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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改革开放以来袁 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成了独特的符号生态遥 以 野天道人伦冶 为核心的中国传统
文化符号是我国意识形态的符号土壤袁 形成了我国意识形态的传统符号元素曰 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红色文
化符号是我国意识形态符号的进化形态袁 成为我国主导意识形态的符号基因曰 但是袁 在这一过程中以资本逻
辑为核心的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符号的入侵袁 给我国意识形态符号生态系统带来影响遥 因此袁 要坚持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符号在符号生态中的主导地位袁 主导我国意识形态符号生态的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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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意识形态话语经历了直接到间接尧 显性
到隐性尧强制到渗透尧政治到生活的转型袁在这一
话语转型的背景下袁 由于意识形态的符号能够形
象地表征意识形态内容并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

面袁所以符号成为意识形态的有效话语袁并在符号
话语传播和发展的过程中营造了特殊的符号景

观袁 形成了意识形态领域特有的符号生态遥 所谓
符号生态袁是将符号系统拟作生态系统袁研究符号
的生成基础尧发展状态尧运作规律和功能发挥袁并
且对这一系统中各部分间相互制约的力量和相互

作用的关系进行研究袁 考察整个符号体系的发展
规律和综合环境遥一方面袁了解意识形态如何用符
号表征以及意识形态符号间的关系等曰另一方面袁
符号是文化表征的一个部分袁 意识形态符号生态
是文化生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袁 需要结合文化
生态的大背景去研究符号生态遥 我国改革开放以
来袁在意识形态场域中形成了独特的符号生态袁对
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符号生态进行梳理和研究袁
有利于了解意识形态安全现状袁 有利于从符号视
角透析意识形态的内容与结构袁 有利于掌握主导
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与话语权遥

一尧符号土壤院以野天道人伦冶为核
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符号

在中国传统文化符号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形成

的符号传统尧符号释义尧符号规则等,成为了我国
当代意识形态符号的生成机制和发展基础袁 是当
代我国意识形态符号发展的土壤遥 野其实袁就中国
传统文化来说袁历来有一种耶言不尽意爷耶立象以尽
意爷的传统袁所以说袁耶象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
举足轻重的地位遥 冶咱1暂渊P126冤我国历来有造野象冶的传
统袁如象形文字甲骨文尧图腾等袁这是意识形态具
象化尧符号化的生动体现袁在这些野象冶的基础上袁
符号系统得到繁荣的发展袁 并影响着人们对外部
世界及其与自身关系的认知和社会交往行为遥 在
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系统中袁突出野天道人伦冶这一
核心袁 既体现出人们对于外部世界和自然规律的
探求袁 也体现出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中形成的观
念形态袁是人们意识形态最深层的内核袁涵养着意
识形态的发展遥

渊一冤野天道冶传统符号构成了民间信仰小生境
在人类文明的早期袁 我国古代意识形态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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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以自然馈赠和神力膜拜为内容出现袁 将对自
然与规律的认识通过符号表达出来袁 反映了早期
人类文明的意识世界遥 后来发展为关于野天道冶的
释义与追求袁如野天人合一冶尧野道法自然冶等袁形成
了我国野天道冶传统符号遥 野天道冶传统符号是指人
们对宇宙尧自然本身运行规律认知的抽象表征袁是
对生命意义和自然规律探索的结果袁 是意识形态
深层内核的外在表现遥例如原始图腾崇拜袁是人们
出于对自然的敬畏袁 对于自然与人类自身关系认
识的表达袁虽然人类还处于蒙昧时代袁但是这一时
期的意识形态表征是人们意识形态符号发展的最

初原型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袁抽象的野天道冶符号具
有神圣性和权威性袁成为人们内心敬畏尧信仰的对
象袁并构筑了人们的精神世界遥 如光源符号野日尧
月尧星冶袁五行符号野金尧木尧水尧火尧土冶袁太极图尧八
卦阵等等遥今天虽然人们的观念尧思想发生了巨大
的转变袁但是野天道冶观念依然影响着人们对世界
的认知并固化为一种独有的思维方式袁 通过不同
的载体和途径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遥 首先袁野天
道冶传统符号留存于少数民族文化中袁是少数民族
文化遗产的一种形态遥 例如很多少数民族对于自
然规律尧 自然力量的敬畏寓于动物符号之中袁野原
始先民的图腾与其生活环境有着密切关系袁 通常
是某一个人群集体无意识中最为重要的事物噎噎
比如狼之于草原民族袁熊之于鄂温克人袁虎之于氐
羌系袁龙之于百越族群遥 冶咱2暂依托于少数民族文化
传承下来的野天道冶传统符号袁保留着比较传统的
民间意识形态袁依然涵养着民族思想观念的发展遥
其次袁野天道冶 传统符号通过民间风俗习惯得以传
承袁是民间风俗习惯的一种元素遥 在这一过程中袁
野天道冶符号具体表现为行为符号袁这些行为符号
体现着有关野天道冶的思想意识袁同时又通过行为
与仪式的形式反作用于思想袁 传承着传统的生活
习惯与生活智慧袁形成民间信仰的日常生活要素遥
如农村每家每户门口都贴门神袁 或者在门上悬挂
一个小八卦袁以期获得神灵的庇佑遥虽然人们已经
脱离了迷信蒙昧的时代袁野天道冶 传统符号不再是
具有决定意义和终极性的符号袁 但是其衍生而成
的生活习惯与民间习俗的符号表达袁 成为今天民
间生活和民间信仰的一部分遥最后袁野天道冶传统符
号寓存于传统宗教艺术形式当中袁 是传统宗教艺
术的一部分遥 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我国传统原生

性的道教袁其中野太极冶符号是野道冶的智慧结晶袁成
为中国探索宇宙尧 自然的思想基础袁 是中国传统
野两极与和谐冶的辩证法思想遥佛像尧寺庙等佛教符
号袁也象征着人们对生命与存在意义的认识袁是一
种天道轮回尧大慈大悲的信仰情感载体袁继承了传
统佛教的宗教思想与信仰遥宗教对于宇宙尧自然和
生命的探索而形成的符号袁 形成了今天民间信仰
的宗教小生境遥 因此袁在今天袁野天道冶传统符号以
少数民族文化尧民间风俗习惯尧传统宗教艺术等形
式出现袁保留对于自然之力的感恩与崇敬袁对于生
命意义的追问与发现袁 对于理性思想的启蒙与发
展袁对于终极意义的问道与解答袁构成了今天的民
间信仰小生境遥

渊二冤野人伦冶传统符号形成意识形态传统元素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袁重纲常尧重人

伦袁形成了系统的人伦符号遥 野人伦冶符号是以道
德尧伦理为基础袁架构社会关系尧阐发社会秩序和
教化人际交往的符号体系遥 野人伦冶传统符号成为
我们对社会和人际交往最基础的意识形态符号袁
如血缘关系的符号称呼尧 交往礼仪的符号行为和
传统仪式等等袁 引导着人们对社会的认知和社会
交往行为袁 以人们共同的伦理价值为基础进行社
会整合遥在中国封建社会袁野人伦冶传统符号是维护
封建统治的意识形态符号袁如野周礼冶和野三纲五
常冶等都是封建社会教化伦理的意识形态符号袁对
中国传统意识形态产生了深远持久的影响袁 是意
识形态传统的元素之一袁 成为社会关系的基本框
架和人际交往形态的雏形袁 其中具有积极意义的
方面得到了继承和发展遥首先袁野人伦冶符号是传统
文化的思想观念中基本的伦理道德符号袁 通过传
统文化持久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尧观念和行为袁是
我国意识形态传统的基础元素遥如袁以野仁冶为核心
的儒家传统文化符号袁儒家经典尧孔子庙尧孔子像尧
叶论语曳等都是人伦思想的象征袁在我国甚至世界
形成特有的伦理道德符号景观遥其次袁野人伦冶符号
是日常生活中传承的礼乐文化符号袁 通过礼乐文
化发挥着文化整合尧精神教化的功能袁是我国意识
形态发挥功能的传统机制遥野儒家以道德人性的假
设出发袁将自然规律人伦化袁试图建构起控制人情
感的礼乐文化遥 冶咱3暂例如传统的葬礼仪式袁通过对
逝者的歌功颂德袁对生者起到教育作用袁在这一过
程中经过塑造尧强化袁形成了道德伦理符号袁并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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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礼乐符号袁进而得到传承遥 最后袁野人伦冶符号
是历史发展中保留的节日情感符号袁 通过节日的
庆典与仪式袁激发社会情感袁是我国传统的意识形
态的认同元素遥 传统节日作为文化遗产受到我国
的高度重视袁 传统节日中的道德伦理意义更是得
到了传承与弘扬遥 例如袁中国传统节日清明节袁对
祖先的祭奠与缅怀是野人伦冶符号的行为样态袁在
道德伦理意识形态的前提下发生曰 端午节是对爱
国诗人屈原缅怀的节日袁 屈原成为爱国主义情感
的符号人物袁 适应了当前主导意识形态中爱国主
义的情感内容曰中秋节的月亮尧月饼等符号袁象征
着家人团聚尧思乡思亲的人伦情感遥在中国传统社
会中继承下来的野人伦冶符号袁形成了意识形态传
统的元素袁 直到今天依然发挥着意识形态的社会
整合功能袁为我们构建了一个有序尧和谐的道德伦
理社会袁涵养着当代伦理道德的发展袁成为意识形
态符号不断发展的土壤遥
二尧符号进化院以马克思主义为核

心的红色文化符号

在近代中国仁人志士探索救亡图存的过程

中袁实践证明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袁确立
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遥 中共国产党
在领导中国人民野站起来冶尧野富起来冶的过程中袁创
制了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灵魂的红色文化符

号遥 红色文化符号是对传统传统意识形态符号的
超越袁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符号的本土化袁是中
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符号表达袁 发挥了意识形态
的功能并形成了今天意识形态符号的基因袁 实现
了我国意识形态符号的进化遥

渊一冤红色文化符号是对传统意识形态符号的
超越

中国共产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大背景

下成立袁 其意识形态不免受到传统意识形态因素
的影响袁这体现在革命文化中遥革命文化既是对部
分传统文化的批判袁 同时也在优秀传统文化中汲
取营养遥如延安时期的红色家风袁既有共产党人革
命精神的家庭化教育袁 也保留着优秀传统家风的
遗训袁野比如袁毛泽东坚持 耶恋亲不为亲徇私袁念旧
不为旧谋利袁济亲不为亲撑腰爷的原则噎噎习仲勋
要求子女耶勤俭持家袁低调做人爷等等遥 冶咱4暂红色文
化符号是对传统意识形态符号的超越袁 体现在红

色文化符号是在对传统意识形态符号的 野破冶与
野立冶当中产生的袁并对传统意识形态符号进行了
创造性的转化袁 进而最终建立起马克思主义主导
的意识形态符号体系遥首先袁对传统意识形态符号
的野破冶与野立冶袁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争
夺与建立面临的现实抉择遥 中国传统封建社会形
成的严密的封建皇权尧等级尧礼制等符号体系袁形
成了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形态符号观念袁 要破除
传统意识形态对人的思想钳制和消极影响袁 就要
进行革命式的野破旧冶遥例如在国民大革命时期袁破
除了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符号袁 不再有最
高权力象征的符号人物皇帝袁 不再实行三拜九叩
之礼袁男性不再蓄封建社会象征的辫子袁取而代之
的是新的革命社会风尚和革命精神遥 土地革命时
期袁对象征剥削的人物野地主冶发起革命袁建立平等
社会等等遥其次袁在对传统意识形态符号话语野破冶
的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野立冶遥 中国
共产党的建政史也是意识形态话语传播史袁野中国
共产党从创建之日起袁 就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
益为出发点袁以参与政治尧夺取政权尧建立理想社
会为目的袁是最具革命性的政党袁因而袁中国共产
党在革命过程中所创造或使用过的具有中国革命

特征的各种物件尧图像尧文字尧声音等都可以冠之
以红色称谓袁属于红色符号范畴遥 冶咱5暂渊P3冤通过马克
思主义意识形态符号话语体系即红色符号的建立

与传播袁实现对传统意识形态符号的超越袁确立了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遥最后袁对传统意
识形态符号进行创造性转化袁 是中国共产党意识
形态符号话语地位确立和赢得民心的关键遥 比如
延安时期大生产运动的红色歌谣袁通过野旧瓶装新
酒冶 在原有陕北民歌的基本元素上不断进行曲词
的修改袁循序渐进地实现内容的转化与发展袁并成
为一种政治符号遥 毛泽东曾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的讲话中指出院野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袁 我们
也并不拒绝利用袁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袁给
了改造袁加进了新内容袁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
务的东西了遥 冶咱6暂渊P855冤强调了对传统文艺的继承与
改造袁并为主导意识形态所用遥通过对传统意识形
态符号的破立与转换袁 实现了对传统意识形态的
革命和超越遥

渊二冤红色文化符号是我国主导意识形态的符
号基因

44



第 3期第 3期

中国共产党经历 98载的风雨历程袁传承红色
基因袁继承红色文化是野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冶的生
动体现遥 野红色冶已经成为集体记忆和国家认同的
象征符号袁 今天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符号话语
是对红色符号的继承袁 并在红色文化符号基因的
基础上不断发展壮大遥例如袁熔铸于人们精神意识
的国旗尧国歌袁象征着中国共产党的党旗尧党徽袁散
布于人们生活中的新闻联播尧人民币尧标语口号尧
国家机关建筑等等袁 都是我国主导意识形态的象
征体系遥红色基因既是政治刻写的产物袁也是人民
文化自觉尧文化自信的生动体现袁是意识形态稳定
发展的重要原因袁发挥促进文化认同尧凝聚社会价
值的功能遥 红色文化符号成为我国主导意识形态
符号基因是中国共产党建政历史的结果袁 也是集
体记忆和集体情感作用的结果遥首先袁中国共产党
的建政历史也是红色文化符号形成的历史袁 形成
了红色文化符号的生成机制遥 符号是政治话语的
有效形式袁具有典型性尧灵活性和生动性袁是政治
话语的典型化尧 模式化表现遥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
期袁建立了一系列意识形态符号袁从符号存在形态
来看袁有人物符号尧标语口号符号尧货币符号尧文艺
符号尧历史事件符号尧建筑符号尧地址符号等等袁形
成了完备的红色文化符号体系袁 是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交流尧交融的产物袁是中国共产
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先进文化进行探索的成果袁
是无数中国共产党人留给我们的丰富的精神文化

遗产袁为中国革命与建设提供了精神支撑遥中国共
产党政权的确立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

的确立袁促进了红色文化符号意义的生成和发展袁
并固化为一种意识形态尧文化基因遥 其次袁红色集
体记忆和集体情感的持续作用袁 形成了红色文化
符号基因的长效机制遥 红色记忆作为一种政治记
忆袁经历了刻写尧唤醒尧重构的过程袁能够激发集体
情感和历史认同袁进而实现社会整合功能遥 野集体
框架恰恰就是一些工具袁 集体记忆可用以重建关
于过去的意象袁在每一个时代袁这个意向都是与社
会的主导思想相一致的遥 冶咱7暂渊P71冤 红色文化符号所
唤醒的集体记忆和所激发的集体情感是我国主导

意识形态的符号基因持续发挥作用的结果袁 因为
它具有特殊的意识形态属性和蕴含着丰富的政治

记忆袁塑造着中国共产党的形象袁影响着当代政治
的发展遥 在我国实现野富起来冶并迎来野强起来冶的

新征程中袁具有灵活性与包容性的红色文化符号袁
成为集体记忆与集体情感的载体袁 营造了一个蔚
为壮观的红色文化符号景观袁 集体情感被大大地
激发袁如红色电影的翻拍尧红色歌谣的传唱尧红色
旅游的复兴等等遥 我国意识形态符号的进化在不
断地发展完善着袁构成了符号生态中的积极因素遥
三尧符号入侵院以资本逻辑为核心

的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符号

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袁经济尧文化的野引进
来和走出去冶成为一种常态遥在经济交流与合作的
过程中伴随着文化的交流与碰撞袁 携带有西方资
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符号随着市场进入到了人们的

生活当中袁影响着现代的生产方式尧消费方式和生
活方式袁在我国意识形态符号生态系统中袁出现了
以资本逻辑为中心的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符号

的入侵遥在这一过程中袁商品充当着西方资本主义
意识形态的符号袁 科技与审美主导着西方资本主
义意识形态符号体系的发展遥

渊一冤商品充当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符
号

改革开放以来袁我国在经济尧文化领域营造了
繁荣的符号景观袁 这背后隐含着深刻的哲学思考
和意识形态因素遥 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符号随
着商品景观搭建起来袁入侵到人们的生活中遥商品
是经济社会的细胞袁 高度浓缩了资本主义的生产
方式和交换方式袁 商品不仅传递着使用价值的信
息袁同时也在传递着商品本身的符号信息袁是西方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符号遥鲍德里亚敏锐地发现袁
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越来越弱化袁 取而代之的
二元区分是商品的野符号价值冶和野经济价值冶袁商
品的符号功能越来越显著袁 商品的资本主义意识
形态属性越来越彰显遥 野商品的社会意义或耶符号
特征爷 是经由广告添加的 耶假象爷 或者是 耶伪观
念爷遥 冶咱8暂渊P67要68冤商品象征意义的赋予潜在地受到意
识形态的影响和控制袁通过广告尧宣传尧时尚尧娱乐
等手段进行商品的符号化遥 商品通过其使用价值
和附加产业来实现对社会舆论和生活方式潜移默

化的影响遥首先袁商品营造了现实社会消费的符号
景观袁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的价值导向遥
商场中琳琅满目的商品都是一种象征袁 商品有品
质层级之分袁进而实现了对人们社会阶层尧社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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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区分袁商品作为一种符号焕发了更大的魔力遥
通过对商品品质的追求袁体现对生活品质的追求曰
通过对商品时尚的追求袁体现对人生价值的追求袁
形成一种商品符号的异化遥例如袁女士对于高档化
妆品品牌的热衷和追求袁象征着颜值的层级区分袁
品牌优劣成为审美评判标准遥 商品符号掩盖了原
来真实的意义世界袁 成为现实世界的仿像并替代
着现实世界袁鲍德里亚称之为野超真实冶遥现实消费
社会的符号景观已经由商品架构起来袁 并通过公
司理念尧广告尧时尚尧娱乐主宰着符号意义袁使我们
身处于一个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符号景观中遥 其
次袁数字与图像营造了网络社会消费的符号景观袁
激发和扩充了人们的物质欲望和幻想遥 随着科技
的发展袁虚拟社会越来越成熟袁网上购物尧网上支
付尧 物联网实现了虚拟社会能够与现实社会并驾
齐驱的发展遥虚拟的消费社会中袁在现实商品符号
的基础上搭建了以数字与图像为基础的符号景

观袁 商品的使用价值更多的由它的数字参数与图
像展示来决定遥 这种购买延时尧数字化尧图像化的
消费袁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物质欲望与幻想袁使人
们陷入虚拟膨胀的消费中袁 商品更多的充当了一
种情感幻化的符号袁不断满足情绪的发泄和需求袁
使消费更大的陷入到资本逻辑中袁 不断满足生产
对消费的要求袁不断扩大生产遥商品在现实世界与
虚拟世界中构建了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西方资本

主义意识形态符号遥
渊二冤科技与审美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符号的

主导因素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越来越为实践

所证明遥 科技与审美成为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符号的主导因素袁 创造了大量的科技符号与审美
符号袁 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符号实现了在我国
的传播和演变遥 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以科技和
审美为支撑袁其意识形态符号得以大量传播袁进行
着隐性的意识形态控制遥 例如袁在移动通讯方面袁
实现以通讯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袁从
台式电话到今天的智能手机袁 大大改变了人们的
通讯观念和生活方式袁 并以此为基础打造了一个
全新的智能生活遥但是袁科技的霸权与限制也存在
着意识形态安全隐患袁 需要认清科技与审美视野
下的意识形态符号遥首先袁意识形态的科技符号入
侵人们的生活袁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遥

科技是一种宏观的尧科学的东西袁当科技进入人们
的生活袁社会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革遥如第一次科
技革命带来了野电气时代冶袁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
生活袁提高了劳动生产力袁但同时人们居住的生态
环境也开始发生变化遥 科技就是这样通过间接的
方式袁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袁影响着人们的环境尧观
念尧价值和社会发展走向遥 但是袁就连科学技术这
种科学客观的产物也不能保持其价值中立的立

场袁科学技术也具有意识形态性遥我们繁荣的科技
符号实现了人类一切幻想的替换袁如汽车与自由尧
飞机与飞翔尧劳动与机器人等等袁给人们一切变革
性的理想都向科技靠拢袁 消减了社会意识的反思
性与变革性遥 科技符号也逐渐地成为一种权力符
号尧地位符号袁替代了传统的社会符号遥其次袁意识
形态的审美符号入侵人们的价值判断袁 改变人们
的价值追求和价值观念遥 我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也
是一个审美多样化的过程遥 以人们的穿着打扮为
例袁从改革开放之初一片野蓝色海洋冶尧野绿色海洋冶
的中山装尧解放装袁到八十年代的喇叭裤等时装袁
再到今天的多样性尧个性化的装扮袁这反映了我国
改革开放的审美演变历程遥而审美资本主义时代袁
更是为了制造消费动力而不断引领和诱导着人们

的审美追求袁 这是一个商品审美化和审美商品化
的过程遥 当审美符号从商品渠道充斥到人们的现
实生活中袁就会对人们的价值观念尧价值判断与价
值追求产生消极的影响遥野如果审美体验可以证明
生活的正当袁那么袁道德就被悬置了袁欲望再也没
有限制遥冶咱9暂渊P51冤用欲望美学与审美符号制造的资本
主义意识形态符号袁在消费尧娱乐尧享受等方面发
挥着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入侵功能遥
四尧符号主导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意识形态符号

我国主导意识形态在改革开放当中袁 面临着
国际尧国内复杂环境的挑战袁人们的思想观念在一
定程度上发生了动摇袁 影响着马克思主义在意识
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遥 中国共产党在这一过程中
进行了艰辛的探索袁 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进行了强
有力的回应袁 创造出了许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意识形态符号话语袁 成为人们的精神支撑和行动
指南袁成为我国意识形态符号生态的主导力量袁引
领着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符号生态的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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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一冤马克思主义理论符号构成主导意识形态
符号

我国主导意识形态话语权经历争夺尧确立尧巩
固和发展四个阶段袁 改革开放以来是我国主导意
识形态话语权不断巩固和发展的新时期袁 在这一
过程中袁主导意识形态话语不断丰富和发展袁并形
成了丰富的象征符号体系遥马克思主义尧毛泽东思
想尧邓小平理论尧野三个代表冶重要思想尧科学发展
观尧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我国
的指导思想袁 是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理论成果袁指导着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遥以马克
思主义理论为基础形成的思想符号尧人物符号尧实
践运动符号得到大力宣传袁 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
理论符号的主导地位遥在当代袁我国主导意识形态
面临着新机遇与新挑战袁如西方的颜色革命尧资本
主义自由化思潮尧贫富差距加大等等袁主导意识形
态符号要实现自给自足尧自觉自信尧交流传播袁需
要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遥
首先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我国主导意识形
态符号的自给自足遥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
合是我们思想尧理论的源泉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这一过程中袁形成了丰富的尧具有理论性的马克思
主义意识形态符号遥 早期我们还需要借助于外部
符号来建立体系袁如野民主革命时期中共通过对一
些具有重要革命意义的时间尧场所尧组织尧物品尧建
筑尧道路尧学校等进行列宁名字命名或形象符号装
点袁使之具有革命象征意义袁成为推进中共革命社
会化的重要媒介遥冶咱10暂而今我们在意识形态符号方
面能够实现自给自足袁如毛泽东思想尧邓小平理论
等成为思想象征与意识形态的标志性标识袁 并结
合不断发展变化着的实际袁 回答和解决意识形态
方面的新问题袁 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科学地
回答了社会主义能不能搞市场经济袁 解决了姓
野资冶姓野社冶的问题袁从理论上和实践中解决了人
们思想的困惑和社会发展问题遥其次袁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的繁荣发展为我国主导意识形态符号

自觉自信提供了基础袁 并促进了主导意识形态符
号在国际上交流与传播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的不断繁荣和发展袁 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命
力和优越性遥 中国道路尧中国精神尧中国故事等等
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象征符号袁 使我们
的道路尧制度尧理论尧文化尧历史尧政党实现了从自

觉到自信的飞跃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尧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含着我国主
导意识形态的内容袁 是意识形态的外在表现与符
号象征袁在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的情况下袁意识形态
符号更是焕发了前所未有的自信力量袁 不断汇聚
中国力量尧聚集中国智慧尧凝聚中国价值袁促进了
我国意识形态符号的交流与传播遥 如海外兴办的
孔子学院尧中国饮食文化的广泛传播尧中国春节的
全球欢庆等等袁开创了文化自信新局面遥马克思主
义意识形态理论符号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创的新局

面袁 为我国主导意识形态不断发展提供了强大的
信心和动力遥

渊二冤以中华文化符号为载体形成意识形态符
号场域

意识形态与文化密切相关袁野意识形态的制造
过程同时也是文化的生产过程袁 一定社会的文化发
展总是以一定社会的意识形态为载体的遥冶咱11暂渊P224冤

文化符号与意识形态符号具有一致性袁 意识形态
是内核袁文化是存在形态遥 在文化多元化的今天袁
意识形态在文化交流与传播的过程中争夺话语

权袁给意识形态安全带来挑战遥如在经济全球化过
程中袁 西方霸权主义固有的符号话语体系对我国
话语权的削弱袁 我国符号话语的传播受到强权政
治的阻碍等遥 面对这些意识形态符号话语权的挑
战袁 我国在意识形态符号生态中构筑以中华文化
符号为载体的意识形态符号场域遥首先袁中华文化
符号是意识形态符号的生动载体袁 承载着意识形
态的内容尧历史与发展遥我国华夏文明构筑起的文
化符号袁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容袁体现出我国意识
形态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袁是中国智慧的结晶遥中华
文化符号构筑起了强大的意识形态场域袁 成为我
国意识形态对外交流的特色符号袁如中国儒学尧中
国菜尧京剧尧汉服等等具有中国元素和中国特色的
符号袁形成了中华文化的符号场域遥意识形态的符
号场域通过中华文化的传播尧发展得到构建袁并持
续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袁 实现意识形态符号体
系的构建和发展遥其次袁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我国意
识形态符号创制与传承的共同体袁 凝聚起了海内
外中华儿女的价值共识袁 形成隐性的意识形态符
号场域遥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文化认同意义上的共
同体袁体现文化与发展命运的野同根冶袁具有相同的
意识形态传统袁辐射出意识形态的符号场域遥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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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共同体具有对意识形态符号认知与解读的统

一性袁是意识形态不断传承与发展的外在条件袁意
识形态的解释功能作用于中华儿女的心灵袁 发挥
着符号应有的功能遥 我国主导意识形态符号场域
由中华文化符号组成袁 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发挥作
用的结果袁 不断构筑起我国主导意识形态的符号
场域袁形成鲜明的民族特色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在

场是意识形态符号在场的前提袁 共同构筑了意识
形态符号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空间袁 成为意识形态
符号在场的意义遥 以中华文化符号为载体而形成
的我国意识形态符号场域袁 象征着中华民族和中
华文化的强大生命力袁实现了传统与现代尧传承与
发展的统一袁 打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号生态系
统遥

Component Analysis of Ideological Symbolic Ec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a
LONG Bo-lin, LIANG Gui-yun

渊School of Marxism, Sun Ye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冤
粤遭泽贼则葬糟贼院 A unique symbolic ecology has been formed in ideological field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China. The traditional cultural symbols with Dao of heaven and human relation as its core act as the
symbolic soil, forming the traditional symbolic elements of ideology in China. The red cultural symbols with
Marxism as its core become the evolutionary base, forming the symbolic gene of ideology in China. However,
the intrusion of the capitalist ideology with capital logic as its core has exercised influence to the ecological
system of ideology in China.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put into the dominating position the socialist
ideological symbol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symbolic ecology in China.
运藻赠 憎燥则凿泽院 ideology; symbolic ecology; componen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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