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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是一项开创性事业，意识形态建设是这一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书通过对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变化过程的研究，使我们更加清楚地把握社会主
义意识形态的发展规律，从而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未来发展提供方法论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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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总结历史经验所必须遵循的马克思主义原则一、总结历史经验必须从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科学态度
出发二、总结历史经验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三、总结历史经验必须重在弄清问题、分清思想和提高
认识第一章 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前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历程一、在彻底实现民主革命任务的同时完
成向社会主义转向的意识形态建设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及其对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贡献三、中
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最初探索与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四、《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
题》的发表及其意识形态价值第二章 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新尝试中的意识形态建设一、苏共“
二十大”以后的国际国内形势和党的指导思想的转折二、毛泽东构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蓝图的两根轴
线：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三、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模式的构想和对人民公社运动的理论反思四、反右倾
斗争中的严重失误和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的形成，学术研究与意识形态冲突的加剧第三章 “左”
倾思想路线迅速发展背景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一、触发“文化大革命”的文艺批判运动和“五·一
六”通知二、林彪集团的政治野心及其唯意志论哲学三、“四人帮”的斗争哲学及其对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破坏第四章 真理标准大讨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立一、思想大解放的底蕴：在坚持中发
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二、理论联系实践的真谛：“结合”是如何可能的三、解放思想的党性前提：在
道路问题上全党要坚定不移第五章 意识形态的当代走向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一、不能有“两个邓小
平”的误读二、“非意识形态化”的由来及其挑战三、寻找新的结合点：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变革四
、铺设合作对话的平台：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主阵地五、不许触动底线：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坚定性
第六章 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第二次战略性飞跃一、毛泽东意识形态理论
的得失二、我国意识形态的新的重大战略性转变三、意识形态的排他性与包容性关系上的突破与挑战
四、意识形态的理性认知和情感认同关系上的突破与挑战五、意识形态的集团性话语与个体性、人类
性话语关系上的突破与挑战六、意识形态的先进性和大众性关系上的突破与挑战第七章 意识形态的变
革与话语权一、意识形态的变革不同于“科学革命”二、坚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立场的关键三、必
须把握信仰问题上的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四、“中国模式”问题和马克思主义话语权五、旗帜与话语权
⋯⋯第八章 新中国意识形态发展中的文化问题第九章 新中国意识形态发展中的资本主义问题第十章 
新中国意识形态发展中的思想路线问题第十一章 改革开放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问题第十二章
改革开放条件下社会主义理论创新问题第十三章 改革开放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问题第十四章
我国社会意识领域变化趋势与关键性问题第十五章 中国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结束语新中国
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经验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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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意识形态的变革不同于“科学革命”　　说起变革、创新，人们往往不加区分地套用同一界
定、同一模式，其实大谬不然。
卡尔·波普尔关于假说－验证（证实或证伪）的模式之所以受到严厉批评，库恩的科学革命“范式转
换”说之所以后来居上、风头更劲，就在于假设和经验证明（或否证）之间的关系的确不是直线式的
。
而如果突破实证科学的藩篱而扩展到意识形态，则情况更为复杂。
换言之，意识形态的“范式转换”较之科学革命中的“范式转换”要隐蔽和温和得多。
实证科学基于客观知识的共同背景和追求，因而其“范式转换”表现为外扩式的跳跃以致“断裂”的
更替形式（历时性），即一个知识体系取代另一个知识体系，其呈现的特点是新陈代谢、破旧立新；
而意识形态的革新则不然，作为相互对立的利益集团的思想工具，只要该利益集团没有退出历史舞台
，其“范式转换”就必然是以固本强基为前提，因而一般表现为内敛式的自我拓展和包容（共时性）
，即体系内部的自我更新和转换，其呈现的特点是“返本开新”、“温故知新”。
所以，不能把熊彼得的“创新”观念简单地移植到意识形态上，这不是一个“毁灭性的创造”过程，
而是在坚持前提下的自我更新。
作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更新，必然要体现“一以贯之”的脉象，这是国家基本制度稳定的前提。
　　特殊地说，近代以来意识形态日益显现出两大特点：一是作为新国家制度架构的观念基础而具有
先导性；二是作为现代国家的“软实力”而具有核心性。
说到底，意识形态已成为现代国家的道义基础和权力核心，因此，主流意识形态的变革就更具全局意
义，更需谨慎从事。
就第一点而言，至少从资产阶级革命开始，意识形态就不仅是革命的舆论准备，而且是新社会制度建
构的思想基础。
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代以来的真正革命其实都是意识形态革命。
“1776年这一年，是由于两件分开但密切相关的事情而著名：在美国有《独立宣言》的签署，在英国
则有《国富论》的出版。
⋯⋯两者都是共同的思想与情感潮流下的产物，而且都是源自十七世纪末叶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先知
洛克的著述。
由于《国富论》是以清晰而令人印象深刻的理论来反映自由主义的舆情，因此这本书即象征着现代最
早的一个意识形态时代的来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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