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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研究的感性转向〔∗〕

———评刘少杰教授新著«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变迁»

○ 王国伟
(东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部ꎬ 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０２４)

〔摘　 要〕与国内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以理论化本质论述意识形态的观

点相反ꎬ刘少杰教授的新著«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变迁»一书ꎬ通过将意识形态的实质内涵

理解为一组相对稳定的价值信念ꎬ论证了意识形态的感性形式ꎮ 强调感性意识形态有

着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ꎬ既有助于分析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转型的具体面向ꎬ又为探讨

转型时期维护执政党政治意识形态安全和推进中国意识形态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新的思

路ꎬ它体现了 ２０ 世纪以来的西方学术界关于意识形态研究的感性转向趋势ꎮ
〔关键词〕意识形态ꎻ感性意识形态ꎻ意识形态转型ꎻ意识形态现代化

近年来中国的意识形态问题已成为我国学术界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ꎮ 由中

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中心刘少杰教授完成的新著«当代中国意识形态

变迁»(中央编译出版社ꎬ２０１２ 年 ３ 月第 １ 版)ꎬ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基

本立场出发ꎬ既考察了意识形态的学术传统和发展阶段ꎬ又结合实地调查深入分

析了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变迁ꎮ 在对国内外意识形态现象进行总体把握的基础

上ꎬ作者还探讨了转型时期我国政治意识形态安全和意识形态现代化的问题ꎮ
«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变迁»一书是刘少杰教授承担的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政治

意识形态安全与意识形态现代化的社会学分析”的最终成果ꎬ该研究成果已经

入选 ２０１１ 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ꎬ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目前社会学界

关于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研究的新进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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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意识形态的理论形式与感性形式

在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史中ꎬ意识形态始终是一个内容丰富且充满歧义的

概念ꎬ但那些指向各异的概念共同表明意识形态的本质是一种主观性的价值信

念ꎮ 据此ꎬ该书作者认为意识形态的基本含义就是“一组相对稳定的价值信

念”ꎬ〔１〕这意味着就意识形态的存在形式而言并非所有的意识形态都是理论化

和体系化的ꎮ
国内学术界往往将意识形态视为是一种理论形式ꎬ即它是一种“系统化、理

论化的阶级意识”ꎮ〔２〕对此ꎬ刘少杰教授认为他们忽视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意识

形态概念特指和泛指之间的区别ꎮ 当马克思恩格斯在同青年黑格尔派、杜林、费
尔巴哈等人进行论战时ꎬ他们确实将意识形态理解为理论化和系统化的思想观

点ꎻ而当他们论述整个意识形态的构成内容时ꎬ意识形态就并非仅指哲学、政治

和法律等理论形式ꎬ还包括仇怨、忧虑、希望、偏见、幻想、信念、情感等〔３〕 非理论

的形式ꎬ这两方面的内容共同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整个上层建筑”ꎮ
显然ꎬ作为整个意识形态构成部分的希望、偏见、幻想、信念、情感等ꎬ不是以

概念判断和逻辑推论表现出来的理论思想ꎬ而是以非概念、非逻辑呈现的表象性

和体验性意识ꎬ即感性意识形态ꎮ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ꎬ与理性的意识形态

形式一样ꎬ感性的意识形态形式同样也是人们物质实践活动的直接产物ꎮ 刘少

杰教授指出ꎬ在人们感性的实践活动之中ꎬ理论化的意识形态主要通过生动的感

性形象表现出来ꎬ并且其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一定要同人们的感性因素联系起来

才能有效地发挥ꎮ 该书作者对马克思恩格斯感性形式意识形态的强调ꎬ一方面

揭示了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以“理论化本质”讲述意识形态的偏

颇ꎻ〔４〕更为重要的是旨在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实践立场出发ꎬ承认并正视意识形

态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ꎬ以便于对处于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广泛存在的意识形

态现象和问题开展深入的学术研究ꎮ
意识形态不仅存在理论形式与感性形式的类型之分ꎬ而且还具有一定的层

次之别ꎬ即那些表现各异的意识形态类型在反应领域、表现形式和信守主体等面

存在层级差别性ꎮ 因此ꎬ如果以意识形态的信守主体为依据ꎬ则可以将意识形态

划分为社会意识形态、群体意识形态和个体意识形态ꎮ 曼海姆在历史视野中梳

理意识形态的概念时ꎬ不仅提出了特定意识形态与总体意识形态的概念ꎬ而且更

为重要的是论述了意识形态的历史演化过程ꎬ即由个体的、群体的特殊意识形态

向阶级的总体意识形态演变ꎮ〔５〕然而ꎬ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ꎬ学术界在反省与

批判社会生活理性化的同时ꎬ人类的思想秩序也发生了重大转变ꎬ刘少杰教授认

为这一趋势正好与曼海姆概括的进程相反ꎬ即由阶级的总体意识形态向群体和

个体的意识形态演化ꎮ 就当代中国而言ꎬ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社会结构的变动

以及个体化的进程ꎬ不仅推动群体意识形态的地位和意义迅速提升ꎬ而且也促使

复杂的个体意识形态更加多元化、多变化ꎬ在提升社会活力的同时ꎬ也加大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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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整合的难度ꎮ

二、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转型与现代化建设

根据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ꎬ意识形态是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必
然会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而变化ꎬ而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深刻而快速的转型ꎬ意味

着我国的社会意识形态已经发生了明显的结构转型ꎮ〔６〕 在刘少杰教授看来ꎬ当
代中国意识形态的转型ꎬ既表现为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在价值目标、实践功能、整
合方式等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ꎬ也体现在以社会思潮形式存在的整个社会意识

形态的多元化和多变化ꎬ还表现在民间意识形态从政治领域向经济生活、文化生

活和日常生活等领域的转移ꎮ〔７〕

在新形势下中国意识形态的转型ꎬ尤其是西方各种社会思潮和学术思想的

涌入ꎬ一些学者据此得出中国政治意识形态受到威胁ꎬ并处于不安全状态的结

论ꎮ 刘少杰教授认为这是坚持以阶级对立、阶级斗争的原则立场所做出的一种

不符合实际的消极判断ꎮ 在他看来ꎬ多种意识形态同时并存ꎬ不仅能够促进文化

繁荣ꎬ而且有助于各种意识形态相互影响、相互促进ꎬ进而能够促使政治意识形

态更好地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ꎮ 因此ꎬ同改革开放之前的状况相比ꎬ当前中

国政治意识形态的状况处于最安全时期ꎮ〔８〕

在社会意识形态多元化的背景下ꎬ维护我国政治意识形态安全的重点不在

于抵御和排斥其他民族的政治意识形态ꎬ而在于大幅度提升执政党政治意识形

态安全的根基———社会认同ꎬ它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

社会生活中的传播途径、传播方式以及传播效度ꎮ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市
场经济的快速发展ꎬ尤其是电视、互联网和手机的普及ꎬ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途

径发生了重要转变:原来以企事业单位思想政治工作为主的传播途径逐渐弱化ꎬ
而以电视、互联网和手机为基础的社会传播则成为意识形态传播的主要途径ꎮ
电视、互联网和手机等信息传媒技术在意识形态传播中的广泛运用ꎬ不仅扩大了

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辐射空间与覆盖群体ꎬ也促使意识形态的传播方式由“从
语词传播为主向以影像传播为主的变化”ꎮ〔９〕因此ꎬ提升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效度

的关键就在于ꎬ必须努力“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字内容视觉化、理性概念感性

象征化的转变”ꎬ〔１０〕这也是理性意识形态与感性意识形态之间有效沟通融合的

过程ꎮ
推进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现代化ꎬ则是与当代中国意识形的发展变迁和存

在状况紧密相关的另一个重要议题ꎮ 在刘少杰教授看来ꎬ当前研究中国意识形

态现代化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意识形态

发展变化和社会结构变迁的基本原则”ꎮ〔１１〕 意识形态的现代化包括思想内容与

表现形式两个方面ꎮ 具体而言ꎬ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主

要内容或战略任务ꎬ其实质就是意识形态现代化的具体内容ꎮ 借助于现代传媒

技术ꎬ以感性形象表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新思想和新内容ꎬ则是意识形态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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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展开的崭新形式ꎮ〔１２〕在此基础上ꎬ刘少杰教授还详细探讨了中国意识形态现

代化的评价原则和评价指标ꎮ
总体而言ꎬ该书作者对我国政治意识形态社会认同的研究以及对当代中国

意识形态现代化的探讨ꎬ其实都可以被视为是在新形势下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

态建设的一种探索性研究ꎮ

三、意识形态研究的感性转向及其现实意义

在«当代中国意识状态变迁»一书中ꎬ刘少杰教授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

献的考察和现实生活中意识形态现象的剖析ꎬ不仅论证了意识形态的感性形式ꎬ
还揭示了感性意识形态在意识形态建设中的重要地位ꎮ 因此ꎬ与当下国内学术

界主要从理论化角度研究中国意识形态的成果相比ꎬ该书则是一本探讨感性意

识形态的存在方式、表现形式和重要作用的研究著作ꎮ 意识形态研究侧重点的

转变ꎬ是否代表着有关意识形态研究的一种感性转向? 如果结合当代社会理论

的发展趋势ꎬ尤其是全面审视西方学者关于意识形态研究的成果ꎬ我们就能够得

出肯定的结论ꎮ
立足实践批判与反思理性ꎬ同时重新认识并肯定人类的感性ꎬ是 ２０ 世纪的

社会理论呈现的普遍趋势ꎮ〔１３〕在西方学者的意识形态研究中ꎬ这一趋势突出地

表现为研究的重点由关注政治领域(无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转向日常生活

领域的意识形态ꎬ〔１４〕而葛兰西对宗教、常识、民俗习惯等自发意识形态的强调ꎬ
则为西方意识形态研究重点的转变奠定了基础ꎮ 以霍克海姆、阿多诺和马尔库

塞等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ꎬ不仅将消费、心理、休假、娱乐、性等内容纳入到意

识形态的内涵之中ꎬ而且认为工业社会之中的日常生活、大众文化、艺术等都具

有意识形态的特征ꎮ〔１５〕布迪厄虽然没有使用意识形态的概念ꎬ但他从实践的立

场出发ꎬ揭示了“实践感”、“惯习”、“信念”等感性意识形态〔１６〕 对于人们实践活

动的支配ꎮ 特里伊格尔顿在从事美学研究时ꎬ高度重视那些以感觉、知觉、表
象而存在的感性意识形态的广泛性存在ꎮ〔１７〕 在现代文化传媒化的背景下ꎬ约
翰汤普森充分阐述了大众传播的技术媒体不仅促使意识形态以有意义的象征

形式在社会生活中存在、传播ꎬ而且意识形态的象征形式更有助于被扩展到时间

与空间上分散的、广大的潜在受众ꎮ〔１８〕 总之ꎬ２０ 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界对于日常

生活领域的意识形态研究ꎬ不仅揭示了意识形态感性形式的丰富多样性与现实

具体性ꎬ而且也体现了意识形态研究的感性转向ꎮ
当代意识形态研究的感性转向ꎬ表明普遍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的感性意识

形态已成为研究者审视当代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领域ꎮ 改革开放以来ꎬ中国社

会发生了全面的转型ꎬ这种变化不仅表现为外在的社会结构、行为模式等客观方

面ꎬ而更为深刻的变迁则体现在内在的思想观念、价值信仰等主观领域ꎮ 因此ꎬ
通过研究社会不同群体、不同个体在日常生活之中的思想观念、价值信念等感性

意识形态的存在状况、具体内容以及发展变化ꎬ对于深入理解和有效处理新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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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中国社会面临的新问题、新矛盾、新挑战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ꎮ

注释:
〔１〕〔７〕〔８〕〔９〕〔１０〕〔１１〕刘少杰:«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变迁»ꎬ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ꎬ２０１２ 年ꎬ第 ５、

２２８ － ２４５、２３７、２５８、２６６、２７２ 页ꎮ
〔２〕肖前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ꎬ１９９４ 年ꎬ第 ３７１ 页ꎮ
〔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５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９５ 年ꎬ第 ６１１ 页ꎮ
〔４〕李秀林、王于、李怀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ꎬ１９９０

年ꎬ第 ４２９ 页ꎻ刘少杰:«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变迁»ꎬ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ꎬ２０１２ 年ꎬ第 ３５ － ３６ 页ꎮ
〔５〕〔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ꎬ姚仁权译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９ 年ꎬ第

５２ － ６ 页ꎻ刘少杰:«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变迁»ꎬ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ꎬ２０１２ 年ꎬ第 ６２ － ６９ 页ꎮ
〔６〕刘少杰教授最早在«新形势下的社会意识形态转型» (发表于«学习与探索»２００９ 年第 ５ 期)一

文ꎬ提出了当代中国社会意识形态转型的问题ꎮ 其实ꎬ在该文之前ꎬ学术界已有不少敏锐的学者提出了这

一论断ꎬ并对这一趋势进行了深入的剖析ꎮ 当然ꎬ这里并不是否认刘少杰教授研究的意义ꎬ而且他对中国

社会意识形态转型的丰富表现做出了更为全面而具体的概括ꎮ 相关研究参见柳新元:«从意识形态转型

的角度看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相对成功»ꎬ«科学社会主义»２００５ 年第 ６ 期ꎻ谢忠文:«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

结构转型:动力、路径与模型»ꎬ«“后国际危机时代的世界社会主义”学术研讨会暨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专

业委员会 ２０１０ 年年会论文集»ꎬ２０１０ 年ꎻ吴金群:«中国意识形态转型 ３０ 年:政治经济学的三维透视»ꎬ
«理论与改革»２００８ 年第 ３ 期ꎻ胡海波、赵德江:«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转型的历程与观念»ꎬ«吉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 年第 ６ 期ꎻ茅晓嵩:«改革开放 ３０ 年来我国意识形态的转型及其发展»ꎬ«重庆社会科

学»２００８ 年第 ８ 期ꎻ杨江华:«中国意识形态转型的社会学分析»ꎬ«中州学刊»２０１０ 年第 ９ 期ꎮ
〔１２〕中山大学的林滨副教授也持相类似的观点ꎬ他在«当代意识形态的发展与“文化化”»一文ꎬ阐述

了当代文化媒介传播的视觉化与感性化特质ꎬ并强调意识形态的传播应当与文化媒介的特征相契合ꎮ 参

见林滨:«当代意识形态的发展与“文化化”»ꎬ«教学与研究»２０１１ 年第 ４ 期ꎮ
〔１３〕刘少杰:«当代社会学的理性化反省与感性论转向»ꎬ«中国人民大学学报»２００８ 年第 ３ 期ꎮ
〔１４〕〔１５〕徐连明、文军:«论社会学视域中的意识形态研究»ꎬ«江海学刊»２００７ 年第 ２ 期ꎮ
〔１６〕伊格尔顿在访谈布迪厄时ꎬ曾明确向布迪厄提出了这个问题ꎬ而布迪厄也肯定了伊格尔顿的判

断ꎮ 参见〔法〕皮埃尔布迪厄、〔英〕特里伊格尔顿:«信念与普通生活:一次访谈录»ꎬ载〔斯洛文尼亚〕
斯拉沃热齐泽克等:«图绘意识形态»ꎬ方杰译ꎬ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２ 年ꎬ第 ３５１ 页ꎮ

〔１７〕〔英〕特里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ꎬ王杰等译ꎬ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１ 年ꎻ转引自

刘少杰:«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变迁»ꎬ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ꎬ２０１２ 年ꎬ第 ４２ 页ꎮ
〔１８〕〔英〕约翰Ｂ. 汤普森ꎻ«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ꎬ高铦等译ꎬ南京:译林出版社ꎬ２００５ 年ꎬ第 ２８６ －

２８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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