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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作为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相对荟萃、社会

思潮的交融和交锋相对集中、意识形态工作相对敏

感的前沿地带，理应唱响主旋律，用主流声音占领舆

论制高点。这就需要高校建构一个科学、完备、有效

的“四个全面”宣传话语体系，使之与师生的学习、工

作和生活场域相契合，使“四个全面”话语在潜移默

化中成为高校优势话语和主导话语并能入耳、入脑、

入心。

一、高校“四个全面”宣传话语的建构思维

建构高校“四个全面”宣传话语，要从战略思维

的高度揭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所蕴含的价值理

念，彰显其作为高校发展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指

南”的双重价值功能，以价值理念的合理性增强其话

语的渗透力和引导力，提升其在高校发展中的话语

权。

（一）以民本思维为关照彰显以人为本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

中得出来的，折射出以现代民本思维为特征的执政

理念。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实现人的全面

发展，使“小康”名副其实；全面深化改革要求充分尊

重人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以人民拥护不拥护、赞

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为基本衡量尺

度；全面依法治国的终极目标和价值关怀就是保障

人的自由和权力，实现人的幸福和发展；全面从严治

党的关键在于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

谋，根本力量在于广大人民的监督、拥护、参与和支

持。高校应将这种“以人为主体，以人为前提，以人

为动力，以人为目的”的民本思维与自身“立德树人”

的根本任务紧密结合起来，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

好最广大师生的根本利益作为“四个全面”宣传话语

的建构的出发点和立脚点。

（二）以系统思维为基准追求全面客观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并不是四个“全面”的简单

罗列或平面组合，而是一个既有目标又有举措，既有

全局又有重点，四个方面既各有侧重又内在统一的

系统整体。从整体看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

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是战略举措。从单项看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内蕴

着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

明建设等全面发展的小康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强调

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在各项改革协同配合

中持续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涵盖了科学立法、严格执

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方方面面；全面从严治党

是一个集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

建设、制度建设于一体的整体工程。这种层层铺展、

系统链接的逻辑结构，铺垫了高校“四个全面”宣传

话语展开的叙事基调，即细织密布、周到完备。不但

要从整体上重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政治话语、

学术话语和生活话语之间的“良性互动”“有机转化”

和“无缝衔接”，使三种话语在功能发挥上更加协调，

而且要立足每一种话语的建构，不断融合话语资源，

优化话语内容，突出话语特色，提高“四个全面”宣传

话语的整体效果。

（三）以底线思维为导向注入忧患意识

底线思维具体来说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把握底

线原则，坚持底线作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每一

个“全面”，都设定有“底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

线是“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的底线是坚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全面依法治国的底线是确

立“法治”治理方式在现代社会中的至上地位；全面

从严治党的底线是中国共产党能够长期执政。这些

底线不可逾越和突破。二是预测风险挑战，提高应

高校“四个全面”宣传话语的建构
◇武彩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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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能力。我国改革向纵深方向的发展面临着两大困

境：一方面，思想观念的障碍和利益固化的藩篱难以

突破，改革共识大量流失；另一方面，宏观发展的振

荡加剧且风险加大，发展的前景预期不确定性增

强。这些问题倒逼我们不断强化底线思维，在强烈

的忧患意识中找出短板、未雨绸缪、管控风险、疏缓

冲突。高校“四个全面”宣传话语的建构，也应树立

底线意识：一方面，面对利益诉求分化和价值观多元

的倾向，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坚定，直面

问题、主动发声、不畏压力、敢于“亮剑”，确保主流思

想和舆论占领意识形态阵地；另一方面，要在时代变

迁中与时俱进地把握师生认知底线变化，注重提升

师生对宣传话语的认同和接受，用更接“地气”的话

语柔化政治理论的硬度和强度，用更加具体化的话

语淡化政治理论的抽象和枯燥。

二、高校建构“四个全面”宣传话语的基本路径

高校“四个全面”宣传话语的建构，并不能依靠

话语自身“自然”或“自发”地完成，而有赖于高校宣

传思想工作者以“自觉自为”的姿态，主动探求话语

逻辑、话语价值、话语布局和话语方式的建构理路，

及时回应现实诉求，推动党的宣传话语实现合规律

性与合目的性的辩证统一。

（一）话语逻辑的建构

话语是人们思维方式的呈现，由于不同思维方

式下人们的话语依据、概念、判断、推理的认知模式

不尽相同，导致不同话语的逻辑和表意存在差异。

高校“四个全面”宣传话语体系的建设，肩负着展示

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生机活力、呈现高校发展总体

性追求和志向、张扬高校师生独特文化权利，必须按

照高校特有的思维来建构。根据高校师生知识层次

较高，自由、公平、民主意识相对较强，思维相对活跃

的现实情况，按照“意（即思想）以明象（即事物）”

“言（即话语）以表意”的话语构建原则，以及“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本身所蕴含的民本思维、系统思维、底

线思维，高校“四个全面”宣传话语在建构中总体上

应遵循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相统一的基本原则：一

是话语格局不应基于“权力”或“垄断”而形成，而应

基于民主协商的共识而形成；二是话语的逻辑起点

应以公众利益为本位，为高校和广大师生发展的根

本利益而“言说”；三是话语的认知来源是理性的认

知和实践的检验，而不是主观的感性和经验认知；四

是话语的铺展应坚持“添新不去旧”的原则。即，“四

个全面”宣传话语的建构并非“推倒重置”式的，而是

基于已有的话语资源，进一步更新理念、凝聚共识。

（二）话语价值的建构

高校“四个全面”宣传话语的建构，应彰显政治

价值、实践价值和民本价值这三个方面的价值导向，

三者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一是政治价值。政

治价值指的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我们党治国

理政方略的新创造，在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形塑

社会精神、涵养政治文明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

价值。“四个全面”宣传话语的出发点之一就是为执

政党及其所代表的利益进行辩护，不断寻求执政认

同，塑造执政权威，弥合执政失误。在高校建构凸显

“四个全面”政治价值的宣传话语要充分体现高校党

委的组织保障作用，突出政治性、政策性和权威性，

要注重传统方式和新兴网络媒介相结合、专题活动

和分散学习相结合、理论宣讲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

方式，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形成全方位、宽领

域、多层次立体化的宣传结构，要让“四个全面”理论

宣传像空气一样，在高校校园内无处不在、无时不

有、无人不知。二是实践价值。建构高校“四个全

面”宣传话语的最终旨归，是通过话语建构促进高校

的科学发展，推动高校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为中心，

不断提升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效益；推进高校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加强高校党建创新，凝聚高

校育人铸魂的精神力量；敦促高校发挥社会智库的

重要功能，充分发挥在学科门类、学术研究、校友资

源等方面的优势，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在高校建构凸显“四个全面”实践价值的宣传话语要

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将“四个全面”理论融入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发展实践中，着重做好“四个

全面”理论话语在高校现实治理体系中的阐发、镶嵌

和转换。三是民本价值。民本价值指的是高校“四

个全面”宣传话语必须突破“官本位”的话语理念，在

话语建构中面向大众，以维护公平正义、保障人民权

益为价值追求，体现民主、平等、公正、协商、法治等

基本原则，彰显“为人民服务”这一中国共产党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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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立场，既要解决师生所面临的现实利益问题，也

要满足师生的情感需求和价值追求。在高校建构

凸显“四个全面”民本价值的宣传话语要突出问题

意识，以满足高校各主体的“获得感”为基础，做到

“四个全面”时代化、大众化、具体化、生活化，真正

成为高校各主体的喜闻、乐见、真懂、真用的“接地

气”的理论。

（三）话语布局的建构

话语布局是不同话语形态在空间上布展的一种

结构性状态。高校“四个全面”宣传话语的建构要坚

持“形神合一”的基本思路，把话语内容与话语场域

有机结合起来，追求“事半而功倍”的效果。具体来

说，就是在话语布局上进行整合，建构一个集核心

层、中间层和外围层于一体的多形态话语交叉并存

的话语格局，使核心层的范畴、表述和话语逻辑，对

中间层和外围层起到统摄和引领作用；中间层的话

语内容，发挥出对核心层的拓展、支撑和对外围层的

牵制、连接作用；而外围层的话语，则为核心层内容

的丰富、创新和中间层内容的拓展、深化，提供源源

不断的思想资源和话语源泉。具体而言，高校“四个

全面”宣传话语的核心层内容以“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的理论和相关解读为主，主要体现在高校党内政

治生活和党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中，其话语

建构以文件话语、会议话语和领导人讲话为主，追求

原汁原味地展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中

间层反映的是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指导的高校

教学、科研、行政等方面的理论内容，其话语建构是

基于“四个全面”的理念要求，以“深化教育领域综合

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推进大学治理结构和治

理体系现代化”“依法治校”“建立中国特色现代大学

制度”等关键词为抓手，不断更新高校教学、科研、行

政等工作话语。外围层内容主要指弥散在师生日常

学习生活中的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间接相关的话

语内容，其话语建构要注重培育那些师生喜闻乐见

的、对社会生活具有普遍积极意义的话语，尤其是网

络流行的正能量话语，通过对校园文化生活的渗透，

促进“四个全面”宣传话语的传播、普及和认同。

（四）话语方式的建构

话语方式是一个关于“如何言说”的问题，由于

不同层面话语的场域、主体和形态不同，话语方式也

存在着相应的差异。在高校“四个全面”宣传话语的

核心层、中间层和外围层，分别遵循“指引式”“指导

式”和“引导式”的话语方式。其中，“指引式”强调在

宏观层面上的指示引航，主要指核心层的话语建构

方式，以理论话语为主，通过读原著、学原文、悟原

理，突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首要指导原则的宏观统领作用，为高校发展指引

方向。强调在中观层面“指导式”上的指示教导，主

要指中间层的话语建构方式，以工作话语为主，通过

彰显“四个全面”宣传话语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以及

对错误思潮的批判力，在内容上要“精”，在观点上要

“新”，在形式上要“活”，在语言上要“实”，使“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的影响力“触手可及”。强调在微观层

面上的启发疏导，“引导式”主要指外围层的话语建

构方式，由于这一层面的话语场域多为生活化情景

或虚拟化的网络，因此应以“大众化”导向，突出平易

近人、有亲和力。具体而言，就是要做到话语内容深

入而不深奥，浅出而不浅薄，生动活泼而不失理论智

慧，话语方式符号化、简明化、形象化，使“四个全面”

的价值要求寓于生活化的场景和语言之中，使广大

师生切身感受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日常生活的

关照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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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9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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