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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力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利的辩证统

一。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力运作的逻辑，即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自身的阶

级利益，无不高度重视“软统治”，运用基于工具理性的“主体—客体”“灌输—控制”模式，依托国

家意识形态对所有受众进行长期灌输。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利运作的逻辑，即统治阶级成员为了

实现自身的发展，无不积极争取民主，运用基于交往理性的“主体—主体”“对话—参与”模式，依

托公民教育促进所有主体共同生长。我国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运作的逻辑，即广大人民

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大力发展人民民主，运用基于

工具理性与交往理性有机统一的“主体—客体—主体”“引导—建构”模式，依托社会主义意识形

态教育与公民教育促进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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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

力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利的辩证统一。思想政

治教育话语权力，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蕴含着

权力关系，在教育中是一种真实的权力，它着眼于

话语的影响力，是一种“软权力”和“关系权力”。思

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利，是指教育主体享有的自由

平等表达其利益、意见和思想的一种言说权利和

行为权利，它注重于个体的话语自由和平等，是个

体民主权利的“象征”和“符号”。思想政治教育话

语权力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利既相互冲突、相
互制约，又相互依存、相辅相成，在思想政治教育

话语权运作中缺一不可。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思

想政治教育话语权运作的实质、目的、依据、模式

等都存在着本质区别。我国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

育话语权的运作逻辑，有效实现了以人为本的思

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力与话语权利的有机统一。

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力的运作逻辑

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自身的

阶级统治和阶级利益，无不高度重视加强思想政

治教育话语权力的“软统治”，运用基于工具理性的

“主体—客体”“灌输—控制”模式，依托国家主导意

识形态对所有受众进行长期灌输和教化，使其服从

统治阶级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
（一）“软统治”：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力运作

的实质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

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

建立一种‘秩序’来抑制阶级冲突，使这种压迫合

法化、固定化。”[1]180 国家作为镇压性的国家机器，

是统治阶级的暴力工具。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阿尔都塞把国家机器分为强制性的国家机器和意

识形态国家机器。强制性的国家机器包括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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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等，它通过暴力起作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ISAs）包括宗教的 ISA、教育的 ISA 等，它们通

过意识形态起作用。其中，教育的意识形态国家

机器已经取代了前资本主义历史时期的主导意

识形态国家机器———教会，成为现代资本主义

社会形态中的主导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而在教

育的主导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思想政治教育

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灌输的“主渠道”，往往被确

立为头号的或头等重要的。作为头号的、头等重

要的主导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思想政治教育实

质上也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统治阶级维持

自己统治的“非暴力机关”，是一种“软统治”或

“软专政”的工具。因而，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功

能就是“软统治”。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力运作

的实质，正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功能，即实

现“软统治”。
（二）维护统治阶级利益：思想政治教育话语

权力运作的目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

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187“‘思想’一旦离开‘利益’，
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3]286 在阶级社会中，“国家

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

式”，[4]132 而所谓的“共同利益”实际上就是统治阶

级利益。作为国家的一种重要“软统治”手段或主

导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思想政治教育的宗旨就是

为了维护和巩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也就是

说，一切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力运作的目的归根

到底不过是为了实现、维护和发展统治阶级的共

同利益。马克思曾经深刻地揭露出资本主义社会

思想政治教育及其主导意识形态话语权力运作

的真实目的：在资本主义社会，“物质生产领域中

的对立，使得由各个意识形态阶层构成的上层建

筑成为必要，这些阶层的活动不管是好是坏，因为

是必要的，所以总是好的；一切职能都是为资本家

服务，为资本家谋‘福利’”。[5]348 尽管资产者虚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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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

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

想”，[4]100 但是“在他们（无产阶级）看来全都是资产

阶级偏见，隐藏在这些偏见后面的全都是资产阶

级利益”。[4]283

（三）意识形态教育：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力

运作的依托

意识形态（狭义上特指国家主导意识形态）是

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自觉理论表达。统治阶级的

根本利益是意识形态的现实基础和依据，这决定

了意识形态旨在维护和巩固现存的社会秩序，为

统治阶级获得自身统治提供“合法性”。在现实的

形态上，意识形态表现为系统的思想观念、价值体

系和理论学说。马克思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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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可见，作为

思想理论体系的意识形态是掌握人、巩固政治统

治进而维护统治阶级利益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和

工具。因而，意识形态教育是任何统治阶级都高度

重视的极其重要的统治手段，是统治阶级为维护

和实现其共同利益而进行“软统治”的必不可少的

工具，也是思想政治教育这一主导意识形态国家

机器运行的本质内容，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力

运作的现实依托。列宁强调，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

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必须在工人中重视这种意识

形态的灌输和教育，积极地“把社会主义思想和政

治自觉性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6]285。
（四）基于工具理性的“主体—客体”“灌输—控

制”方式：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力运作的模式

所谓“工具理性”，就是通过实践的途径确认

工具或手段的有用性，从而追求事物的最大功效，

为实现人的某种功利服务。在工具理性支配的思

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中，教育者是主体，受教育者

是客体，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是一种纯粹的

对象性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即灌输与被灌

输、训练与被训练、改造与被改造、控制与被控制

的关系。在这种思想政治教育“灌输—控制”模式

下，作为主体，教育者的主要任务是用讲授的内容

来填满、占领受教育者这个“容器”；作为客体，受

教育者的主要任务是被动地听讲、接受，把教育者

所讲的内容“储存”起来。这种填鸭与被填鸭、操纵

与被操纵、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突出了教育者的

主体性，彰显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工具理性，有利于

教育者及其代言的统治阶级牢牢掌握思想政治教

育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但这种崇尚工具理

性的“主体—客体”“灌输—控制”式的思想政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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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及其话语权力运作的模式，培养的只是被动适

应和顺从现存社会的人，甚至只是缺乏批判性和

创造性的“劳动机器”。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

的那样：“资产者唯恐失去的那种教育，对绝大多

数人来说是把人训练成机器。”[4]289

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利的运作逻辑

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成员为了实现和促

进自身的发展，无不积极争取和维护民主，运用基

于交往理性的“主体—主体”“对话—参与”模式，

依托公民教育促进所有主体共同生长。
（一）民主：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利运作的实质

列宁指出：“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

一种……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

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

等权利。”[7]201 实现民主必须有一整套确保公民权

利得以实现的有效机制，人民不是被动地等待着

享受政府给予自己的民主权利，而是应当积极主

动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话

语权利的运作，实质上就是一种积极实现公民民

主权利的有效机制，是培育民主意识、养成民主人

格、建构民主社会的根本途径。在阶级社会里，民

主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代表着统治阶级的利益、意
志和愿望，是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工具和手段。西

方资本主义民主号称“全民民主”，其实质是资产

阶级民主，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正如马克思指

出的：“普选权在此以前一直被滥用，或者被当作

议会批准神圣国家政权的工具，或者被当作统治

阶级手中的玩物，只是让人民每隔几年行使一次，

来选举议会制下的阶级统治的工具。”[8]96 可见，在

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利

运作的实质，就是保障和发展资产阶级民主。
（二）促进人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利

运作的目的

人类的历史就是不断生产人自己的全面性、
不断发展人自己的普遍性的历史。国家和教育的

目的就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每个人都能自

由展示自己的个性与能力。正如德国哲学家黑格

尔指出的：“社会和国家的目的在于使一切人类的

潜能以及一切个人的能力在一切方面和一切方向

都可以得到发展和表现。”[9]59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培

养人的实践活动，强调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

体作用与目的地位，把人的发展视为社会发展的

核心及衡量社会进步的最高尺度。思想政治教育

话语权利运作的宗旨就在于增强人的主体性，满

足人自我实现的需要，追求所有人在发展中的自

由和平等，培养出全面发展的和受到全面训练的

人。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即“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

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

质”。[3]189 但在阶级对抗的社会里，由于生产力不发

达，个人自由发展只存在于统治阶级的少数人中。
只有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里才能真正实现人的

自由全面发展，而这是一个长期的、复杂而艰巨的

社会历史发展过程。
（三）公民教育：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利运作

的依托

公民教育即培养公民的教育。公民不同于国

民，只有享有权利、履行义务、承担责任的国民才

可获得公民身份。公民之所以为公民的本质属性

主要包括四点：一是主体间性，即公民是协作的、
共生式的主体间性人格。二是公共性，即公民作为

共同体成员，必须具有公共意识，参与公共生活，

承担公共责任。三是民主，即公民一定是行使民主

权利的人。四是自由与平等，即公民不受他人支配

和奴役，是共同体中具有自由身份的平等成员。因

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合格公民”，只有拥有

公民身份且具备公民性的人才被予以承认。正如

马克思所说：“人，正像他是市民社会的成员一样，

被认为是本来意义上的人，与 citoyen[公民]不同的

homme[人]，因为他是具有感性的、单个的、直接存

在的人，而政治人只是抽象的、人为的人，寓意的

人，法人。现实的人只有以利己的个体形式出现才

可予以承认，真正的人只有以抽象的 citoyen[公民]
形式出现才可予以承认。”[3]46 因而，要促进人的发

展，建设民主社会，有赖于大力发展公民教育，它

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利运作的依托，也是思想

政治教育培养公民的“主渠道”。
（四）基于交往理性的“主体—主体”“对话—

参与”方式：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利运作的模式

在处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劳动过程中，人

类发展出以最有效的手段达到预定目的的工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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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而在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交往行为中，

人类又发展出立足于主体间沟通、对话而达成共

识、共生的交往理性。它是社会各主体间通过交往

并遵从一定的互相认同的规范而达成合作与协

调、寻求共存、互利发展的心理趋向与行动取向。
在交往理性指导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中，教

育者是主体，受教育者也是主体，教育者与受教育

者的关系不是单向的“输出—接受”关系，而是一

种民主平等对话的多极主体间的关系，在这种思

想政治教育“对话—参与”模式下，思想政治教育

成为一种促进所有教育主体共同发展的特殊的交

往实践过程，这调动、培养和提升了受教育者的主

体性，有利于受教育者全面充分地享有思想政治

教育的话语权利。但是这种基于交往理性的运作

模式，由于撇开了客体的中介及主客体关系，导致

主体间关系的建立有唯心、片面之虞。

三、我国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力与话语

权利运作逻辑的统一

我国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运作的逻

辑，是以人为本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力与话语权

利的辩证统一，即广大人民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

下，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大力

发展人民民主，运用基于工具理性与交往理性有机

统一的“主体—客体—主体”“引导—建构”模式，依

托科学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与公民教育，不

断促进每个人的全面和谐发展。
（一）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我国思想政治教

育话语权力与话语权利运作的实质

马克思指出：“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本身就

是一个规定，即人民的自我规定……不是国家制

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3]281 我国是

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

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党

和国家机关行使权力必须为人民服务，以保证人

民当家做主为根本，而发展人民民主又必须坚持

共产党的绝对领导。邓小平强调，必须坚持“共产

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10]
240 党的十九大报告重申，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

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其中，党的领导是

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必须坚持

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保

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依法治国是党领

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必须坚持厉行法治，把

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三者有机统一于我国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伟大实践，也是我国思想政治教育

话语权力与话语权利运作的内在机理和实质内容。
（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我

国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力与话语权利运作的最终

目的

马克思根据人的发展状况把人类社会历史发

展划分为人的依赖性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

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和人的自由个性阶段。人的发

展的第三个阶段，从个人来讲是“建立在个人全面

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

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11]107- 108 阶

段；从社会来讲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

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12]683

即共产主义社会。可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共产

主义社会的本质规定。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的自

由全面发展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才能实现。因

为在这种“自由人联合体”中，每个人都获得了自

由支配的时间，可以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

利，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

展。党的十九大报告重申，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

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

标，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是共产党

人一以贯之的最高理想目标，也是我党开展思想

政治教育的终极追求。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及其话

语权力与话语权利运作的最终目的就是实现人的

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
（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与公民教育：我

国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力与话语权利运作的现实

依托

“所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是以马克思主义

为指导，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

和要求的系统化了的思想理论体系，是自觉地、系
统地反映并服务于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

制度的思想上层建筑，它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

2017 年 12 月

第 12 期 总第 281 期 专题研究

63



改造世界的科学思想武器，旨在最终实现全人类解

放并进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13]42-43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自

由全面发展，而社会主义公民教育是社会主义意

识形态教育的时代诉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

是社会主义公民教育的本质内容。相比较来看，社

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更加强调党和国家牢牢掌握

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导权力和话语权力，而社会主

义公民教育更加强调多极教育主体的民主权利和

话语权利。这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有机统一于

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过程中，是我国思想政

治教育话语权力与话语权利运作的现实依托。对

此，我们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方面，我

们必须高度重视和全面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

育，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

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另一方面，

我们也要足够重视和切实加强社会主义公民教

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

理念，深入实施公民思想道德建设工程。
（四） 走向工具理性与交往理性有机统一的

“主体—客体—主体”“引导—建构”方式：我国思

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力与话语权利运作的辩证模式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培养人的特殊的交往实

践，是多极教育主体间为认识、改造和创造共同的

教育中介客体而结成交往关系的实践活动，其中

蕴含着教育“主体—客体”关系中的工具理性与教

育“主体—主体”关系中的交往理性的有机统一。
在这种多向互动模式下，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实质

上就是建立在自由自觉学习活动基础之上的教育

者“引导”与受教育者“建构”的有机统一过程。一

方面，教育者的“引导”体现着人民、国家和社会的

意志，受教育者自主学习、主动建构的效果和水平

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教育者的“引导”作用；另一

方面，受教育者的“建构”是积极能动的、自由自觉

的社会性学习活动，教育者企图不通过受教育者

自己的学习和“建构”去掌握知识、提升品德，却将

知识、品德、要求机械僵硬地“外加”到受教育者身

上，任何这样的企图只会削减和破坏教育效果。因

而，只有将工具理性与交往理性辩证统一起来的

“主体—客体—主体”“引导—建构”模式，才能把

我国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力与话语权利运作的双

重机制合规律与合目的地有机整合起来。在这种

辩证统一的运作模式下，我们要积极培育教育者

与受教育者双方的个体主体性与交互主体性，建

构起面对共同教育客体的真正的而不是虚假的

“教育共同主体”，要善于让思想政治教育焕发出

生命活力，让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充满勃勃生机，让

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共同追求共同创造共同分享

“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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