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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可移植到名辩学和汉传因 明上 ？ 形式化的名 辩学和汉 的 专 门研究 目 前还比较少 。 本文 以 变 项 为 主题做 专 门 思

传因 明将带来哪些有价值的新东西 ？ 等等 。 显然 这都 考 ， 提 出 字母 变项 （或符号 变项 ） 和 自 然语言 变 项 （ 包

是一些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 括汉语 变项 ） 的 不 同 是很有意 义 的 。 它 的 引 申研 究会

涉及到 对逻辑 学 、 名辨 学和 因 明 学 不 同逻辑传统 的 准确

导师刘培育教授点评 理解 。 交项 的性质还有待继 续探讨 。

傅光全的论文 《 形 式化视野 下 的 变 项 》 我 看过 了 ，

说点看法 ：

本文作者 ： 中 国 社会科 学 院研 究 生 院 哲 学 系

变项 是逻辑 学 的 一 个重要概念 ， 变项 的 引 入对形 式 级博士 生

逻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 意 义 。 然 而 学 术界 以 变项 为 对 象 责任编辑 ： 周 勤 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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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选萃

当代中 国意识形态变迁的特征

杨宏伟 汪 闻 涛

法学博士 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 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杨宏伟 、 兰州 大学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专业硕士

生汪闻涛在来稿 中指出 ：

当代中 国意识形态变迁 ， 呈现以下特征 ：

第一 ， 当代中 国意识形态变迁的最大特征是主体的一元性 。 我们 始终坚持马 克思主义在我 国 意识形态领域的 主

体地位 。 坚持意识形态一元性不仅仅是当代中 国意识形态 变迁过程 中呈现出 的突 出特点 ， 更是我国意 识形态建设必

须坚持的根本原则 。

第二 当代中 国意识形态变迁具有一贯性 ， 这表现为指导思想内部的继承性 。 新 中 国成立 多年来 ， 我们始终

坚持以 马 克思主义 为中 国共产党的基本指导思想 ， 发展 出 了具有理论奠基作用的 中 国化的 马 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

想 ， 探索出 了 中 国改革开放的系统理论——邓小平理论 ， 提出 了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新要求——
“

三 个代表
”

重要思

想 形成了 当今中 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最新理论成果——科学发展观 。 从 以 毛泽东同志 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

导集体带领中 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事业至今 ，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已经从提 出 、 发展 ， 推进到 了一个初步成熟的

阶段 ， 这就是当代中 国意识形态的变迁过程 ， 马克思主义和 国情世情在这一过程中贯彻始终 。

第三 ， 意识形态的功能指向发生改变 。 中 国共产党已经完成 了 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 ， 与此相适应 ， 我国的

意识形态也从功能指向上发生了从革命到治理 、 建设的重大转型 。

第四 大众化取向是 当代中 国意识形态变迁的重要特征之一 。 邓小平理论 、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 以 及科学 发展

观都是 以更加贴近群众和通俗的话语使马 克思主义迅速和广泛传播的 。

第五 ， 当代中 国社会生活泛意识形态化的倾向在逐步 消退 。 那种把政治领袖偶像化 、 神化和社会生活政治化的

日 子已经渐去渐远了 ， 当代中 国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更 多体现在合理范 围 内 的政治动 员 、 政治团结 如我 国成功

举办 年北京奥运会 、 年上海世博会 ， 以及在汶川 、 玉树大地籐 中体现出 的对人 民群众力量 的凝结作用 等

意识形态对中 国 民众 日 常生活的影响在不断缩小 民众 日 常生活正在去意识形态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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