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挑战
要要要基于社会阶层分化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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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意识形态是对社会存在的一种客观反映袁 有怎样的社会存在就会有与其相应的社会意识形态遥
基于社会阶层分化的视角袁 考量当前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挑战袁 阶层利益过度分化尧 阶层思想共识离
散尧 阶层文化身份区隔尧 阶层流动渠道梗阻和阶层情感共鸣式微袁 会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统合能力遥 为
此袁 从阶层分化视角研究袁 关注当前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挑战袁 既是研究该论题的一个重要立足点袁 也
是需要深化的一个研究空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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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尧
必然的袁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袁即同他们
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

系遥 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袁
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

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遥 冶咱1暂渊P2冤改
革开放以来袁 社会阶层分化现象已成为中国现代
化进程中的一种客观现象袁在从野身份社会冶到野契
约社会冶的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中袁由于社会利益关
系多样化袁人们因财富尧地位与声望的不同而形成
了不同的社会阶层遥 不同的社会阶层有其不同的
经济利益尧 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需要袁 与之相适
应袁 反映不同阶层利益诉求的意识形态也各式各
样袁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机遇袁也带来
了严峻挑战遥 因此袁在社会阶层分化时空中袁如何
正确应对社会阶层分化袁 找准主流意识形态建设
的问题成因袁夯实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恰切进路袁
着力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度袁 促进主流
意识形态与社会阶层发展的良性互动袁 无疑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遥
一尧阶层利益过度分化院弱化主流

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

马克思恩格斯是以人的需要本性为轴心来把

握和理解人的现实利益问题袁 认为利益既是推动
人从事生产的根本动力袁 也是促进人与人之间形
成不同生产关系的现实纽带袁 分工和私有制的产
生是利益和利益关系形成的客观前提袁野随着分工
的发展也产生了单个人的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

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

盾冶遥 咱2暂渊P163冤作为野人们通过社会关系表现出来的不
同需要冶,咱3暂渊P14冤 利益往往支配着人的思想和行为袁
决定着人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袁 因为每个人都
有自己的不同需要袁为了满足自己的不同需要袁人
在实践活动中必然会发生一定的联系袁 正如马克
思所言院野把人和社会联系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
天然必然性袁是需要和私人利益袁是对他们财产和
利己主义个人的保护遥 冶咱4暂渊P439冤野人们奋斗所争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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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袁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遥 冶咱4暂渊P82冤同时袁思想价
值观念不是凭空产生的袁 而是植根于人们特定的
需要之中的袁 需要和私人利益是人们思想价值观
念的基础袁 对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具有决定性作
用袁正如恩格斯所言院野耶思想爷一旦离开耶利益爷袁就
一定会使自己出丑遥 冶咱5暂渊P103冤然而袁不同的人有不同
的需要袁人的需要不是单向度的简单需要袁而是多
向度的复合需要遥 随着人们需要向深度与广度的
拓展袁人的利益诉求也更加丰富多样袁利益在现代
社会中也更具多样性与差异性遥在利益主体上袁可
划分个人利益尧集体利益和社会共同利益曰在利益
内容上袁可划分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曰在利益实现
时间上袁可划分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曰在利益实现
范畴上袁可划分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曰在利益重要
性上袁可划分根本利益与非根本利益遥虽然利益划
分的方式不同袁但利益关系不是静态不变的袁而是
动态发展的袁 是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变化的遥
因此袁 考察人们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解
与认同袁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去寻觅终级原因袁
而应当从建构人们各种不同需要和利益的物质生

产方式中去寻找袁 正如马克思所言院野一切社会变
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袁 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
中袁 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
识中去寻找袁 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
更中去寻找曰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袁
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遥 噎噎这些手
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袁 而应当通过头脑从
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遥 冶咱6暂渊P654-655冤作为
一种理论体系袁 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是无产阶
级基于自身根本利益而对现存社会关系的一种思

想价值观念的自觉反映遥 这种自觉反映是由现存
社会的利益关系所决定的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
会阶层利益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袁 具体表征为
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尧利益差别的扩大化尧利益实现
方式多样化尧利益固化态势加剧等等袁社会利益关
系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失衡袁 从而消解了人们的
利益认同袁冲击着多元思想价值观念的利益整合遥
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利益实现方式的多元化

是社会阶层利益多元化的现实表征遥 改革开放以
前袁野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冶渊工人阶级尧农民阶级尧知
识分子阶层冤 是我国三大利益主体曰 改革开放以
后袁野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冶逐渐出现分化袁利益

主体和利益实现方式的多元化现象产生袁社会不
同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也渐趋凸显袁 社会不同群
体中的个体袁 特别是弱势阶层中的个体往往找不
到自己所处的位置袁野位置焦虑冶 感油然而生袁 社
会安全感缺乏袁 社会话语权缺少袁 社会阶层对抗
凸显袁 从而导致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效果
大打折扣袁 成为影响国家与社会稳定的一种隐性
矛盾遥野历史和现实都表明袁 构建具有强大感召力
的核心价值观袁 关系社会和谐稳定袁 关系国家长
治久安冶遥 咱7暂渊P163冤事实表明袁 在社会阶层利益过度
分化的境遇中袁 价值判断的中性化尧 模糊化倾向
存在于多样化的意识形态领域之中袁 西方自由主
义文化陷阱尧 普世价值的制度陷阱尧 价值中立的
逻辑陷阱等趁机渗透于我国社会诸多领域遥 它们
不仅腐蚀了我国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袁 也为我国
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贴上 野左冶 的标签之嫌
疑袁使人们因惧怕野左冶而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
态产生一种认同野间距冶遥 社会阶层利益过度分化
必然带来不同阶层之间的思想对立和混乱袁 消解
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与凝聚力袁 对社
会主义主流价值观认同带来了挑战袁 消解了社会
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所宣传的共同富裕目标的客观

真理性与价值合理性遥 社会阶层利益过度分化所
导致的阶层差距扩大化现状及趋势袁 与社会主义
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的主流价值观念大相径

庭袁这势必会使人们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产
生疑惑尧误解甚至质疑袁影响了人们对社会主义主
流意识形态的理解和认同袁 削弱人们对社会主
义主流价值观的价值认同遥 诚然袁 在社会阶
层分化背景下袁 利益平均走向利益分化袁利
益实现单一化走向利益实现多样化是一种客

观趋势遥 但是利益过度分化背景下产生的贫
富差距尧城乡差距和行业差距的扩大化袁在一
定程度上削弱了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的自信袁 消弭了我国政府公信力袁 使西方
理论界鼓吹的 野塔西佗陷阱 冶 理论趁虚而
入袁 消解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的认同袁 致使人们对党和政府所宣传的主流
价值观产生怀疑尧 动摇甚或疏远尧 怀疑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与优越性袁 直接
削弱人们对党的基本理论尧 基本路钱和基本
方略的价值自信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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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尧阶层思想共识离散院稀释主流
意识形态的传播效度

思想价值观念的共识塑造是社会意识形态形

成的内核袁 意识形态是以价值共识为内核而形成
的一套观念体系袁 正如加拿大学者克里斯托弗所
言院野当科学观念尧公理尧原理作为单纯的理论体系
存在时袁它们是科学而不是意识形态袁一旦这些理
论变成一种耶词尾带主义爷渊-ism冤的抽象意义袁它
们就变成意识形态遥 冶咱8暂渊P92冤野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
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遥 冶咱2暂渊P178冤一个国家
的主流意识形态即是由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所构成

的袁 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价值观念共识是一个国家
的主流意形态形成的核心袁 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价
值观念体系是一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内核袁
支撑着一个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结构大厦袁 决定
着一个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与性质遥 一个国
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也往往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

价值尧信仰与意义的正确表达遥 野每个时代都有每
个时代的精神袁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价值观
念遥 冶咱7暂渊P168冤为此袁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不仅
是以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为其价值内核的袁 也是全
体社会成员的价值尧信仰与意义的正确表达遥我国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的野富强尧民主尧
文明尧和谐冶是对全国人民美好意愿的一种价值尧
信仰与意义的表达袁在社会层面的野自由尧平等尧公
正尧法治冶是顺应人民群众需要的一种价值尧信仰
与意义的表达袁在公民层面的野爱国尧敬业尧诚信尧
友善冶是个人立身之本的一种价值尧信仰与意义的
表达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对人类价值尧国家价
值尧 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的观照中决定着社会主
义意识形态的方向与性质袁 是新时代坚持与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在全社会凝聚的最大社

会价值共识遥 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即
是全体社会成员思想价值观念共识的构建袁 社会
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是形成我国社会不同阶层思想

共识的重要精神力量袁 在促进我国不同社会阶层
思想共识形成中具有强大的凝聚尧 整合与引领作
用遥 事实表明袁改革开放以来袁我国社会各阶层围
绕自身利益诉求表达着不同的价值尧信仰与意义袁
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也在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

中寻求野最大公约数冶袁建构不同阶层的野重叠共

识冶袁聚焦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袁关注社会全
体成员的根本利益尧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袁凝聚不
同社会阶层的思想价值观念系统袁 正确表达人民
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理想信仰与价值意义袁夯
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塑造社会不同阶层

野重叠共识冶尧野交往共识冶的文化代码功能袁发挥其
强大的思想凝聚尧整合与引领作用袁消除社会不同
阶层之间的思想隔阂袁 增强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
相互理解袁 促进社会主义价值共识在不同社会阶
层之间的实现袁 进而推进社会不同阶层之间思想
共识的形成遥

思想共识即社会不同主体在思想价值观念上

达成基本一致或共同的认识袁 塑造思想共识是弘
扬和宣传主流意识形态的根本所在遥 社会不同阶
层思想共识达成的关键是要筑牢全体社会成员的

共同思想基础袁寻求思想价值观念趋近的野最大公
约数冶和思想价值观念分歧的野最小公倍数冶袁正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院野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
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袁 巩固全党
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冶遥 咱7暂渊P153冤然而袁
改革开放以来袁随着社会阶层差距的扩大袁社会不
同阶层在某些领域中呈现了思想共识的离散状

态袁这集中体现在改革与发展共识上遥 事实表明袁
社会阶层分化也带来了不同阶层思想观念的分歧

与冲突袁引发了诸多社会矛盾与冲突袁已是一个不
容置疑的客观事实遥 作为当代中国社会诸多矛盾
的现实呈现袁 干群矛盾与劳资矛盾往往是造成不
同社会阶层之间关于改革与发展共识离散的现实

诱因遥与之相伴的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野虚无论冶野无
用论冶野过时论冶野教条论冶野泛化论冶 等认识误区和
不当论调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社会主义主流意

识形态的传播效果遥 关于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各种
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论争便是其较好的理论诠释遥
可以说袁 社会阶层分化下的干群矛盾与劳资矛盾
也直接反映到意识形态领域袁 造成了贫富群体思
想价值观念上的野鸿沟冶袁加快了贫富群体意识形
态的分化遥贫者更贫尧富者更富袁强者更强尧弱者更
弱的野马太效应冶加剧了贫富群体思想价值共识的
离散甚或撕裂袁 直接削弱了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
态的凝聚尧整合与引导功能遥主流意识形态在建构
社会思想共识中的主导力与影响力下降袁 各种非
马克思主义思潮及价值观趁虚而入袁 侵蚀了社会

于 波院当前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挑战要要要基于社会阶层分化的视角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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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阶层思想共识形成的文化代码袁诸如国内野新
左派冶与野新右派冶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争论袁
其不仅折射了不同阶层群体的思想观念分歧袁影
响了不同阶层野重叠共识冶的达致曰也导致不同社
会阶层对社会主义价值体系认同偏差与迷惘以及

改革发展共识的离散碎片化袁 甚或有打着反思改
革的野名义冶谋求否定改革之野实质冶的现象袁出现
了某些干扰我国全面改革开放的荒诞言论袁 模糊
人们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解与认同袁淡
化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仰与价值认同袁 稀释了社
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效度遥 习近平总书记
也深刻洞察了当今社会中有人葫芦里卖药之本

质袁 强调指出院野当今袁 社会上关于改革的议论很
多袁耶药方爷 也很多遥 很多意见和建议值得深入思
考袁但也有些意见和建议偏于极端袁一些敌对势力
和别有用心的人也在那里摇旗呐喊尧制造舆论尧混
淆视听遥 冶咱9暂渊P56冤

三尧阶层文化身份区隔院消解主流
意识形态的话语建构

区隔即区分尧隔离之意袁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
认为野区隔冶意指必然趣味和自由趣味的对立所导
致的社会阶层的分化遥 文化区隔乃是阶层区隔的
一种重要标识袁 社会不同阶层由于经济地位不同
而具有不同文化身份归属袁 不同阶层的文化身份
归属显性或隐性显示了其社会位置遥 不同阶层之
间冲突在一定程度上是文化趣味标准的冲突袁不
同阶层的文化身份区隔折射了不同阶层的权力阶

位和话语区隔袁 不同阶层的文化身份区隔与社会
身份区隔是一种结构性同源关系遥 文化身份背后
的象征意义和符合价值在一定意义上镶嵌和建构

规定性的社会秩序袁 内在蕴藏着一种文化排他性
特征袁 即一个阶层对另一个阶层往往具有文化趣
味上厌恶和排斥袁 隐喻了不同阶层的文化趣味在
社会秩序中的位置与差异袁 进而导致不同阶层在
认同自我文化身份中对他者文化身份的拒斥遥 法
国社会学家皮埃尔窑布迪厄在叶区隔:趣味判断的
社会批判曳一书中认为资产阶级的趣味渊区隔感冤尧
工人阶级的趣味渊必需品选择冤和小资产阶级的趣
味渊文化善意冤等构成了社会空间的三重维度遥 其
中纯形式的审美文化推崇是资产阶级的文化趣味

聚焦袁日用伦常限制是工人阶级的文化趣味聚焦袁

资产阶级的文化趣味与工人阶级的文化趣味之间

是一种正统文化趣味与通俗文化趣味的对立与排

斥关系袁 小资产阶级文化趣味则是在毕恭毕敬对
待资产阶级文化趣味中有着一种无可奈何的文化

尴尬境遇遥 这三大阶级都在自我群体的文化身份
归属中具有排斥其它群体文化趣味的本能袁 从而
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显示其社会位置的文化象

征袁 不同阶级阶层之间的文化习性与趣味成为了
他们社会区隔的重要标识遥 可以说袁皮埃尔窑布迪
厄在叶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曳一书中看到了
不同阶级阶层之间文化趣味的内在区隔所导致的

不同阶层文化身份归属差异性袁 认为不同阶层的
文化只有在区隔体系中才得获得身份归属袁 才能
得到其应有的野名分冶遥 不同阶层的文化生产与再
生产有其相对的自主性逻辑袁 不同阶层的文化区
隔一定程度上是阶层分化的客观结果袁 文化身份
归属区隔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同阶层之间的一种自

愿性的文化认同隔离遥观照当今中国社会现实袁虽
然存在野文化阶层化冶与野文化大众化冶的理论分
歧袁但毋庸置疑袁文化身份区隔是社会阶层过度分
化背景下的一种客观现象遥 不同社会阶层中的人
具有不同的文化习性袁 同一阶层中的人也因文化
习性的一致而形成共同的文化圈袁 导致自我文化
与他者文化的区隔袁 进而固化了不同阶层的文化
身份归属差异袁 这极易阻碍不同阶层之间的文化
交流与互动袁加深不同阶层之间的文化野鸿沟冶袁诱
发不同阶层之间的文化冲突与对立袁 甚或演变为
文化话语权的争夺遥

法国哲学家福柯曾经指出院野话语即权力冶遥话
语是施展权力和掌握权力的关键要素袁 它绝非是
一种简单透明的中性要素袁 而是各种不同思想力
量进行角逐的场所袁 话语背后折射着不同利益群
体的价值立场和利益诉求袁 掌握了话语资源的社
会阶层意味着掌握了话语权遥 在社会阶层分化境
遇中袁 话语权滥用或话语排斥是不同阶层之间文
化排斥的一种主要表征袁 话语权滥用也往往是导
致不同阶层文化对立与冲突的重要诱因袁 折射了
强势社会阶层对弱势社会阶层的一种文化身分骄

纵的排斥心态袁 其不仅有可能引起社会不同阶层
之间的情绪冲突与对立袁 也有可能引起民众对主
流意识形态的离心袁 因为话语是意识形态的表现
形式袁 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是与话语紧密交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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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的袁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院野思想尧 观念尧
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袁 与人
们的物质交往袁 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
的遥 冶 咱2暂渊P151冤人民性的话语特质是我国社会主义主
流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袁 人民性的话语特质植根
于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之中遥 社会
主义主流意识形态通过人民性的话语特质来筑牢

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袁 不断满足人民美
好生活需要是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价值

转向遥作为文化的内核袁意识形态是文化软实力的
内容基点袁决定着文化建设的性质与方向遥文化是
意识形态的承载体袁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体系袁意
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要受到主流文化的母体性意

义规定遥由此可知袁文化与意识形态是既有区别又
有联系的辩证关系袁 二者的关系可概括为文化的
意识形态性和意识形态的文化性袁 正如习近平总
书记所言野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尧文化
软实力建设的重点遥 这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
最深层次要素遥 冶咱7暂渊P163冤然而袁文化身份问题是一个
现代性问题遥 社会阶层分化背景下的文化身份区
隔会使个体在固守自我文化身份中对他者文化产

生一种模糊与排斥感袁 从而弱化对他者文化的包
容与信任袁 特别是强势阶层对其文化身份的情感
依赖致使其不会轻易接纳其它阶层的文化元素袁
甚或疏远尧抗拒其它阶层的文化元素袁人为造成不
同阶层之间的文化身份落差袁 从而有意或无意地
忽略了文化的人民性根基袁 造成文化身份区隔下
的身份认同困惑和价值选择迷茫袁 消解了主流意
识形态所具有的人民性话语特质袁 侵蚀了主流意
识形态的人民生活话语叙事袁 导致了我国主流意
识形态对非主流意识形态引领中的话语断裂袁腐
蚀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发展的人民性底蕴袁 削弱
了人们的主流意识形态自信遥
四尧阶层流动渠道梗阻院加重主流

意识形态的信任危机

在阶层分化大背景下社会流动性不足已经凸

显遥 在利益考量视角下袁既得利益尧阶层利益藩篱
固化致使阶层壁垒难以打破袁 跨阶层的社会流动
通道受阻尧变窄遥同代交流性减弱和代际遗传性加
强是社会流动性不足的表征遥改革开放以来袁我国
在社会阶层分化过程中也产生了社会流动性不足

现象袁出现了贫富差距的阶层和代际转移袁形成了
野富者更富尧贫者更贫冶的代际传递具有一定的稳
定性袁使得不同的人群野被贴上冶了不同的标签袁
野被进入冶了不同的通道袁从下向上的阶层流动成
为许多人无可奈何的一种慨叹袁 这是新时代坚持
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不可回避的现实难

题遥新时代要切实提高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袁实现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袁就必须把野阶层流动渠道
梗柤冶的苗头扼杀在萌芽之中袁打破既得利益的藩
篱袁野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袁 不失时机深
化重要领域改革袁攻克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袁突
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袁 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
力袁进一步激发和凝聚社会创造力遥 冶咱10暂改革开放
以来袁虽然我国经济社会取得了明显进步袁但也同
时隐约滋生了社会流动性不足现象袁 跨阶层流动
通道日益逼仄袁野官二代冶野富二代冶野农二代冶野穷二
代冶野星二代冶 等利益固化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折射
了我国社会流动性不足的苗头袁 造成草根阶层的
向上流动式微尧中间阶层的相对被剥夺感增强尧新
富阶层的移民倾向强烈袁 提高了不同阶层之间流
动的身份壁垒和流通成本袁 减少不同阶层之间的
垂向流动袁加剧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与对立袁改革
开放的成果难以在野新底层社会冶实现共享遥然而袁
更可怕的是袁 有的既得利益者为了捍卫其自身利
益袁 错误地将社会流动性不足和社会稳定进行简
单等同袁 认为社会稳定与社会流动性不足是成正
比例关系袁 社会流动性不足是社会和谐稳定的表
征遥 必须对这种所谓社会流动性不足的正当性而
摇旗呐喊的行为保持一种高度警惕遥 需要澄明的
是袁 社会流动性不足极易导致利益藩篱固化和社
会结构僵化袁 社会流动性不足极易引发和刺激民
众的社会公平焦虑和相对被剥夺感袁 进而损害社
会的公平正义袁 社会和谐稳定不能简单等同于社
会流动性不足袁 社会和谐稳定需要跨阶层的社会
正常流动袁需要突破利益固化藩篱袁畅通阶层的社
会流动通道袁 健全阶层的社会流动机制袁 惟有如
此袁才能阻断贫穷在代际之间的传递袁社会才能得
到健康有序的良性发展遥 为此袁在某种意义上袁与
贫富差距相较而言袁 社会流动性不足对社会公平
正义的损害有过之而无不及袁 社会中出现的权力
精英与资本精英的结盟袁 极易导致体制性腐败和
禁锢社会活力的恶果袁 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中需

于 波院当前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挑战要要要基于社会阶层分化的视角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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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消弭的一道现代性伤疤遥
在阶层流动渠道梗阻中袁 对子女一生助力的

给予和对子女一生牵绊的陪伴袁 是精英家庭与平
庸家庭的一种对比写照遥 为此袁社会中出现的野富
者更富尧贫者更贫冶的长期稳定化现象袁不仅会消
解新底层社会群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

信尧制度自信尧道路自信与文化自信袁而且会使他
们把家庭尧 出身而非个人努力奋斗作为其发展的
主要因素遥 野拼爹冶野拼家庭冶野拼关系冶的心态胜过
了拼个人努力与奋斗的心态袁 走捷径的心理胜过
了脚踏实地的心理遥 众所周知袁强势阶层尧精英阶
层出于对经济资源尧 政治资源与文化资源的占有
优势袁往往会为其下一代的子女人生设置了下限袁
预留了人生止损线袁铺设了玻璃地板袁购买了人生
保险袁 从而规避其下一代子女滑落为弱势阶层或
社会底层的风险袁哪怕下一代子女一事无成袁也可
以成为强者世界中的一个列席者遥为此袁面对社会
流动性不足所带来的这种社会不公现象袁 有的青
年人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与教育采取

的是消极式接受尧被动式认可袁甚或出现对社会主
义主流意识形态科学性与价值性的内心深度怀疑

或否定遥事实表明袁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之所以能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袁 是因
为人民性是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根

本属性袁 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与政策等都是植根
于维护与发展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长远

利益之中的袁 人民群众也因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中实实在在地享受到了改革开放的

伟大成果遥换言之袁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
形态的认同是与能够共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成果相关联的遥同样袁人民群众对党和政
府信任危机的产生袁 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认
同度的下降袁 也是与人们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中的公平正义感缺失相关联的袁 特别
是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经济资源尧 政治资源和
文化资源的代际传承或代内复制交换袁 加剧了强
势阶层与弱势阶层的分化与对立袁 使原具有政治
荣誉感和优越感的工农阶层有着一种相对被剥夺

感和弱势心理遥为此袁他们在面对低收入水平状况
并被固化的窘境时袁对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本质尧
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尧 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
主义国家性质等渐趋产生疑虑尧困惑甚或否定袁对

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感下降袁 对党和国
家的群众路线方针政策产生怀疑袁 加剧了对党和
国家的意识形态信任危机袁使党群关系尧阶层关系
之间的紧张状态日益显性化袁野仇官冶野仇富冶 现象
更趋白热化袁 从而冲击了新底层社会群体对社会
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度与信任度袁 直接削弱
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与凝聚力遥
五尧阶层情感共鸣式微院侵蚀主流

意识形态的转译界面

实现人们的美好生活需要是社会主义主流意

识形态的首要逻辑袁 是建构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
认同的首要的尧 根本的转译界面遥 道格拉斯窑诺
斯曾经指出院野大凡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是灵活
的袁 以便能得到新的团体的忠诚拥护袁 或者作为
外在条件变化的结果而得到旧团体的忠诚拥

护遥 冶咱11暂渊P58冤为此袁必须强化社会各个不同阶层在主
流意识形态上的情感共鸣袁 寻求能让社会不同阶
层共同接受与认可的意识形态传播方式遥然而袁不
同的意识形态尧不同的群体尧不同的阶层在任何一
个社会中都是客观存在的遥在社会分层背景下袁身
体阶层化与情感阶层化是社会分层所导致的一种

不可忽视的客观现象袁 特别是情感的阶层化极易
造成不同阶层在主流意识形态上的情感共鸣式

微袁 进而侵蚀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美好
生活需要的转译界面遥 马克思窑韦伯将财富尧声望
与权力作为其社会分层理论的分析工具袁 并以财
富尧声望与权力为分析变量袁将人们划分为不同的
阶层袁 国内学者对中国社会阶层的研究亦基本沿
袭了马克思窑韦伯的分析路径遥 毫无疑问袁随着我
国以市场化为先导的社会结构的全面转型袁 经济
学意义上言说的中产阶级尧小资产阶级得以诞生遥
尽管他们获得了经济上向上流动的可能袁 但依然
面临着阶层身份的文化意义上的尴尬与无奈遥 文
化意义上的阶层身份建构乃是研究社会阶层分化

所不可忽视的一个视角袁 因为文化是建构社会阶
层结构的一种重要方式遥 这种阶层身份的建构是
通过人们的身体和情感来加以建构的袁 是与强势
阶层的优越感和自豪感紧密相关的袁 身体和情感
也往往成为了阶层身份的一种表达工具遥 阶层身
份的身体和情感建构所导致的一个客观事实袁就
是可能阻隔了弱势阶层向上流动的机会袁 从而导

10



第 6期

致身体阶层化和情感阶层化的现象产生袁 使社会
充斥着有关身体与情感的阶层想象袁 如社会上流
行的野高帅富冶尧野白美富冶野矮挫穷冶 便是身体阶层
化的现实脚注袁野剩女冶与野吊丝冶便是商品逻辑宰
制下的一种情感阶层化的隐喻遥 情感的阶层化既
隐喻了情感具有阶层属性袁 对于新底层社会中的
人来说袁美好的野爱情冶往往是累人的袁野剩女冶不是
因为自身家庭出身不好尧 颜值低尧 身材差而成为
野剩女冶袁而正是由于不愿让美好的野爱情冶接受商
品逻辑的宰制而追求野情感冶的野纯粹冶尧野圣洁冶而
成为野剩女冶遥同时袁情感的阶层化也折射了不同阶
层之间的价值观念差异和生活方式差异袁 表明了
文化对情感的剥夺袁而非家庭出身等因素袁是难以
在短时间内消解这种差异所带来的野鸿沟冶遥叶新结
婚时代曳叶失恋 33天曳等电视剧的上演便是对情感
阶层化的一种较好佐证袁 反映了强势阶层与弱势
阶层之间有着一种文化意义上的阶层身份差异的

尴尬与无奈袁如果这一事实放大到整个民族的话袁
其剥夺的则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尊严袁 而不是一
个个体的身体和情感遥

野一种观念的强大之处就在于袁一旦越来越多
的人认识到它的正确性袁 它就会顽强地存在于人
们的意识之中袁无论遭到的障碍有多大袁它总有一
天会变成现实遥 冶咱12暂渊P46冤同理袁身体阶层化和情感阶
层化的思想观念一旦被认为是正确的袁 并以文化
方式对其标准加以建构的话袁 所造成的后果不仅
仅是对人们身体和情感的剥夺袁 而是对整个民族
精神和尊严的侵蚀遥 因为当人们的身体和情感受
到了商品逻辑所宰制时袁 对于处于弱势阶层的个
体而言袁财富尧声望和权力的阙如袁往往可能致使
其情感的飘零和身体的流浪曰工作的挫折尧爱情的
失败袁往往会滋生其对社会的泄愤和国家的不满曰
生活的无望尧未来的迷茫袁往往会粉碎其人生的梦
想和激情的岁月遥 当今身体和情感的阶层化所带

来的不同阶层之间在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上的情感

共鸣式微袁 正在悄无声息地侵蚀着不同阶层对主
流意识形态认同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转译界面遥 特
别是消费社会中对身体和情感的文化剥夺袁 已使
人们的情感陷入市场和商品逻辑的漩涡之中袁野剩
女冶野吊丝冶便成为了野情感抗争冶的衍生品遥 同时袁
由于情感认知具有阶层属性袁 情感的阶层化架设
了不同阶层群体的情感认同框架袁 不同阶层在情
感能量上的不平等也是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原

因遥 诸如新底层社会群体人员的负性情感滋生了
他们对社会的不满袁 各种政治调侃或语言嘲讽也
从侧面表达了他们对社会的一种情感式抗争或

野正义式愤怒冶袁 导致了不但没有形成对主流意识
形态认同的情感共鸣袁 反而侵蚀了主流意识形态
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转译界面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院
野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袁期盼有更好的教育尧更稳
定的工作尧更满意的收入尧更可靠的社会保障尧更
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尧更舒适的居住条件尧更优
美的环境袁 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尧 工作得更
好尧生活得更好遥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袁就是我
们的奋斗目标遥 冶咱7暂渊P4冤为此袁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
活需要袁包括人们的美好情感需要袁是我国社会主
义主流意识形态所承载的根本的尧 首要的转译界
面遥如果人们的美好情感需要能够得到有效实现袁
人们的美好情感需要能够回归到生活的本位袁走
出野闪婚冶野闪离冶的情感快餐化误区袁人们自然而
然会有一种情感上的获得感与幸福感袁 人们的身
心也能得到愉悦地安放袁 自然而然会对社会主义
主流意识形态产生深切情感认同遥所以袁包括美好
情感需要在内的美好生活需要满足度是支配不同

阶层群体人员的根本行动逻辑遥 提升社会主义主
流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袁 必须关注不同阶层
群体的情感世界袁不断满足人们的美好情感需要袁
实现不同阶层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情感共鸣遥

于 波院当前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挑战要要要基于社会阶层分化的视角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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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llenges of Current Mainstream Ideology Construction
要From Perspective of Social Stratum Differentiation

YU Bo

渊School of Marxism, Nancha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anchang 330099,China冤
粤遭泽贼则葬糟贼院 Ideology is an objective reflection of social existence. The present pap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stratum differentiation, analyzes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current mainstream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i.e. over -differentiation of class interests袁 discrete ideological consensus of strata袁 class
cultural identity separation袁 class flow channel obstruction袁 and decline of emotional resonance of social
strata, which can dilute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Therefore,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mainstream ide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stratum differentiation can be an important
standpoint and also extend the research space of ideological studies.
运藻赠 憎燥则凿泽院 mainstream ideology; interest differentiation; social stratum different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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