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纛识肜态必须坚擗骣列主义为指导

——评
“
非意识形态化

”
理论

万  顺  福

意识形态范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前些年,资产阶级 自由化思潮

在我国的泛滥成灾,是我国长期忽视意识形态工作,忽视意识形态斗争的阶级性、严峻性和

复杂性的蛉然恶果。而这种状况的存在,同 “
非意识形态化

”理论的影响有直接的关系。因

此,正确把握意识形态范畴,分析和批判
“
非意识形态化

”
的错误观点9对于充分发挥社会主

义意识形态的作用,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

“
非意识形态化

”
理论,是五、六十年流行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一种所谓试图以

“纯

科学的
” “客观的

”理想代替意识形态的理论,这个理论由法国社会学家阿隆首先提出,集

大戚者是美国的社会学家贝尔和利普塞特。他们于1960年相继发表了《意识形态的终结——

论5C年代政治思想的枯竭 》和 《政治的人:政治的社会基础 》,对 “
非意识形态化

”理论作

了全面的论述。阿隆认为:意识形态从外部已经失去了对舆论的影呐,它与群众的
“
非政治

化
”

相适应,意识形态的冲突已经结柬,人们在恩想上iB益趋向一致。贝尔和利普 塞 特 认

为,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虚假的、空想出来的意识形式,正在消亡,趋于没落,永恒的科学技

术的价值观代替了陈腐的、有局限性的意识形态的价值观,新技术革命的发展,正在导致工

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对抗的消失。他们由此得出结论,在现代工业发达国家的社会里,已

经没有必要对重大事件作意识形态上的解释,意识形态已没有存在的必要9已经或者接近完

缭 ,∷社会生活已经非意识形态化。

显然, “
非意识形态化

”
理论是完全错误的,而且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马克思主义认

为,意识形态是指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哲学、艺术、宗教等各种社会意识的总和。

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的思想上层建筑,是对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以及由经济基础的自觉反映 ,

并对社会的发展起着巨大的能动作用。在阶级社会中,社会意识形态是体现一定阶级的利益

和要求9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社会的分裂也表现为社会意识的分裂,阶级的统治也表现为统

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统治。在阶级社会的各种社会形态中,往往有工种不同的社 会 意 识 形

态。首先是反映这个社会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并为其服务 r昀 意识形态;其次是 lll

社会的意识形态”它反映已被消灭和正在消灭的旧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9为复辟 l「l社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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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制造舆论;再次是反映现存社会制度里孕育成长着的新社会诸因素的社会意识形态,它为

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呼喊。在这三种意识形态中,反映和维护现存社会的意识形态通常占统

治地位。但是,同一社会形态中存在着的足种相互对立的意识形态之间,不可避免地要展开

斗争,这是社会变革和阶级斗争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囚此,在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

争的社会里,意识形态一般都带有鲜明的阶级性。当今世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 ,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仍然十分尖锐,虽然,社会意识中确实有非意识形态掏方面,特

别是其中的自然科学,对社会变化包括人们的某些观念发生一定的影响。因此,离开现代科

学技术来谈社会的发展是不可思议的!但是,社会缭构中不同利益以至世界观、意识形态之

间的斗争灿不取决于科学技术,而是首先取决于一定的生产方式,正如马克思所说: “在不

同的所有制形`式上9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

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
”⑦只要客巩存在着维护一定阶级利益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就

一定有反映这种制度的意识形态。社会瀑识形态都是阶级的、历史的、具体的,不存在抽象

的、超历史的、永恒不变的意识形态。 兮

关于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和意识形态领蜮的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很多精辟的

论述。恩格斯曾明确提出: “
一切历史上酌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领 域 中进 行

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 明 显 的 表

现。
″C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是如此,列宁说: “

我们所处的历史时期是我们同比我们强大

许多倍的世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时期,我们应当在这个时期内坚持革命和建设,在军事方

面,尤其在思想方面,教育方面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
”ΙJ毛 泽东同志也曾明确提出: “

无

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

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
”

,

“
如果对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9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

斗争。
″

④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9特别是阶级社会的发展史已反复证明,反映不同经济基础,体现

不同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之间始终存在着激烈的斗争。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

以维护封建剥削和等级制度的地主阶级思想。如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中 国封建社会中

的儒家思想,都是地主阶级统治被压迫阶级的工具。但是,被压迫阶级从来没'窍
^停止过反对

封建统治,同地主阶级思想作斗争。中国历史上农民革命中提出的
“
均贫富、等贵贱”

的思

想,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中提出的
“
自由

”
、 “平等

”
的口号,都是直指封建专制制度的。当

然,不同的意形态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先进的意识形态促进 社 会 的 发

展,落后的意识形态阻碍社会的发展。但是,无论是革命阶级还是反动阶级,都非常重视用

意识形态为自己的经济基础服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反映并服务

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维护无产阶级的统治,必须充分发

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方向和导向作用、教育作用、凝聚作用和激励作用,保证社会主义社

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可以肯定地说,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相互对立的社会制度,存在着国

家,存在着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就必然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社会生活就不可能 “非意识形态

化
”

。在现代社会中,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 ,

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或军事领域,而且更重要地集中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从国际范围Ti,



主要表现为帝国主义国家对社会主i义 国家的
“
和平演变

”
和反和平演变的斗争。资本主义国

家在用军事、经济等手段干涉和颠覆社会主义社会失败后,主要采用
“
和平演变

”
的手段 ,

妄图从根本上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在我们国内,近年来阶级斗争集中表现为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c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鼓吹者散布的种种谬论,说到底,就是企图从

根本上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全盘西化,把 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

由此可见,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近几年来阶级斗争的集中表现,这种斗争不仅存在 ,

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表现得相当尖锐。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对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有着重

要的影响c

(二 )△

社会生活的 “
非意识形态化

”,否认意识形态饵域的阶级斗争,在我国主要表现为淡化

意识形态工作,宣扬意识形态多元论等,出现这种妆况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

首先,对我国现阶段的阶级斗争的认识出现偏罪,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新中国

成立后,我们曾经犯过
“左∷

”
的错误,其中包括内肺

“以阶级斗争为纲
”

的严重错误。1956

年,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作为整体阶级的剥肖刂阶级已经被消灭,阶级斗争就

已经从主要矛盾转化为次要矛盾。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仍然把只在一定范围内存

在,一定条件下才可能激化的阶级斗争作为主要矛盾,以至导致了
“
文化大革命

”
刀阝样严重的错

误,给党和人民的利益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党中央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

的思想路线,坚决纠正了 “左”
的错误,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

轨道上。但是,我们在批判了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之后,却犯了相反的错误。许多人放

松了阶级斗争这根弦,甚至根本忘记了在我国现阶段仍然还存在着阶级斗争这个事实。把纠

正 “左”
的错误变成了 “

纠正
”

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资产阶级 自由化的鼓吹者们正是在这

种背景下大肆攻击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否认阶级分析方法,抹煞阶级斗

争,鼓吹阶级合作。因此,当 资产阶级 自由化泛滥时,一些人毫无思想戒备,甚至认为这才

是真正的思想解放,并把自由化的鼓吹者们吹捧为民族精英,使各种错误观点畅行无阻,危
害至深。

其二,崇洋媚外,对西方资本主义丧失了警惕性。随着对外开放的进行,一些人好象发

现了新大陆,认为中国的什么都不行,外国的一切都好。特别是一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

化立场的人,更是对社会主义大加批判,说什么我国的社会主义是 “
封建的 社 会 主 义

”
、

“
社会主义在中国四十年的历史是失败的历史∵, “

社会主义是乌托邦
”,而对资本主义则

赞不绝口,认为中国要富强起码还要作三百年殖民地,甚至乞求美国总统干预中国内政,把
中国引向

“
自由世界”,在人们思想上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使一些人忘记了社会主义与资本

主义这两种根本对立的社会制度间的本质区别,以为西方资本家及其政府也会真正帮助我们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而看不到他们时时刻刻企图颠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狼子野心。

第三,放松了对人民的政治思想教育,特别是放松了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 人 们 的 头

脑9没有始终一贯坚持不懈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八十年代工作的经验

教训时曾经指出:十年来最大的失误是教育,尤某是放松了对人们的尽想政治教育。在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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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的几年中,我们思想战线都显得软弱涣散,一些人竭力否认列宁多次强调的
“
灌揄

”

原则,反对对人民、特别是对青少年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灌输,批判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

服务的方针,用 智育来冲击德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没有始终一贯地坚持下来,一
些人甚至认为四项基本原则和资产阶级 自由化之间的分歧仅仅是学术观点上的差剔,不应该

上升到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的高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当大量西方资产阶

级的思潮涌入我国时,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防御和抵抗能力。与我们思想战线软弱涣散

的状态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始终保持着一种进

攻态势,它们非常强调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特别是青年一代进行资产阶级思想灌输。美

国一些政治家就明确表示9对中国的留学人员,要把灌输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看作是比传授

科学知识更重要的任务。以至出现了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受到嘲笑、讥讽”散

布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竟畅行无阻的奇怪现象。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使得我们在党的十一属三中全会以后,几乎在拔乱反正,提出王作

重点转移,确 宝改革开放等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的同时,党内和社会上有一些人从右的立场

出发,把纠正 “左”
的错误变成了 “纠正”

社会主义和马苋思主义,一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

自由化的人,利用人们对空洞政治说教的厌恶和对 “左”的错误的憎恨,打着解放思想、改

革开放和向西方学习的幌子,以 学术研究为名,大肆宣扬资产阶级及其他一切剥削阶级的腐

朽思想,恶毒攻击马克思主义,导致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一度泛滥成灾。尽管邓小平同志

∵直旗帜鲜明地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直到发生1980年那场惊心

动魄的政治斗争前,反 自由化的斗争都显得软羽无力,使 自由化思潮从意识形态领域发展到

政治领域,酿成了那场触目惊心的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9把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推向颠

覆的边缘。我们一定要吸取这个深刻的教训。

(三三)

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生活 “
非意识形态化

”
理论以及在我国泛滥一时的

“
淡 化 意 识 形

态
″

意识形态 “
多元化

”
的观点,本质上都是否定意识形态的阶级性,排斥和对抗马苋息主

义的指导作用和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体地位。这些论调企图用
“
技术统治论

”
、 “

趋

同论
”

以及各种不同性质意识形态应当 “
和平共处

”
来抹煞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

问题上的本质区别。妄图以此瓦解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斗志,解除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

思想武器,动摇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信仰和追求。   `
众所周知,中 国共产党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上成长起来的,中 国革命和建设所取得的

胜利,都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情况下取得的。马苋思主

义是中国革命的法宝,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它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对我们的各项方针、政策和具体工作,都具有超前的导向作用;它为丨我们提供了正确的

立场、观点和方法,它能够统一人们的思想、意志和行动,使全国人民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和

向心力;它被群众掌握后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思想 的 理 论 基

础,马克思主义是颠朴不破的真理,这已是被实践反复证明了的。

历史经验表明,凡是巽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 方 面 的 工



作。
i苹

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如此。宣扬社会生活
“
非意识形态化

”
论者并非

真正要 “
淡化意识形态”,他们一方面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同时又大肆宣扬资

产阶
'级

的反动思想。就在
“
非意识形态化

”
论调提出不久,在西方就出现了 “

再生意识形态

论
”,不少资产阶级思想深深懂得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早在第二次世界在战结束后不宓、,随

着工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西方国家在
“遭受到一种用武力无法挽救的失败

”之后,制
订了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

“
和平演变

”
的战、略方针,其中的重要内容,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

大量向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渗透,宣扬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向无产阶级展开 “思想战争
”,进

行一场没有稍烟的
“世界大战

”
。早在195G年 ,杜勒斯在其 《战争或和平

’
》一书中就充分肯

定美国之音这 “
美国的蜜语

”
在颠覆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作用。1960年 ,美国哈佛大学国际事

务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 《意识形态与外交事务 》说: “
我们应该提倡与共产主义社会进行做

广泛的接触
”, “

将西方的原则,西方的风格和西方的趣眯灌输∴到他们的人民中去,这样最

的目的在于腐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使之 “

最后变质
”

。1961年 ,美 国总统国外宣传活动

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指出: “
思想战、心理作战

”必须调动国内国际一刃可 被 利 用 的 “兵

种
”
,诺如新闸、广播、图书、出版、电影、电视、音乐、舞蹈、戏剧、文学、美术、教育、

体育、卫生与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
”↑尼克松更是言不讳,他认为, “

归根到底,是思想

而不是武器决定历史当深知世界如何运转的政治家们以强大的思想为武器时,更是如此。
”
⑥

里根在I982年出访英国时,在英国议会上发表讲话,号召西方实行一项长远计划: “
将马克

思列宁主义抛进历史的垃圾堆。
”

从以上简单的引证中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西方资产

阶级及其代理人从来没有放弃对社会主义国家的
“和平演变

”
攻势。他们的意识形态的阶级

性是非常强烈的。几十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是按照以上既定方针向社会主义国家展开

了猛烈地进攻。当东欧国家由于诸种复杂原因出现政局不稳、经济发展受挫时,以美国为首

的西方资产阶级兴奋不已,大力支持敌视和反对社会主义的人,但前提是要这些国家推行资

本主义的所谓 “民主
” “自由

”,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事实无

情地告诉我们,资产阶级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社会主义的进攻。
⋯

不仅如此,西方资产阶级还拼命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寻找代言人,顽固坚持资产阶级 自

由化的人,就是国际资产阶级在国内的代表。他们大肆散布马克思主义
“
过时论

”,否定中

华民族在数千年中形成的优秀思想文化成果,否定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大公无私精神c大

肆宣扬资产阶级的哲学观点、政治观点、经济观点、文艺观点,鼓吹资产阶级的价值观、人

生观和道德观。如个人主义、金钱至上、抽象的入逍主义等,妄图从根本上搞垮社会主义意

识形态,用资产阶级思想取代马克思主义,进而实现其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走资本主义道路

的罪恶目的。所有这一切,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鼓吹的社会生活 “
非意识形态化″理论是

ˉ脉相承的。因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实质就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政

治上主张实行西方的多党制和议会制,否定共产党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主张资本主

义的私有制和市场化,否定社会主义的公有和计划经济;思想上主张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否
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一句话无论是国际资本主义势力还是国内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

化的人,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要用资本主义取代社会主义9这是我们决不能答应的。

综上所述,在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根本对立的社会制度的当今世界,形形

色色的意识形态仍然具有强刖的阶级性,各种学说和思想无不玎上阶级的烽印。我们必须十

:4



分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的
“
非意识形态化

”
理论及其他错误思

潮,坚持不懈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帝国主义的
“
和平演变

”
。重视意识形态工作 ,

就必须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

义的重要特征9它是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必然要求和本质体现丿它对物质文明提供精

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并保证其正确的发展方向,起着指导、维护和促进的作用。建设高度的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个根本任务。雨整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中,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马列主义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灵魂,我们的理想建

设、道德建设、文化建设、民主法制建设9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为

指导,是我们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关键。因此,认真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是精神文明建

设的核心内容。忽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社会主义的发展就可能偏离方向,甚至有蜕化

变质的危险。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 “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

利,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

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
”⑦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和十三届七中全会,反复强调了建设以马

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极端重要性,号召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和从事意

识形态工作的干部,都必须带头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江泽民同志在今年 4月 召开的全国党

建理论讨论会上讲话时再次强调这一点,他说: “在我们工作遇到困难,国际共运处于低潮

时,这对我们既是压力又是动力,关键是我们的精神状态要振奋,要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

义的信念,切实地提高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

。⑧

面对当今世界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的国内改革和建设的任务。我们必须始终在意识形

态领域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坚持不懈地对全党同志、全国人民进行马列主义、爱国主义、

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教育。坚持我们党重视意识形态工作的优良传统,把意识形态的领导

权牢牢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中。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社会政治的长期稳定,才能把我国建设成

具有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l明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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