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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意识形态”的概念堪称哲学社会科学中最充满歧义的概念，而这一概念所指称的那种人类精神现象
也异常纷繁芜杂。
因此，自从法兰西研究院院士安东尼·特拉西于1796年和1798年在他分期宣读的论文《关于思维能力
的备忘录》中提出“意识形态”这一概念以后，围绕意识形态展开的理论论争和实践争斗就没有停止
过，而在不同时期、不同语境下，沿着不同的逻辑路径，意识形态也会获得不同的存在意义。
特拉西最初将意识形态指称为一门新的关于“观念的科学”，他从经验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观念的
科学应该研究观念的自然起源，如果能弄清这一起源，就能诊断出人类无知的根源，从而为建立一个
理性的进步的社会奠定可靠的基础。
因此，他和其他的意识形态理论家们都非常重视意识形态在社会、政治和教育中的作用。
然而，当拿破仑追逐独裁权力的野心与特拉西的意识形态意图发生冲突时，拿破仑便将意识形态斥之
为“诡辩”和“玄想”，并指控意识形态家们煽动了政治动乱。
到19世纪中期，马克思在与恩格斯合作的巨著《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使用r“意识形态”一词，并用这
一概念指称那些只会用观念去“解释世界”而无力去“改变世界”的人，尤其是青年黑格尔派。
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在批判意识形态的虚幻性、颠倒性的同时，又以非线性的方式拓展了“意识形态
”的含义，他将意识形态与特定阶级的统治与权力相联系，指出它是耸立于特定经济基础之上并为其
服务的观念上层建筑。
但是，马克思并没有着意去界定意识形态，也还没有去澄清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由此造
成了单向决定论（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假象，这就为后人留下了巨大的探索与想象空间。
可以说，20世纪驳杂纷呈的意识形态理论流派都直接或间接地与马克思有关，都是沿着不同的路径阐
释和解读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结果。
粱建新博士的著作中所系统研究的“意识形态终结论”就是20世纪穿越意识形态培结的日象与意识形
态革命论、意识形态批判论鼎足而立的蔓大理论流派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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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穿越意识形态终结的幻象》在唯物史观的整体理论视野里，科学提炼和概括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意
识形态终结思想，比较了与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异同，整体勾勒了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的基本
谱系，深入挖掘了这一思潮产生和蔓延的政治动机、经济基础、文化动力等现实根源，在此基础上，
对于这一思潮的理论共性、理论误区、现实困境、消极影响、有益启迪等问题做出了实事求是的观照
与分析，并对“意识形态是否已经终结”这一问题作出了简明的回答。
最后，立足于中国改革开放和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实际，探讨了中国应对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基本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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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建新，1971年11月生，湖南安化人，1993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获历史学学士学位；2002年毕业
于华中师范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2006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
曾任教于湖南城市学院、东南大学，现为长沙理工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与当代社会思潮研究。
迄今为止，主持和参与省部级科研项目3项．独立撰写著作1部，参与撰写著作2部，发表论文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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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人文社会科学的众多领域，“思潮”研究几乎是一道永恒的布景，一种思潮的枯荣升贬，往往驱动
着学者们对这一思潮所关涉的论域进行新的探究旅程。
所谓“思潮”，根据《辞海》的释义，有两种含义：一是指某一历史时期内反映一定阶级或阶层利益
和需求的思想倾向；二是指涌现出来的思想情感，如思想起伏①。
根据这一释义，我们可以看出，“思潮”与“思想”是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个概念。
其联系主要表现为：思潮无论是指思想倾向还是思想情感，都是以一定的思想为基础的，思潮实际上
围绕一个开放的、富有争议的问题域从不同角度而提出的相同或相似思想的总汇，也是各种大大小小
的思想家及其追随者登台表演的历史，没有思想的思潮是不存在的，同时，一种思潮一旦形成，反过
来又对该思潮所涉论域的各种理论、思想起着潜移默化、自觉不自觉的导向作用。
但是，思潮和思想又是有着严格区别的，具体地说，“思潮”从以下几个方面与“思想”相区别：第
一，蕴涵范围的开放性。
一种思潮可以广泛蕴涵于人文、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等学科领域，而不为某一学科所独有，具有广
泛、开放的蕴涵范围，而某种思想往往是从某一学科视角出发而提出的，因而具有单一的学科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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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3年9月，我有幸踏上华师这块“忠诚博雅，朴实刚毅”的学术沃土，师从德高望重的张耀灿教授，
攻读博士学位。
本书正是在我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但基本保持了博士论文的原状，这是对历史的尊重。
在写作过程中，我有幸得到了导师张耀灿教授和众多老师的指点。
在导师的指导下，我饱览一道道知识与智慧的前沿风景线，走出一次次论文写作的理论困境，穿越一
层层学术研究的理论迷雾？
？
先生的教导，让我对“大学之道，在新新民，在明明德，在止于至善”有了些许顿悟；先生对我这个
言行无柬、桀骜不驯之徒的宽容，让我领悟到作为一名真正的学者虚怀若谷、海纳百川之风范；先生
的鞭策与鼓励，让我成功地抗拒着懒惰的诱惑，逐渐明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
以厚德载物”之精神。
在艰辛的跋涉中，师母陈泗维老师的关爱，让我漂泊的心灵感受到家的温暖。
殷殷师情，山高水长，惠泽后辈，永难回报！
在思想跋涉的心路历程中，华师政法学院林剑教授、秦在东教授、龙静云教授、刘从德教授、李良明
教授，经济学院曹阳教授均提供了许多令我终生受益的智慧资源和宝贵建议。
此外，武汉大学的骆郁廷教授、石云霞教授、黄钊教授、张晓红教授，中山大学的郑永廷教授、李萍
教授、钟明华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李德顺教授，中国政法大学的蔡拓教授，北京大学的粱守德教授
等各位思师都曾对与本书相关的思想和观点给予了细心斟酌与精湛点化，正是各路高人的指导与鼓励
，使我得以不断超越自己已然的思想边界，不断突破因力求创新而面临的重重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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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穿越意识形态终结的幻象: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评析》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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