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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化背景下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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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大众文化的发展，对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带来严重挑战。然而，大众

文化的盛行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并非零和博弈，二者可以良性互动，和谐共赢。以马克思主义

引领大众文化价值观，借助大众文化场域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其路径是在马克思主义大

众化过程中，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和文化属性，关注大众现实问题，转换传播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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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 众 文 化 改 变 了 以 意 识 形 态 为 主

的文化旧格局

　　大众文化最早产生于２０世纪初期的欧美国

家，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随着现代工业社

会的发展而产生的、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一

种市民文化形态。中国当今的大众文化，并不是

西方大众文化简单的照搬或复制，而是在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逐渐兴起，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改革深化、
社会转型而得到迅速发展的一种文化形态。

改革开放之前的３０年，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

１０年，在高度 封 闭 集 中 的 政 治、经 济 和 文 化 体 制

下，一切活动都贴着政治的标签，思想文化是一元

化的官方政治文化。改革开放后的２０世纪八九

十年代，大众开始摆脱政治心态，过去那种沉闷、
禁欲压抑的氛围得到改变，个性得到释放，人们开

始关注人性、关注人生。爱情电影、流行 歌 曲、青

年人的叛逆成为这个阶段的文化特征，西方大众

文化开始渗入，中国的大众文化开始萌芽。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之后，随着市场化经济改革不断深入，
大众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物质生活水平

有了 很 大 的 提 高，休 闲、娱 乐 等 文 化 需 求 不 断 上

升，直观的、世俗人情味的、生活化的西方大众文

化迅速传播，因其表现方式和所传达的内容迎合

了大众兴趣，符合大众欣赏水平和习惯，并满足了

人们感官刺激、欲望释放的心理需求，释放了快速

变化社会中现代人工作生活压力带来的迷茫与困

惑、无聊与苦闷，很快被中国大众所喜爱，并随着

科学技术的发展、文化产业的兴起和互联网的发

展，从城市到乡村、从青年人到中年人再到老年人

中蔓延开来。大众文化在短短的２０多年的时间

里快速壮大，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文化的旧格局，
成为与来自官方的主流文化、来自学界的精英文

化并驾齐驱、三足鼎立的社会文化形态。同时，大
众文化固有的商品性、生活性、娱乐性、时尚性、直
觉性、宣泄性等特征深深影响了人们的思想意识、
行为和生活方式，威胁到了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

形态的主导权，引起了不少人的担忧。如何解决

这一问题，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

　　 二、以科学态度看待大众文化发展与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系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但是，在开放和多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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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并存的时代，我们不可能也不需要为此去遏制

大众文化的发展。建立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

与大众文化的良性互动机制，用马克思主义引领

大众文化健康发展，充分利用大众文化这一新场

域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才是我们的正确态度。
首先，用马克思主义引领大众文化发展方向。

大众文化的特性决定了其生产是为了迎合市场和

消费者的需要，其功能不是为了教化民众，满足人

们理性需求，而是为了满足人们感官享受。大众

文化的盛行，造成文化消费仅仅是消费形式本身，
助长了人们及时行乐的生活态度，取代了有思想

深度的文化形式。于是人们就会越来越被流于表

面的东西所吸引，不需要内涵，不需要反思、不需

要追问、不需要价值和意义，这是可怕的精神世俗

平庸化、浮华功利化、消磨意志、淡漠理想的过程。
在这 个 过 程 中，一 些 对 主 流 意 识 形 态 的 调 侃、戏

谑、嘲讽甚至恶搞；一些颓废、庸俗、迷信的腐朽文

化思想，必将腐蚀人们的心灵，弱化和消解主流意

识形态的影响力和凝聚力，消解社会主流价值观，
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利己主义将会盛行，社会道

德规范将严重失序。这种发展趋势无疑会带来中

国未来深层的文化贫血，社会进步由于缺乏精神

支柱而失去动力。因此，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

众化，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引领

大众文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由抽象变为具

体、由深奥变为通俗、由少数人理解掌握变为广大

群众思想武器成为紧迫的任务。
其次，借助大众文化新场域，推进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长期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主

要依靠官方的力量和资源，通过显性传播教育的

方式来实现。传播追求“高大上”。“高”即“英雄

典范”。所塑造和宣传的人物，是日常生活中大众

“高不可攀”的品行和人格近乎完美、功勋卓著的

英雄、圣人，先进性突出，广泛性不足，脱离了大多

数“草根”的生活实际和思想水平，呈现“剧场化”
效应。“大”即“宏大叙事”。距离大众日常生活较

远，超出大众日常视野、经验范围和认识能力。只

强调马克思主义对社会进步的作用，而忽视对公

民个体发展的意义；只强调个人对社会和集体的

义务而忽视社会和集体对个人需求的满足以及个

人的感受、要求和 权 利。“上”即“抽 象 说 教”。主

要采取居高临下的说教方式，依靠官方媒体和学

校授课方式，传播内容和话语体系缺乏层次和对

象性，上下一般粗，左右没区别，内外一个样，结论

性的抽象、晦涩、刻板、空洞的口号式话语体系，使
受教育者被动接受。“高大上”的传播方式往往力

不从心，其效果仅仅使人入耳，难以真正入脑、入

心，结果是拉开了主流意识形态与大众的距离，甚
至使人反感。

与此不同的是，大众文化受众广泛，传播方式

时尚，深深地扎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契合多

数人文化认同，群众乐于并易于接受，具有“无孔

不入”、潜移默化的隐性教育功能。其亲近性、隐

蔽性、渗透性传播特点消解了大众对传播内容的

抵触，其蕴含的“诉求”、“导向”和“判断”在不知不

觉中浸入大众的心里，诱使大众无意识地接纳和

认同。实现受众无意识接受正是文化传播的最高

境界。另外，人们对大众文化的主动参与无形中

强化了大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民主意识，为大众

的民主政治实践拓展了新的空间，这对于形成广

泛的民主监督力量，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是有益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能再固守

其单一的官方传播模式了，应该把大众文化开辟

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又一场域，把主流意识

形态扎根于大众文化的鲜活土壤之中。就像历史

上我国儒家官方意识形态思想和西方官方宗教思

想因融入大众生活而得以广泛传播和主动接受那

样，应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由严肃的非日常生

活世界融入到亲民的日常生活世界中，从而轻松

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

　　 三、大众文化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大众

化的路径

　　（一）大众文化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大众

化，必须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

马克思主义走入大众生活，丝毫不贬 低 马 克

思主义的神圣性。生活的核心是人，人始终是马

克思主义关注的目标。但长期以来，我们对马克

思主义关于人自身目的性关注不够，使得马克思

主义的人 文 优 势 被 片 面 地 以 阶 级 斗 争 思 想 所 遮

蔽，影响了大众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认识。马克

思主义说到底是关于人在世界中的位置、人的生

存方 式、人 的 自 由 解 放 和 人 的 发 展 规 律 的 学 说。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来不是在人之外来谈论历史

和现实，而是关心人的全部社会生活及其意义，

既关注作为人第一需要的衣食住行，也关注作为

人最高目标的真正自由和解放。它以人的实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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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基，以人的全面发展为问题研究和理论探索的

价值归宿，站在人的全面发展与人类自身发展、社
会全面发展同步的高度，来解答人类历史之谜，论
述人的全面发展。它认为人本身的发展既是衡量

历史进步的尺度，也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内在动力。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一根红线，贯穿于马克思主

义的三大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价

值和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原则。在人类历史上，
还没有任何一位思想家像他们那样对人的命运、
人的发展给予这样深切的关怀，并倾注了全部的

心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坚持了以人为

本这个核心，把它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

题中之义和价值追求，作为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的根本目标。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人文优势是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最可宝贵的资源，是推进马克

思主义大众化应有的视野高度。我们需要在马克

思主义大众化与大众文化的互动中，融合大众文

化关注人自身发展的优势和特点，引领人们不被

科技和传媒所操纵，不被金钱和物质所操纵，发挥

个体创造性，认真思考自己怎样才能成为一个真

正的人，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成为一个有利于

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人。

　　 （二）大众文化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大众

化，必须关注大众的现实问题

　　对现实问题的强烈关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

别于任何别的理论的重要特质。马克思把资本主

义社会人们实践活动和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作为理

论研 究 的 导 向，他 说：“一 个 时 代 所 提 出 的 问 题，
和任何在内容上是正当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
有着 共 同 的 命 运：主 要 的 困 难 不 是 答 案，而 是 问

题。… …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

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１］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

自己的问题。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也是

源自于中国共产党人强烈的问题意识。改革开放

以来３０多年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这是

不争的事实。然而，也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矛

盾和问题，并随着社会转型还会出现新事物、新问

题、新矛盾。面对这些问题，“空讲社会主义不行，
人民不相信”［２］，“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３］，只有

马克思主义生活化，直面生活中的问题，使其成为

“改变世界”的力量，才能坚定人民群众对它的认

同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走进大众生活，
关注大众需求，回应大众关切，解答大众困惑，在

充分尊重大众意愿和主体创造性基础上，紧密结

合不同群体百姓所面对的实实在在的生活问题和

关注的利益等解疑释惑，澄清谬误，作出令人信服

的回答。让大众明白产生问题的缘由，了解党和

政府解决问题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取得群众的理

解支持，使人民群众感到有希望、有奔头。这样大

众才能把马克思主义内化为指导自身实践的指导

思想和内在动力，才能提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

现实针对性和解决问题的有效性。马克思主义和

大众文化一样，都是因大众需要才传入中国的，只
要满足大众需要，就能提高马克思主义引领大众

文化的实效性。

　　（三）大众文化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大众

化，必须凸显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属性

　　马克思主义不仅具有意识形态属性，也是一

种文化，是吸收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产物。但长

期以来，我们把马克思主义仅作为一种意识形态

来大众化。从大众文化的发展来看，文化内蕴缺

失是马克 思 主 义 大 众 化 陷 入 困 境 的 重 要 原 因 之

一。大众 文 化 的 兴 盛 呼 唤 马 克 思 主 义 的“文 化

化”。在全球化时代，国家意识形态与文化的关系

发生了巨大变化，政治和文化并非泾渭分明，二者

相互渗透，密不可分。文化不仅是一种观念，更是

一种“权力”，是影响大众生活的最好方式，它能在

大众无意识下实现思想的整合。在大众成为文化

发展主力的形势下，大众的多样性和多层次性，形
成了文化形式的多样性和文化内容的多元性，增

强了文化的选择性。国家意识形态只有通过文化

的竞争，才能展示自己的魅力，增强话语权。马克

思主义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在辩证思

维、民本思想、注重实践和社会理想四个方面有着

相通或契合之处，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和

实现中国化的文化土壤，也是在中国实现大众化

的竞争优势。如果追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

源头，可以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马克思主义

是作为一种异域的文化时尚，在诸多社会文化思

潮的论战和竞争中脱颖而出，受到先进知识分子

的追捧和传播，在民众中逐步确立比较优势，成为

了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引领了社会文化发展的方

向，最终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和发展的主导思想的。
而这个历史事实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

往往被人们所忽视。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我们应当重温历史，挖掘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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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因子，凸显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属性，引发大众

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关注，形成大众文化对马克

思主义的自觉趋近。

　　 （四）大众文化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大众

化，必须转换话语体系和传播方式

　　通俗易懂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一贯追求，
更是中 国 化 马 克 思 主 义 的 显 著 风 格。马 克 思 在

《资本论》的写作中，“尽 可 能 地 做 到 通 俗 易 懂”，
让读者“不能说这本书难懂”［４］。列宁也指出，“最

高限度的马克 思 主 义＝ 最 高 限 度 的 通 俗 和 简 单

明了”“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 最高限度的通

俗化。”［５］人民群众直接主动接受主导文化程度有

限，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中，要结合大众文

化的经验，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通俗易懂的表达

方式。
首先，实现学术话语体系向大众话语体系、政

治语言体系向生活语言体系的转换。解决好对象

性问题，即“对谁说”的问题。这是推进马克思主

义大众化的首要前提。应以大多数的“草根”百姓

为话语对象，按照百姓的思维逻辑、审美情趣、接

受能 力，以 大 众 文 化 的 表 达 方 式，多 运 用 生 活 事

例、历史故事、名言警句、成语典故、情感语言等来

阐明抽象的道理，使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为广大人

民群众的“大众话语”。在这方面毛泽东、邓小平、
习近平的讲话为我们树立了榜样，艾思奇《大众哲

学》、李瑞环的《学哲学用哲学》也都是这方面很好

的范例。其次，采取多样化的传播方式。崇 尚 快

乐是人的本能，大道至简是中国文化的特点。应

改变呆板的形象，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大众文

化的发展结合起来，多采取具有视觉化、时尚化、
艺术化、科技化等特点的大众文化表现形式、传播

方式和运营机制，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

“植入”大众文化商品，实现抽象问题形象化、理论

形式艺术化、复杂问题简单化、严肃问题趣味化、
传播手段电子化。在美国，好莱坞电影是传播西

方价值观念的重要载体；在中国，前几年宣传共产

主义信念的国产谍战电视剧《潜伏》，在播映期间

稳居收视率榜首。这些经验值得借鉴。
总之，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大众 文 化 的

发展并不相悖。一个成熟和谐的社会，在宽容多

元文化的同时，必须塑造主流精神和核心价值观，
确立起多数人认同和遵循的具有权威性的信仰理

念，使各种思想观念不至于游离主流意识形态太

远。我们完全可以做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大众

文化健康发展二者双向互动、互促互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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