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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这是习近平对意识形态工作重要性的精准概

括，习近平在 2013 年和 2018 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都强调了这一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

性是因为意识形态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角度可以进行理

论论证。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但意识形态是重要节点性概念；生产力决定作用的“间接

性”和“根本性”需要意识形态充分发挥主动性和能动性；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过程中需要科学的意

识形态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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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 2013 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

的讲话中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

要的工作”[1]153，号召全党都要高度重视这个问题。
2018 年，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

“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

形态，是全党特别是宣传思想战线必须担负起的

一个战略任务。”[2]如何从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揭示

人类社会发展的唯物史观角度，论证意识形态的

重要性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理论问题。唯物史观主

要包含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人类社会发

展的动力系统以及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等基本

内容，本文将从这 3 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从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看意识形

态的极端重要性

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是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以及经济基础

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规律。马克思主义在研究

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提出 3 对重要概念，即社会

存在与社会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

上层建筑。一般是对这 3 对概念进行内部的两两

研究，如果我们对这 6 个概念进行整体研究，恰好

就可以论证意识形态的极端重要性。
（一）生产力是唯物史观的核心概念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生产力发展对于人类社会

进步的重要作用。列宁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

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过去在历史观和

政治观方面占支配地位的那种混乱和随意性，被

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这种科学

理论说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如何从一种社会生

活结构中发展出另一种更高级的结构。”[3]68

随着对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断认识，我国对

于现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定位也不断得到强

化。党的十三大前夕，邓小平指出：“我们党的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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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2 之

所以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主要就是指生产力

发展水平不高。正是基于这样的论断，邓小平 1992

年在南方谈话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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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3 这就进一步证明了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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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水平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指针，我们便从生产

力这个概念出发进行研究。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

话中指出：“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

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思想。马克思主义认为，

物质生产力是全部社会生活的物质前提，同生产力

发展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

济基础。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最活跃、最革命的要

素。”[5]17-18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社会一定发展阶段

的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基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至此，勾勒出一条“生产

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线

索。上层建筑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意识形

态以及相应的制度、组织和设施，这些制度、组织和

设施是在一定意识形态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意识形

态在上层建筑中处于基础性地位。社会意识是社会

生活的精神方面，可以划分为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

形式，社会意识形式又可以分为社会意识形态和非

意识形态的其他社会意识形式。将上层建筑和社会

存在这两个概念进行剖析后这条线索就能够继续发

展下去。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居于特殊重要地位，而

社会意识中意识形态也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所

以就形成了这样的线索：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

关系构成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

筑中意识形态处于基础性地位，意识形态是社会意

识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意识反作用社会存在，社会

存在由生产方式、地理环境和人口因素构成，其中生

产方式是决定性因素，生产方式又是生产力和生产

关系的总和。通过这 6 个概念的梳理，脉络就更清

晰，“生产力 1———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

筑（意识形态）———（意识形态） 社会意识———社会存

在———生产力 2”。其中生产力 1 是原有生产力发展

水平，生产力 2 是发展了的生产力，这个过程正是人

类社会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具体结构请看下图：

（二）意识形态是唯物史观中的重要节点性概念

在以上的分析过程中，我们将上层建筑中的

意识形态和社会意识中的意识形态进行了简单的

对接，其实这二者有一定区别。上层建筑中的意识

形态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目的是维护统治阶

级的统治地位，我国的统治阶级是工人阶级，工人

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利

益必须确立一定的意识形态。社会意识中的意识

形态是社会意识形式中反映经济关系、阶级关系

的社会意识，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宗

教、哲学等，由于经济关系的复杂性，有时候这些

思想不一定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相一致，这就

存在着一定的张力。就需要用上层建筑中的意识

形态来影响、引导和凝聚社会意识中的各种意识

形态，从而形成社会基本认同的意识形态，进而能

动反作用于社会存在，推动社会发展进步。
纵观以上的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其中充满了

辩证法的对立统一，既有决定作用，又有能动的反

作用，以上 6 个概念的演进过程中绝大多数都是

正向的作用，即我们所称的决定作用、构成作用和

表现作用等，只有一处发挥的是能动反作用，那就

是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我们还会发现，

整个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通过意识形态

的中介，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联系起来了，否则这

6 个概念不能直接发生联系进而形成一个完整的

脉络。根据以上发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意识的反作用是十

分重要的，意识形态的中介作用是十分关键的。从

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来看，人类社会的发展，生产力

是决定作用，意识形态是关键节点。
人类社会发展的两大规律可以从上图的上半

部分体现出来，但这两大规律的关系如何，就离不

开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这对关系，而这对关系是

社会历史观领域的基本问题。社会意识对社会存

在的反作用，通过社会意识中的基础性内容（意识

形态）与社会存在中的核心内容（生产方式，进而

是生产力）表现出来，因此可以说意识形态这个概

念将人类社会发展的两大基本规律联系在一起，

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入手，我们可以

论证出意识形态是极端重要的，意识形态是人类

社会能够不断发展前进的关键节点，用正确的、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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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人民利益的意识形态凝聚社会共识是社会发展

的重要动力。

二、从社会历史发展的精神动力看意识

形态的极端重要性

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其中既有物质生产，又有精神生产；既有社会经济

基础，又有社会上层建筑；既有人类的物质生活，

又有人类的精神生活，等等。[6]131 在社会发展的动

力系统中，生产力作用重大，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

意识形态的作用。
（一）生产力决定作用的“间接性”需要意识形

态的主动性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

讲话中指出：“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

思主义关于文化建设的思想。马克思认为，在不同

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中，人民生产不同的思想和文

化，思想文化建设虽然决定于经济基础，但又对经

济基础发生反作用。”[5]19 这就强调了虽然生产力发

展起到了决定作用，但是思想文化的反作用不容

忽视。
唯物史观重视生产力的决定作用，重视经济发

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但是必须明确的是，社会发展

不仅仅是经济发展一个方面，仅有经济发展不能自

行推动社会的发展。我国明朝中后期产生了资本主

义萌芽，仅仅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社会理

应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但封建主义强大的意识形态

功能强有力地遏制住这一势头。生产力发展水平要

转化为社会发展的动力还需要借助于一定的思想

理论，将这些思想理论上升到一定的意识形态，再

配合这些意识形态外化表现出的政治法律制度和

设施，进而形成合力，推动社会的发展。
认为经济发展上去了，思想文化、意识形态建

设就上去了的观点是错误的。生产力发展领域的

问题要通过生产力发展来解决，意识形态、思想文

化领域的问题不可能仅仅通过经济发展自发解

决，需要意识形态充分发挥主动性，一方面找到与

之相适合的经济基础，一方面找到与之相适合的

阶级力量。毛泽东在《矛盾论》一文中就指出了物

质生产力量和意识形态精神动力之间的关系，他

指出：“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

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

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

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

定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政治文化等

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

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

了。”[7]325-326 这句话是对历史唯物主义中经济发展

与意识形态相互关系的精辟解读。
正是因为生产力决定作用具有间接性，生产

力的发展只能直接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问题。社会

发展中的思想文化等问题不会简单随着生产力发

展而发展，需要充分发挥正确思想的引领作用，通

过意识形态建设推动整个社会精神方面发展进而

促进社会发展。
（二）生产力决定作用的“根本性”需要意识形

态的能动性

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根

本动力，这种动力具有“根本性”，也就是“归根结

底”性，这是针对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特定社会的基

本结构而言的，对于精神方面的内容也从根本上

发挥决定作用，这就为作为精神动力的意识形态

发挥能动性提供了充足空间。
诚然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

层建筑是确定无疑的，但是这如何回答同等发展

水平的生产力却可能拥有不同的生产关系与之相

适应，如何回答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新

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反而更难萌芽发展，如何回答

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地区却使用了更先进的生产关

系？这些问题就不能简单用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来

回答，因为这种决定是“根本性”的，需要通过意识

形态的能动作用来理解。以中国为例，产生资本主

义萌芽后理应逐步发展进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但是由于本国封建势力的强大和外国资本主义的

侵略，我们无法走上独立自主的资本主义发展道

路，但也不能保持原有的封建制度不变。在这样的

特殊条件下，意识形态就充分发挥出其能动作用，

用一个看似超前实际是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体

系，指导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在这个过程

中，充分发挥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充分发挥

了意识形态对于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使得旧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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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摆脱一穷二白，迅速走上一条发展振兴之路。
需明确的是，虽然理论的指导、意识形态的引

领能够对社会发展起到重大作用，但是根本上这

种作用是不能违背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这便是生

产力发展的“根本性”决定作用。即使是在中国革

命过程中，充分发挥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

的指导作用，也不能忽视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决定

性。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一文中指出：“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

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必

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

的中国。”[7]49 这里特别强调的经济落后便是生产力

根本决定作用的体现。
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具有“间接性”，只能直接

决定经济领域的问题，社会发展中很多时候还是

需要发挥意识形态的主动性；生产力的决定作用

具有“根本性”，只能规定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社

会发展过程中很多时候还是需要发挥意识形态的

能动性。

三、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看意识

形态的极端重要性

在历史创造者问题上，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

是根本对立的，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

创造者，人民群众不仅创造了物质财富、精神财

富，更是变革历史的主力军。唯物史观坚守的就是

人民立场，正如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

年大会上讲话中指出的那样：“学习马克思，就要

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坚守人民立场的思

想。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5]17

（一）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时需要理论武装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命题准确回

答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创造中的决定作用，但人民

群众创造历史不是随心所欲的，必须受社会发展

规律的制约，必须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通过特定

的实践活动，才能取得成功。在社会基本矛盾的解

决过程中，人民群众是顺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社

会力量，是具有变革旧的生产关系的愿望的社会

力量，是主张变革旧的社会制度和旧的思想观念

的社会力量。[6]170 这就强调了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

进步的力量，但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即变革社会

的愿望、理论指导和实践活动，这三者缺一不可，

其中理论指导一方面连接着愿望，一方面连接着

实践活动，是主观愿望和实践活动的桥梁，在人民

群众创造历史过程中尤为重要。
人民群众需要用正确的理论武装头脑才能在

历史创造过程中更好地发挥作用。近代以来中国

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

统治无论是“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还是钦定宪法

搞内阁制都失败了；农民运动无论是带着理想色

彩的太平天国运动还是带有宗教迷信色彩的义和

团运动都失败了；资产阶级无论是走维新变法的

改良道路还是走辛亥革命的革命道路最终也都失

败了。即使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在“左”的和右

的错误思想指导下也会失败。人民群众需要正确

的理论指导，而正确的理论一定是彻底的，是能够

说服人的，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正如马克思指

出的那样：“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

判，物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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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只要说服

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

人。”[8]9-10 彻底而通俗的理论与人民群众相结合，才

能形成摧毁旧社会的力量，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

作用才能充分表现。
唯物史观除了研究人民群众的作用，也不忽

视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需要将

必然性和偶然性结合起来，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

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对历史人物

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

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

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视历史

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9]693 不可否认，历史

人物在特定历史事件中，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可以

发挥重大的作用。顺应时代发展，在正确的理论指

导下发挥自身作用的，就是杰出的历史人物；逆历

史潮流而动，在错误的理论指导下发挥自身作用

的，就是反动的历史人物。
无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还是历史人物在历史

创造过程中发挥独特的作用都离不开理论的指

导，而作为理论指导的意识形态能否适应生产力

发展的要求，能否推动社会制度的革新和社会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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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事业的发展，就要看这样的理论是否是科学的。
（二）马克思主义是人类自我解放的意识形态

马克思主义是指导革命、建设、改革的科学理

论，是指导无产阶级解放的理论体系，更是人类自

我解放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精神力量。
马克思根据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内在联

系，把人的发展归结为 3 个阶段：一是人的依赖关

系占统治地位的阶段，二是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

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三是人的自由个性发展阶

段。这 3 个阶段揭示了人类解放的路径是实现共

产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了每个人的自由而全

面发展，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描

绘的那样：“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

的自由发展的条件。”[8]422

马克思主义为了实现变革社会的目标，就必

须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武装无产阶

级，推翻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早在《< 黑格尔

法哲学批判 > 导言》中马克思就将人类解放的重

任寄托在无产阶级身上，他指出：“德国人的解放

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

是无产阶级。”[8]16 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

稿》中，马克思指出了工人解放对于社会解放的重

要意义，他说：“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
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

来表现的，这并不是因为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工人

的解放，而是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了普遍的人

的解放。”[8]61 在《共产党宣言》的结论部分，马克思

明确指出了无产阶级解放在人类解放中的决定作

用，他说：“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

吧。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

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8]435

马克思主义是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意识形

态，无产阶级作为创造历史的决定力量一定要坚

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这样才能实现人的自由全

面发展和人类的解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

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在当代中国表现为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总之，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要牢牢掌握意

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

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10]212 基于唯物史观，我们

发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中生产力是核心因素，但

意识形态是关键节点；在社会运行的动力系统中，

生产力作用的“间接性”和“根本性”，需要意识形

态发挥主动性和能动性；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

过程中，需要将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与科学的意

识形态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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