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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筑一党执政的意识形态之维

———越南开展胡志明道德榜样学习运动的经验与反思

陈家喜

  〔摘要〕 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 宣传和教育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征。 近年来,
越南共产党持续开展 “学习和践行胡志明道德榜样” 运动, 不仅成为越共自身建设的重要内

容, 也成为巩固执政地位的思想基础。 越共将 “学习活动” 与思想政治教育、 反腐败和密切

干群关系有机结合; 通过组织动员和广泛发动, 成为覆盖全党、 全军、 全民的思想道德学习活

动, 构筑了有效执政的意识形态防线, 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然而, 在全球化、 信息化和市场

化背景下, 共产党应当通过创新学习形式, 更新学习内容, 强化宣传效果, 探索共产党意识形

态建设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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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政治思想、 政党纲领和政治口号对社会公众的感

召力, 是现代政党的基本职能。 从思想上建设党也是马克

思主义建党学说的重要原则。 作为政治色彩鲜明的政党,
共产党历来强调保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

位, 保证党员的思想纯洁性和政治坚定性。 思想领导也是

共产党执政的组成部分, 体现在对于政治路线的供给、 社

会舆论的引导、 道德典型的表彰等方面。 从 2007 年以来,
越南共产党开展了 “学习和践行胡志明道德榜样” 运动,
迄今已历时 6 年, 并且还在持续之中。 为什么越南共产党

开展如此长时间的学习运动, 又是以何种方式开展学习运

动? 这一运动对于越南共产党具有怎样的意义? 本文通过

对这一运动过程的回顾和梳理, 力图从意识形态建设的视

角, 阐明这一学习运动对于越南共产党巩固执政地位的重

要意义。

  一、 一场浩大的思想道德学习运动

2006 年 11 月, 越南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作出组织开展

“学习和践行胡志明道德榜样” 运动 (以下部分表述简称

“学习活动”) 的决定, 这一运动总的要求是: 让全党、
全军、 全民深刻认识胡志明的道德榜样在越南社会精神生

活中的地位、 作用和巨大价值, 在全社会特别是干部、 党

员、 公职人员、 青年和学生中形成以胡志明道德为榜样进

行修养、 锻炼和行动的热潮, 各级各地、 各行各业和每一

个人都要在这场活动中形成强有力的转变, 为防止政治思

想、 道德品质、 生活方式的衰退以及遏止各种社会弊端作

出贡献。〔1〕越共将胡志明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理

论成果, 以及推动革新开放和党的建设的指导思想和行动

指南。 随后越南通过强力动员、 广泛发动和阶段保障, 开

启了一场旷日持久的 “学习活动”; 这一活动不仅成为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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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部署, 也成为一场覆盖全党、 全

军和全民的思想洗礼。
2007 年 1 月 16 日, 越南政治局正式颁发了第 35 号决

定, 确定成立 “学习和践行胡志明道德榜样” 运动的中

央指导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央指导委员会), 作为指导、
组织和实施 “学习运动” 的最高领导机关。 该委员会的

构成包括: 时任越共中央总书记的农德孟担任委员会主

任; 时任国会主席的阮富仲以及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思

想文化委员会主任苏辉锐担任委员会副主任; 一些政治局

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委员和部分中央部委领导担

任委员。〔2〕从成员组成来看, 该委员会几乎囊括了越共最

高领导层的所有成员, 足以看出这一委员会的重要地位和

作用。 而为了具体地开展指导工作, 越共将中央指导委员

会的常设机关设在中央思想文化委员会。 该部门负责落实

中央指导委员会的命令和指示, 并向有关部门和下级传

达; 编写运动的材料, 组织宣讲队伍; 定期向中央指导委

员会汇报 “学习活动” 的进展情况等。
在 2007 年 2 月 3 日举行的纪念越共成立 77 周年大会

上, 农德孟宣布正式启动 “学习和践行胡志明道德榜样”
运动。 他在动员会上指出, “胡志明主席是最完美的越南

人, 是越南民族和越南共产党的道德品质和气魄的象征。
按照胡志明的思想和品德来进行道德教育、 建立美好的生

活方式, 既是目前的迫切要求, 又是基本和长远的任务。
在新时期, 要在干部、 党员和人民中大力开展道德和生活

方式的教育和建设。” 〔3〕随后, “学习和践行胡志明道德榜

样” 运动在越南社会全境和各阶层全面展开。 而整个学

习运动又分为两个阶段, 并且还在持续当中。
第一阶段从 2007 年 2 月到 2011 年底。 中央指导委员

会在全党全国发起了 “学习和践行胡志明道德榜样” 运

动, 各地广泛开展以学习践行活动为主题的文艺创作、 图

片展览、 主题座谈会和先进人物评选等。 一些地方将胡志

明道德教学列入国民教育及党校的教学体系, 成为党员干

部和大学的重要课程。〔4〕经过 4 年的时间, 第一阶段 “学
习活动” 取得明显成效。 据越共中央宣教部的调查结果:
通过 “学习活动”, 84%的群众思想认识发生了巨大转

变。 农德孟对于 “学习活动” 的阶段成果评价指出, “四
年来, 干部、 党员们以及各阶层人民深刻认识到胡志明道

德思想、 榜样以及道德, 对每个人、 每个家庭和社会发展

的地位和作用。 为党的建设和整顿工作做出了贡献; 提高

了党基层组织的品质和领导能力以及干部与党员为人民服

务的态度; 加强了党与人民的血肉关系。” 〔5〕

第二阶段从 2011 年至今。 尽管 “学习活动” 取得了

阶段性的成果, 越共并未就此止步。 通过对第一阶段

“学习活动” 的总结, 越共领导层也发现一些不足和缺

失, 如按主题组织学习胡志明道德榜样的年度工作还较缓

慢、 缺乏同步性以及效果不太明显; 在部分地方的建设道

德标准还带有形式性; 运动的实际结果不平衡且不稳定;
效仿胡志明道德榜样运动还缺乏自觉性和广泛性。〔6〕 为
此, 2011 年 5 月 14 日, 越共中央政治局颁布了继续大力

开展 “学习胡志明道德榜样运动” 的第 3 号指示 (即第

03-CT / TW号指示), 要求从 2011 年至 2015 年继续开展

“学习和践行胡志明道德榜样” 运动, 遵照胡志明思想、
道德榜样及品格, 以及符合每一部门、 地方、 机关单位目

前的活动特点, 制定道德准则; 将学习运动作为党各组织

的经常性生活内容, 与做好党 “十一大” 决议行动计划

相结合, 解决部门、 地方及单位中迫切的思想、 道德问

题, 遵照胡志明思想、 道德榜样、 品格以教育下一代。
在开展 “学习活动” 的全程, 越共十分注重对于全

国 “学习活动” 的把握, 效果的检验和步骤的掌控。 中

央委员会每隔 1 年进行一个阶段的总结, 围绕试点开展、
经验交流、 效果评估、 奖励与惩戒等方面展开。 此外, 中

央委员会成员还分赴全越各地, 指导、 检查和部署学习活

动的开展。 而地方各级党委也仿效这一做法, 向下级安排

部署检查学习活动情况。 “学习活动” 在中央委员会的组

织推动下得到稳步的推进。

  二、 “本土化” 的马克思主义: 胡志明道德思想的体

系与内涵

  作为越共创立者、 越南革命领导人和越南建国之父,
胡志明在越南拥有崇高的政治威望。 而其在长期的革命和

领导生涯中也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政治思想, 这一思想体系

也深深地嵌入到越共的意识形态之中。 1991 年 6 月召开

的越共 “七大” 首次提出了胡志明思想, 并将其看成是

在具体条件下越南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的结果, 是党和

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胡志明思想的提法符合越南革命的

实际, 符合全党、 全民的感情和愿望。〔7〕2001 年 4 月召开

的越共 “九大”, 再次肯定 “以马列主义和胡志明思想作

为思想基础和行动指南”, 强调胡志明思想是越共思想认

识和理论思维的重要发展, 再次强调坚持以马列主义和胡

志明思想作为思想基础和行动指南。〔8〕

胡志明道德思想仅是胡志明思想体系的内容之一。 胡

志明思想内容广泛, 包括民族解放、 阶级解放、 人类解放

的思想; 民族独立与社会主义相结合; 人民的力量, 民族

团结的力量; 全民国防, 建设人民武装力量; 发展经济和

文化, 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 革命的道德:
勤、 俭、 廉、 正, 大公无私等等。 在越南开展 “学习和

践行胡志明道德榜样” 运动之初, 中央指导委员会即组

织编写了 《胡志明主席道德榜样的论述和故事》 一书,
作为学习和教育活动的教材。 而从胡志明道德思想来看,
主要涉及到革命道德、 群众观点、 青年道德以及培育形式

四个方面。
(一) 关于四项革命道德的观点。 革命道德包括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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俭、 廉、 正, 即勤劳、 节俭、 廉洁、 公正。 在胡志明看

来, 要实现革命道德, 尤其要反对贪污、 浪费和官僚主

义, 后者是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盟友, 损害干部的纯洁

性和克服困难的意志, 破坏了勤、 俭、 廉、 正的革命道

德。 在领导革命的长期斗争中, 胡志明形成了坚定的革命

道德观, 他指出, “好比江河必有源, 无源就干涸; 树木

必有根, 无根就枯萎; 革命必须要有道德, 要没有道德,
即使有天大的本领, 也不能领导人民”。〔9〕反贪污、 反浪

费、 反官僚主义是一场革命, 作为执政党的 “每一个党

员和干部都要真正透彻领会革命道德, 真心做到勤俭廉

正, 大公无私。 要维护我们党的完全纯洁, 要不愧为人民

的领导和忠心耿耿的勤务员。” 〔10〕

(二) 关于人民主体的观点。 胡志明强调, “革命道

德就是对党、 对人民绝对忠诚。 ……把党和劳动人民的利

益放在个人利益的上面和前面。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为

党、 为人民而忘我斗争, 在一切方面起模范作用。” 〔11〕他
还提出, 要依靠人民的力量, 人民的精神, 以便为人民谋

幸福; 对人民有利的事, 我们应该尽力而为; 对人民有害

的事, 我们应该竭力避免。 如果没有人民就没有足够的力

量; 如果没有政府就没有引路人, 政府和人民应该团结成

一体。 他要求, “每个干部, 党员必须把革命的、 党的和

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 先于一切的地位。” 〔12〕此外,
他还强调共产党的道德模范作用, “在群众面前, 不是我

们只把 ‘共产' 两个字写在额头上就会得到他们敬爱的。
群众只敬爱那些有道德的人, 要想指导人民, 本身就应该

以身作则, 好让人家学习。” 〔13〕

(三) 关于青年道德的要求。 胡志明还十分重视青年

道德思想的培育, 强调在青年中加强道德培育的重要性。
在不同场合的讲话中, 他提出了关于青年的一系列道德要

求, 包括热爱祖国, 热爱人民; 热爱和尊重劳动, 遵守纪

律, 爱护公共财产; 关心世界局势, 关心重建国家的事

业; 要有勇于创造的精神, 要有昂扬的斗志和进取心; 勤

劳、 节俭、 纯洁, 处处起模范作用; 做益国利民之事, 不

好地位、 功名、 富贵; 各种牺牲和辛苦的事, 应该己先于

人, 至于幸福清闲之事, 应该人先于己; 要有坚定的民族

精神和正确的国际主义精神等等。〔14〕

(四) 关于培育道德要求的途径。 胡志明不仅形成了

系统的道德思想, 而且还强调高尚道德形成需要经过实践

的锤炼和积累。 他指出, 不能像传统的剥削阶级人士那样

闭门修炼, 而应当在革命实践中去锻炼和培养革命道德。
革命道德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不是只在学校上课才能

进行学习、 修养、 锻炼和自我改造。 在一切革命的活动

中, 我们都可以并且必须进行学习和自我改造。” 〔15〕革命

道德是从日常的坚持不懈的斗争和锻炼中发展和巩固起来

的, 正如玉石越磨越亮, 黄金越炼越纯一样。
从思想体系的特质来看, 胡志明道德思想可以看成是

传统儒家道德观与革命共产主义道德的结合。 胡志明道德

榜样是由革命道德、 国家至上、 集体主义和无私奉献等内

容构成的, 这一思想体系来自于胡志明长期的革命斗争实

践以及领导执政的深刻体验, 也可以看成是越南共产党成

功领导革命和执政经验的思想总结和道德规范。 并且, 由

于胡志明不仅提出了这一完整的道德思想体系, 而且还身

体力行地践行这些道德要求, 从而在越南形成了广泛而深

入的影响, 在越南享有十分崇高的威望, 被越南人民尊称

为 “胡伯伯”。

  三、 构筑执政的思想基础: 越南开展 “学习运动”
的基本经验

  政治价值观的扩散和渗透, 是政党获得民众的认同和

支持的主要基础。 马克思主义政党更为重视思想意识形态

领域的建设, “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 才能实现先

进战士的作用”。〔16〕 “学习和践行胡志明道德榜样” 运

动, 可以看成是越南共产党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有益尝

试。 从各国共产党执政的实践经验来看, 加强意识形态领

域的建设, 包括为社会供给政治意识形态, 引导社会舆论

思潮, 培育公众道德风尚, 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支撑,
也被视为提升执政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基础。 越共将 “学
习和践行胡志明道德榜样” 运动, 与抵御西方国家的

“和平演变”、 净化党员干部思想观念结合起来。 在社会

思潮复杂化和公众价值多元化的背景下, 这一 “学习运

动” 有助于重塑越共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 提升思

想道德领域的主导能力。
(一) 越共将 “学习活动” 与理想信念教育结合起

来, “学习活动” 成为一场全国性的思想洗礼。 越共开展

“学习和践行胡志明道德榜样” 运动, 目的是在社会价值

日趋多元复杂的背景下重塑共产党主流价值观的主导地

位, 形成对于其他各种思想源流的抵抗力。 正如越南共青

团中央在 “学习活动” 动员会所要求的, “学习活动” 的

目的就是要使年青一代对道德修养的认识和修炼实现深刻

的转变, 提高对自身和祖国的责任感, 成为具备高尚道

德、 懂得为人道理、 具有良好技能、 忠于革命事业的新型

青年。〔17〕而实际上, 在越南推行市场化改革以来, 越南党

员群众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 社会价值呈现利益化、 多

元化和个体化的趋向, 一些党员的思想道德和组织观念退

化。 随着苏东巨变, 西方国家对于越南的 “和平演变”
与西化分化, 特别是思想文化领域的渗透也在不断加强。
据统计, 由美国支持或资助的境外越语广播电台、 电视台

40 多家, 海外越语报刊 500 多家, 这些媒体大肆宣扬抨

击越南民主人权的主张, 攻击越南政府的现行政策。〔18〕

对此, 越共有着十分深入的认识和判断, 越共十一届

四中全会明确提出, 要坚决挫败各种敌对势力 “和平演

变” 的图谋, 主动遏制和批判党内 “自我演变”、 “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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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 的现象, 维护党内团结统一与社会共识。 同时要

求各新闻媒体防止出现认识上的偏差和误解, 绝不能被敌

对、 反动势力所利用进行煽动, 造成政治混乱。〔19〕因此,
在学习活动开展形式上, 越共注重参与的广泛性, 通过开

展一系列的图片展览、 写作大赛、 先进人物评选等活动,
让社会各阶层的人士而不仅是党员和干部参与到活动中

来, 形成全民学习胡志明道德榜样的声势和热潮。 越共十

一大也强调, 要把 “学习和践行胡志明道德榜样” 运动

作为干部、 党员、 党支部、 党组经常性的工作, 不断培养

和锻炼每个干部、 党员的政治理论水平、 道德品质和生活

方式; 坚决同敌人做斗争, 挫败各敌对势力的 ‘和平演

变' 阴谋; 斗争和批判内部的 ‘自我演变'; 维护党内团

结统一和社会和谐。〔20〕

(二) 越共将 “学习活动” 与党的廉政制度建设结合

起来, “学习活动” 成为一次反腐败的教育运动。 越共重

视反腐败的思想教育, 通过 “学习活动” 的开展, 让胡

志明道德思想中有关反贪污、 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思想深入

干部当中, 将勤劳、 节俭、 廉洁、 公正贯穿于日常行政活

动, 形成反腐败的思想防线。 长期以来, 越南未能构建有

效的党内监督制度, 从而使腐败成为影响越南革新与稳定

的 “国难”。 据统计, 1993 年至 2004 年, 由越南公安部

侦破的腐败案件多达 9900 多起, 腐败造成的直接经济损

失共计 75500 多亿越盾 (约 23 亿人民币)。 而越共 “十
大” 新当选的越共中纪委主任阮文芝在接受采访时指出,
在九届中央委员会任期内, 包括 13 名中央委员, 19 名部

长、 副部长, 26 名省市委书记、 副书记在内的 118 名中

央管理干部受到了纪律处分。〔21〕

越共党内腐败的滋生蔓延有着主观与客观两方面的原

因, 尤其是主观上一些党政干部反腐败决心不足, 未能以

身作则, 还有一些领导干部思想、 道德和作风蜕化, 因此

要在党政机关、 群众团体和每个家庭中, 建设健康的思想

道德和生活方式。 从遏制腐败的一般经验来看, 思想反腐

是制度反腐的重要补充, 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教

育, 强化其廉洁意识和服务精神也有助于防止权力的异

化。 上述判断也正是越共开展 “学习和践行胡志明道德

榜样” 运动的重要背景。 2012 年 5 月召开的越共十一届

五中全会, 再次强调宣传教育的重要性, 将反腐败、 反浪

费工作与学习胡志明道德榜样运动有机结合。
(三) 越共将 “学习活动” 与党的作风建设结合起

来, “学习活动” 成为密切干群关系的契机。 “学习活动”
成为密切党群关系与干群关系的政治动员令, 越共党员干

部被要求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要在深入群众, 为民服务

中检验学习运动的效果。 特别是伴随革新开放的进程, 越

共的干部作风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下滑, 不少干部的思

想、 政治和道德衰退, 理想淡薄, 失去警惕, 战斗意志衰

减, 组织纪律意识欠缺, 生活作风腐化, 脱离群众。 胡志

明道德思想中有关人民主体的内容, 成为越共转化党员干

部作风、 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指引。 在学习活动开展之

初, 时任国会主席的阮富仲就强调 “学习活动” 必须转

化为干部转变作风的实际行动, 提高干部、 党员以身作则

精神, 不只是骨干干部、 党员, 还需推广到全体干部、 党

员, 特别是在金融、 房地产、 人事接待等敏感领域工作的

干部, 成为制止道德败坏、 防范社会弊端和转变政府作风

的契机。〔22〕时任越共总书记的农德孟强调, 要遵照胡志明

主席遗嘱加强建党和整党工作, “要实行广大的民主, 经

常和严正地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要保持我党的廉洁,
要无愧于人民的领导者……”。〔23〕因此, 密切党群关系,
转变党的作风也成为越共开展这一 “学习活动” 的重要

初衷。
总体上看, 越南共产党坚持与时俱进的方向, 不断丰

富 “学习活动” 的内涵。 从 2007 年至今, 越共 “学习和

践行胡志明道德榜样” 运动历时 6 年之久, 并还将持续

至 2015 年。 在这一活动开展期间, 越南共产党一方面发

掘传统革命思想资源, 坚持用胡志明道德思想的原貌来推

进反腐败和干部作风转变; 另一方面越南共产党将 “学
习活动” 与各个阶段党建重点工作相结合, 既充实和拓

展了 “学习活动” 的内涵, 也为党建工作增添了支点和

动力; 形成了道德学习有机地融入到党的建设的全局, 二

者互相促进, 互为补充的格局。

  四、 意识形态建设的限度: 越南开展 “学习运动”
的反思

  政治价值观的扩散和渗透, 是政党获得民众的认同和

支持的主要基础。 马克思主义政党强调意识形态的灌输作

用, “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学说, 是科学

工作者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 我们必须在工人中重视这种

意识形态的灌输, 否则就是加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于工

人的影响。” 〔24〕 越共开展的 “学习和践行胡志明道德榜

样” 运动, 通过对传统政治资源的挖掘, 加以转换, 成

为执政的思想资源, 构筑一党执政的意识形态维度。 然

而, 值得注意的是, 全球化、 市场化和信息化的到来, 不

仅形成了共产党执政的新环境, 对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建设

也提出了新挑战。 具体而言, 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 如何在信息化背景下突破传统的教育形式, 吸

收多元化的宣传手段。 当前尤其需要关注的是, 如何通过

互联网新媒体技术引入思想建设过程, 创新意识形态宣传

手段。 越共开展 “学习和践行胡志明道德榜样” 运动,
更多地依赖于传统的领导体制、 舆论资源、 动员体系和学

习机制。 传统的学习形式, 比如自上而下层层开会动员、
通过党的组织网络贯彻落实、 学习宣讲、 歌咏比赛、 典型

示范等等, 是最主要的活动开展形式。 由于 “学习活动”
的主体是青年, 而新媒体的主要受众也是青年。 基于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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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技术出现的网络新媒介如微博、 微信、 推特、 脸书,
YouTube等, 不仅改变了人际交往的方式, 也冲击了共产

党政治传播的传统渠道。 因此, 能否把执政党的思想教育

与互联网新媒体有效结合, 不断丰富和创新学习宣传的形

式, 将直接决定着学习活动开展的效果。
(二) 如何在市场化背景下更新传统的思想资源, 赋

予时代化的价值内涵。 特别是党的意识形态要能够关照人

民群众的现实利益。 市场化改革在提高人们追求物质财富

机会的同时, 也塑造了个体主义、 公平竞争、 利益至上的

价值观念。 这一观念显然与传统革命的国家主义、 集体主

义、 奉献牺牲的政治意识形成差距关系。 若执政党的意识

形态不能充分包容和有效回应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 这一

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活动也就难以取得实际效果, 特别是

得到普通群众的认同。 因此, 执政党在继承和挖掘传统思

想资源时, 必须吸收和提炼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诉求, 不

断扩充传统思想资源的现代内涵, 真正形成对社会具有影

响力和渗透力的价值体系。
(三) 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做到兼容并蓄, 增强意识

形态的感召能力。 全球化是包容经济、 社会、 政治、 文

化、 价值等多维的历史进程。 全球化对于共产党国家形成

的冲击之一就是基于西方历史传统的政治价值观的传播与

渗透, 西方的政治模式与政治理念, 如多元民主、 多党竞

争、 多元价值以及多头政治等等, 都与共产党的执政体系

和价值体系形成鲜明反差。 在西方政治话语的渗透和侵蚀

背景下, 共产党既需要坚守政治原则与理念, 保持马克思

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但同时也不妨吸收其政治价值

中的有益养分, 如借鉴人权观念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的权

利, 吸收市民社会观念激活社会的活力等等, 增强意识形

态对于党员群众的说服力和感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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