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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多模态话语理论的不断完善及其在众多领域的成功应用，为马克思主义理论通俗化释读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的
工具，采取编写通俗读物、发布公益广告、制作电视节目以及音乐传唱等多模态文本形式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通俗化释

读，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现代多媒体语境中的传播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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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由来已
久，但总体上看，学术界很少从实证层面研究马克

思主义的大众化问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的

目标主要是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

进行通俗化释读则是实现此目标的前提。本文从

跨学科视角，运用多模态理论，探索如何使马克思

主义理论大众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的意义

在于一方面可以使人们更乐于接受，另一方面也可

以帮助受众理解马克思主义内涵，并将其理论转化

为实践，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一　马克思主义理论通俗化释读的必要性

“列宁曾说，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将其

通俗化。”［１］２２５我们应重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

大众生活和实践的关系，不能只是将马克思主义作

为一种指导思想停留在党和国家政治层面而忽视

了其大众化问题。

（一）通俗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

方法论。［１］２２６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思想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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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着人民群众去创造历史，推动社会的进步与

发展。

马克思主义原著通常晦涩难懂，人民群众阅读

时会有些困难，无法准确掌握其理论内涵，所以需

要学者将其通俗化、大众化，以便于广大人民群众

理解。这不仅是人民群众的需求，也是革命的需

要。“列宁主张将深奥的哲学思想转化为通俗易懂

的知识。”［１］２２６因此，列宁撰写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的

普及化文章，帮助人民群众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

以此推动俄国革命的进程。

（二）通俗化符合当代社会发展的时代潮流

党的十七大要求“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

化”［２］。自要求提出以来，学术界开始围绕这一命

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国内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大众

化的研究重心，也从对其内涵、意义、必要性等方面

的研究转为对如何具体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通俗

化的研究。

信息时代，人们追求快时尚、快文化，对纸质文

化越来越失去了耐心，所以多模态语篇越来越多。

广告、电影、电视节目、音乐等都属于多模态动态语

篇。这些语篇都有一个共性，就是运用语言、色调、

声音、图片等非语言符号构建一个完整的意义，以

利于人们更快速地掌握与吸收，并转化为强大的创

造力。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

论对中国革命巨大的指导意义。［３］因此，将马克思

主义理论通俗化顺应了时代潮流的发展趋势。

（三）通俗化是当代大众文化快速发展的必然

趋势和客观要求

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资本主义迅猛发展，
大众文化由此产生，并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推向世

界。［４］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的

不断进步，人民群众开始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消费

文化产品，大众文化在我国迅速崛起并日渐兴盛。

在当今世界多极化情况下，文化软实力越来越

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准，因此，我

们要不断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马克思

主义理论的大众化，可以促进政治民主化进程。人

类实践创造出的文化，必须与人民群众相结合，才

能够得到传播、发展和完善，并最终发挥自己的作

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样也是如此。

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武装的政党，马克思主义

理论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人民群众是历史的

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将马克思主

义理论通俗化是大众文化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理论

传播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要求。

　　二　马克思主义理论通俗化释读多模态文本
形式的可行性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众化
实践进行了积极探索。冯永泰认为，要想使马克思

主义哲学得到大众化的传播，就必须将其话语方式

从宏观层面变为日常微观层面，话语内容从抽象理

论转变为具体生活事件，语体从政治性体裁转变为

日常语言。［５］陈红娟认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普及，要打破固有的思维模式，将其宣传途径多样

化并勇于创新其教育方式。［６］罗会德提出：“马克思

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推广要充分顾及到广大人民群

众的风俗习惯、思维模式的差异性，才会取得预期

效果。”［７］王红梅指出，尽管新兴媒体技术迅猛发

展，但是不能忽视传统媒体的作用，而应将其与新

兴媒体结合起来，两者取长补短，共同促使马克思

主义的大众化。［８］

随着数字技术的产生与发展，人类的日常交际

不再单纯依靠语言媒介，而是更多地由语言、图像、

声音等构成的复杂媒介完成。１９９０年至今，社会符
号学者基于 Ｈａｌｌｉｄａｙ［９］的系统功能语法，利用描述
视觉符号［１０］［１１］、数学符号［１２］、手势［１３］１２４、音乐［１４］

等创建了完整的语法语义系统。随着学者对多模

态认识的加深，他们发现符号学的笼统资源不能解

释并适用于多模态话语潜在的表意机制。近几年

来，多模态学者更加关注并注重不同学科的结

合［１５－１６］，Ｊｅｗｉｔｔ一方面建立了符号学完整的理论框
架，另一方面认为可以从研究多模态语篇当中揭示

其反映的社会文化问题，解决社会问题。［１７］

经过２０多年的发展和完善，多模态理论已经
能够阐释更多复杂多样的多模态语篇。多模态话

语分析理论的不断完善及其在众多领域的成功应

用，为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通俗化释读提供

了理论基础和实践工具。

（一）多模态文本与阅读习惯

“当今时代是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由此产生

了视觉文化等多种非语言符号组成的多模态，使人

们的交际手段得到很大改变。”［１３］１２４新媒体时代，

人们的阅读习惯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内容上从传

统经典转为大众文化读物，形式上从对经典书籍的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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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读变为视觉媒体、网络等多元的“泛阅读”，方式

上从单纯的读转变为读、听、看三种方式并存，环境

上也由传统的图书馆、书店变为咖啡馆等地方。

国家应该根据时代特点，针对国民阅读习惯，

生产与传播能满足读者需求的产品。新媒体时代，

人们的阅读耐心也在降低，多模态文本更符合人们

的阅读习惯。多模态文本是多种模态相互结合的

交际产物或交际过程，胥国红认为其突破了传统文

本以语言为核心的单模态形式。［１８］传统经典书籍

相对于多模态文本比较枯燥、单调，人们接受程度

不高；而多模态文本的形式更为丰富。我们可以借

助图片、视频、音频来传播马克思主义专著，利用视

觉模态、听觉模态、触觉模态等多个模态来吸引读

者进行阅读。

（二）多模态文本与通俗化

通俗化即大众化。多数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简单来说，就是将抽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具体形象化，通过宣传理论的方式将其普及到人民

群众的生活当中，真正被人民群众所使用。［１９］

随着时代的发展，单纯以文字符号构建的文本

已不能满足意义的表达和交际所需。为了更快速

有效地传递信息，达到交际目的，文本创造者运用

诉诸于人们感官（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的

各种模态建构文本，从而产生多模态文本。［２０］多模

态文本就是将文字与色彩、图像、图表、印刷版式等

视觉模态交互构建的一种文本。图像能够帮助读

者更好地理解文本；色彩给人一种视觉冲击，使其

能够清晰快速地看到重点所在。

通过多模态文本将马克思主义通俗化，不仅可

以加深读者对马克思主义专著的理解程度，还可以

提高读者的兴趣，扩大读者范围，使马克思主义理

论更加深入人心。

　　三　马克思主义理论通俗化释读多模态文本
形式的选择性

　　现在，网络已成为人民群众获取信息、收获知
识的一个重要媒介，同时也是宣传理论的新平台。

通过编写通俗读物、发布公益广告，制作电视、音乐

等多模态文本，将视觉模态、听觉模态相结合，能够

更高效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

（一）文字与图像符号结合的多模态文本———

编写通俗读物

借助多模态文本，利用深入浅出的方法，能够

更好地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文

字是记录人类语言并传达人类思想的视觉符号，图

像是各种图形与影像的总称。“文字模态向读者传

递准确信息触动心理联想，图像模态更加形象生

动，给人视觉享受。”［２１］文字与图像符号结合的多

模态文本，用鲜艳的颜色代替以往白纸黑字的单调

色彩，能给读者以视觉上的美感。我们可以利用文

字与图像两种视觉上的模态，来编写传播马克思主

义理论的通俗读物，将复杂的理论转化为最简单的

道理，这样能使读者更加容易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

义理论。

（二）文字与声音符号结合的多模态文本———

音乐传唱

“听觉符号的主要表现形式是音乐符号，与语

言相比，同样能传递信息，并参与到人际交往

中。”［２２］８５《马克思是个九零后》这首 ｒａｐ说唱音乐，
就是用通俗易懂的、符合时代潮流的语言及轻快明

朗的节奏传唱马克思主义，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年

轻人的欢迎。

音乐的多模态形式，通过联想将听觉模态转化

为视觉模态，弥补了听觉模态的不足。［２２］８６将马克

思主义理论编写为说唱乐，可以带给人们马克思主

义理论的时代新鲜感，使马克思主义更加通俗化。

（三）文字、图像与声音符号结合的多模态文

本———公益广告

信息时代，人们每天都被大量信息所包围，这

些信息，尤其是广告，能深刻地影响人们的思想和

行为方式。“与商业广告不同，公益广告通过丰富

的语言符号及非语言符号向人民传递正能量，使人

民更加主动积极地去投入到维持社会秩序

当中。”［２３］１７

公益广告主要使用简洁又形象的文字符号，并

借助其他非语言符号图像、声音、动画模态来刺激

受众的注意，激发他们的联想，使其产生采取某种

行为的意愿。多种模态相互作用向人们传递信息，

不仅能在多种感官作用下给人们带来深刻的感受，

也能与人们建立直接的联系，从而唤起人民群众对

社会问题的关注意识，并起到劝服、教育的作用。

借助公益广告的多模态文本，能够更好地宣传马克

思主义理论。

（四）语言与非语言符号结合的多模态文

本———电视节目

“多模态话语是由语言与非语言符号等多种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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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共同构建的一种交际现象。”［２４］电视节目是一种

典型的动态多模态话语，它利用了视觉模态、听觉

模态等多种模态来构建语篇的意义。

比如，最近比较流行电视读书节目《开卷有

理》，第一季的主题为《马克思靠谱》。该节目是内

蒙古卫视推出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群口秀节

目，以“８０后”“９０后”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介绍
马克思主义著作。其符合时代潮流，抓住了青年一

代的语言和心理特点，给人们带来完全不一样的阅

读感受。节目中，４位主讲人通过选择视、听两种
模态来构建意义链。其视觉模态主要为图画、小短

片、颜色、主讲人的身势等非语言符号，听觉模态主

要为背景音乐、主讲人的声音，这些非语言符号相

互补充、相互协调，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大众化

解读，节目收到了很好的传播效果。

总之，利用多模态文本形式来通俗化释读马克

思主义理论，一方面开辟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通

俗化的新视野，另一方面也拓展了多模态话语理论

的研究对象，是一种信息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

大众化的有益尝试，值得学界进一步研究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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