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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理论内涵丰富，作为完成意识形态的主体，意识形态阶层是研究意识形态的重

要视角。意识发展为意识形态，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结果，是从一般精神生产者中形成的意识形态阶层

的实践产物。在阐述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等理论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已经表达了关于意识形态阶层

的形成、特点、功能、归宿等内容，并立足于阶级性展开了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阶层的批判，指明了无

产阶级意识形态阶层在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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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deological theory of Marx and Engels has rich connotations. As the main body that completes 
ideology, the ideological class is an important perspective for studying ideology. The development 
of consciousness into ideology is the objective resul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oductive forces, 
and is the practical product of the ideological class formed from the general spiritual producers. In 
the process of expounding the materialist view of history and surplus value, Marx and Engels have 
expressed the 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functions, and fate of the ideological class, and launched 
a critique of the bourgeois ideological class based on class nature, pointing out the important role 
of the proletarian ideological class in revolution and socialist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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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代表性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开篇阐释了现实的人以及人的活

动，为阐述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奠定了基础，与费尔巴哈、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史观划清了界限。现实的

人是一切历史活动的起点，其活动构成物质资料生产和物质活动本身。人不仅是物质活动的生产者，也

是精神活动的主体。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内部有一部分人是作为思想家出现，为统治阶级编造

幻想。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在多个文本中以“思想家”“玄想家”“意识形态家”“意识形态阶层”“意

识形态阶级”等称呼意识形态生产主体，尽管并没有对其展开专门的论述，但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等角

度阐述了这一群体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学界在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生产主体的研究中，多以“意

识形态阶层”称呼。作为意识形态的“主体维度”，意识形态阶层丰富了对意识形态的研究，提供了分

析意识形态的阶级性、虚假性等特点的视角，有助于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阶层建设提供指导。 

2. 意识形态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 

马克思恩格斯批评老年黑格尔派和青年黑格尔派观念统治世界的观点，指出他们看似在对彼此观点

进行批判，但只不过是陷入词句的斗争，这些哲学家有一个共同点——“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

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1], p. 516)，企图以思想领域的词句批判代替对现实的批判。对于这

种颠倒的认识，马克思恩格斯从现实的人出发，考察其进行的物质生产活动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阐

明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 
(一) 意识是对物质生产活动的反映 
在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人的生产这三种生产中，物质生产是人维持生存的最基本的活动，也是社

会发展的基础要素。人类社会首先是有生命的个体存在，而从事生产实践活动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因

此，从事一定物质生产活动并在活动中形成与外界的关系的人是马克思恩格斯考察历史的出发点。从考

察现实的人开始，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说明了人的物质生产活动的地位——“人们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

资料，同时也就间接地生产着他们的物质生活本身。”([1], p. 519)人首先且必须进行的是维持生命生存

的物质生产，这一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原则或制度变化等既是物质生产的必然结果，

又构成其他生产的内容。因此，物质生产不仅维持人的生产，还是其他生产活动——精神生产的基础。

“这些观念都是他们的现实关系和活动、他们的生产、他们的交往、他们的社会政治组织的有意识的表

现。”([1], p. 524)作为精神生产的成果，人的意识是对现实物质生产及其产生的交往关系、交往形式的

反映。 
“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 p. 591)意识作为

精神生活的产物，从思想观念层面反映物质生产形成的关系，与政治生活中的制度、法律等均是上层建

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社会物质生产的反映，也受其制约。进行精神生产的人自身受生产力及交往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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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发展程度制约，“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他们受着自己的生产力的一定发以及

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交往(直到它的最遥远的形式)的制约”([1], pp 524-525)。这就决定了其进行精神生产

的活动成果——意识受社会现实物质生产制约，“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

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1], p. 525)，意识的产生和

发展都依赖于现实的社会存在。 
现实的人、生产关系与一定的生产力发展状况相适应以及上层建筑与一定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等内容

是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之一，为马克思恩格斯阐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提供了重要支撑。社会存在

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原理在不断论证中充分得到证实。 
(二) 意识形态是社会意识的一部分 
在早期社会，物质生产、精神生产集于同一劳动过程。“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

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

等的生产者。”([1], p. 524)这一时期还未出现专门从事精神生产的人，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进行精神

生产。生产力发展后，生产方式的改变，精神生产逐渐摆脱“纯粹动物式的意识”，随着人与人之间交

往范围的扩大，人的意识也相应的发展为“社会意识”。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离，推动了分工的发

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人类进入阶级社会，“社会意识”也伴随社会变化开始进入“纯粹的”理论构

造。 
生产力发展引起阶级分化，物质领域的阶级对立优势反映在精神领域，则表现为统治阶级的阶级意

识——意识形态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一部分人掌握物质生产资料，成为统治阶级；较少或没有生产资

料的人则成为被统治阶级，阶级之间的利益差别引起的对立也表现在精神生产领域，即掌握着物质生产

资料的阶级，也掌握着精神生产资料。一方面，统治阶级内部因分工细化而产生一部分思想家，既生产

代表本阶级的思想观念即意识形态，同时又对社会思想进行调节；另一方面，“物质生产领域中的对立，

使得由各个意识形态阶层构成的上层建筑成为必要，这些阶层的活动不管是好是坏，因为是必要的，所

以总是好的。”([3], p. 298)统治阶级需要在精神领域有专门为自己服务的思想，通过这些思想的伪善面

貌将自己的利益表现为合理合法的。 
独立的精神生产活动在社会存在的发展变化中，服从于一定的阶级利益，成为服务于统治阶级的精

神生产，“社会意识”中产生出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思想观念即意识形态。阶级性是意识形态的鲜明特

征。 

3. 意识形态阶层是意识形态的主体维度 

意识形态作为统治阶级的阶级意识，是统治阶级集体无意识上升为思想观念体系的结果。意识形态

的形成不仅取决于客观的物质生产活动，更有赖于主观层面的精神生产者。作为专门从事思想生产的现

实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分工、阶级、国家等内容时，阐述了意识形态阶层的产生、特点、功能，

揭示了意识形态的形成及其如何被运用。 
(一) 意识形态阶层的产生 
分工的不断深入为意识形态阶层的产生提供了可能。首先，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工使得独立的

精神生产者出现。生产力的发展推动分工不断深入，从自发地分工到真实的分工，使得意识与实践活动

区分开来。“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才开始成为真实的分工[注：这里马克思加了一

个边注：‘与此相适应的是思想家、僧侣的最初形式。’”([1], p. 534)专门的精神劳动者出现，使立足

于物质劳动基础的社会意识生产有了明确的活动主体。其次，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分工不断细化。

精神生产者内部进一步分工，使得不同的人从事不同的、具体的职业，不同职业的精神生产者有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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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内容，“道德家等等生产道德，传教士生产宗教，君主的劳动生产安全”([3], p. 298)。马克思在晚

年研究《资本论》时从剩余价值流转的角度对精神生产进行了分析，生产力发展造成了物质利益对立日

益严重，独立的精神生产者内部也出现分工，一部分人脱离自由的精神生产，成为专门为统治阶级服务

的思想工作者，生产意识形态。精神生产内部的分工促进了意识形态阶层的形成。 
统治阶级在思想领域的统治需要是意识形态阶层产生的必然。生产力发展推动物质财富的增加，个

人在生产中获得和占有成果越来越被肯定，私有制被普遍承认。社会逐渐形成两大阶级，物质生产领域

的差距构成其阶级统治的基础，但物质利益的对立也威胁着统治的稳固。精神活动反映社会物质生产活

动，但“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

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1], p. 550)统治阶级从精神领域对这种阶级对立予以合理解

释有助于维护自身统治。维护统治的现实需要与分工的共同作用，使得统治阶级内部产生了本阶级的思

想家，“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思想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作谋

生的主要源泉。”([1], p. 551)从封建社会的僧侣、思想家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学家、哲学家，不同

职业的意识形态工作者均应统治需要而生，在为统治阶级服务中实现自身生存。 
分工的发展不仅推动了独立的精神生产者、阶级的出现，更在进一步发展中促使二者形成了一定的

联系，形成了一群专门从事思想生产、服务于一定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阶层[4]。 
(二) 意识形态阶层的属性 
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是意识形态阶层的谋生之道，阶级性是其根本属性。从经济学角度看，物质生

产资料是物质生产活动的基本要素，统治阶级掌握着物质生产资料，因而掌握着物质生产活动、掌握着

许多人的生存命脉；而进行精神生产的意识形态阶层不掌握物质生产资料、不直接从事物质生产，属于

“‘非生产劳动者’中纯粹寄生的部分”([5], p. 238)，通过依靠别人劳动的产品生活，其生存只能依附

于统治阶级。在对贸易中货币形式分析时，马克思提出“所有政治和意识形态阶层的货币”([6], p. 156)，
将二者划为一类，经济上的依附性决定了意识形态阶层政治上的阶级性。“一旦资产阶级把意识形态阶

层看作自己的亲骨肉，到处按照自己的本性把他们改造成为自己的伙计”([5], p. 241)，意识形态阶层的

一切活动都是为资本主义生产服务、为统治阶级服务。尽管意识形态阶层在主观上也曾想为人民发声，

但是其所处的环境等客观条件使其自觉或不自觉地服务于某一个阶级，阶级性是深入骨髓的特点。因此，

面对资产阶级社会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阶层，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批评其为资产阶级服务蒙骗人民，一

方面揭露其社会主义旗号下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本质。 
各类精神生产者共同构成意识形态阶层，复杂性是重要特点。首先，人员构成复杂。一方面，意识

形态阶层职业复杂多样，教会人员、牧师、律师、经济学家、政治家、国家活动家等不同职业的人，在

各领域参与意识形态生产工作，共同为统治阶级服务。另一方面，意识形态阶层中的人员有“职业君主、

法官、军官、教士等等”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过的旧意识形态阶层，有为当下资产阶级服务的德意志意

识形态家、政治经学家、辩护士，也有为革命阶级服务的理论家。其次，阶级属性复杂。为统治阶级服

务，并不代表其与统治阶级同属一个阶级，例如封建社会的旧意识形态阶层经过改造，重操旧业成为资

产阶级阶级的意识形态阶层的成员；属于统治阶级，但不为统治阶级服务，例如部分资产阶级理论家阶

级属性虽然是剥削阶级，但猛烈抨击资本主义制度、为无产阶级摇旗呐喊。 
意识形态阶层是完成意识形态的主体，实践性是其基本属性。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意识，其功能只有

在实践中才能发挥，而围绕意识形态展开的一系列内容是意识形态阶层的工作。在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中，

并未具体阐释意识形态阶层的工作，但从其现身的语境看，主要有：第一，生产意识形态。资产阶级意

识形态阶层要“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并将以思想的形式掩盖资产阶级特殊的利益，把它描

绘成代表社会的、具有普遍性的利益，通过这种有目的的活动来完成思想的生产。因此，意识形态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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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从事的首要任务就是生产统治阶级的思想。第二，为统治阶级利益辩护。服务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阶层运用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成果，不断通过经济学等数理计算论证之前批判的东西在现在是合乎理性

的，为现存制度作辩护，从曾经的批判者变成现今的维护者。同时，这些服务于资本家的意识形态阶层，

劝说人民为了今后的幸福生活忍受当下的苦难，通过思想麻痹人民，使人民服从于资本家的剥削。马克

思恩格斯在批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家中揭示了意识形态阶层的实践特点，这一群体所进行的实践活动便

是生产并运用意识形态。 
(三) 意识形态阶层的功能 
意识形态阶层作为意识形态的实践主体，其功能主要通过具体工作展现。 
建构功能：生产统治阶级需要的思想。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的阶级意识，但归根结底其是社会的精

神现象，是对物质生产活动的反映。因此，意识形态阶层首要工作是将统治阶级在物质领域的利益诉求

转换成思想观念。具有较好素质和能力的意识形态阶层通过将统治阶级的生产关系等描绘成永恒的理论，

将该阶级的特殊利益描绘成社会的普遍利益，构建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理论。其次，对于社会生活中统

治阶级的无意识、零散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阶层将其从社会经验加工成为系统化、理论化的思想体系，

构成统治阶级完整的阶级意识。“意识形态的产生和存在既有赖于一定阶级的社会生活以及在此基础上

形成的社会心理，也有赖于代表这个阶级的知识阶层的精神生产。”([7], p. 86) 
辩护功能：维护统治阶级现存统治。意识形态作为阶级社会的产物，其对统治阶级是否具有维护功

能也成为衡量一种思想是否是意识形态的标准。从总体上看，生产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阶层对统治阶级

的维护主要表现在：一是用统治阶级的思想瓦解其他阶级的思想，充当该阶级的思想先锋。一方面，资

产阶级意识形态阶层生产的理性、科学等思想成为解构封建阶级神学的有力武器。特拉西等人通过研究

观念学，开展对封建宗教神学的批判，为科学发展清扫障碍，本质上体现了资产阶级发展生产力的诉求。

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的改良等思想消解着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一些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阶层打着社会主

义者的名号曲解马克思恩格斯的主张并对其进行批判，根本目的是维护资产阶级。二是论证统治制度的

合理性。“意识形态家热衷于把他们所维护的社会称作最美好的社会”([7], p. 127)，因此，当下社会的

一切都是最好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们，通过演绎、推理，论证当下的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工厂制

度等合理性，以反驳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类攻击。尽管意识形态阶层的主要工作是在观念性上层建筑范

围内，但其在维护阶级统治时，涉及内容广泛，与制度性上层建筑一起成为维护统治阶级的重要“软工

具”。 

4. 意识形态阶层将回归一般精神生产者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提出意识形态阶层的命运，但在其理论框架下，当私有制和阶级消失后，作为意

识形态的生产主体，服务于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阶层也将回归一般精神生产者。 
从理论上看，物质生产活动决定着社会意识的内容，意识形态问题的解决办法在物质生产领域。“占

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1], p. 550)，意识形态阶层没有生产资

料，受现实的生产关系即私有制所制约，服务于统治阶级，生产的意识形态正是对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

系即导致阶级产生的私有制的反映。私有制造成异化，使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被颠倒，使人

的活动只是为了生存，使人丧失了人的本质。因此，消灭私有制是从经济领域恢复人的本质即自由自主

劳动的根本途径。[8]私有制消灭，阶级形成的基础消失，人与人之间的异化消失，意识形态阶层也将回

归一般精神生产者，从事自由的精神生产；社会意识将客观地反映社会物质关系，回归一般社会意识。 
从现实上看，消灭私有制是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阶段，意识形态阶层回归为自由的精神生产者是一

个漫长的过程。私有制没有消灭之前，意识形态阶层的阶级性无可避免，但可以向革命的、科学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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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当资产阶级还是革命的阶级时，封建阶级先进分子、无产阶级均是其追随者，旧意识形态阶层经

过改造后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阶层一员，进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生产；但当资本主义失去革命色彩、

日益保守时，一些资产阶级理论家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危害后，积极向革命的阶级即无产阶级靠拢，为无

产阶级带来大量的理论知识。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也决定了它的“亲骨肉”的命运[9]，服务于资产阶级

的意识形态阶层随着该阶级的发展，也面临着从革命走向保守的转变，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明确提出

建立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阶层，但其展开的意识形态批判正是为形成革命意识服务，在批判各种错误意识

形态的同时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指明了方向。因此，在科学的理论指导下，

意识形态阶层要认清意识形态以及自身的历史性，在革命的实践活动中生产符合发展规律的意识。 

5. 结语 

特拉西创立观念学之初是为人类科学发展，但其所面临的宗教与科学之争也是封建势力与资产阶级

之争，因此其理论早期也被拿破仑支持成为统治阶级的武器。马克思恩格斯阐明了意识形态阶层产生的

客观性及其特点、功能，在对意识形态阶层的主观体察和客观的阶级性的分析中，为研究意识形态批判

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客观社会生活必然带来的阶级性是意识形态阶层的底色，服务于不同的阶级是意

识形态阶层可做出的主观选择，例如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家，因此，要具体分析意识形

态阶层的性质，不能以否定资本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阶层而否定所有意识形态阶层。当下，在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的大环境，中国需要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阶层生产代表本阶级的意识形态，并运

用这种意识形态抵御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渗透与攻击，凝聚全社会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也

要认识到，当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更高程度的普遍交往的实现，私有制和阶级的消失，意识形态阶层也

将消失；生产力的继续发展推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消失，精神生产不再是某些人的工作，而是

全人类的事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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