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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品质成长

邱柏生

（复旦大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 200433）

［摘 要］ 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创新发展的内容中，理论品质的丰富化和品质成长，是一个不

容忽视的内容。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品质主要表现在理论内涵的彻底性、意义诠释的普遍

性和广泛性、理论原则的坚定性、理论表现的延展性、理论逻辑的自洽性、理论魅力的感召

性等。理论品质成长作为一个过程，离不开一定的基础与条件，其中最深厚的基础是实践，

最关键的环节是凝炼和反思，对象化又是很重要的反思要求。此外，理论品质成长还离不开

诸多理论之间的交互作用和取长补短，更不能脱离周围环境的制约作用，其中还包括国家需

要、社会成长内需对理论品质成长与提升所提出的要求，它们是决定一个理论实现程度（包

括品质成长）的重要基础与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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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到来，思想政

治教育外部环境和目标任务都将发生新的变化。在

这种变化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创新发展面临

着更多的要求。在创新发展的诸多内涵中，思想政

治教育理论品质的丰富化和品位提升，显然是一个

不容忽视的选项。

一般看来，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主要表现

在理论研究与实务进展两大领域。而理论方面的创

新发展主要指新理论观点的形成、新知识形态的出

现、新的方法论或新的研究范式的显现，其中自然

也包括理论品质的不断提升、多样化和丰富化等过

程。值得指出的是，本文在此并不具体评判当下思

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中既有理论的品质状况，仅仅

是通过提出这一问题，从应然的立场出发，呼吁着

手建立诸如此类的一些评价标准，以期人们在今后

的学科建设中特别是理论建树中，更加有意识地关

注理论品质的提升问题。

一、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品质的主要表现

思想政治教育原理研究中重要的理论之一，是

马克思的“说服的彻底性理论”。和这一理论直接

对应的一段著名论述是这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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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1]

问题是，我们多年来对“所谓彻底，就是抓住

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之内涵的理

解和研究又有多少成果？更重要的是，如果有研究

成果，这些成果对我们的实践又有怎样的实际指导

价值？可以认为，马克思的“说服彻底性理论”，既

对我们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实务开展具有方法论指

导价值，更有本体论意义上的指导价值，同时还昭

[作者简介] 邱柏生，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46
思想理论教育 2018.09
思想教育研究

示着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理论（无论是基础理论还

是指导实务开展的工作理论），它们都不得不经由

“说服的彻底性”在实务方面所获得的现实成果，才

能大致折射出这些理论本身所具备的品质状况及其

品位，从而由此引导着人们关注并研究理论品质如

何显现和提升的问题。

1．理论内涵的彻底性和意义诠释的普遍性、

广泛性，应该成为理论的最基本品质。这里首先是

理论内涵的彻底性，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

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对人的关怀不断深化，并

且这种人文关怀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二是理论对

人们的正当需要予以全面关照和真切表达，不仅反

映着人们的眼前利益，而且更深刻地表征社会最广

大人员长远的根本利益，也就是说，这种彻底性主

要表现在利益代表的广泛性、利益表达的精准性、

利益反映的持久性，以及利益扩展的可期性等，那

些完全不表征人们切身利益的理论最终会沦为空头

理论，遭遇“思想一旦脱离利益，就会使自己出丑”

的状况。三是理论也需要在相当程度上彰显某种价

值或普遍性规则，尽管这些普遍性规则最终只能在

相对意义上去理解，而不能将其绝对化，但毕竟这

些普遍性规则具有超越当下或改变非正常状态的内

在要求，因此那种只表征当下或眼前利益而无法代

表终极价值的理论，可能属于“蹩脚”的理论。这个

关系也就是人们在政治学研究中所讨论的“原则政

治”与“利益政治”两者的关系。思想政治教育理论

不能不涉及“利益政治”问题，即任何社会统治或社

会管理，甚至社会治理，或者包括教育、医疗等社

会公共服务活动，都无法避开事实上的不平等现

象，产生被人们所抨击的“歧视性待遇”问题。这一

状况被某些学者认为就是现代政治的特征，即现代

政治不是“原则政治”，而是“利益政治”。而“原则

政治”则关心普遍性原则如何延伸到政治中去和如

何实现等问题。尽管人们也质疑“原则政治”的要求

是否具有“理想的色彩”，因为要彻底消除社会所存

在的所有不平等待遇是十分困难的，充其量“只能

降低歧视性的程度”。[2]但人们在感觉上还是认为要

关注“原则政治”，因此理论就需要兼顾诸如“原则

政治”与“利益政治”之间关系的平衡点。四是理论

自身具有批判性与建构性相统一的魅力，有“打破

砂锅问到底”的品性。至于意义诠释的普遍性和广

泛性，主要指这种诠释不能割裂普遍性、特殊性和

个别性三者的关联，尤其不能只顾及特殊性就否定

普遍性和共同性，否则导致的后果就是人们对这种

特殊性置若罔闻，因为它没有普遍性价值，所以无

法引起人们的共鸣。

2．理论原则的坚定性。这主要是指一个理论

具有的最内在的原则立场之规定性，仿佛《资本论》

就是“工人阶级的‘圣经’”那样。思想政治教育学的

理论立场应该就是人民立场，即真正代表着最广大

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学所有理

论的原则立场，并且由此表现出原则的坚定性、立

场的鲜明性、表征利益的精确性等。在此基础上，

还呈现出理论本身的风格，如阳刚、大气、周正

等。它们都应该存在着一个表现程度的阀阈，而考

量理论品质的发展特征就是根据这种具体表现状况

来进行的。就目前对此问题缺乏研究的状况看，人

们要对理论品质的发展状况作出恰如其分的描述可

能是比较困难的，因此目前只能对其作一些最简单

的质性研究或判断。

3．理论表现的延展性。这主要指理论解释力

的周全性和与时俱进性，不说过头话，不确认绝对

的事情存在。这种延展性又可以界分成弹性和韧

性两种。理论的弹性，主要指理论在经受实践磨砺

甚至破损后能够及时调整相关内容，以适应新的变

化的自我修补和恢复的能力，也可指理论解释事物

的阀阈之深入性和开阔性。韧性原指物体在变形中

吸收能量而不至于发生脆性断裂的能力，这里所说

的理论的韧性主要指理论本身具有的包容性、兼收

并蓄性、理论对外部挑战的化解力和外部合理因素

的消化力等，也包括跨文化沟通的建构能力。换言

之，由于一个理论具有延展性的特点，就会使得这

个理论具有很强的与时俱进品质，它会随着社会实

践的进展和周围环境的变化而不断丰富自己的内涵

和增强自己的解释力。

4．理论逻辑的自洽性。由于理论本身具有很

强的内在逻辑性，所以它具有很强的自组织性，能

自圆其说，能同时协调多种关系，甚至它不需要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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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论证。如马克思当年在评价法国二月革命中相关

阶级的表现时曾指出的那样：“一个一旦奋起反抗

便集中体现社会的革命利益的阶级，会直接在自己

的处境中找到自己革命活动的内容和材料：打倒敌

人，采取适合斗争需要的办法，它自身行动的结果

就推动它继续前进。它并不从理论上研究本身的任

务。法国工人阶级不是站在这样的立足点上，它还

没有能力实现自己的革命。”[3]这也就是说，当一个

理论具有很强的逻辑自洽性时，它不会经常陷于前

后矛盾或自相矛盾的境地，它甚至不需要经常去修

饰和补充自己，这种理论本身是通透的、朴素的、

清澈自明的，不需要自我论证，也不必自我论证，

就可以征服广大群众。而广大群众面对这种理论，

也并不需要运用多大的学习能力，而只要具备一

般的情感体验或生命本能，就可以朴素地掌握这

种理论。正如传统社会中大量近乎文盲的民众，他

们也懂得“天地良心”、“天理不容”等基本规矩，但

要他们论证何为“良心”和“天理”，恐怕是比较困难

的事情，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具有最基本的是非判断

能力。

5．理论魅力的感召性。这主要是指一个理论

对人们具有丰富智识视界、拓展意境、提振信心、

坚定追求、激发创造力等多重意义，甚至表现在人

们拥有某种理论会感到无比自豪和自信。

值得关注的是，理论品质的形成应该是一个成

长过程，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十分成熟。期间有可能

发生一些最初并不成熟的品质之间的消极交互作

用，亦即逆成长现象。但从总的趋势看，这种暂时

性的失误却为理论自身的不断成熟开辟了前行的道

路。此外，理论的品质又应该是一个统一体，如果

这些理论品质在成长过程中能够同向同步，那么理

论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就会比较强，相反，如果理论

的品质之间发生相互对冲和干扰，就会使自己常常

处于矛盾的境地。

这里所讨论的理论品质成长，既可以理解为思

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品质不断丰富化的过程，也可以

理解为某种理论品质从初步具备到日臻成熟这样一

种趋势和状态。就过程展开的意义看，理论品质的

形成、发展和日臻成熟，应该表现为由若干环节或

若干前后相联的阶段所组成的一个连续统一体。可

惜的是，目前由于人们对这个问题缺乏必要的研

究，因此人们对这些环节或阶段的称谓和特征还都

说不清楚。

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品质成长的基

础与有关条件

应该看到，理论品质的成长包含着理论品质的

多样化丰富化、理论品质本身的精致化优良化、诸

多理论品质之间关系的融洽化协同化，以及理论品

质对象化的效率等，它们都是作为一个过程而存在

的，即理论品质一开始可能比较稚嫩，但逐步在各

种实践中经历各种挑战和磨砺，会变得逐渐成熟起

来。在这种成熟进程中，既存在着对这种理论的呵

护和褒誉，同时也会存在和经受着大量的质疑、盘

问、考量、辨析、辩论等，而且正是由于这种磨砺

作用，尤其是在理论对辩中，才使得一个理论在逻

辑周延性方面变得更加完整，内容也愈加丰富，尽

管理论“补丁”越来越多，但理论本身的破绽则越来

越少。

1．理论品质成长最深厚的基础是实践。这种

实践形态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主要包括人文关怀的

实践和思想斗争的实践两大方面，它们内部又存在

着更具体的实践内容与表现形态。值得指出的是，

这里所说的实践，与人们平时所认知的实践有一定

的联系，又有一定的区别。就人们平时所说的实践

的哲学涵义看，主要是指人的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

动与行为，实践的主体是人，而实践的客体可以是

人，也包括大量的事情与物体。但理论品质成长所

依赖的实践，主要是指理论作用于塑造、改变或促

进人的认知和情感、态度与行为、个性发展的过程

和方式。也就是说，这里所说的实践主体是指某个

理论观点，而实践的客体只能是人，而检验实践的

主要标准是看这种理论征服或掌握群众的程度，即

“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两种实

践最重要的区别在于：人们的社会实践具有直接性

与间接性相统一的特征，即实践主体的大量行为，

直接作用于客体并导致客体发生主体所预期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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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而理论的实践的主要特征是间接性，这种实践

尽管有时也能直接作用于改变人们的思想与行为，

但理论不可能直接作用于大量的客观事物，只能经

由改变人的思想与行为，才能间接影响或改变外部

世界。所以，马克思事实上认为理论本身不是物质

力量，只有通过掌握群众，才能变成改变世界的

“物质力量”，理论间接作用于客观外界必须通过人

（群众）这个“中介”。也就是说，理论不可能直接作

用于物和事，它只有通过作用人的大脑即改变人的

思维和情感、型塑人的能力，才能间接影响及改变

事与物的形态乃至属性。

进一步说，理论品质成长所依托的实践，主要

是指理论是否能“掌握”或“征服”群众的过程和状

况，也指理论是否能够真正帮助与促进人们对事

物作出准确理解与把握。更具体地说，其中既包括

“掌握”群众的具体表现，如能否形成认知、丰富情

感、端正态度、激发动机、形成良好行为方式等，

又包括“掌握”群众的多寡，如受众的多少、征服个

体与群体的比例等，还包括理论“掌握”群众的状况

之深度，如入耳、入脑还是入心（灵魂），甚至还包

括“掌握”群众的时效考量，如短时期、中等期还是

长期影响等，它们都标志着理论所依托之实践的质

量，而这些实践质量基本规定着理论品质的质量状

况。因此，理论品质成长过程既依赖于本身实践的

多样性，依此有助于形成理论品质的丰富性，又依

赖于实践过程的复杂程度，依此有助于促进理论品

质的精致化、优良化。实践样态越丰富，在此基础

上形成的理论品质就可能越多样丰满；而实践形态

的复杂曲折，尽管表征着进程的坎坷磨难，但同时

却在最大程度上淬炼着一个理论的内在品质，即顺

风顺水的实践和坎坷磨难的实践之功效应该是互补

的，人们固然希望某个理论的宣扬推介（之实践）顺

当便捷，但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可能那样平安顺

达，总是会经历许多磨难挫折，理论品质的成长也

免不了有这种过程。

一个理论的品质成长，与它开展人文关怀的实

践及其成效有着紧密的关联。这里所说的人文关

怀，可以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人文关怀是指

以物质性体恤为前提、以人权保障为核心、以人格

尊重为基础、以人性呵护为表征的社会实践活动；

狭义的人文关怀一般不包括物质性奖掖，仅仅指通

过那些由物质性奖掖所无法达成的精神、伦理、宗

教信仰等方面的需求满足的活动。思想政治教育的

人文关怀，属于比较广义的人文关怀。很显然，从

最一般的含义看，人文关怀是跟物质刺激相异的，

同时又充分兼顾人情、亲情、友情等。

2．理论品质成长最关键的环节是凝炼和反思。

这里所谓的凝炼，就是对经验要善于总结、抽象和

提炼，不经过反思总结的经验永远属于经验世界

的东西，只有总结过的东西才可能成为理论。而

这里所说的“总结”，实际上就是人们所熟悉的思

维对感性经验的“加工”过程，即“去粗取精、去

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完整过程。这

里所说的反思，主要是指借助一定的对象物展开

折射式的反审、反省和后思。诚如翻译黑格尔

《小逻辑》的贺麟先生所指出的：反思这个词“很费

解”，这个词有反思和后思，有时也有“回忆”或道

德上的“反省”的意思，还有反映、返回、反射、

假象、映现等意义。“足见‘反思’一词的烦难，因

此务请读者从上下文联系去了解‘反思’一词的意

义和译法。”[4]

对象化是一个很重要的反思要求。马克思主义

认为，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实践活动的最大

特点就是不断地“对象化”。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

那样：“动物是和它的生命活动直接同一的。它没

有自己和自己的生命活动之间的区别。它就是这种

生命活动。人则把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

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正是由于他是类的存在

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本身的

生活对他来说才是对象。只是由于这个缘故，他的

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异化劳动把这种关系颠倒过

来：正是由于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人才把自己的

生命活动、自己的本质仅仅变成维持自己生存的手

段。”[5]

马克思指出：“实际创造一个对象世界，改造

无机的自然界，这是人作为有意识的类的存在物

（亦即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当作自己的本质来

对待，或者说把自己本身当作类的存在物来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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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我确证。……正是通过对对象世界的改造，人

才实际上确证自己是类的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他的

能动的、类的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

为他的创造物和他的现实性。因此，劳动的对象是

人的类的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所发生

的那样在精神上把自己化分为二，而且在实践中、

在现实中把自己化分为二，并且在他所创造的世界

中直观自身。”[6]

就人而言，人们要认识自己的外貌，需要借助

镜子才能观照自身，而要认识自我，必须通过自我

意识才能把握自我。一个作家可以将自己最本真的

内在素养倾注在其最得意的作品之中，这一作品

无疑成为他的内在品性的对象化；一个画家的优美

画作，就是他的内心世界的对象化表现。由此看

来，对象化的事物可以是很多的，它们可以是物

质性样态，也可以是精神性成果，甚至表现为某种

利益形态（包括物质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的

丰富内涵）。

就一个理论而言，一个理论要显现自己的本

质力量，也必须通过对象化的东西才能更好地表

现。而理论的对象化跟人的对象化的表现方式有很

大区别，理论的对象化只能通过人的状况的改变才

能显现。也就是说，理论的对象化只能是人，也只

有人才能体现或表演出一个理论本身所无法展现的

实际魅力，这是由于人能够进行实践活动，这种实

践活动具有自觉自愿的自主性特征。我们一般说思

想政治教育能够保障方向和任务的有效完成，实际

上不是指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本身的功能，而是指这

种活动的主体运作者和主要承担者的思维及行为真

正保证了事物的正常进行。一旦脱离了人的思维和

行动，一个理论或者一本典籍本身是无法直接推动

事物发展的。既然理论的对象化只能是人，那么不

同的理论影响人的什么方面及其程度大概是有区别

的，如究竟是影响人的思维、态度、人格还是行动

等不同方面。其中仅以行动来看，又可以界分出

制约短期行动还是制约持久行为（它可能转化为习

惯），有效行为与无效行为，等等，显然是有区别

的。至于一个理论影响人的某方面的程度深浅和范

围大小，更是一个需要认真评估的事情。其实，关

于理论的对象化只能是人的问题，马克思早已说得

十分清楚，即“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

力量”，这就是说，理论本身不是改变世界的物质

力量，它们本身充其量只有解释世界的能量或“精

神武器”，而只有将它们对象化为人的思维、人的

行为动机和具体行为，亦即对象化人们的实践活

动，才能真正体现出物质力量的魅力。尤其是理论

本身的对象化也不是由理论本身来完成的，而不得

不依赖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来具体运作理论的对象

化过程。因此，马克思概括性地申明：“哲学把无

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

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

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

人。”[7]

当然，理论品质成长的条件中还离不开诸多理

论之间的交互作用和取长补短，更不能脱离周围环

境的制约作用，其中还包括国家需要、社会成长内

需对理论品质成长与提升所提出的要求，它们是决

定一个理论实现程度（包括品质成长）的重要基础与

条件。在此就不再赘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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