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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下话语权的发展

西安培华学院  陕西西安  710125

文化自信继党的十八大以来，和道路、理论、制

度自信等共同构建成了习近平总书记治理国家的重要部

分。此外，在进行思想的宣传和文化的建设时，马克思

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相比较于道路、理论以及制度自信而言，文化自信

更为基础，更加深厚广泛。现如今，我国所处的历史方

位是中西方文化的交汇点，无论是传统、西方文化还是

现代文明都对我国带来了多方面的冲击和糅合。我国文

化软实力之所以可以得到明显的提升，得益于文化产业

的发展，现如今已经可以在全球化的交流中将自身的文

化内涵体现出来。

首先，站在历史方位的角度来看，我国文化正处在

交流、交融最为激烈的态势里。冯友兰先生曾经说过，

“中西古今”这一结构能够很好的代表如今的文化状态

以及历史方位。回顾历史进程，我国也出现过文化思想

方面的古今之争，实际上就是怎么样看待文化传统在不

同时代的具体转化。此外，我国也出现过文化思想方面

的中西指正，实际上就是怎么样看待儒道和佛家思想的

关系。然而，如今的“中西古今”已经和往日出现了很

大的不同，可以将其视作文化发展过程当中的一道人文

景观，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伴随行。  

其次，站在时代语境的角度来看，当今时代的文化

产业已经得到了全面的发展，文化软实力也得到了不断

的提升，我国渐渐的从经济强国步入了文化强国。基于

此，在国家综合实力发展的过程当中，文化自信意义重

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被看作是文化软实力的

灵魂，站在更高的层面上来看，价值观自信和文化自信

两者彼此关联，互相交织，前者是后者的关键核心，后

者是前者的实践形态。站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马克

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这两者之间的关联角度来看，它

一共囊括了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中国传统价值理念

的时代化；第二个维度是马克思主义价值理念的中国化；

第三个维度是理想主义价值理念的现实化。它们共同引

领着当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同时也引领着主流意识形

态话语权的发展。

意识形态话语权一共分为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

文化；第二个维度是政治，因此表现形式也就分为了两

种：第一种是文化领导权；第二种是政治领导权。前者

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通过不同的形式、例如思想理论

等在群众之间获取一种共识；后者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

态通过其他的形式，例如政策、舆论等，从上到下的对

政治导向和共识进行有效的统一。

首先，站在意识形态话语权资格与资质的角度来

看，从古至今任何一个历史发展时期实际上都是由主流

和非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频繁的交流、碰撞而产生的。

站在文化思想发展的角度来看，只要可以对时代发展潮

流以及人民美好愿望形成代表的，无论何种社会思潮都

会顺势的得到传播，并产生远大的影响。我国社会主义

文化建设当中的两项基本方针：一个是百花齐放；另一

个是百家争鸣，这种顺民意的社会思潮也是方针有效制

定和全面实施的硬性要求。

其次，站在意识形态话语权作用的角度来看，自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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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出现起，无论是在知识分子

当中，还是在群众里，影响力都颇深。该理论在新中国

成立以后，变成了我国和我党的政权指导思想，一方面

在文化上，另一方面在政治上，该意识形态话语权都拥

有着强有力的支配地位。

最后，站在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权威性”角度来看，

我们可以通过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来进行相关的探

讨。这句名言其实也可以被解读为：知识就是权力。但

是仅仅有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要想使知识化为权力和力

量，必须要借助权威思想和科学方法。然而这两者必须

要借助话语的方式，得到社会与群众的认同，才可以真

正意义上的产生现实性影响。尽管意识形态和自然科学

方面的知识有所差异，但相比较来说，意识形态的思想

理论维度更权威。

从根本上来讲，文化自信其实是对一个国家，对整

个民族文化发展的一种反思，只有当我们不断的对文化

发展进行反思，从中寻找自身的魅力，对文化进行横向

比较，从中更加深刻的来认识自己的优势和特色，这样

才可以真正的形成文化自信的自我意识。站在外部表征

的角度来看，只有文化软实力的不断提升和文化话语权

的良好构建，才会产生文化自信。所以文化自信的发展

走向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正确引导，唯

有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才会在当今时代获取硕

果。

站在思想内涵的角度来看，文化自信实际上也是对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一种，这种自信既能够发展当

代文化产业，也能够强化文化软实力。意识形态话语权

并不是单一的，是文化与政治话语权两者之间的相互融

合，相比较而言，文化话语权是作为基础而存在的。然

而，唯有文化实力不断的发展和强化，文化产业建设的

延伸和深化，文化话语权才可以真正的构建起来，得到

发展。由此才可以让意识形态话语权真正意义上的贯穿

到百姓的生活当中。

当今时代，怎么样让百姓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下的思想和政治产生共识，就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

语权发展最为棘手的问题。此外，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

产生的各种不同理解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事实上，意

识形态话语权从根本上来讲必然会让人民群众接受，借

助政治命令或是法律规定这种方式，然而政权逼迫下的

共识在某种程度上并不一样是有效的共识，基于此所产

生的话语权实际上是难以达成统一思想。相比较于强制

性的政治权利而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以及领

导力都有很大的不同，其在实现文化领导权的时候，需

要借助自身的真理性，需求对人民的利益诉求进行表达，

需要宣传和践行文化教育。

文化自信和认同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以及

领导权的有效构建和不断发展当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

用。文化自信可以将当今社会当中各个阶层间的文化和

价值共识有效的凝聚起来，以此达成民众的共识，这种

认同既是对主流文化意识形态，也是对政治意识形态。

对文化传统和当代文化的深入认知就是文化意识形态认

同最根本的内容。然而，政治意识形态的认同与前者有

所不同，一方面是源自于文化传统、经济等；另一方面

是源自于特定的文化、政治制度的自信。当文化、政治

意识形态相互融合起来的时候，必须要肩负一定的使命，

也就是借助文化、道路、制度等层面的自信将统治阶级

的话语权提升起来，进一步的促使群众认同社会经济制

度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发展也必须借助于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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