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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研究》

内容概要

非意识形态化思潮是一种针对意识形态本身的局限性，通过反思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旨在超越马
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明显的时代性、文化性和阶级性的哲学思潮和政治理念。本书运用历
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以丹尼尔·贝尔、弗朗西斯·福山、维尔纳·桑巴特、西摩· 马丁·李普塞
特等人的思想为把手，全面梳理了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演变历程；运用比较分析法，以苏东剧变的教
训为参照，揭示了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主要表现、特征、本质及其危害，说明加强非意识形态化思潮
研究、重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重大意义及其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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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研究》

作者简介

袁铎，1965年生，陕西省岐山县人。1988年毕业于宝鸡文理学院政治教育系，获哲学学士学位；1992
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获哲学硕士学位；2006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博士
学位。现为湛江师范学院思政部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参加教育部课题1
项，主持和参加省教育厅科研课题2项，在《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现代哲学》等刊物发表论
文2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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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追本溯源：非意识形态化思潮之流变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幽灵的横空出世与西方的
驱魔之路　　不同的政治理想和价值追求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在差异
和外在紧张。无论是语言辱骂、武力干涉、外交孤立、经济封锁还是和平演变策略的最终形成，都是
这种内在差异和外在紧张的集中反应。马克思主义的横空出世，注定了西方驱魔之路的“艰辛”和徒
劳。　　一　恐惧与战栗：神圣同盟的结成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标志着人类社会开始了两种具有
不同价值追求和制度设计的理论诉求和实践活动。因此，马克思主义刚一诞生，欧美的资产阶级出于
本能的反应和阶级利益的需要，竭力试图扼杀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这
种状况进行了生动形象的描画：“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
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
来了。”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对于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提出了现实的挑战和致命的打击。
从此，他们就开始了以语言辱骂、外交孤立、经济封锁和武力镇压为能事的驱魔之路，在恐惧与战栗
中结成了神圣同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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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非意识形态化思潮自从20世纪50年代形成以来，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度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至今仍然以强势思潮的形式存在着，但研究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专门著作却实为鲜见。该书选题具有
很强的学术前沿性、理论综合性、现实紧迫性，其研究对象异常复杂，要想写好确有相当的难度。但
作者能够知难而进，既关注文本脉络的分析，又重视文本的历史性还原，围绕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诸
多问题，做了具有说服力的、实事求是的分析，立论和论证均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理论深度。　　—
—何怀远　　该书是一部深入研究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历史，反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经验教训，展
望马克思主义未来命运的学术著作．全书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视野开阔，内容
广博，资料丰富，思路清晰，层次分明，叙述流畅生动，体现出作者很强的资料驾驭能力。该书充分
吸取了以往的学术研究成果，是系统而深入地研究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力作。　　——刘怀玉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非意识形态化一直是萦绕在西方学界中的一股影响巨大的思潮。它对社会主义
价值观念的发展与壮大构成了很大的冲击。20世纪80年代以来，它对中国的思想界及社会公众的文化
图景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该书把分析的视角深入到当代中国的实践语境中，得出了在当代中国
进一步强化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既要有底线意识，又要有创新意识的深刻结论。　　——唐正东　　
该书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全面分析了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产生、演变及其根源，并以分析
该思潮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两次高潮为重点，以对典型代表人物思想的分析批判为样本，深入地揭示
出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主要表现、演变路径、内在本质及其社会危害，提出了许多具有创造性、建设
性的理论观点。　　——胡大平　　以拒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宣扬“意识形态终结论
”等为主要标识的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由来已久，在当代更是愈演愈烈。该书系统地分析了这一思潮的
来龙去脉、本质特征与危害，这对于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基础研究，从理论与实践上回应
与抵制该思潮所带来的挑战与侵蚀，从而把握意识形态发展的规律，重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具有重
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袁久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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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本书是本人非常需要的，对于本人课题研究非常有益处
2、中国最近没有意识形态了吗？宗教又如何见缝插针？关于什么是意识形态，或可看《意识形态—
—起源和影响》之类，值得关注。本书的好处，是保留了中国的话语权。我猜测这一语境将会消失于
无形，或者，再爆发？。。。去年的我竟然还写了书评？现在回顾，有些害羞。感谢网络，保留了当
日的所思所闻。

Page 7



《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研究》

精彩书评

1、这本书很有意思，偶然在图书馆看到，一翻，确实值得一读。我着重读了第五章与第六章，都是
关乎当代中国的现状的。其中涉及了一个传统意识形态在中国存亡的问题。看得出，作者在行文中并
没有流露出一个愤青的腔调，而是平时如理地分析全球化背景中出现的民众心理状态的失落。但显然
，作者是属于左派的。从他引用孔庆东、卡斯特罗的文章，我发现作者自身也是很无奈很悲观的。也
许作者自身也知道，要净化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必须依靠执政者自身的以身作则。因为，作者着重
笔墨分析的“消费主义的泛滥 ”与 “精英教育的垮台”，其背后的推动者，就是中国统治者本身。
很遗憾，作者无法用这本书撼动统治者，也不知如何靠自己重建一个八十年代的欣欣向荣的局面，即
学术与政治互动、大众生活三位一体互动的局面。这也许是件好事，也许不是。金观涛说，八十年代
是一个宏大的思想运动。我一直梦寐着能回到过去。但这场运动，你我都知道，在今天已经老早变样
了。看着作者文笔间流露出的失落情绪，使我想到了那些在豆瓣上经常不怀好意、不思进取却又喜欢
大放厥词的人们。其实，这场运动的失落，不就是因为我们自身的不作为、烂作为造成的吗？个人与
时代的关系，其实就是个人与灵魂的关系。还有那个万恶的文化大革命，其实，很多悲剧，是地方上
的小不垃圾弄出来的。这一点，我当警察的爷爷可以现身说法。但为何总有人喜欢谈论一些不切实际
的东西，而忽略自身的身口意三门呢？我想，这就是人性本身吧。恰如今天大热的自由主义与民主等
西方概念。盲目的拍手叫好，恰如文革那批冲在最前面的红卫兵小将。这批小将里能出李泽厚？能出
赵鑫珊？能出刘小枫？恐怕，连一个汪国真也出不了吧？回到这本书。这本 《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研究
》，关于当今大热的“自由主义”学术的探源，对我这个学术穷小子是有启发意义的。而 书中评论的
多党共和制度、民主制度则显然不是很专业了，只是表了个不赞成的态度就轻描淡写敷衍过去了。而
且，没有看到作者对民族国家、爱国主义、宗教的评论，不知是我看得太快了，还是作者无力下笔。
恩，无论如何，我触目惊心地发现了中国已经不再是学者的中国了。很多学者评价分析的中国，竟然
和我的生活毫无关系。特别是当我挤地铁被人骂、吃饭被人插队却又不敢吭声的时候，我感觉这个国
家这个民族，再也没是知识分子笔下的样子了。与其看著作，我更宁愿看小说，看散文，看韩寒的博
客。因为，从文人笔下，我倒可以见证一股亲切，体味一丝生活上的哲学。诶，今天的学者，大概都
不会乘坐地铁了，也不去菜场买菜了，也许超市也不逛了。他们躲在高级饭店里大快朵颐，简直和执
政者中的败类一副马相。他们贫弱，却又猥琐；有高学历，却没一点同情心。当然，我并不要求所有
的大学讲师、教授、副教授都出来说说公道话，毕竟陈寅恪对人类来说还是需要的。但是，越来越多
的妥协，只能让情况更糟，不是吗？我很怀疑，０８年中央把部分的献计献策权权交给北大清华，会
不会应正一句古话：书生误国？呵呵，好在，看了这本书，我发觉这个叫袁铎的大叔可不像我们学校
那些中间派，他，是本着良心，用生活在写中国的意识形态，在写我的中国。也对，学术、大众生活
与政治的互动，过去是意识形态的领域，现在依然是吧。但愿我在豆瓣上认识的未来学者们，也能把
生活写进学术，写进小说，写进日记，写进帖子，写进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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