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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意识形态建设是当代中国必须认真面对的一个极其重大问题。
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党和国家怎样往前走，党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
状态、朝什么样的发展目标继续前进，中国共产党十七大作出了明确的回答，这就是坚定不移地高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伟大旗帜，必须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
，教育全民。
    我国正面对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的国际环境，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同时世界仍然很不安
宁，国际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国际安全领域的斗争、围绕国际秩序的斗争等依然深刻复杂，发达国
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依然存在，西方反华势力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图谋依然没有改变，
我们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不断增强包括文化“软实力”在内的国家综合实力。
    我国正在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而奋斗，在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具有阶段性特征的新
矛盾、新挑战，必须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关键在于使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自觉追求。
    我们党能够在新时期开创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理论基础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的科学继承，其时代背景是对国际形势和时代特征的科学把握，其历史根据是国内外建设社会主义正
反两方面经验的科学总结，其现实依据是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生动实践、对最广大
人民共同愿望的科学认识。
    旗帜就是方向、就是道路、就是形象，同时也就是主义和意识形态。
这里首先关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意识形态理论，可以说，这是当代中国遭
遇的全部意识形态挑战的理论源头。
本书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2006年立项的重大课题“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史”和2007年立项的国家
重大招标课题“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研究”的基础性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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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意识形态概述（一）德意志意识形态或虚假意识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有意识地、但是以虚
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
推动他行动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
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有意识地、但是以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
推动他行动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
因此，他想象出虚假的或表面的动力。
因为这是思维过程，所以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他从纯粹的思维中，不是从他自己的思维中，就是从他
的先辈的思维中得出的。
他和纯粹的思维材料打交道，他直率地认为这种材料是由思维产生的，而不去研究任何其他的、比较
疏远的、不从属于思维的根源。
而且这在他看来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在他看来，任何人的行动既然都是通过思维进行的，最终似乎都
是以思维为基础的了。
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呈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
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像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
样。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
在一起的。
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
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
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
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
意识[das BewuBtsein]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das bewuBte Sein]，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
的现实生活过程。
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呈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
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
样。
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
联系的附带因素。
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
联系的附带因素。
因此，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
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
这样，就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
因此，这种历史观只能在历史上看到政治历史事件，看到宗教的和一般理论的斗争，而且在每次描述
某一历史时代的时候，它都不得不赞同这一时代的幻想。
例如，某一时代想象自己是由纯粹“政治的”或“宗教的”动因所决定的，尽管“宗教”和“政治”
只是时代的现实动因的形式，那么它的历史编纂学家就会接受这个意见。
这些特定的人关于自己的真正实践的“想象”、“观念”变成一种支配和决定这些人的实践的唯一起
决定作用的和积极的力量。
印度人和埃及人借以实现分工的粗陋形式在这些民族的国家和宗教中产生了等级制度，所以历史学家
便认为似乎等级制度是产生这种粗陋的社会形式的力量。
法国人和英国人至少抱着一种毕竟是同现实最接近的政治幻想，而德国人却在“纯粹精神”的领域中
兜圈子，把宗教幻想推崇为历史的动力。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整个这种德国历史编纂学的最终的、达到自己“最纯粹的表现”的成果。
对于德国历史编纂学来说，问题完全不在于现实的利益，甚至不在于政治的利益，而在于纯粹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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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历史哲学后来在圣布鲁诺看来也一定是一连串的“思想”，其中一个吞噬一个，最终消失于“自
我意识”中。
圣麦克斯·施蒂纳更加彻底，他对全部现实的历史一窍不通，他认为历史进程必定只是“骑士”、强
盗和怪影的历史，他当然只有借助于“不信神”才能摆脱这种历史的幻觉而得救。
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宗教的观点：它把宗教的人假设为全部历史起点的原人，它在自己的想象中用宗教
的幻想生产代替生活资料和生活本身的现实生产。
这是物质生产中，现实社会生活过程中与意识形态领域内表现于宗教中的那种关系完全同样的关系，
即把主体颠倒为客体以及反过来的情形。
因此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就是物对人的统治，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因为
变成统治工人的手段（但只是作为资本本身统治的手段）的商品，实际上只是生产过程的结果，是生
产过程的产物。
这是物质生产中，现实社会生活过程（因为它就是生产过程）中与意识形态领域内表现于宗教中的那
种关系完全同样的关系，即把主体颠倒为客体以及反过来的情形。
从历史上看，这种颠倒是靠牺牲多数来强制地创造财富本身，即创造无限的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必经之
点，只有这种无限的社会劳动生产力才能构成自由人类社会的物质基础。
这种对立的形式是必须经过的，正像人起初必须以宗教的形式把自己的精神力量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
来与自己相对立完全一样。
由于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即一开始就撇开现实条件，所以就可以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的发展过程了
。
哲学家们在不再屈从于分工的个人身上看到了他们名之为“人”的那种理想，他们把我们所阐述的整
个发展过程看作是“人”的发展过程，从而把“人”强加于迄今每一历史阶段中所存在的个人，并把
他描述成历史的动力。
这样，整个历史过程被看成是“人”的自我异化过程，实质上这是因为，他们总是把后来阶段的普通
个人强加于先前阶段的个人并且以后来的意识强加于先前的个人。
由于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即一开始就撇开现实条件，所以就可以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的发展过程了
。
因为资产阶级已经是一个阶级，不再是一个等级了，所以它必须在全国范围内而不再是在一个地域内
组织起来，并且必须使自己通常的利益具有一种普遍的形式。
因为资产阶级已经是一个阶级，不再是一个等级了，所以它必须在全国范围内而不再是在一个地域内
组织起来，并且必须使自己通常的利益具有一种普遍的形式。
由于私有制摆脱了共同体[Gemeinwesen]，国家获得了和市民社会并列并且在市民社会之外的独立存在
；实际上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
目前国家的独立性只有在这样的国家里才存在：在那里，等级还没有完全发展成为阶级，在那里，比
较先进的国家中已被消灭的等级还起着某种作用，并且那里存在某种混合体，因此在这样的国家里居
民的任何一部分也不可能对居民的其他部分进行统治。
德国的情况就正是这样。
现代国家的最完善的例子就是北美。
法国、英国和美国的一些近代作家都一致认为，国家只是为了私有制才存在的，可见，这种思想也渗
入日常的意识了。
资产者的假仁假义的虚伪的意识形态用歪曲的形式把自己的特殊利益冒充为普遍的利益。
资产者的假仁假义的虚伪的意识形态用歪曲的形式把自己的特殊利益冒充为普遍的利益，这位具有移
山信念的乡下佬雅各却认为这种歪曲形式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现实的世俗的基础。
为什么这种意识形态的欺骗在我们的圣者那里正是获得了这种形式，我们在谈到“政治自由主义”时
将会知道。
我们认为这种思辨是基督教德意志原则的最完备的表现，这种原则的最终目的就是要通过变“批判”
本身为某种超经验的力量的办法使自己得以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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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对真正的人道主义说来，没有比唯灵论即思辨唯心主义更危险的敌人了。
它用“自我意识”即“精神”代替现实的个体的人，并且同福音传播者一道教诲说：“精神创造众生
，肉体则软弱无能。
”显而易见，这种超脱肉体的精神只是在自己的想象中才具有精神力量。
鲍威尔的批判中为我们所驳斥的东西，正是以漫画的形式再现出来的思辨。
我们认为这种思辨是基督教德意志原则的最完备的表现，这种原则的最终目的就是要通过变“批判”
本身为某种超经验的力量的办法使自己得以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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