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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不仅是人的存在方式，也是思 想

政治工作的主要载体。 研究思想政

治工作话语的产生、分类、发展及影响是

近代以来中国思想政治理论界探讨的基

本内容和重要视角。 马克思在谈到思想

和话语之间关系时指出 “从思想世界降

到现实世界是最困难的任务之一”，要完

成这个任务必须借助话语表达， 即所谓

“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 思想政治工

作是一门应用话语体现理论说服力的学

问， 它需要通过运用不同类型的话语实

现不同的政治任务， 话语搭建起教育者

与受教育者之间沟通的桥梁。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 一直将思

想政治工作放在重要的位置。 从话语的

视角审视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的历

史与现状， 总结不同类型话语在完成不

同政治任务时的经验与教训， 根据新时

期 的 要 求 对 思 想 政 治 工 作 话 语 进 行 转

换， 对提高新时期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水

平， 实现更广泛的政治认同具有积极地

推动作用。
一、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

话语的主要类型

（一）传播式话语

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为了在国内

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理

论的广泛传播， 话语类型主要表现为以

传播式话语为主导。 传播式话语虽然普

遍 存 在 于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思 想 政 治 工 作

中， 但是在这一时期更能够集中体现传

播式话语的形成和发展规律， 以及特征

和作用机制。 围绕当时的政治任务，传播

式 话 语 所 蕴 含 的 主 要 意 义 在 于 组 织 、宣

传和鼓动无产阶级群众联合起来， 反抗

剥削压迫争取自身的独立和解放。 话语

意 义 的 实 现 需 要 规 范 传 播 渠 道 和 内 容 ，
即所谓话语管理权。 1921 年 7 月党的第

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宣告中

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学界通常也把这看

作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开端。 在《中国共

产党第一次决议》 当中明确对如何传播

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做出了部署， 首次

提出要大力发展工人的 “产业工会”，指

出 “党 应 在 工 会 里 灌 输 阶 级 斗 争 的 精

神”。 在传播思想的过程中，关于说什么、
怎么说、 如何说等问题也进行了明确规

定：“一切书籍、日报、标语和传单的出版

工作， 均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

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 ”“任何出版物，无

论是中央的或地方的， 均不得刊登违背

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 ”即所谓

的话语管理权需要牢牢掌握在党组织手

中。
传播式话语的言说方式主要是通过

引介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 既树立崇高

奋斗理想，又提出具体措施，以理论传播

为核心达到理想信念建构的目的， 以每

次斗争所取得的实际成效为证明开展话

语的建构。 1925 年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

员会会议中通过的《宣传问题议决案》明

确提出：“必须我们的党变成真正群众政

党的组织， 才能巩固我们对于工人阶级

斗 争 的 指 导 地 位”，“我 们 的 鼓 动 应 当 使

群众了解， 要使极落后的工人苦力都能

懂得，才有能力。 所以应当用极通俗的言

语文字。 可是不但言语文字要接近群众，
鼓动的内容也要接近群众。 ”

（二）革命（斗争）式话语

中国共产党在带领全国人民进行土

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话语

类型主要表现为以革命（斗争）式话语为

主导。 革命（斗争）式话语主要围绕的概

念（术语）是：革命、斗争、解放、反帝国主

义、反封建主义、反官僚资本主义等。 在

《中 国 共 产 党 第 一 个 纲 领 》 中 明 确 提 出

“革 命 军 队 必 须 与 无 产 阶 级 一 起 推 翻 资

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

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 承认无产

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

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
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

料，归社会公有”，很明显，这是一个建构

在充满着革命（斗争）意义和力量的文字

基础之上，旗帜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纲领。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中有这样的记录：“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

产阶级政党。 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

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

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

共产主义的社会。 ”这是党的最高纲领也

是党的最终目的。 与此同时也提出了具

体的基本的革命任务“消除内乱，打倒军

阀，建设国内和平”。
革命斗争式话语的意义在于阐明革

命的道理，团结革命的力量，激发革命的

斗志。 为了完成这一任务需要通过话语

来讲清社会各阶级的特征、力量和诉求。
1926 年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
一文当中， 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

具体实践相结合， 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分

析解决“谁是我们的敌人？ 谁是我们的朋

友？ ”的问题，该文也可以看作是中国共

产党思想政治工作史上第一次运用马克

思主义理论对人民群众进行基本国情教

育的标志。 从话语的言说方式上来讲该

文通过实际的调研活动科学分析了社会

各阶级的思想状况、阶级利益、主要诉求

等方面的问题，明确了应该团结谁、打击

谁的问题。 1927 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

告》中，全文每个标题都使用普通老百姓

的日常生活话语， 如 “农民问题的严重

性”、“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利归农会”、
“‘糟得很’和‘好得很’”、“所谓‘过分’的

问题”、“所谓‘痞子运动’”。 在回答农会

究竟做了哪些事情， 到底是做的坏事多

还是好事多的时候， 报告采用具体的十

四件事例来进行了有力的反驳，得出“我

想，这一点子赤化若没有时，还成个什么

国民革命！ 嘴里天天说‘唤起民众’，民众

思想政治工作话语类型及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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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 这和叶公好龙有

什么两样！ ”的结论。
此外，革命斗争式话语还贯穿于《论

持久战》、《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

作风》、《反对党八股》、《迎接中国革命的

新 高 潮》、《蒋 介 石 政 府 已 处 在 全 民 的 包

围中》、《全国大反攻， 打倒蒋介石》、《目

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以及《将革命进

行到底》等文章中。 例如，1938 年 5 月《论

持久战》 一文用充满力量的话语和具体

的事实， 鼓舞了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

的斗志。 “抗战十个月以来，一切经验都

证明下述两种观点的不对： 一种是中国

必亡论，一种是中国速胜论。 前者产生妥

协倾向，后者产生轻敌倾向。 他们看问题

的方法都是主观的和片面的，一句话，非

科学的。 ”
（三）宣教式话语

新中国建立以来， 围绕着全面开展

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任务， 中国共产党

思想政治工作话语类型转向了以宣教式

话语为主导。 宣教式话语是指将宣传和

教育两种形式结合在一起， 借助独特的

概念（术语），通过一定的言说方式，表达

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话语形式。 宣教式

话语区别于传播式话语的主要特征在于

前者更加注重教育引导， 后者更加侧重

于扩大传播的范围。 宣教式话语主要以

社 会 主 义 建 设、改 革 开 放、三 个 有 利 于 、
群众路线、“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等为核

心概念（术语）。 宣教式话语类型广泛存

在 于 这 一 时 期 的 思 想 政 治 工 作 文 献 当

中，如《国营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纲要

（试 行）》、《关 于 加 强 农 村 思 想 政 治 工 作

的 通 知》、《关 于 加 强 高 等 学 校 学 生 思 想

政 治 工 作 的 意 见》、《关 于 社 会 主 义 精 神

文 明 建 设 指 导 方 针 的 决 议 》、《关 于 在 县

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 领导干部中深入

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

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的意见》等。
宣 教 式 话 语 的 意 义 在 于 通 过 宣 传 、

教育活动将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方针政策

有效地传递给人民群众， 取得群众对当

代政治的认同， 凝聚全社会的力量开展

社会主义建设。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

党的“群众路线”工作思想的宣教。 1981
年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

决议》指出：“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

众，一 切 依 靠 群 众，从 群 众 中 来 ，到 群 众

中去”，必须“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

般 号 召 和 个 别 指 导 相 结 合 ”，“把 群 众 的

意见集中起来，化为系统的意见，又到群

众中坚持下去， 在群众的行动中考验这

些意见是否正确。 如此循环往复，使领导

的认识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 ”这些话

语 在 总 结 几 十 年 历 史 事 件 的 基 础 上 ，通

过宣教式话语科学阐述了群众路线的基

本内涵， 不仅使领导干部更加深入领会

群众路线的工作思想内涵， 同时也使群

众更加明确自己在政治活动中的重要作

用和地位。
二、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话语转

向以沟通式为主导

李长春同志提出，“如何在学习借鉴

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 用中国的理论

研究和话语体系解读中国实践、 中国道

路， 不断概括出理论联系实际的、 科学

的、开放融通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 是理论

界和学术界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

题。 ”至此，话语体系的建构成为马克思

主义学科的重要研究方向。 当代具有中

国特色的思想政治工作以沟通式话语为

主导。 事实上，注重双向互动与沟通交流

并不是一个新生事物， 可以说已经是当

代思想政治工作者们的共识， 然而从实

践的角度来讲， 真正的沟通式话语并没

有出现。 思想政治工作者们发现用自己

的职业话语与教育对象对话变得越来越

困难，尽管他们还在不停地卖力说着，但

是没有人聆听，更没有对话。 为什么会出

现 这 样 思 想 政 治 工 作 集 体 失 语 的 局 面 ？
实际上， 思想政治工作者们并不知道什

么样的话语是真正的沟通式话语， 在什

么情况下必须使用沟通式话语以及如何

使用。
沟通是指人与人之间、 人与群体之

间 思 想 与 感 情 的 传 递 和 反 馈 的 过 程 ，其

目的在于取得思想上的一致和情感上的

触动， 沟通式话语则注重通过话语达到

这一目的。 当代政治话语的概念（术语）
较多，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

核 心 价 值 体 系、中 国 梦、八 荣 八 耻 、八 项

规 定、政 治 规 矩、打 虎 拍 蝇、三 严 三 实 等

等。 为了讲清楚这些概念，仅仅依靠传统

思想政治工作话语是不够的。 随着人民

群众知识水平的提高， 个体独立思考的

精神也逐渐树立起来。 新媒体时代为大

众打开了一扇观察世界的窗户， 海量的

信息占据了人们大量时间。 对政治概念

进行意义阐释需要关注两个问题。 一方

面，在五彩斑斓的信息流当中，如果思想

政 治 信 息 依 然 保 持 自 身 的 单 调 颜 色 ，就

注定无法被更广泛的大众所注意， 对于

一个时代的政治热点词汇， 思想政治工

作者应该赋予其丰富的内涵色彩以增强

吸引力。 另一方面，在沟通交流已经成为

时代主旋律的今天， 思想政治工作者在

使用话语沟通的时候应该加入更多言说

技巧， 如运用沟通式话语对热点政治概

念进行解读的典型案例， 通过新颖的沟

通式话语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以强化

人民群众对热点政治概念的政治认同。
三、建构思想政治工作沟通式

话语的基本思路

（一）开发思想政治工作沟通式话语

资源

思想政治工作话语资源可分为过去

的历史经验和现代技术下的生成性资源

两个部分，开发思想政治工作话语资源，
可从这两个方面入手。 一方面在总结以

往的思想政治工作话语经验和教训的基

础上盘活话语的存量资源。 中国共产党

自大革命时期组织工人和农民反抗帝国

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以来，积

累了丰厚的思想政治工作经验， 面对不

同地区、 不同职业、 不同利益诉求的群

体， 总结出一系列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

方式方法。 比如在农民中开展思想政治

工作的时候，彭湃并没有使用传单、文件

或研讨会的形式，而是穿上粗布衣服，戴

着斗笠， 赤着脚板采用农民喜闻乐见的

歌谣的形式， 把为什么农民日子过的艰

难，为什么要起来闹革命，为什么要团结

起来斗地主等等问题用朴实的语言编成

歌谣教大家传唱。 再如，现在我们进入了

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 在经济建设方面

中国所取得的成绩已经举世瞩目， 然而

在思想道德建设方面我们却客观存在短

板，面对这一局势，习近平总书记运用自

己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 给广大思想政

治工作者指出了一条新路径， 那就是挖

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创造中华文化新的

辉 煌，他 指 出“中 华 文 明 绵 延 数 千 年 ，有

其独特的价值体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 植根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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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内心， 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

方式和行为方式。 今天，我们提倡和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必须从中汲取丰

富 营 养 ， 否 则 就 不 会 有 生 命 力 和 影 响

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宝库宏伟深

邃， 思想政治工作沟通式话语建设理应

依靠这一宝库， 丰富和完善自身的话语

体系。
另一方面， 利用当代新媒体传播技

术的发展开发利用生成性资源， 提高话

语资源的增量储备。 在现代传播技术日

新月异的时代背景下， 大众的阅读和接

收 信 息 的 习 惯 已 经 出 现 了 巨 大 的 变 化 。
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碎片化、零散

化的信息更加受到追捧。 在新兴的微博、
微信、朋友圈中，大众已经不再满足于做

一名被动的信息接受者， 而是可以通过

转发、 评论等方式自主创建信息和传播

信息， 此外还能够通过订制和好友推荐

等方式主动获取自己感兴趣的信息。 思

想政治工作者完全可以根据新媒体传播

技术的特点使用沟通式话语来阐述原本

严肃、刻板的政治概念。 如在十八届五中

全会结束之后， 网上就出现了各种能够

使 读 者 很 快 读 懂 五 中 全 会 内 容 的 信 息 ，
有“一图读懂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一

分 钟 读 懂 十 八 届 五 中 全 会 公 报 ”、“一 文

看懂十八届五中全会 15 大热点内容”等

等。 此类信息都建立在借助新媒体技术

的传播优势下，通过使用沟通式话语，将

丰富、全面的公报内容进行高度浓缩，使

读者在零散的时间里就能够了解全会的

主要内容。 这种信息的传播方式和表现

形式都是史无前例的， 是思想政治工作

者将沟通式话语与现代新媒体技术灵活

运用的典型案例。
（二）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沟通式话语

言说方式

创新思想政治工作话语言说体系的

重点在构建生动的表达。 语言本应该是

多姿多彩的，但过去的政治话语却呈现出

模式化的倾向。 生动的、吸引人的话语不

断在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单调的、僵化的、
程式化的话语。 正如有人总结的“五多”：
“常说的老话多、正确的废话多、漂亮的空

话多、严谨的套话多、违心的假话多”。 当

前对于政治热点概念的阐述和表达方式

都出现了许多变化，其中以习近平总书记

对中国梦的表达最具有代表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中国梦的时候

就通过在讲话中引入俗语、传说、寓言故

事等方法， 让群众更容易接受和理解中

国梦的本质内容。 在谈到实现中国梦过

程中集体与个人关系问题时引用 “得其

大者可以兼其小”，说明只有把人生理想

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 才能最终成

就一番事业； 在谈到为了实现中国梦如

何建设一支过硬的领导干部队伍时引用

“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来

说明基层工作的经验和对基层人民群众

的 了 解 是 一 个 优 秀 干 部 必 备 的 条 件 ；在

阐述中国梦奋斗目标的时候将人民群众

的衣食住行都囊括在内； 在谈到继承和

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的时候引

用了古人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

下之乐而乐” 的政治抱负，“位卑未敢忘

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

之”的报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

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人生自古

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等。 事实证明，在

话语言说方式中融入日常生活和传统文

化的元素， 融入人民群众耳熟能详的成

语典故等方法， 往往对人民群众更加具

有吸引力。 这样一种贴近群众的沟通式

话语， 开创了理论宣传方法未来发展的

新趋势， 同时也是中国梦能够取得大众

认同的现实基础之一。
（三）实现思想政治工作沟通式话语

生活化

实现思想政治工作沟通式话语生活

化 的 关 键 在 于 实 现 话 语 的 “在 场 ”，即 在

老百姓生活的现场，在思想冲突的现场、
在政治宣传的现场。 从近年来媒体、网络

上使用频率越来越高的一些新词汇和概

念来看，一个新的语言环境正在形成。 思

想政治工作话语如果依然遵循标准规范

的表达，只是传达文件精神、重复政策条

款，哪 怕 逻 辑 再 严 谨、立 场 再 正 确 、内 容

再丰富，也很难取得政治认同的效果。 要

说服人首先要能打动自己， 即符合时代

要求，契合受众心理，实现思想政治工作

话语的生活化。 所谓在老百姓生活的现

场， 就是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话语贴近老

百姓生活语言，如“元芳，你怎么看”、“点

个赞”、“打酱油”、“躲猫猫”等等，有时候

在解释严肃的政治概念， 说明政策的制

定原因时使用此类老百姓的生活用词就

能 够 很 有 效 地 拉 近 彼 此 之 间 的 距 离 ，使

思想政治工作得以继续进行下去。 所谓

在思想冲突的现场， 是指思想政治工作

在意识形态领域与各种其他思潮展开竞

争和斗争的时候， 要直面思想冲突的关

键问题，做到不回避、不逃避、不躲避。 只

有 准 确 找 到 思 想 政 治 领 域 所 出 现 的 问

题， 并一针见血地指出错误才能够更好

地完成意识形态斗争的任务。 所谓在政

治宣传的现场， 是指运用沟通式话语对

政策进行解读， 改变传统的站在政府角

度 正 襟 危 坐“宣 布”文 件 的 方 式 ，换 位 到

群众角度， 将政策符合大多数群众利益

的方面讲清楚、讲透彻。 总之，思想政治

工作沟通式话语生活化， 既是建立沟通

式话语体系的基础， 又是增强思想政治

工作实效性的有效途径。 S

* 基金项目： 湖北省教育厅 2015 年

度人文社科专项任务项目 “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视域下高校文化生态研究”（项

目编号：15Z031）；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

务经费支持项目 “法兰克福学派的阶级

意识理论与当代意识形态问题研究”（项

目编号：CCNU14A03024）阶段 性 研 究 成

果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

社 1960 年版，第 525 页。
[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册，中共中央

党校出版社，1989 年版，第 3 页、第 6 页、第
115 页、第 116 页、第 478 页。

[3]《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3 页、第 41-42 页。

[4]《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440 页。

[5]《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人

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834 页。
[6]李长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

工程工作会议召开》，人民日报，2012 年 6 月 3
日 01 版。

[7]高鑫、孙来斌：《论中国梦的大众认同》，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5 年第 2 期。

（作者高鑫，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

义 学 院 讲 师、法 学 博 士；陈 兰 兰 ，华 中 师

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柯 兰

学 术 园 地
X U E S H U Y U A N D I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