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２８卷第６期

Ｄｅｃ．２０１１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２８　ＮＯ．６

ｄｏｉ：１２．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０５９８．２０１１．０６．００５

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教育的传统性与发展性


高古城

（重庆工商大学，重庆 ４０００６７）

摘　要：我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经历了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及改革开放以
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时期的更新与重构的曲折历程，使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作为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就，成为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宝库中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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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思
想，经历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

的党的集体领导，在各自不同时期继承和发展了

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原理，形成了今天的、具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体系。中国共产

党的意识形态有其永恒不变的内核，更有许多不

断发展的新内容。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在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总

体而言，它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在社会主义建

设过程中完善，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

义建设过程中得到发展并逐步走向成熟。

一、毛泽东早期对中国共产党意识形

态形成的主要贡献

（一）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

早在１９３４年２月，在瑞金召开的红军全国政
治工作会议上，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在总

结发言中阐述了“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的

科学论断。１９４２年毛泽东明确指出“掌握思想领
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１９４４年毛泽东在

审阅和修改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

中强调，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是革

命军队的生命线。

此后，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 “掌

握好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

中心环节”的重要论断。

马克思曾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

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

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１］作

为意识形态的精神力量，对物质、对经济的能动作

用是对一切工作的强大的反作用力，这是马克思

主义的基本观点之一。更具体地讲，把思想政治

工作当做“生命线”，形象地表达了在党的事业中

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

东将“思想政治工作是党和红军的生命线”的科

学论断，从建党和建军的领域发展到社会主义建

设之中。１９５８年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思想工作
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

它们是为经济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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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

从革命战争年代开始，到进入社会主义建设

时期，毛泽东一贯重视意识形态的地位和作用，从

而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并使贯穿

于一切工作的思想政治工作成为中国共产党意识

形态教育的一种传统特质。

（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无产阶级意识

形态融合性的先导

早在１９５１年毛泽东同志曾为中国戏曲研究
院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题词。在社会主

义改造运动即将完成的时候，中共中央于１９５６年
开始考虑加快经济和科学文化建设工作。当时，

知识分子中有些人对刚刚过去的思想改造运动、

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和肃反运动心存余悸，在学

习苏联的问题上，有些人也出现了严重的教条主

义。在这种背景下，１９５６年４月２５日，毛泽东同
志作了主题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强大社会主

义国家的《论十大关系》报告。１９５６年 ４月 ２８
日，毛泽东同志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明确指出：“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

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毛泽东同

志还强调“双百”方针是一个长期性的基本方针。

意识形态是贯穿于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化艺术中的

基本观点，１９５６年５月２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
上正式宣布了这个方针。［２］后来毛泽东同志还曾

说“双百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方

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方

法”。从而“双百”方针在促进各项工作进步的同

时，也丰富了意识形态的建设与发展。

１９５６年８月，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
话》中，提出了对待古今中外一切文化成果的“古

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论述了中外文化各

有所长，都应予以认真的学习和研究。他强调，中

国革命的正确理论要通过研究历史、研究现状，学

习国外的革命经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

并正确地用于实践，才能得到。还强调多学习民

间的、外国的、古人的语言中有用的东西。还指

出，有必要在采取分析批判的前提下，学习、继承

和借鉴古代和外国的文学作品。

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提出“古为今用，洋为

中用”和“百家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犹如一面

镜子。它折射出来的是一个政治稳定、经济发展、

人民团结的国家形象；反映了繁荣文艺、发展科

学、国富民强的时代要求；更反映了毛泽东和中共

中央领导层的一种信心。“双用”和“双百”方针

的主旨，是把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为人民服

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从意识形态的产生和发

展来讲，它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并

成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教育的一种传统特质。

二、邓小平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

识形态的主要思想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同志首先抓住

拨乱反正这一关键环节，开始提倡“解放思想、实

事求是”。他指出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

思想”，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一个科学体系，反复阐

述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并以此形成

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

路线。［３］

党的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

了“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

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

理”。邓小平同志一再指出：“只有解放思想，坚持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才能顺利发展”。

邓小平同志把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结合起来，强

调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辩证统一关系。［４］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得到

确立，消除了极“左”思潮对人们思想的腐蚀，树

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新愿

景，并逐渐确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

政治理念和社会发展的新要求，结束了“以阶级

斗争为纲”的时代，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

四项基本原则，开始了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新时

期。这种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既

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正确选择。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确立，

在全国人民心目中重新树立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的地位。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奠定了思想

基础。并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新境界成为中国

共产党意识形态教育的一种既有传统性又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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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质。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创立

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夕，曾提出：

“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

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

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

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

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

际来制订规划。”［５］党的十三大形成了对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和党的基本路线的系统阐述。

党的十五大再次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

题，并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经过党的十六大、十七大，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的崭新道路，显示出蓬勃生机和无

限活力，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中国取得了举

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社会主义的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

而且更需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正所谓“两手

抓，两手都要硬”。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的范

畴，也要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和优越性。

因此邓小平同志提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

题，有必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同各种错误思想

作斗争。从而在创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同

时，坚持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教育和传播，在与

各种错误思潮进行斗争中，再一次显示出中国共

产党意识形态教育的发展特质。

三、江泽民时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意识形态的创新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意识形态的创

新开拓了广阔空间

早在２０００年２月江泽民同志在广州第一次
完整地提出“三个代表”。他说：“我们党所以赢

得人们的拥护，是因为我们的党在革命、建设、改

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

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

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

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

益而不懈奋斗。”［６］

正如胡锦涛同志所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表明我们党对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

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开

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成为全党全国人

民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

伟目标的根本指针。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于全党全社会统一

思想、明确目标有着指导作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意识形态的建设和不断发展、创新奠定了基础。

（二）以创新为标志的社会主义新时期意识

形态的建设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江泽民同志和党

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面

对新的发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出了

新的经验，形成了新的认识。同时，也适应不断变

化的需要，在集中全党智慧的基础上对邓小平理

论作出了一系列新的发展，形成理论的新体系。

在这些新理论的发展中，以解放思想、实事求

是、与时俱进为灵魂，以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为动

力，深化了对党的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模式

的认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建设、

精神文明建设以及政治文明建和生态文明建设做

出了新的贡献。所有这一系列的创新性理论，作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指导，已经形成了中国

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新内容，体现出意识形态教育的

发展性特质。

四、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的再创新

（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应坚持以人为本

２００３年７月，胡锦涛同志提出 “坚持以人为
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

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一种方法论，也是中

国共产党的重大战略思想，在党的第十七届代表

大会上写入党章，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之一。

党中央为了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新要求，总结了新中国

成立以来，尤其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主义理论和

实践上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提出了以人为本、科学

发展观、建立和谐社会等一系列思想观念，丰富和

充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意识形态

内容。

强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应坚持以人为本的价

值取向，在今天，已然成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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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内容，体现出意识形态教育的发展性特质。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体现了社会主

义意识形态的本质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的战略任务，并提出：“马克思主义指

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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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的基本内容。”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

本质体现”。从而阐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地位和作用。社会主义

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的观念反映和理论表现，是

由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决定的。邓小平同志曾说：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

裕。”［７］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

思想，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灵魂；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共同理想既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题，也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更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意识形态的根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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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社会主义

意识形态的精髓；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意

识形态的基础。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面对基本

国情，发扬民族精神、时代精神、遵守道德规范、行

为准则，共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当代党中央领

导全国人民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

创新理论成果，也显示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理

论与教育的发展性特质。

五、结论

（一）九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了意识形态

教育的传统性，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

思想基础。从而使无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

取得了辉煌成就。

（二）三十年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

思想路线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坚持与时俱进的

理念，正在全国人民心目中重新树立社会主义意

识形态的地位。

（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教育，在始终代

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坚持以人为

本的价值取向，坚持对人的基本权利的尊重，正在

充分的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更好地推动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

（四）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我们党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吸收世界先进文明成果，抵御和批判国内

外各种错误思潮，在建设精神文明、加强思想政治

工作、发展先进文化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的过程中，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正在

以最大的限度，把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和凝聚在中

国共产党伟大旗帜下，有力地促进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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