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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意识形态理论告诉我

们:意识形态由生产关系、社会存在决定，并且随着

社会存在、社会关系的关系变化而改变，马克思主

义意识形态理论应该不断的创新和发展。随着国

际和国内环境的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思

想也应该创新和发展。

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意识形态理论
马克思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产生是直接与

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

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往往在这里还是

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

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语言中的精神生

产也是这样。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

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

他们受到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

定的发展——直到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意

识(dasBewuBtsein)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

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结实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

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2]恩格斯指出：“每一历

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

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

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3]从上述马克思经典作家的

论述可以看出来，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总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意识形态并成为该社会

的精神的标志。思想的上层建筑或观念的上层建

筑——意识形态是由社会存在，生产关系决定的，

反过来又对生产关系和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并且

随着社会存在，生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这样马克

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应该不断创新和发展。它和

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形成了具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具体包括毛泽

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

学发展观。这四大理论成果是一脉相承、与时俱进

的理论体系，是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

二 毛泽东革命时期主要的意识形态建设思想
中国革命时期形成的意识形态理论——毛泽

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

把中国革命的实践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

的产物。极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

形态理论，提出了意识形态建设的具体的思想，突

出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在《新民主主义论》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

纲领就是以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为国体，以民主

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政体

“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发挥发挥一

切革命人民的意志，才能最有力地去反对革命的敌

人。”[4]另外在《人民民主专政论》中提出人民民主专

政就是对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它

的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因为它的领导阶级是工人

阶级以及它的政权是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专

政政权，发展社会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阶级，最

终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目标。

（二）在《新民主主义论》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纲领

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反

帝反封建的文化，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5]那

么所谓民族的文化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主张

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科学的文化就是反对一

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大众的文化就是能为百

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毛泽东还反

复强调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指出“思想政治工

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要实行政

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又红有专的

方针”[6]。要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各种非无产阶级

思想，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

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思想的创新与发展
周小平

（西北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摘 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具体包括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这四大理论

成果是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是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基于此本文主要论述党的四代领导人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建设思想，这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四代领导人；意识形态建设思想；发展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8）04-0060-03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Xichang College·Social Science Edition

第20卷第4期

2008年12月

Vol.20，NO.4

Dec.，2008

DOI:10.16104/j.issn.1673-1883.2008.04.017



第4期

位。只有通过科学的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才能提

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抵制异己的意识形态

的影响。“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

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思想工作

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的 保证，

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

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一放

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7]

在文化建设方面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

针。这个方针可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和科

技进步，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文化界的主导地位，增强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生命力。具体就是说“艺术上

的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的不同

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不能用行政的力量强制推行

一种学派，一种学派，禁止一种风格，一种学派，艺术

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

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界和科学界的实践去解决，

而不是用简单的方法去解决。”[8]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阶级斗争扩大化

在意识形态领域把“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

等政治口号严重地扩大化，以至于提出“无产阶级专政

下继续革命”的观点，大力搞“斗私”，“批修”，大力批判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给我国

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严重的损失。更重要的是造成了

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扰乱了社会的稳定。

三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意识形态
建设思想

以邓小平为领导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进行

了全面的拨乱反正，果断地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

纲”的错误方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毅然地把党

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其他一切

工作都要为经济建设服务。这样意识形态的中心

任务已经由政治革命转向社会革命，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

邓小平指出：“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指教育，科

学，文化，而且指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道德，纪

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关系等等。”[9]

从这段论述可以看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涵盖了作

为思想上层建筑的全部内容和教育，科学，文化，精

神文明可以为经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

（二）区分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姓资”，“姓社”

的问题，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

当作意识形态的范畴，严重束缚了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发展。因此邓小平指出：“必须在理论上搞

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

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

本主义也有计划经济。”[11]“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

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

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

段。”[12]

（三）提出“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越来

越不利于经济建设。因此，邓小平指出：“革命是解

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

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

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制度

确立之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社

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也是改革，

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13]

这是意识形态作为思想的上层建筑为经济基

础服务的功能的回归，它要更好地促进生产力的发

展，以先富带动共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理

想，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四）提出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的思想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个人崇拜使社会主义法

制和民主遭到严重的破坏，严重扰乱了社会稳定的

局面。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邓小平指

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

化，使这种制度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

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4]社会主义民

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密不可分，社会主义法制为社会

主义民主提供保障，社会主义法制为社会主义民主

提供政治基础。如果没有社会主义民主就会导致

独断专权以及个人崇拜，而没有社会主义法制则极

易导致阶段民主化和无政府状态，给党的领导和国

家事务造成严重的灾难。因此没有民主就没有社

会主义法制，为了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就必

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四 江泽民的社会主义发展攻坚阶段的意识
形态建设思想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总结建国

以来的历史经验，结合时代特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

思经典作家的意识形态理论和毛泽东思想以及邓

小平理论，在意识形态层面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

党和怎样建设的党的”的问题。

（一）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

展要求，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力量，要全面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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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小康社会目标就必须大力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

展。苏联解体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经济建设

没有搞上去，失去了广大的人民群众的信任；始终

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先进文化是凝聚全

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它能够为物质文明，政治

文明，社会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资本。因此中国共

产党只要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会立于

不败之地；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不断发展

先进生产力的目的和归宿是维护最广大的人民群

众的根本利益。十六大报告指出：“制定和贯彻党

的方针政策基本着眼点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

本利益，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使

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因此“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

力量之源，我们必须深入贯彻和落实“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

（二）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想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和发

展了新民主主义文化以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的思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

想。十六大报告指出：“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

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

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文化，以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

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发展先进文化就要吸收

和批判继承一切人类的优秀成果，增强作为意识形

态的核心的文化的包容性；要坚持时代精神和民族

精神，汲取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发展面

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先进文化。在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面江泽民反复强调

指出，“要坚持为人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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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以科

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优秀的

作品鼓舞人。”

（三）提出牢牢占领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的思想

西方敌对势力一直加紧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

的渗透，企图实现和平演变，颠覆社会主义政权。

因此在国际上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依然很尖锐。

江泽民指出：“意识形态领域是和平演变与反和平

演变斗争的重要领域。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

本原则的对立与斗争，实质是要不要坚持共产党的

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斗争，但这种政治

斗争大量地经常地表现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理

论斗争，思想宣传阵地，社会主义思想不去占领，资

本主义思想必然会去占领。各级党委要重视意识

形态工作，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牢牢掌握

意识形态各部门的领导权。”[15]这段话表明我国在和

平时期并没有放松意识形态工作而是要牢牢地把

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坚决抵制西方敌对势力的意

识形态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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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was put forward at the 17th Congress of CPC to quicken the reform of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
and build the service type government. In order to make a substantive breakthrough in the reform of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 centered the service type government building, we need a good system guarantee on the one
side and a thought guarantee on the other side. The thought guarantee is the servant conception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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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 the value conception of incorrupt and hard-working government and complete administrative personality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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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hina the socialist ideology refers to Mao Zedong Thought, Deng Xiaoping Theory, the important
thought of Three Representatives as well as the scientific view on development. Being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in
China, these four theories are as an organic system, advancing with the tim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thoughts of
socialist ideology construction of the leaders of the four generations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modern China,
and the author further points out that the thoughts of the leaders of the four generations have a great significance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mainstream id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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