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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传播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研究的思考

吴传一

党的十七大提出 “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

史任务以来,国内理论界和实际工作者积极响应,数年之间已

经推出了一大批成果,形成了研究和宣传的热潮。但在研究方

法的创新、研究视角的拓展方面,现有的成果还不多。笔者认

为,引入近几十年迅速发展起来的传播学理论,借鉴人类信息

传递研究的最新成果,更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的理论和方

法,对于帮助我们拓展视野,提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科学化

水平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理论创新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怎样实现大众化的问题不是今

天才提出来的课题。中国共产党在过去90年的辉煌历程中,

之所以能够始终保持青春活力、立于不败之地,其经验之一就

是在不间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注重教育、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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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进而最大限度地动员和团结民众,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

努力奋斗。

进入新世纪后,党的十七大再次提出并强调马克思主义大

众化问题,显然有着不同的时代内涵。十七大报告是这样表述

的:“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

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

里的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可以从两个层面解读:一

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取得的最新理论成果的大众化,二是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要与时俱进、紧扣时代脉搏、彰显时代

特色、符合时代要求。因此,十七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提出

要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首次把

时代化与中国化、大众化并列作为一项整体性的重大战略任务

提出来,更加突出了时代性或当代性,要求在 “化”字上下功

夫。

当今时代有两件大事深刻地影响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

一是信息社会的兴起,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

速,二是中国的崛起。1973年,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出

版了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首次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

三个阶段: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前工业社会

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依靠机器制造业进行社会化

大生产,“至于后工业社会,轴心又从生产转向管理、由机器

转向信息,整个社会开始围绕知识亦即系统化的信息而运作,

其主要特征就是产品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变”,① 因而后工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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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彬主编:《大众传播学》 (修订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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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也称作信息社会。这一进程的起点大约是在20世纪中期,

到20世纪末已经形成了潮流。而中国的崛起,如张维为所论,

“是一个不同质的国家的崛起,是一个五千年文明与现代国家

重叠的 ‘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的崛起,

是一种独立政治话语的崛起,它给世界带来的可能是新一轮

‘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① 面对国际国内局势变动的新机遇和新

挑战,我们党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 “三化”的战略任务,体现

的是自觉和成熟,把握住了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如何科学地

有效地解决时代提出的马克思主义 “三化”课题呢? 当然既要

研究借鉴历史提供的经验教训,更要站上时代的高度,以新的

视角和方法,研究时代提供的新材料,尤其要针对人民群众当

前所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提出新思路、得出新结论。也就是

说,要致力于理论创新。

仅就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而言,它是一个过程,是通过宣传

教育,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到通俗、由少

数人理解掌握到被广大群众理解掌握的过程。这个过程具有明

显的双向性、渐进性和系统性的特点。所谓双向性,指这个过

程是理论掌握群众的过程,也是群众掌握运用理论、推动理论

发展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是开放、发展的,始终需要不断地从新的

实践中概括出新的结论。同时人民群众在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

同时,自身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话语表达方式乃至行为习惯

也在接受着时代的潜移默化。因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一双

向互动过程也必然随着时代的流动而演进。所谓渐进性,指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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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维为著:《中国震撼———一个 “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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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是通过努力不断积累知识和经验的过程,

伴随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始终,不能期待毕一役之功,更

不能急于求成。大众化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也就同样不是一蹴而

就的,要注重保持与时代同步。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

播、延安整风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理

论学习活动,到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

教育活动,一系列的历史节点均凸显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

个不断地向深度和广度推进的渐进过程,也反映出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的内容、方式、途径等各方面的开拓创新。所谓系统

性,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 “三化”系统中的有机

组成部分。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不应当被解读为分离的

三个环节或者过程,而是 “三位一体”的系统化的战略任务。

三者之间互为前提、相互衔接、相辅相成而为一个整体。马克

思主义大众化过程所具有的双向性、渐进性、系统性的特点,

反映着这一时代课题的复杂程度和解决难度。由此可见,不断

推进研究的理论、方法、途径等的创新,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

化这一历史任务的性质和特点所决定的。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受到了理论界和实际工作

者的广泛关注,教育部也于2009年专门设立了 “教育部人文

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一大批

理论成果相继问世。这些成果围绕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在重要性和必要性、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历史经验、现实途

径和工作机制、工作队伍建设等诸多方面展开了大量有益的探

索。但有研究报告表明,在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和宣

传进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 “讲为什么的多,谈如何

做的少;讲基本理论的多,研究现实问题的少;总结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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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探讨工作机制的少”, “大题小做、学用脱节、眼高手

低、高频率重复、低水平复制”等①,与中央的要求和人民的

期望还有较大的差距。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囿于

传统的思维方式、拘泥于旧有的研究方法,未能紧随时代脚步

有效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的理论创新,应该是其重要的

原因。因此,更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的理论、思路、方

法、途径等,是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向纵深推进及迈向科

学化、规范化轨道的需要。

二、现代传播理论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提供了新的思

路和方法

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的理论创新呢? 笔者认

为,借助现代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是一个意义重大而

且切实可行的选择。

首先,传播学是信息社会时代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

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传播问题,所以

可以将传播学的理论和方法引用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之

中。

传播学兴起在欧洲和美国,作为一门学科,“萌芽于20世

纪的初期,成型于20世纪的中期,繁盛于20世纪的后期。”②

目前已经成为西方知识界最为热门的研究领域之一。传播学在

这一时期受到广泛的关注和研究,当然不是偶然的。任何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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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报告 (2010)》,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
第11、12页。

李彬主编:《大众传播学》 (修订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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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动力都来自于社会的实践,20世纪中后期出现的工业社

会向信息社会的过渡,技术进步、媒介更新、知识爆炸,正是

传播学这棵理论大树茁壮成长的肥沃土壤。尽管人们对于究竟

什么是传播学,至今还没有统一的定义,甚至在研究对象、研

究目的、研究方法、知识体系、概念术语、学科归类等基本问

题上也处于莫衷一是的状态,但总体上讲,传播学的研究对象

是人类信息及其传递活动,研究任务在于揭示传播的本质和规

律。清华大学李彬教授定义为 “在信息社会来临之际而兴盛起

来的一门探究信息及其传播的社会科学。”① 浙江大学邵培仁教

授则定义为 “是一门探索和揭示人类传播本质和规律的科学,

也是传播研究者在最近几十年对人类传播现象和传播研究成果

进行系统分析和有机整合而发展成的知识体系”。②

信息传递和交流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活动之一。从运

行上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也是信息组织和传递的过程,

解决的是理论与大众的关系。对此马克思有一段著名的论述: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

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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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③ 理论首先是由少数人

理解和掌握的,说服大众 (或者宣传、教育、灌输)就是一个

必经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特别

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转化为千百万人民群众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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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世界的精神武器,从小众到大众、从理论到实践,这样的

过程也就具有一个人群向另一个人群传递信息的特征。仅就信

息传播的共性而言,与其他类型的传播没有本质区别,遵循着

同样的传播规律。

事实上,政治理论和政治主张的传播在传播学的早期发展

中就占有重要的位置。现代传播学的奠基人之一,美国学者哈

罗德·拉斯韦尔就是一位研究宣传技巧见长的政治学家,著有

《世界大战时期的宣传技巧》、《世界革命的宣传》、《宣传与推

行》、《宣传、传播与舆论》、《世界政治与个人不安全感》等多

部著作。按照 “国际传播学会”(ICA)制定的学科分类标准,

政治传播与企业传播、健康传播、关系传播、危机传播、整合

营销传播等,同属重要的 “亚学科”门类。

其次,传播学的理论和方法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有着

重要的借鉴价值。

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传播学涉及领域之多、研究范

围之广是其他社会科学学科难以比拟的。哲学、政治学、经济

学、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人类学、逻辑学、语言学、教

育学、文学、艺术以及自然科学的研究者都可以找到感兴趣的

理论单元,因而带来了持续的研究热。如今, “大学里的各个

系科———包括自然科学、艺术、数学、文学、生物学、商学和

政治学———都开设了许多与传播有关的课程。”① “在美国每年

颁发的近100万个学士学位中,有5万个 (5%)颁给了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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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斯蒂芬·李特约翰、凯伦·福斯著:《人类传播理论》(第九版),清华大

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



学的各个不同研究领域的学生”。① 在这样的学习研究热潮的驱

使下,涉及传播学的理论成果迅速累积,大量的成果被广泛运

用于新闻、广告、营销以及信息化建设等等方面,取得了显著

的效果。

那么,传播学成果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有没有借鉴价

值呢? 笔者的回答是肯定的。如拉斯韦尔著名的 “五 W 模

式”,将信息传播过程分解为 “谁” (who)、 “说什么” (says
 

what)、“通过什么渠道” (in
 

which
 

channel)、“对谁说” (to
 

whom)和 “产生什么效果” (with
 

what
 

effect)等五个要素,

对应开展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受众、传播效

果等五个方面的专门研究,就很值得我们学界探讨。早在上世

纪40年代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在题为 《反对党八股》的一

次演讲中就这样讲过,他说: “现在许多人在提倡民族化、科

学化、大众化了,这很好。但是 ‘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

之谓也;有些人连 ‘少许’还没有实行,却在那里提倡 ‘化’

呢! 所以我劝这些同志先去办 ‘少许’,再去办 ‘化’,不然,

仍旧脱离不了教条主义和党八股,这叫做眼高手低,志大才

疏,没有结果的……如果不但是口头上提倡而且自己真想实行

大众化的人,那就要实地跟老百姓去学,否则仍然 ‘化’不了

的。有些天天喊大众化的人,连三句老百姓的话都讲不来,可

见他就没有下过决心跟老百姓学,实在他的意思仍是小众

化。”② 在另一次讲话中,他进一步指出: “许多同志爱说大众

化,但是什么是大众化呢? 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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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希伦·A.洛厄里、梅尔文·L.德弗勒著: 《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

碑》(第三版)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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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农兵大众打成一片。”① 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

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有口头与实际、大众与小众的区分,要

向老百姓学习,考虑受众的需要。寥寥数语,大众化的主体、

内容、受众、效果都分析到了。

再如,德国社会学家伊莉莎白·内尔-纽曼提出的 “沉默

的螺旋”理论。该理论以人们普遍存在的从众心理为依据,认

为人们当自己的意见与多数人的意见不相符合时,通常会选择

沉默。这样,占支配地位的或者日益得到支持的意见就会更加

占有优势,另一方的意见则每况愈下, “一方表述而另一方沉

默的倾向便开始了螺旋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断把一种意见确立

为主要的意见。”② 大众传播媒介则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影响 “沉

默的螺旋”:对何者是主导意见形成印象;对何种意见正在增

强形成印象;对何种意见可以公开发表而不会遭受孤立形成印

象。对我们的宣传工作者、教育工作者而言,深入研究这种

“沉默的螺旋”现象及其影响因子,势必可以事半功倍。

总之,将上述传播的理论和方法引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

究领域,可以帮助我们分析宣传教育的内容、方式、环境,从

而强化有利因素,提高大众化的效果。

当然,引进重在消化,借鉴不是照搬。马克思主义有一个

中国化的问题,传播学同其他外来理论一样,也需要围绕中国

化进行艰苦细致的劳动。由于研究者的认识论、价值观、文化

背景、研究材料等方面的差异,也由于学科本身的包罗万象、

未形成自己的体系,传播学所涵盖的范围极为庞杂,有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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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1页。
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著:《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

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298页。



甚至尖锐对立,全盘照搬既无必要也十分有害。但这样的现实

丝毫不能构成我们否定其借鉴价值的理由,尤其是传播理论中

许多成熟的方法和带有普遍意义的成果,很值得我们深入展开

研究,以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创新。

其三,我国学界运用传播学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尚待

进一步发展。

20世纪80年代初,传播理论开始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

从此,传播学的引介和发展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连接在一

起,这一学科也成为了我国新时期发展最快的新兴学科。

值得高兴的是,近年来在我国学界开始出现以传播学视角

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湖南工业大学传

播系李军林教授的文章 《从 “五 W”模式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早期传播的特点》 (2007年),以拉斯韦尔 “五 W”模式理论

作为分析的理论依据,从传播者、传播对象、传播内容、传播

渠道、传播效果等方面论述了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五个特

点;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党委书记陆士祯教授的论文 《从青年发

展的视角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2007年),论述了马

克思主义在青年中传播要考虑青年的特点,注重传播内容的与

时俱进、传播方式的日新月异;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新闻传

播系张品良教授的论文 《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学

研究》(2010年),该文对1927年至1934年中央苏区马克思主

义理论宣传的成功经验进行了立足传播学的考察,总结了必须

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充分发挥组织传播的作用、依据受众的需

要采用喜闻乐见的形式、建立高素质的 “把关人”队伍等四条

经验;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系张雪娇的论文 《当代中国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学分析》(2010年),从马克思主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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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化的传播者、传播媒介、受众等三个方面作了一些联系思

考;东北师范大学教授赵继伦、李春会的论文 《大众化传播话

语转换的双重维度分析》(2010年),认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

实现有效传播,应当从话语对象即受众和话语本身两个维度进

行话语转换。

这类研究成果我们仅搜索到寥寥数篇,即使是在马克思主

义大众化研究领域内也只能说是凤毛麟角、只砖片瓦。但这些

拓荒之作,已初步展现了应用传播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的广阔前景。另一方面,我们也能够看到,现有的研究尚属零

星分散状态,关注的学者极为有限。我们相信这一局面会尽快

改观。

三、开展传播学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交叉研究的理念和目

标定位

客观地说,传播理论是20世纪以来世界加快发展和变革

的时代的产物,时代也因为它的枝繁叶茂而受益:愈来愈多的

学科领域在这里找寻到新的理论支点,愈来愈多的成果被运用

到实践活动之中。然而,要将这样一个视野宽泛到几乎无所不

包、内容庞杂到难以归成体系的西方传播学理论引入到我国马

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领域,我们应该确定什么样的方向、达到

什么样的目的、选取什么样的角度呢? 无疑这是十分重要的问

题。

首先,关于理念的定位,我们认为当重在更新方法,拓宽

视野,探寻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的新突破。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和宣传中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之

一,就是如何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和实践性。毛泽东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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