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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话语体系引入“形质渊源”研究

秦德君

(东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ꎬ 上海　 ２０１６２０)

〔摘　 要〕一种话语体系的形质( ｆｏｒｍ － ｑｕａｌｉｔｙ)ꎬ一是有完整的理论逻辑结构ꎻ二是有特定的编码程序结构ꎮ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话语形质建设ꎬ有四大渊源脉流可作为经典范本和精神文化来源ꎮ 马克思恩格斯创造

了一种政治话语范式ꎬ博大灵动犀利ꎬ视野站位高ꎬ指点力精确ꎬ高瞻远瞩而有社会穿透力ꎮ 毛泽东政治话语揽

天下大势ꎬ吸纳中外又推陈出新ꎬ有平地起风雷之大境界ꎬ奠定了当代中国政治话语的基形ꎮ 邓小平以精短、平
实、幽默和举重若轻的形质ꎬ立一家之言ꎬ开一代新风ꎮ 习近平以“群众语言”“多用典”“核心概念”的风格ꎬ形成

了“平语近人”的话语形质ꎬ成为新时代文风和作风建设的引领ꎮ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要重视对经典范式和形质

渊源的深入研究和汲取ꎮ
〔关键词〕政治学ꎻ话语体系ꎻ渊源流脉ꎻ形质与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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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话语体系与“话语形质”

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建设有两个最为基

本的特征ꎬ一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

研究问题ꎻ二是研究对象上ꎬ主要聚焦于中国问

题和以中国为焦点的相关社会政治问题ꎮ 而它

应具备怎样的“形质”ꎬ是加强和推进马克思主

义政治学话语体系建设非常重要的方面ꎮ “话语

体系”是一门学科或科学所拥有的特定表达结构

体系ꎻ“话语形质”是一种话语体系相对稳定的

风格、禀赋、气质和由此构成的反映其内在文化

特质的语言形象ꎮ 而一种成熟的话语体系形质ꎬ

一是要有完整的概念、判断和推理及其逻辑结

构ꎻ二是须有特定的编码形态和表达方式ꎮ
“形质” ( ｆｏｒｍ － ｑｕａｌｉｔｙ)指一种物事的特质

形态ꎮ 李大钊先生在«民彝与政治» 一文中指

出ꎬ“顾此适宜之政治ꎬ究为何种政治乎? 则惟民

主义为其精神、代议制度为其形质之政治ꎮ” 〔１〕

“形质”的含义ꎬ又稍近于王国维先生提出的“原
质”(Ｐｒｏｔｏｐｌａｓｍ)概念ꎮ〔２〕 “形质”与“神韵”通常

被认为是艺术类型中两个最为重要的关键ꎮ “形
质”不是形式ꎬ而更是“内质”ꎬ是反映了内在信

息数码的相对稳定的“内质”和“特质”外现ꎬ是
一种物事的“文化外相”ꎮ〔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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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著名的«政治

学»一书中认为ꎬ“政治学术本来是一切学术中

最重要的学术ꎬ其终极(目的)正是为大家所最

重视的善德ꎬ也就是人间的至善ꎮ” 〔４〕马克思主义

政治学作为考察研究社会和对“至善”社会目标

追寻的学术体系ꎬ首先要实现自身话语形质的

“至善”ꎬ“‘诙谐’与‘严重’二者不可缺一” (王
国维) 〔５〕ꎬ提升话语质量ꎮ

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表明:社会政治发展到

了一定阶段ꎬ会促使一个社会的话语形质产生相

应变化乃至“激变”ꎮ 而一种社会主流政治话语

体系的承续和新变ꎬ不仅是社会发展的产物ꎬ同
时也形塑社会ꎬ铸就社会精神ꎮ “形形色色的话

语和体制构成了形形色色的高度知性化的文学

研究传统”ꎮ〔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ꎬ
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政治话语体系ꎬ是构成中国“新时代”社会内

容的重要方面ꎮ 应确立一个重要的建设理念ꎬ即
建设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话语体系不能凭空建构ꎬ
须有所依凭ꎬ通过“文化自觉”ꎬ使马克思主义政

治学话语体系形质逐步凸显并臻于完善ꎮ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话语形质与“经典范式”

建设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话语体系在形质上

至少有四大脉流ꎬ可作为新时代推进话语体系建

设的精神基础和凭藉ꎮ 这些“经典范式”不仅是

话语范式的具体示范ꎬ展示了“思想的力量”ꎬ更
具有话语形质建设的思想方法论指导价值ꎬ是马

克思主义政治学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资源ꎮ 要

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话语“经典范式”和形质

渊源的研究和汲取ꎮ
(一)形质渊源一:马克思恩格斯:“天才的

语言”
人类思想史上ꎬ有的思想理论犹如恒星一般

闪耀永久光芒ꎮ 如 １８４８ 年 ２ 月马克思恩格斯发

表«共产党宣言»ꎬ对人类社会进程产生了深远

影响甚至改变了世界ꎮ «共产党宣言»以其深刻

洞见ꎬ与 １８４５ 年至 １８４７ 年间发表的«关于费尔

巴哈的提纲» «德意志意识形态» «哲学的贫困»
等著作一起ꎬ宣告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诞生ꎬ开
辟了人类思想新纪元ꎮ

«共产党宣言»阐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ꎬ
昭示了人类解放和“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愿景ꎮ
«共产党宣言»是政治学说史上的一场革命ꎬ开
创了政治学发展的新阶段ꎮ〔７〕 更值得重视的是ꎬ
«共产党宣言»与马恩其他著作一样ꎬ充满了话

语魅力ꎬ正是它的话语形质和“可读性”ꎬ大大推

进了传播速率ꎮ １７０ 年来ꎬ«共产党宣言»被 ２００
多种文字所翻译ꎬ〔８〕传播到全球各个角落ꎮ 列宁

说«共产党宣言»以“天才的语言”ꎬ阐述了马克

思主义ꎮ 那直泻千里、长虹贯日般的磅礴气势ꎻ
那韵律流畅、节奏铿锵的绝美文字ꎬ增强了政治

感染力ꎬ从开篇“一个幽灵ꎬ一个共产主义的幽

灵ꎬ在欧洲游荡”ꎬ到结束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

起来!”全篇充满雄辩宽阔的论辩风格ꎮ “由于

这部著作为它的预言提供了一种理论根据ꎬ而且

用言简意赅而又生动形象的形式表述出来”ꎬ使
它“保持着那种刚刚诞生而且还未脱离土壤的事

物所具有的全部真实而又原始的力量”ꎮ 至于

“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

思想”、“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

吧ꎮ 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ꎮ 他

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等ꎬ早已成为流传深广

的至理名言ꎮ 马恩还以犀利的笔触ꎬ划分了科学

社会主义与其他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流派的界

限ꎻ揭露、批判和嘲讽了现代资产阶级的种种谬

论和行径ꎬ如“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ꎬ都发

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ꎬ于是就哈哈大

笑ꎬ一哄而散ꎮ” 〔９〕

即使纯粹从语言艺术的视角看ꎬ«共产党宣

言»也完全无愧于作为一种话语形质的范本ꎮ 只

要你读ꎬ你就会受到感染ꎬ因它具有思想和语言

双重的力量ꎮ １９３６ 年毛泽东对斯诺说:有三本

书特别深刻地铭刻在他心中ꎬ建立起他对马克思

主义的信仰ꎮ 三本书之一是«共产党宣言»ꎮ 建

国后ꎬ毛泽东说自己每年都要把«共产党宣言»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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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几遍ꎮ 晚年他在学习英语中ꎬ还读过一些马列

主义经典著作的英译本ꎬ如«共产党宣言»ꎮ １９９２
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说:“我的入门老

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 ＡＢＣ»ꎮ” 〔１０〕 恩

格斯 １８８５ 年则在致友人的信中指出:“不管这个

«宣言»有多老ꎬ我们认为永远值得一读”ꎮ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开启了一个时

代ꎬ成为全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代表ꎬ也创造了

一种政治话语形质ꎮ 即博大、灵动、犀利ꎬ视野站

位高ꎬ指点力精确ꎬ总括力强ꎮ 有高瞻远瞩的覆

盖力ꎬ又有精到的社会穿透力ꎮ 是今天马克思主

义政治学话语体系建设的“形质范本”和精神文

化来源之一ꎮ
(二)形质渊源二:毛泽东:“反对党八股”
毛泽东不仅领导了一个党一个国家ꎬ更创造

了一种政治话语的范式ꎮ 毛泽东的政治话语大

气磅礴ꎬ接地气而生动活泼ꎬ各种民间俚语俗话

旁征博引ꎬ信手拈来ꎮ 其话语形质不仅表现为观

点鲜明ꎬ且纵横捭阖ꎬ恢弘致远ꎮ
毛泽东总是把话说得最明白、最透彻ꎬ而且

总以最生动的方式来表达ꎮ〔１１〕 重庆谈判期间ꎬ毛
泽东作客«大公报»ꎬ大公报负责人提出共产党

“不要另起炉灶”ꎬ毛泽东回答:“如果蒋委员长

是大锅饭让大家吃ꎬ共产党决不另起炉灶ꎮ 如果

他不给大家吃大锅饭ꎬ饿了两天还可以ꎬ饿到第

三天ꎬ非另起炉灶不行ꎮ”话语机智而灵动ꎮ
井冈山时期ꎬ毛泽东的文章如«中国的红色

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

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星星之火ꎬ可以燎原»ꎬ研
究和回答的都是其时紧迫的大问题ꎬ文风沉朴ꎬ
后来的文章则更加大开大合ꎬ风云起焉ꎮ

延安时期ꎬ是毛泽东话语体系的巅峰时期ꎬ
是毛泽东政治话语体系的重要代表ꎮ 毛泽东在

窑洞写下大量著作ꎮ 由邓小平题写书名于 １９９１
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四卷ꎬ收录文章 １５９ 篇ꎬ
延安时期的就有 １１２ 篇ꎮ〔１２〕 无论哪个时期ꎬ毛泽

东的话语没有枯燥乏味的东西ꎬ不写无病呻吟、
浮皮潦草的文章ꎮ 话语文章有鲜明的“问题导

向”ꎬ都着眼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重大问题ꎮ
无论起草的文件ꎬ还是相对严肃的论文如«论持

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ꎬ还是有关讲话如«论
十大关系»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

题»ꎬ都立足高远ꎬ鞭辟入里ꎮ
话语形质上毛泽东有特定的“信息编码”ꎬ

个性非常鲜明ꎮ 解放战争时期中央广播电台播

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评战犯求和»«别了ꎬ
司徒雷登»等文稿ꎬ蒋介石听了立即断定“出于

毛泽东手笔”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炮击金门时ꎬ以
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播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防部告台湾同胞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

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再告台湾同胞

书»ꎬ蒋介石也听出文稿出于毛泽东笔下ꎮ
毛泽东的话语主张ꎬ最主要是在“反对党八

股”的阐述中ꎮ 他一生讨伐“党八股”不懈ꎬ对枯

燥生涩、人云亦云、言不及义的东西深恶痛绝ꎬ指
其“祸国殃民”ꎮ １９５８ 年 １ 月毛泽东起草«工作

方法六十条»ꎬ文中尖锐批评许多文件“不讲究

词章ꎮ 看这种文件是一场大灾难”ꎬ“我们也不

需要这样蹩脚的不中用的宣传家”ꎮ〔１３〕１９５８ 年 ９
月 ２ 日严厉批评:“讲了一万次了ꎬ依然纹风不

动ꎬ灵台如花岗之岩ꎬ笔下若玄冰之冻ꎮ 哪一年

稍稍松动一点ꎬ使读者感觉有些春意ꎬ因而免于

早上天堂ꎬ略为延长一年两年寿命呢?” 〔１４〕 由于

“科层制”固化和机制的程序化ꎬ“八股”文风虽

得到整治ꎬ后又渐成局节ꎮ
总体来看ꎬ毛泽东政治话语的形质特征ꎬ是

揽天下大势ꎬ述说透彻ꎬ直击要害ꎬ接地气而具典

雅ꎬ吸纳中外又推陈出新ꎬ更有平地起风雷之大

境界ꎬ举重若轻之大智勇ꎮ 农民的质朴率真ꎬ学
者的渊博儒雅ꎬ政治家的胸襟胆识ꎬ诗人的激情

浪漫融为一体ꎬ以其个性磅礴的形质为当代中国

政治话语奠定了基形ꎮ
(三)形质渊源三:邓小平:“喜欢着眼于极

度实际问题”
邓小平的话语是当代中国影响力极大的政

治话语流脉ꎮ １９７８ 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话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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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和社会政治时尚是由邓小平来引领的ꎮ 邓小

平不仅领导开启了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ꎬ同
时也是当代中国政治话语的形塑者ꎮ

邓小平一贯主张“文章要短而精”ꎬ反对开

长会、讲长话ꎮ 无论文章报告还是日常谈话ꎬ绝
无敷衍长文ꎮ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论中国»
一书中评论说:“在习惯了毛泽东的哲学宏论和

形象比喻ꎬ以及周恩来儒雅庄重的职业精神之

后ꎬ面对邓小平言语辛辣和单刀直入的作风ꎬ偶
尔犀利反讽的插话ꎬ不喜欢空谈理论而喜欢着眼

于极度实际问题时ꎬ我花了相当一段时间才把自

己调整过来ꎮ” 〔１５〕“言语辛辣和单刀直入” “犀利

反讽”“不喜欢空谈理论而喜欢着眼于极度实际

问题”ꎬ正是邓小平话语最为突出的形质ꎮ １９９２
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说到:毛主席“不
开长会ꎬ文章短而精ꎬ讲话也很精练”ꎬ事实上也

是对邓小平自身话语形质的精确描述ꎮ
邓小平理论被认为是 “一句一句讲出来

的”ꎬ述著多以精短谈话为主ꎬ每一篇都有话则

长、无话则短ꎬ无空洞敷言ꎮ «邓小平文选»第一

卷收录文稿 ４３ 篇ꎬ除了在“八大”上作的«关于

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较长外(４５ 个页面)ꎬ余均

为短文ꎮ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收录文稿 ６０ 篇ꎬ
除«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较长外(３５ 个页面)ꎬ其
余也多为短章ꎮ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收录文稿

１１９ 篇ꎬ１０００ 字以下篇幅有 ６８ 篇ꎬ占到总数的一

半以上ꎮ
邓小平话语为人所公认的就是那种“简炼范

式”ꎮ 邓榕曾问邓小平ꎬ当年长征是怎么走过来

的ꎬ邓小平回答:“跟着走ꎮ”谈及二野的历史ꎬ邓
小平评价:“合格ꎮ”１９７３ 年 ２ 月邓小平被允许从

江西返京ꎬ毛泽东见到邓小平时问:“你在江西这

么多年做了什么?”邓小平回答:“等待ꎮ”作家刘

白羽在«再道一声小平您好»一文中ꎬ谈到在一个

会上他对邓小平讲话的观察ꎬ“在整个过程中ꎬ他
只讲了两次话ꎬ而且话讲得精炼、简短但他的

每句话就像一颗子弹ꎬ那样有力ꎬ直中目标”ꎮ
邓小平总是以最为简洁的方式ꎬ把最重要的

问题说清楚ꎮ １９８０ 年 ８ 月 １８ 日邓小平在中央政

治局扩大会议上讲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

革” 〔１６〕ꎬ深入分析历史经验和领导制度中的突出

问题ꎬ提示改革的紧迫性和各种弊端及产生的原

因ꎬ系统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意义、内容

和应遵循的原则ꎬ阐述了完整的改革框架ꎬ成为

改革开放后领导制度改革的纲领性文件ꎮ 这么

宏大的问题ꎬ全文只有一万多字(在«邓小平文

选»第二卷中占篇 ２４ 个页码ꎬ为最长一篇)ꎮ 再

如 １９８９ 年 ９ 月 ４ 日ꎬ邓小平同中央几位负责同

志谈话ꎬ提出“对于国际局势ꎬ概括起来就是三句

话:第一句话ꎬ冷静观察ꎻ第二句话ꎬ稳住阵脚ꎻ第
三句话ꎬ沉着应付ꎮ 不要急ꎬ也急不得ꎮ 要冷静、
冷静、再冷静ꎬ埋头实干ꎬ做好一件事ꎬ我们自己

的事ꎮ” 〔１７〕言简意赅又十分清晰地给出了当时复

杂国际形势下的战略对策ꎮ １９７５ 年 １ 月 ５ 日邓

小平在总参某部团以上干部会上讲话ꎬ指出“军
队建设中确实存在不少问题”ꎬ“我想了一下ꎬ有
五个字:肿、散、骄、奢、惰ꎮ” 〔１８〕 军队整顿这样的

大问题ꎬ他以最简练的概括把问题和改革目标表

达清楚了ꎮ
邓小平话语的另一个形质则是举重若轻ꎬ四

两拨千斤ꎮ 即使是再敏感复杂的问题ꎬ邓小平总

以相对轻松的方式化难为易ꎮ １９８２ 年在与撒切

尔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中ꎬ邓小平充分体现了善

抓主要矛盾和举重若轻的思维风格ꎮ １９８７ 年他

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菲律宾总统阿基诺ꎬ阿基诺

说:“至少从地理位置上说ꎬ南海离菲律宾是很近

的”ꎬ意谓离谁近便是谁的领土ꎮ 邓小平吸

一口烟说:菲律宾ꎬ离中国也不远嘛!
坊间概括的邓小平著名“三论”即“猫论”

(“不管白猫黑猫ꎬ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１９〕 )、“摸
论”(“摸着石头过河” 〔２０〕 )、“富论” (“允许让一

部分人先富起来” 〔２１〕 )再加上后来的“不争论”
(“不争论ꎬ大胆地试ꎬ大胆地闯” 〔２２〕 )ꎬ成为流传

甚广的社会流行语ꎬ引领了几十年中国社会话语

时尚ꎮ 此外ꎬ“数字话语”也是一大特点ꎬ如“三
个有利于” “四项基本原则” “一个中心ꎬ两个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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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点”“三步走” “翻两番” “基本路线要管一百

年”ꎮ 有些短语ꎬ则已成为警句名言ꎬ如“发展是

硬道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尊重知

识ꎬ尊重人才”“两手抓ꎬ两手都要硬”“科学技术

是第一生产力”“中国决不当头”等ꎮ
邓小平对于政治话语的主张最明确的表达ꎬ

一是 １９７８ 年 ６ 月 ２ 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

的讲话»ꎬ针对当时思想僵化的文风提出尖锐批

评ꎬ提出“应该学会用自己的话来写文章ꎮ 当然

不是说不要引人家的话ꎬ 是说不要 处 处 都

引ꎮ” 〔２３〕“要把中央的指示、上级的指示同本单位

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ꎬ分析问题ꎬ解决问题ꎬ不能

当‘收发室’ꎬ简单地照抄照转ꎮ” 〔２４〕 二是在 １９９２
年视察南方的谈话中他指出:“会议多ꎬ文章太

长ꎬ讲话也太长ꎬ而且内容重复ꎬ新的语言并不很

多ꎮ 重复的话要讲ꎬ但要精简ꎮ” “毛主席不开长

会ꎬ文章短而精ꎬ讲话也很精练ꎮ 周总理四届人

大的报告ꎬ毛主席指定我负责起草ꎬ要求不得超

过五千字ꎬ我完成了任务ꎮ 五千字ꎬ不是也很管

用吗?” 〔２５〕 还指出:“学习马列要精ꎬ要管用的ꎮ
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ꎬ群众怎么

读?”“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ꎬ不是靠本本ꎬ而是

靠实践ꎬ靠实事求是ꎮ” 〔２６〕 这对于当下马克思主

义政治学话语体系建设具有指导作用ꎮ
政治学家米切尔罗斯金指出ꎬ理论“是对

现实的简化”ꎬ“就其本质来说ꎬ模型必须对现实

进行简化ꎬ一个跟现实世界同样复杂的模型ꎬ是
无助于我们了解现实世界的” 〔２７〕 邓小平话语就

是这样的简化“模型”ꎮ 邓小平话语没有套话空

话ꎬ没有矫揉造作ꎬ在看似简单的话语中ꎬ透着问

题的焦点和时代的方位ꎮ “短言精语”是一种政

治智慧ꎬ也是一种政治品格ꎮ 如果没有实事求

是ꎬ任何理论都是没有意义的ꎮ 邓小平以精短、
平实、幽默和举重若轻的话语形质ꎬ立一家之言ꎬ
开一代新风ꎮ 是当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话语体

系建设的重要渊源ꎮ
(四)形质渊源四:习近平:“平语近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各种场合发表的

讲话述著ꎬ以平易和蔼、从容淡定ꎬ又大气沉稳的

风格显示了“平语近人”的话语形质ꎬ成为中国

新时代政治话语的引领者ꎮ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同中外记者见面会上ꎬ习近平一句“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ꎬ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ꎬ聚焦了全世

界的目光ꎮ “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ꎬ期盼有更好

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

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

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ꎬ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

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ꎮ” 〔２８〕 有网友说:
“这话击中了一个妈妈的心”ꎮ 这一平易自信、
字字珠玑的“开场白”ꎬ揭开了新时代的历程ꎮ

“平语近人”作为新时代话语体系具有非常

丰富的形质特征ꎬ非常突出的一点ꎬ是善讲“群众

语言”ꎬ即以人们耳熟能详的坊间语言、网络用语

等深入浅出阐释道理ꎬ同时又非常诚恳贴心ꎮ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２ 日ꎬ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中央

党校 ２００ 多名县委书记学员座谈ꎬ他说:“年轻人

不要总熬夜ꎮ 那个时候我年轻想办好事ꎬ差不多

一个月大病一场ꎮ 为什么呢? 老熬夜ꎮ 经常是

通宵达旦干ꎮ 后来最后感觉到不行ꎬ这么干也长

不了ꎮ 先把自己的心态摆顺了ꎬ内在有激情ꎬ外
在还是要从容不迫ꎮ” 〔２９〕

习近平话语又一个形质特征ꎬ是“有核心概

念”ꎮ 每言必有政治站位ꎬ以高远立意ꎮ “人民”
“初心”“政治”“奋斗”“忠诚”“规矩”等ꎬ都是核

心概念ꎮ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新一届中常委记者

见面会上的讲话中ꎬ习近平 １９ 次提到“人民”一
词ꎮ 在三万多字的十九大报告中“人民” 出现

２０３ 次ꎮ 在 ２０１８ 年春节团拜会上 １８７８ 字不长的

讲话中ꎬ“奋斗”出现 ２２ 次ꎮ “规矩”也是习近平

话语的高频率词ꎬ在公开发表的讲话和文章中提

到近 １００ 次ꎮ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任总书记第二

天ꎬ习近平就强调“没有规矩ꎬ不成方圆ꎮ 党章就

是党的根本大法ꎬ 是全党必须遵循 的 总 规

矩” 〔３０〕ꎮ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３ 日ꎬ在中纪委十八届五

次全会上习近平提出“政治规矩”概念ꎬ强调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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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ꎬ“把守纪律讲规矩

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ꎮ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６ 日中央

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ꎬ进一步提出“坚持党

的领导ꎬ首先是要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ꎬ
这是一条根本的政治规矩”ꎮ 而诸如“不忘初

心ꎬ牢记使命” 〔３１〕“打铁还需自身硬” 〔３２〕 “把权力

关进制度的笼子” 〔３３〕等ꎬ已成为传播甚广的中国

社会流行语ꎮ
习近平话语另一个形质特征ꎬ是“多用典”ꎮ

他大部分讲话都引用古今中外的警句名言、诗词

古语ꎬ体现了知识性的广博ꎮ 在国外演讲则结合

当地场合情境和民情习俗ꎬ嵌入中国文化典故ꎬ
融汇当地文化ꎬ讲好中国故事ꎬ尽可能使人们了

解中国ꎮ 人民日报社编辑了«习近平用典» 一

书ꎬ汇集了习近平 ２７ 年跨度的讲话文章ꎬ遴选出

频率高、最能体现其治政理念的典故 １３５ 则ꎬ典
型反映了这方面的话语特色ꎮ

习近平对于政治话语的主张ꎬ一是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１９ 日他在«浙江日报» “之江新语”专栏发表

的«文风体现作风»一文中明确提出:“现在存在

一种很不好的文风ꎬ喜欢写长文章ꎬ讲长话ꎬ但是

思想内涵却匮乏得很”ꎬ“并不是说凡是长文就

一定不好ꎮ 有些重要的内容ꎬ有些深刻的道理ꎬ
该强调的还是要强调ꎮ 总的原则是ꎬ当长则长ꎬ
当短则短ꎬ倡导短风ꎬ狠刹长风”ꎮ〔３４〕 习近平提出

写文章“就是要开门见山ꎬ直截了当ꎬ讲完即止ꎬ
用尽可能少的篇幅ꎬ把问题说清、说深、说透ꎬ表
达出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ꎮ 最要反对的是空

话连篇、言之无物的八股文ꎬ那种‘穿靴戴帽’、
空泛议论、堆砌材料、空话连篇、套话成串、‘大而

全’、‘小而全’ 等弊病ꎬ都要防止和克服ꎮ” 〔３５〕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２９ 日ꎬ习近平在发表于«浙江日报»
“之江新语”专栏«善于同群众说话»一文中指

出:“有少数干部不会同群众说话ꎬ在群众面前处

于失语状态ꎮ 其实ꎬ语言的背后是感情、是思想、
是知识、是素质ꎮ 不会说话是表象”ꎮ〔３６〕 二是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７ 日ꎬ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

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ꎬ“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

域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ꎮ 比如ꎬ哲学社会

科学发展战略还不十分明确ꎬ学科体系、学术体

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ꎬ学术原创能力

还不强”ꎬ“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ꎬ要注意

加强话语体系建设”ꎮ〔３７〕讲话提出了一系列关于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意

见和观点ꎬ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话语体系

建设提供了具体的思想指导ꎮ
习近平以“浅白话” “短实新” “口语化” “接

地气”“站位高”的话语形质ꎬ形成了沉而不涩、
缓而不滞、平而不淡的话语风格和话语形象ꎬ成
为新时代“转变作风改文风”的具体示范ꎮ

三、结　 论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要注重从“经典范

式”中获得话语形质的根基

“人类思想或心灵活动的整体乃是一种集体

的财富ꎮ” 〔３８〕如前述ꎬ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话

语体系建设至少有着四大渊源脉流可作为形质

范本和精神文化的来源ꎮ 马克思恩格斯创造了

一种政治话语范式ꎬ博大灵动犀利ꎬ视野站位高ꎬ
指点力精确ꎬ高瞻远瞩而有社会穿透力ꎮ 毛泽东

政治话语揽天下大势ꎬ吸纳中外又推陈出新ꎬ有
平地起风雷之大境界ꎬ奠定了当代中国政治话语

的基形ꎮ 邓小平以精短、平实、幽默和举重若轻

的形质ꎬ立一家之言ꎬ开一代新风ꎮ 习近平以“群
众语言”“多用典”“核心概念”的风格ꎬ形成了大

气谦和、“平”中有骨、政治站位高的话语形质ꎬ
成为新时代“作风文风”的引领ꎮ “新时代马克

思主义政治学建设要重视“根基”和“依傍”ꎬ特
别要重视对于马克思主义话语“经典范式”和形

质渊源的研究和借鉴、吸纳、升华ꎮ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要善于聚焦现实问

题ꎬ获得话语体系的现实活力

话语是一种社会“存在方式”ꎬ绝不脱离社

会现实而独立存在ꎮ 当我们言说“学术精神”的
时候ꎬ是强调一门学科的“求真”品格和服务于

现实、追求真理的精神ꎮ 所谓“名为实之宾”ꎬ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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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的生命力来自于现实生活和日新月异的改革

实践ꎮ 不讲空头道理ꎬ不脱离现实实际ꎬ才能具

有“撬动历史的力量”ꎮ 我国正在全面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ꎬ需要深入研究的问

题应接不暇ꎮ “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ꎬ政治学

要深入研究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问题ꎬ〔３９〕 聚

焦各种结构性、制度性、关键性问题ꎬ为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助力ꎬ也为话语体系

建设赢得“源头活水”ꎮ １９４２ 年毛泽东在中央党

校开学典礼上指出ꎬ“我们的理论还不能够和革

命实践相平行ꎬ更不去说理论应该跑到实践的前

面去ꎮ 我们还没有把丰富的实际提高到应有的

理论程度ꎮ” “你们看ꎬ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
文化ꎬ我们究有多少人创造了可以称为理论的理

论ꎬ算得科学形态的、周密的而不是粗枝大叶的

理论呢?” 〔４０〕新时代政治学要实现“科学形态的、
周密的而不是粗枝大叶的理论”建设ꎬ就要坚持

问题导向ꎬ立足和聚焦现实生活去完善话语体

系ꎬ而不能脱离实际去构筑“唯美的天堂”ꎮ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要注重政治修辞ꎬ

提升话语形质的质量

孔子主张:“讷于言而敏于行”ꎬ〔４１〕同时他又

说:“言之无文ꎬ行而不远”ꎬ〔４２〕 强调文辞要讲究

词采ꎬ否则影响力、传播力就弱ꎮ 中国向有考辨

言辞的传统ꎮ 如被誉为“旷世奇书”的«鬼谷子»
中ꎬ指出人们的“辞言”中存在“病、怨、忧、怒、
喜”五种形态ꎬ指出“病态之言”精气颓废ꎬ“幽怨

之言”主见匮乏ꎬ“忧郁之言”封闭自满ꎬ“激怒之

言”妄狂不治ꎬ“悦喜之言”漫散任性ꎮ〔４３〕 这五种

“言说”形态ꎬ今天其实都不同程度地以各种方

式存在ꎬ应引为警策并进行治理ꎮ
毛泽东在上世纪 ５０ 年代末就提出了政治修

辞问题ꎬ强调文章和文件话语都必须具有“准确

性、鲜明性、生动性ꎮ 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

理问题ꎬ这些都是逻辑问题ꎮ 鲜明性和生动性ꎬ
除了逻辑问题以外ꎬ还有词章问题ꎮ” 〔４４〕 并指出:
“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是:第一ꎬ概念不明确ꎻ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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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又缺乏逻辑性ꎻ第四ꎬ不讲究词章ꎮ” 〔４５〕 更

早在 １９４２ 年ꎬ毛泽东把文风与学风、党风并提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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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策和理论指导ꎮ
总体上ꎬ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话语的形质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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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发展空间和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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