理为重点领域，管好用好互联网，加强互联网

内容建设与监管，构建良好网络舆论生态，推动形成

“网上网下同心圆”。第七，主流意识形态建构以阵地

建设为依托，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改

变马克思主义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
论坛上“失声”的状况，站稳守好筑牢高校这一意识形

态工作的前沿阵地，努力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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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五、中国共产党百年意识形态演进的逻辑理路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就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

始终将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党的总体工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意识形态演进的历史进程，

把握其演进发展的基本规律，才能牢牢把握中国主流

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而更好地应对当前意识形态领

域面临的重大挑战。
( 一) 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回顾百年来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进程，始终坚持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既是历史的选择，也是历史的必

然。“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

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22］( P12) 马克思主义在

20 世纪初期中国思想界的多次论战中脱颖而出，与中

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并在

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实践中不断发展，形成了毛泽东

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重大理论成

果，其主要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满足了中国革命实践

和改革开放的客观需要。
在百年意识形态的建构过程中，坚持以马克思主

义为指导，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历史内涵，

既与时俱进，又一脉相承。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

是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对教条主义、本本主义;

就是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反对思想僵化; 就是要在

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基础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元

化指导，反对指导思想的多元化; 就是要“全面贯彻落

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健全用党的

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工作体系”［23］，坚决反

对和抵制各种错误思想。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还在于马克思主义作

为科学的理论揭示了意识形态的演进规律。马克思主

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意识形态的

相对独立性、意识形态的阶级性以及对资产阶级意识

形态“虚假性”的批判等重要论述，对于当前主流意识

形态的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 二) 始终把握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

在革命历史实践中，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从党的意

识形态向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演变，这就对主流意识

形态的话语权主体是中国共产党作了前提性规定。在

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不断提升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

态领域的话语权，极大地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建设

动力。改革开放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带

来了思想文化发展的多元化，但在“党是领导一切的”
政治环境下，党始终把握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似乎

是一个不证自明的话题。然而主流地位的判定标准是

政治性标准与社会性标准的统一，主流意识形态的话

语影响力不仅仅在政党国家，更重要的是在社会领域

占据主导地位。
牢牢把握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提高主流意识

形态的话语影响力，决不仅仅是依附政权的强制力，更

重要的是深入人心的说服力。经济的发展可以为主流

意识形态建设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从而增强社会主

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和说服力。同时我们也要注

意，社会 意 识 并 不 是 社 会 存 在 的 简 单“复 写”和“映

射”，经济的发展虽然为意识形态的发展提供了经济基

础，但人们的政治素质、道德品质并不总是随着经济水

平的提高而提高，社会环境和主要矛盾的变化也会给

主流意识形态提出多重挑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时代，我们要辩证把握经济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的关

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还要深刻认识到意识形

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牢牢掌握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

权，要不断创新话语形态，推进话语体系创新，丰富教

育形式，创新传播载体，做好政治话语和大众话语的有

机衔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时代化，不断增强

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整合力。
( 三) 始终坚持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思想上的亲缘

性、契合性，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提供了可能性。如道德中心主义与解放全人类的救世

情怀、朴素辩证思维和唯物辩证法的形似、“天下大同”
与共产主义社会的相似性、整体主义的观念、坚持“无

神论”等。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也始终是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在革命、建

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

义在中国的落地生根提供了适宜的文化土壤，也为马

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基础。马克

思主义意识形态不断发展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与

优秀传统文化日益结合的过程。主流意识形态与传统

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中博弈与交融，使之与儒学为

代表的传统文化呈现出不同的历史样态和现实图景。
在当代，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

既有助于巩固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

导地位，也有利于促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
( 四) 始终坚持人民主体的价值取向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

党，党的利益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主流意识形态立足于唯物史观，既是党的意志表达，又

坚持以人民为主体的价值取向，突出人民的主体地位，

是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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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意识形态坚持以人民为主体的价值取向，就

是坚信人民群众有着无尽的智慧和力量，坚信党的根

基和力量在人民。具体来说，就是尊重人民群众在革

命、建设、改革实践中的主体地位，紧紧依靠人民，联系

群众、团结群众、宣传群众，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

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激发人民的革

命热情，鼓舞群众的建设热情，激发人民群众所蕴含的

改革创新活力，凝聚人心，振奋精神，汇聚力量，不断依

靠人民来赢得胜利。主流意识形态坚持以人民为主体

的价值取向，就是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关

注人民的现实需要和利益诉求。从“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中国共产党根本宗旨的确立，到把人民“拥护

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

量中国共产党想事情、做工作的重要标准，从“立党为

公，执政为民”，“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到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 靠 人 民、发 展 成 果 由 人 民 共

享”，始终体现了以人民为主体的价值取向，并在不同

的历史情境中表达出具体的价值内涵，既一脉相承又

不断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在坚持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基础上，不断

巩固和创新主流意识形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以人民为中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等意识形态话语，既反映了广大人

民群众的现实利益诉求，又增强了党的思想政治引领，

体现了服务满足人民群众与教育引领人民群众的统

一，有利于增强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和吸引力，

赢得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与支持，不断深化人民群众

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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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Social Contradictions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Past 100 Years

Xie Haijun
Abstract: In the past 100 years，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social contradictions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the new democratic period，the period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and the perio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so the discourse systems have developed respectively and accordingly the discourse of so-
cial contradictions in the new democratic period，the theory of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and the theory of social contradiction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discourse of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 different periods of the revolution，construction and re-
form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resents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in the fields of generation，discourse attributes，discourse catego-
ries and discourse characteristics． Simultaneously the constructions of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social contradiction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different periods of revolution，construction and reform share with the common theme，main line and other discourse
elements．

The Logic of the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Past Century

Feng Liujian，Sun Haixing
Abstract: In the centu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analysis of the evolution of its ideology can bet-

ter deal with the challenges in the field of ideology．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Marxism became the guiding
ideology of the party and developed constantly in the revolutionary practice．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Marxism，as the main-
stream ideology of the party，has developed into that of the nation． In the new period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the CPC has created a
new situation in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construction． Ideological work in the new era has become an extremely important work of the
party．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ideology construction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CPC shows that we must adhere to the guidance of
Marxism，grasp the discourse power of ideology，combine with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hold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taking
the people as the main body，so as to promote the inheritance，innovation and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Text Analysis of Ｒural Green Development Policy: Based on the Dimensions of
Instrumentality and Synergy

Chu Dejiang
Abstract: Ｒural green development is the inevitable requirement and fundamental way to implement the Ｒural Ｒevitalization Strate-

gy． In recent years，a series of green policies have been introduced to promote rural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policy instrument theory
and polycentric governance theory，with the help of nvivo12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software，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framework con-
struction，policy text coding，frequency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other steps，this paper makes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33 policies close-
ly related to rural green development from the two dimensions of policy instrument and coordination． It is found that China＇s rural green
development policy is constantly evolving and improving，but there are some limitations，such as the imbalance of policy instrument
structure and the low degree of coordination of policy subjects．

Exploration on the Focus Teaching Mod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al Empowerment

Yang Jingxian，Zhong Kedai ＆ Zhou Qian
Abstract: In the new era，to further improve the classroom teaching effec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we should vigorously

promote the reform of teaching methods and innovation of teaching mode． The theory of educational empowerment and the focus teaching
mode have the inherent consistency in highlighting students＇ dominant position，stimulating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and serving
students＇ all － round development． The application of educational empowerment theory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teaching
should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decentralization，heterogeneous power and making excellent courses，and form a five in one teaching
path，including teaching content pre － orientation，establishment of focus standards，intra － group power adaptation，classroom leading
strategy and evaluation feedback mechanism． The key point is to enhance the main force of students＇ real integration in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and constantly improve the affinity，pertinence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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