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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传播实践 

及其当代启示 

邱新有 黄立群
1
 

(江西师范大学，江西 南昌 330022) 

【摘 要】：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实践，采取了大众化传播模式，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武

器动员广大群众参与到革命队伍中来，取得了显著效果，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宝贵的经验。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

传播实践对当代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启示是:通过情感传播来提升公民的国家认同感;通过仪式传播来弥补信息的共

享鸿沟;通过组织传播来提升社会的价值认同;通过教育传播来加强人才队伍建设;通过构建“多元创新传播的当代

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提高马克思主义传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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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起源及本文的问题 

我国实现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充满各种挑战和风险，境内外敌对势力时刻都在想方设法通过网络媒介、学术交流等方式进行

政治渗透，向我国公民灌输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西方价值体系，以弱化公民对我国社会主义的认同，任其发展会带来严重

的社会后果。因此，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抵御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谓的“普世价值”“自由思想”等错误思想腐

蚀中国公民，是当前最现实而迫切的重要举措。[1]当代马克思主义传播作为构建意识形态的重要手段，对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具有重要作用。 

中央苏区 1马克思主义传播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成功经验，对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传播实践再探讨、再认识，对当代

马克思主义传播具有新的启示。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传播是在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共革命被迫转移至农村地区发动群众开展轰

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并在中央苏区建立了红色革命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辟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中

国共产党传播马克思主义从早期的知识分子、工人为主要对象转变为广大的贫苦农民，不管是传播环境，还是传播方式及传播

对象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外有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及围剿威胁，内有严重的物质匮乏等情况下，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

传播获得当地农民广泛地理解与接受、认同和支持。这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奇迹，对当今马克思主义传播实践

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这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并产生了一批研究成果，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研究。主要有:标语传播，主要针对中央苏区文化程度普遍较低的群众，将马克思主义

思想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语言传播[2];报刊传播[3]和书籍传播[2]，主要是针对有文化基础的党员、红军战士、干部等，以提升他们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使其在深入群众动员过程中，发挥意见领袖作用，更好地传播马克思主义;扫盲教育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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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路径[2]，主要对象是工农群众，能提高穷苦农民的文化水平，加强农民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并逐步建立学校教育体系来

传播马克思主义，发挥“土秀才”意见领袖的传播作用;文艺宣传既形象又生动，强大的艺术感染力能让穷苦大众易于理解抽象

的马克思主义
[4]
;建设组织机构传播

[4]
，发挥组织传播优势进行马克思主义传播，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重视采用情感传播

和新技术传播创新传播路径。 

二是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经验及其当代启示研究。有学者从传播学视角研究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经验，

认为当代马克思主义传播要结合国情，发挥组织传播优势，内容要通俗易懂，注重“把关人”队伍建设[2];也有侧重从党史研究

中央苏区马克思大众化的实践经验，认为当代马克思主义传播要与中心任务结合，依靠群众，重视调查研究，发扬中央苏区光

荣传统[5];陈始发研究总结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强调当代马克思主义传播要重视传播组织网络建设和传播队伍建设，要

创造性地根据实际情况改进传播技巧
[4]
;梁小军侧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对中央苏区马克思大众化大量历史资料进行系统梳

理分析，归纳了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经验，认为当代马克思主义传播要与国情相结合，贯彻群众路线，整合社会资

源，回应各种社会思潮[6]。 

综上所述，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传播实践及其当代启示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大众化传播研究及其当代启示两个方面。相关

研究注重历史系统梳理，且主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党史和传播学等单学科视角开展研究，缺乏多学科交叉研

究范式。马克思主义传播是一项复杂系统的工程，涉及社会的多个方面，采取多学科综合研究，能较为全面深入地研究并揭示

马克思主义传播规律。而此前相关研究大都缺乏多学科交叉研究范式，研究视角存在一定局限性。本文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

采取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范式，梳理分析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传播文献资料，整体性归纳马克思主义传

播实践经验，立足当代马克思主义现实情况，试图构建当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新模式。 

二、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传播实践经验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武器，结合当时的传播环境积极探索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传播实践经验，下面根据已有

的文献资料，对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传播实践经验进行全面的归纳。 

(一)情感传播引导劳苦大众 

情感传播作为战略性关系维持中内容维度的构成要素之一，主要是研究关系维持中双方的情感互动战略性关系维持的影响。
[7]情感传播能有效地激发受众的情感共鸣，加深人对情感传播内容的理解和认知，潜移默化形成精神信仰。中央苏区立足广大群

众生活苦难的现实，抓住群众受剥削压迫，迫切想当家作主的期盼心理，情感传播在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传播实践中得到广泛

运用。主要表现为:一是话语情感传播。在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传播中运用大量的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阶级标语、口号等，具有

很强的感染力。如“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打倒屠杀工农的国民党”“红军是穷人的救星”[8]256等，这种口号在被压迫穷苦

大众情境下传播，具有很强的情感共鸣效应，容易获得穷苦大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和理解，并激发他们参加革命的勇气和动

力;二是红剧情感传播。以革命现实题材创作，将马克思主义思想贯穿于中央苏区穷苦大众受阶级压迫的悲惨人生境遇之中，通

过戏剧情境再现的方式激发广大穷苦民众的情感共鸣，将马克思主义内化于心。如戏剧《逼债》《年关斗争》等，情境再现激发

现场穷苦大众阶级情感共鸣，在情感认知层面产生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大救星”的心理认同，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与理

解;三是歌谣情感传播。以通俗易懂的歌词内容启蒙和教育穷苦大众，激发穷苦大众改造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美好愿望。简洁

的歌词再结合中央苏区的曲调容易被穷苦大众接受，这既是一种娱乐表达，也是一种情感宣泄，能唤起穷苦大众的自我认知意

识，主动投入到土地革命，参加到红军队伍闹革命，有极强的动员性和号召力。如歌曲《只有跟着共产党》歌词就唱道“天上

星星数不清，地上工农痛苦深;工农要想得解放，只有跟着共产党。”[9]同时，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央苏区客家文化结合起来，用

农民自己的语言创作通俗易懂的歌曲，道出农民情感，穷苦大众欣然接受。如歌谣《新战士歌》“我们是新战士呵罗哎，唔未

错罗啊咳。来那红军是为革命呀咳当真。”就用了赣南客家方言“唔未错”“当真”等;[8]521-522 四是日常情感传播。马克思主义

传播落地生根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寓于穷苦大众日常情感传播。将马克思主义与穷苦大众的日常生活和生产利益诉求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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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穷苦大众日常实际问题，增强穷苦大众对马克思主义的情感认同。如在土地革命中，以穷苦大众翻身当家作主的情感诉求

与马克思主义倡导实现农民有其田及民主权利相结合传播，使马克思主义具体成为穷苦大众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

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传播者还深入群众，与群众促膝长谈、同劳动同吃住，在日常交往实践中培养群众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感情

和阶级意识。 

(二)仪式传播构建崇高信仰 

根据詹姆斯·凯瑞的观点，仪式传播不是指信息在空间中的扩散传递，而是指在时间上对一个社会的维系，是信息共享信

仰的表征，是构建一个有秩序、意义，能够支配并影响人类行为的活动。[10]这种活动类似于中国宗教神圣典礼，强调的不是信

息的空间传递，而是信息在时间上的社会维系，在空间的共享信仰，以维系共同文化精神及价值，凝聚社会力量和强化文化认

同。中央苏区发挥媒介资源优势，构建媒介仪式场景，吸引穷苦大众共同参与其中，在所构建现实时空仪式场景中分享马克思

主义，激发强烈的情感共鸣。如:通过举办重要纪念性仪式活动，号召全民参与，提升农民的马克思主义认同度。举办传统仪式

活动，构建集体场景，并以通俗易懂的标语、口号等语言符号系统以及非语言符号系统，构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仪式现场”，

让穷苦大众不管文化水平有多低，都能在精神上感受到马克思主义“在场”的洗礼，在心理上产生一种沉浸式的自我感知和共

鸣，在生活实践中逐渐对马克思主义接受，从意识上逐步过渡到行动上的认同。中央苏区重视举行隆重的传统仪式传播，根据

不同节日、不同场景及情景，通过中央苏区现有的媒介资源设置仪式传播马克思主义，利用媒介符号传播现场仪式的意义空间，

实现空间意义的流动共享和社会共识的维系。如在中央苏区以“五四青年节”“马克思诞辰纪念日”等节日，通过媒介仪式传

播营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话语氛围情境，将马克思主义思想寓于传统节日文化仪式之中，与现场仪式传播的具体情景、

场景相叠加，实现穷苦大众“在场”共享文化意义，产生情感共鸣的效果，逐渐理解并认同马克思主义。 

(三)组织传播强化工作保障 

组织传播是国家建立传播网络地图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石，在动员、协调并利用有效的传播网络资源开展传播中具有重要的

保障作用。中央苏区建立苏维埃政府，以保障中央苏区社会各领域正常的运转，为马克思主义传播提供了必要的组织保障。具

体表现为:一是马克思主义教研组织传播体系。成立文化教育组织机构，一方面开展教育扫盲运动，提高穷苦大众文化水平。另

一方面建立中央苏区学校教育组织传播体系，提高学校马克思主义组织传播效果。在中央苏区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结合

中央苏区发展实际组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及分会形成研究传播组织网络，为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传播提

供理论指导。如成立中央、省、县三级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活动，对学习活动作出了具体规定:“每月

上课 4次，每周上课 1次，其中 3次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余 1次研究其他问题;以 6个月 1个学习周期，每个周期学习 3门课

程即《共产国际纲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俄共党史与马列主义》，每 2 个月完成一门课程。”
[11]34

二是大众化组织传播机

构体系。中央苏区成立了中央到地方各级大众化组织传播机构，涉及宣传、出版、报刊等文化传播领域，向穷苦大众传播马克

思主义。如:成立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出版社，用群众能读懂的本土化文化符号表达，组织出版经典著作和科普书籍。在军队中

成立剧团、俱乐部、宣传队。在苏维埃政府教育人民委员部下专门设立了艺术局，专门管理中央苏区的新闻、出版、戏剧等，

直接领导中央苏区的文艺传播。其中最有特色的是在政府和军队中都设置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俱乐部和列宁室，两个部门都有严

密的层级管理组织，以通俗的话语结合中央苏区老百姓的实际传播马克思主义。成立了专业演剧团体工农剧社，下设七个部门，

并在中央苏区各地建立戏剧表演的分社、支社，社员就有 700 人左右，使红色戏剧传播马克思主义组织化、大众化。在组织传

播上规定，每个单位组织一个宣传中队，队长副队长各一名，宣传员 16 人，挑宣传品(挑夫)1 人，公差 2 人，每个中队的宣传

员又分为若干分队，每个分队有分队长 1 人，宣传员 3 人。
[12]
三是注重政治组织建设。建立政治团体组织强化传播黏性，如成

立了农会、妇女代表大会等政治性团体组织，吸纳中央苏区思想进步群众加入，以团体组织活动为平台，开展文艺宣传、识字

教育等马克思主义活动。建立由党机关、军队、农民全覆盖的党组织机构，设立党委、党支部。在农村由较为开明的农民作为

党支部书记，定期召集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及当前革命形势等内容，这些农民党员在这种组织化的管理下，逐步学习并接受了

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在农村的传播者和实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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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兴办教育加强人才队伍培养 

要更好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就要培养既懂马克思主义，又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才队伍。中央苏区重视兴办教育加强人才

队伍建设，采取灵活形式开展教育活动。一方面提高中央苏区农民文化程度，在教育过程中传播马克思主义，让群众更容易接

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另一方面培养了一批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者和传播者，加强了人才队伍建设。具体表现为:一是实施本土

人才教育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吸纳本地人才，发挥本土人才的人际传播优势，通过定期、不定期地培训教育，使之成为马克思

主义践行者，向穷苦大众二次传播马克思主义。如瞿秋白任教育部长时，在中央苏区创建高尔基戏剧学校，专门为红军部队培

养艺术骨干力量，先后培养了 1000 余名戏剧艺术骨干，并分成 60 个戏剧演出队伍到中央苏区各地演出，深受中央苏区群众欢

迎和喜爱，吸引了大批中央苏区进步人士加入到传播马克思主义队伍中来。[3]515同时，把在外求学受到马克思主义熏陶的本地进

步人士团结起来，吸纳到共产党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队伍中，涌现了如方志敏、袁玉冰等一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坚力量，为马

克思主义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二是吸纳外来人才教育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加强中央苏区以外进步人士的统战工作，通过各种渠

道和办法吸纳优秀的人才到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传播队伍中来，并对其进一步教育培养，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实践者和传播者。

如中央苏区对进步人民团体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人士的保护和团结。先后就有李一氓、潘汉年、冯雪峰、瞿秋白等到中央苏区工

作，为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传播创新作出了突出贡献;三是开展全民教育促进马克思主义人才队伍建设。中央苏区非常重视兴办

各种教育提高当地老百姓的文化水平，便于老百姓理解马克思主义。在农村先后开展了识字运动和消灭文盲运动，构建了社会

教育、义务教育、军队教育、干部教育等各类教育传播体系。创办了遍及城镇与乡村的夜校、半日校、识字班、识字组、识字

牌、俱乐部等教育组织机构。在农村以家族祠堂等公共场所作为依托，定期、不定期地向所在地群众举办识字教育等为主题的

马克思主义传播活动，形成了多层次、多形式、多规模的教育传播体系。如“在识字运动中，一般以乡为单位设立总会。总会

有主任委员 1 名，委员 3—9 名。总会下面以村为单位设立分会，其中主任委员 1 名，委员 3—5 名，其任务一方面是指定各小

组教识字的人和指导教法，另一方面是检查和督促各小组开展活动。分会之下再设小组，由 1人担任组长，具体负责 5—6户农

民。”
[11]35

针对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党员，则开办干部培训学校，较为系统地传播马克思理论，提升马克思主义传播水平。此外，

还创办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政治军事干部学校等专业干部学校，把马克思主义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重点工作内容之一。 

三、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当代启示 

我国正处于内外风险和挑战的叠加期，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武装全民，凝聚社会力量建设中国社会主义，化解社会各

种风险和挑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因此，做好当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显得非常迫切，本文认为中央苏区马克

思主义传播实践经验对当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有以下启示: 

(一)情感传播塑造公民的国家认同 

从心理学层面看，情感不仅属于个人内在属性各种情感自然表达，也是社会构建过程中社会情感社会表达。“情感传播的

活动主体的思维采用情感逻辑的结构和指向方式，通过情感传播主体活动影响传播受体，以情感为基础和传播纽带力求达到传

播活动的目的和需求。”[13]情感传播本质上就是具有意义的文化表达交流形式。通过媒介情感激发、互动共享，是情感的传播

重要方式。如何推动马克思主义情感传播塑造公民的国家认同，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融入社会个体日常情感传播。“情感

处于社会生活所有层次即微观的、宏观的、个人的、组织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以及宗教的等等中心”[14]。情感跟人类

社会日常生活密不可分，并交织在人类思想及行为各个层面，既体现在个体内在喜、怒、哀、乐等情感表达上，也体现在与人

们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公共情感价值表达上。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公共情感价值表达，融入社会日常生活情感体验，在社会

日常话语表达中互动交流、共享维系文化意义达到情感传播的效果。同时，防止负面情感表达，整合积极的情感信息内容传播，

滋养公民心扉并扩大社会共识，提升公民对国家的认同感。要构建具有社会个体感性表达和符号意义想象的国家共同体，以情

感符号触动公民心理发生机制，使公民感知其身份符号的意义，在意义互动中自我确认产生对国家的认同感。二是情感传播与

公民诉求相结合。情感是人类普遍共有的符号意义文化，能有效激活社会情感共鸣，增强社会认同。将公民社会诉求表达与当

代马克思主义情感传播结合起来，以情感传递感染每位社会成员，增强其社会共识，以弥合社会裂痕，拉近社会成员之间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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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距离。将马克思主义与公民社会日常生活情感诉求结合，以情感传播切入，以国家公共主题事件、先进人物事件主题等作为

情感传播内容，引发个体自我确认和集体共鸣，激活社会集体记忆情感，以社会最大共识作为最大公约数，激发个人心理情感

传播机制，在情感传播互动中触及内心，建构社会与个体“情感意义共同体”，提升社会公众对国家的认同。三是增强媒介情

感传播叙事策略能力。整合媒介构建全方位、立体互动的情感传播融合网络，充分运用新媒体平台可视化场景、信息分享机制、

社交情感互惠、游戏互动机制、碎片化表达等叙事形式，增强情感传播效果。在媒介情感叙事内容技巧上要接地气，体现时代

感，注重内容个性化表达，温情化、平民化叙事，抓住民众“情感诉求”因子叙事，贯穿于媒介塑造意识形态全过程。重点打

造亲民互动的融媒体平台，构建公众社会信息情感交流平台，提升公众情感表达意愿。如构建社区网络融媒体平台，关注社区

公众普遍关心的现实问题，以情感传播因子鼓励社区公众共同参与，以大众化的视角内容及话语传播体系，提升公民对社会的

信任度，进而增强公民对国家的认同感。 

(二)仪式传播弥补信息共享鸿沟 

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凯瑞的仪式传播观点强调信息在时间上的维系，构建共同记忆，维系社会共识具有重要作用。[10]仪

式传播将具有共同信仰的人聚集“在场”，实现情景共享与意义互动。在中央苏区仪式传播马克思主义，以弥补社会信息鸿沟，

传播效果显著。当今已进入信息社会，可采取以下方式利用仪式传播弥补信息共享鸿沟:一是构建媒介仪式传播，打造共享互动

媒介“文化奇观”。互联网表达几乎已经成为人们日常表达“在场”的虚拟空间、记忆空间、文化空间，也是公众基于社会情

境和自我诉求的网络意义互动表达的平台。以网络意义互动构建社会共识，积极策划以民族、国家等公共性主题的媒介仪式传

播，整合多种媒介传播，共同打造信息共享互动传播的媒介“奇观”，健全社会信息共享互动机制，弥补社会各阶层信息鸿沟。

媒介仪式传播实现个体平等参与、转发分享、点赞评论信息内容，维系社会主义价值文化，弥补信息鸿沟，增强社会凝聚力。

二是整合媒介资源仪式传播，塑造“社会共同体”。整合利用现有的媒介资源，适应当代媒介移动化、场景化、社交化趋势，

利用新媒体技术对用户准确分析，精准传播，开展媒介议程设置传播，引导全民深度参与其中互动分享信息，使公民获得自我

归属感及身份的确认。充分运用传统节日、国家大型纪念活动等主题开展仪式传播，整合媒介资源融合传播，创新同步直播现

场主题仪式盛况，吸引社会大众“虚拟在场”参与到媒介构建的仪式活动之中。这不仅增强了现场民众信息分享意愿，也拉近

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心理距离，进而产生情感共鸣，缩小社会阶层信息差异，弥补信息共享鸿沟。如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国庆大

阅兵直播报道活动，通过媒介仪式传播呈现以国庆为主题的信息共享互动，与现场大阅兵仪式活动互动，营造了一场爱国主义

为主题的“盛典”仪式，实现以国庆阅兵为主题的信息互动共享，弥补了信息鸿沟。三是媒介仪式传播与现实仪式传播同频共

振，互动共享“信息盛宴”。以网络虚拟“在场”参与网络空间的意义建构和意义互动分享活动，运用媒介新技术场景再造媒

介仪式传播体验空间，观照现实个体境遇及当代社会大众普遍关心的话题内容传播，适应互联网数字化表达，将马克思主义内

容寓于虚拟空间“在场”的仪式传播，吸引公众参与符号意义互动，共享信息符号，注重媒介历时传播、共时聚焦扩大传播影

响力，构建多元意义互动的仪式传播意义空间，扩大社会共同意识，以弥补社会阶层信息鸿沟。通过媒介主题事件构建仪式场

域与现实事件构建仪式场域互动，线上线下同频共振，实现社会公众多维度意义互动分享，弥补社会成员之间的信息盲区，消

除存在的信息鸿沟。如人民日报和腾讯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国庆之际，推出的全民在线换军装 H5 活动，全民在网络虚拟空间

体验换军装仪式，在构建的网络仪式空间上通过评论、转发、点赞等，与国庆现实仪式空间实时互动、共享文化信息，激发了

全民对军人的热爱与崇拜，弥补了公民对军事信息认知的不足。 

(三)组织传播提升社会价值认同 

组织传播在构建社会主流价值认同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加强社会组织传播黏性建设，是构建传播马克思主义促进社会认同

的重要举措。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增强社会组织活力，提高社会组织传播黏性。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构建共建共治共享

的社会治理格局。社会组织在政府主导管理模式下，政府应通过政策、制度引导其发展，而不是“包办”成为政府的“延伸部

分”或者“代言人”，应体现社会组织相对的独立性、社会活动空间。社会组织应由社会群众自愿成立，为社会服务，并接受

政府管理，形成集管理、服务、监督等为一体的独立社会自治组织，充分发挥其内生动力及发展活力。社会自治组织要成为社

会公民重要的诉求表达平台，能促进社会利益表达渠道畅通并得到合理及时的解决，以增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认同。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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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互联网信息平台提升组织传播黏性，在传播实践中融合马克思主义思想表达，在社会组织文化建设中提升马克思主义传播

效果，增强社会组织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感;二是要加强社会组织建设，构建组织传播网络。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将不该

管的放权给社会组织管理，不直接干预社会组织的发展，而是从宏观上管理社会组织，引导社会组织发展，在政策上支持社会

各领域群众自发成立各类社会组织管理相应的社会领域，形成企业、社会组织、个人、政府多元主体社会管理模式。逐步在城

乡引导群众自发建设各类行业协会、健身协会、志愿服务协会等社会组织网络。严格政府和社会组织的边界，激活社会组织的

活力，让社会组织结合自身发展实际开展主题学习、行业培训等活动融入传播马克思主义，发挥各种社会组织的作用优势，增

强社会组织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能力，逐步培养群众对社会价值的认同感;三是创新社会组织建设，强化组织传播认同。社会组织

成立是因社会发展需求而产生的，具有群众意愿和服务发展空间，而当前的情况是很多社会组织是以政府主导发展，弱化了群

众参与的积极性，很难得到群众的普遍认同。因此，创新社会组织建设和管理，是提升马克思主义组织传播效果的关键。要调

动群众参与社会组织的积极性，实行去行政化改革，政府以优惠政策及措施引导社会组织发展，让社会组织适应社会发展需要，

成为各领域服务的主体，发挥社会组织网络聚合能力，增强群众自我身份确认和对组织的归属感。特别是要加强特殊群体、弱

势群体等相关的社会组织建设，健全相关社会服务组织体系，充分考虑服务对象的利益诉求，提高社会组织的服务水平。将马

克思主义内容与社会组织服务对象的日常工作生活紧密联系起来传播，提高社会组织的黏性，培育他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认同感。 

(四)教育传播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教育即传播，以传播学视角看教育传播，教育传播是以教育信息的空间流动，时间上传承互动内化达到信息传播的效果。

随着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及社会变迁，当代马克思主义教育传播正面临新情况，如何通过教育传播加强马克思主义传播队伍建

设，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重视技术驱动教育传播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技术驱动教育传播发生了重要大转向，互联网平台

已经成为大众的重要的学习平台，信息传播呈现移动化、多元化、互动化、情景化等特点。因此，现代教育传播就要紧扣技术

驱动教育传播的变化，因势利导，充分发挥教育传播培养马克思主义传播人才的作用。不仅以传统教育的学校为媒介，还要构

建以互联网为基础的虚拟空间媒介，构建全民覆盖的新媒体传播教育媒介体系，让全民网络虚拟“在场”接受马克思主义熏陶。

结合当前新媒体技术，以互联网+马克思主义传播、微平台+马克思主义传播、5G+马克思主义传播等形式，提升马克思主义传播

的广度和深度。并根据教育传播智能网络即时反馈用户信息，传播根据用户需求特点编码符合个性化需求的马克思主义信息内

容，研发各种信息情境下可使用的信息接受终端产品，作为用户情境表达即时交流、体验情感认知的场景工具，以增强信息情

境下公众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意愿性，并把握公众媒介内容选择、话语表达方式，关注的社会内容，对社会公众精准传播马克思

主义。二是社会分层教育传播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在社会分层背景下，社会各阶层在价值认知以及诉求等方面存较大差异，要

将马克思主义与所处阶层日常生活实践结合起来推送信息内容，吸引各阶层公民关注并培育马克思主义认同感。通过新媒体技

术实现对受众的信息阅读时长、关注的内容属性、阅读频率等数据进行可视化综合性分析，识别细分目标用户进行传播，并根

据用户使用的信息特点以及用户信息反馈情况精准推送马克思主义内容，瞄准目标用户、挖掘培养潜在用户，精耕、深耕马克

思主义传播内容。在内容、形式、传播技巧等方面结合用户爱好大胆地探索创新，精准分层传播，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抢抓

舆论的制高点，维护社会舆论主流价值。重视社会各阶层马克思主义“意见领袖”二次传播引领作用，将“意见领袖”纳入马

克思主义教育传播体系，定期不定期地开展线上线下教育活动，提升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加

强意见领袖共情传播教育，以一种共情的心理直接从情感上感受他人的心理状态，设身处地、感同身受、将心比心，提高传播

马克思主义的效果。三是创新教育传播加强人才队伍建设。马克思主义传播不仅需要懂传播马克思主义，更需要会传播马克思

主义。要改革马克思主义传播人才课程，邀请新闻传播业界人士作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实践的老师，构建理论与传播实践并重的

培养体系，培养具有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丰富的传播理论实践能力，具有跨学科传播视野的复合型马克思主义传播人

才。建设教育传播实践平台培养人才队伍，学校通过与媒体技术公司合作开发建设网络教育传播平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以通

俗化叙事、贴近群众、贴近实际、贴近生活的叙事话语，融入马克思主义教育传播体系。如通过微博、微信等平台传播，融入

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之中，让平台成为培养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学习和交流平台;四是健全教育传播体系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将马

克思主义教育传播贯穿于人们的生活工作实践之中，构建全民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传播网络，让民众真学、真懂、真信、

真用马克思主义，如工会马克思主义教育、农民马克思主义教育等。充分利用新技术构建马克思主义教育传播媒介网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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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学校教育传播、社会教育传播、家庭教育传播、职业教育传播等相互交融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传播体系，使之贯穿于每

个人的成长全过程。 

四、构建当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 

在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传播当代的启示，即通过情感传播来提升公民的国家认同感;通过仪式传播来弥补信息的共享鸿沟;

通过组织传播来提升社会的价值认同;通过教育传播来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的基础上，本文试图从功能主义角度构建当代马克思主

义传播模式。模式化结构和过程具有明显的组织、启发和预测功能，构建当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对提升传播马克思主义效果

具有较为直观的传播参考价值。本文提出“多元创新传播的当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见图 1)，强调“传播先行”“传播技

术”以及“创新传播”的多元融合，注重传播的人性化需求以及互动情景意义构建，产生多维度社会公众传播效果，提升社会

大众对马克思主义认知和认同，并践行马克思主义。 

 

图 1多元创新传播的当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 

“多元创新传播的当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指的是作为传播者的传播人才，以马克思主义作为传播内容，通过创新编码，

以多元创新传播方式融合(即通过仪式传播、情感传播、组织传播、教育传播等方式相融合)，多种传播渠道并用(人际传播、组

织传播、传统媒体、网络新媒体等渠道并用)，社会公众意义互动传播相融合的面向社会公众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对社会公众产

生弥补社会信息鸿沟、提升国家情感认同、提升社会价值认同、加强传播人才建设等多维传播效果。该模式以传播人才为核心，

多元创新传播为源泉，重视传播人才与社会大众的意义互动，以及传播效果的反馈，创新编码马克思主义内容，根据当代传播

技术、传播环境等多元创新传播，多渠道并举融合传播，呈现多元、立体、创新传播格局，最终实现社会大众认同并接受马克

思主义内容，产生当代马克思主义多维传播效果。 

总之，本文提出的“多元创新传播的当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以“多元创新传播”“多渠道融合传播”“技术先赋传

播”“意义互动传播”产生“多维传播效果”。该模式是在考察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传播实践的当代启示的基础上提出，对提

升当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效果，实现社会公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重要理论参考价值。然而，

当今社会传播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何有效地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其影响因素是

非常复杂的。既有个人属性的差异因素，也有社会技术、资本、权力等方面场域博弈的因素，该模式的传播效果如何，还需结

合脑神经科学、社会心理学等学科知识，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开展后续研究。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



 

 8 

告[EB/OL].http://www.china.com.cn/19da/2017-10/27/content_41805113.htm. 

[2]张品良．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学研究[J]．新闻与传播学研究，2010(2):4-10. 

[3]陈信凌．中央苏区报刊的“号召”传播探析[J]．新闻与传播学研究，2011(3):28-33. 

[4]陈始发．中央苏区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举措与启示[J]．理论学刊，2012(7):14-19. 

[5]王太钧，肖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中央苏区的实践及其启示[J]．江西社会科学，2011(3):138-142. 

[6]梁小军．中央苏区时期群众工作的经验及启示——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为视角[J]．求实，2014(5):26-29. 

[7]陶薇．论组织战略性公共关系维持中的情感传播策略[J]．商业时代，2011(13):33-34. 

[8]张品良．传播学视域下的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传播大众化[M]．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2016. 

[9]中国作家协会江西分会，编．红色歌谣[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59:267. 

[10](美)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C]．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6-11. 

[11]王海军，王新刚．中央苏区时期中共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方法与经验探析[J]．理论学刊，2019(9). 

[12]江西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央苏区文化史料汇编[Z]．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24-26. 

[13]李建军，刘会强，刘娟．理性与情感传播:对外传播的新尺度[J]．江西社会科学，2015(5):240. 

[14](美)诺尔曼·丹森．情感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1. 

注释： 

1本文中央苏区是指:1929年 1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下井冈山后转战赣南、闽西，经过 1年半多的艰苦斗争，开辟了中

央苏区，到 1934 年 10 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党和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中央苏区时期结束，

共计 5 年 10 个月。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中央苏区与苏区精神》，载《中共党史研究》，2006 年第 1期，第

7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