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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
———从新加坡的五大共同价值观谈起

梁摇 凤摇 美
(中国政法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市 100088)

[摘摇 要] 摇 新加坡是一个以华人为主的国家,其文化渊源和我国亦有相似之处,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两国在现代化进程

当中都遇到了多元价值冲突的问题,尤其是东西方价值冲突问题。 为此,新加坡政府在 1991 年提出了五大共同价值观,它在

解决价值冲突、巩固执政党执政地位、促进经济发展、追求社会和谐等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而我国亦有这方面的困

扰,笔者将从新加坡五大共同价值观的内容着手,以期对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提出一些有益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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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是一个讨论已久的

话题:有学者认为,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

观。 有学者提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把

握四个关键词,即人本、公正、民主、和谐。 有学者指

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的最根本观点和最概括的表达,是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的灵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涵为

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仁爱和谐、人本共享。 总之研

究很多,可供选择的建议也众多,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建构大厦仍是一个雏形,尚未完整明确提出

来。 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本文

拟从新加坡共同价值观这一实践产物出发提出一些

建议。

一摇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的背景

自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 30 多年的

改革开放,我国经济社会等各项事业发展取得了举

世瞩目的成就。 在社会加速变迁、经济体制改革、西
方价值思潮涌入等多层面因素的影响下,当代中国

价值观变革出现了新的 4 大趋势:一为由封闭走向

开放,二为由一元走向多元,三为由单纯的“国家本

位冶走向“公民本位冶,四为由“拜物教意识冶走向“以
人为本冶 [1] ,即多元价值观的出现。 它的出现一方

面表明社会发展空前的自由度与活力,使得不同的

观点相互碰撞,产生出新的思想火花,有助于解放思

想、突破陈规、大胆创新,进一步推动文化的大繁荣

和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
但另一方面,在社会转型时期价值观念多元化导

致的价值冲突错综复杂,“既有传统价值观念与现代

价值观念的冲突,也有本土价值观念与外来价值观念

的冲突; 既有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价值冲突,也有个

人内心的价值冲突。冶 [2]例如,由于市场经济突出强调

个人利益和功利意识,具有自我生存与扩张,追求利

润最大化的特性,因此许多人变得无所适从,丢掉了

已经形成的道德模式,致使一些领域出现道德沦丧。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纵深发展,各种西方价值观涌

入,尤其是伴随西方高科技而来的西方腐朽道德观和

颓废价值观的入侵,这给我国价值道德问题带来不可

忽视的后果,甚至酿成一些悲剧,像近些年出现的地

沟油、瘦肉精、毒馒头、小悦悦事件等等,这不能不引

起我们的深刻反思,我们不可以继续抱着“事不关己冶
的态度,熟视无睹我们的道德价值问题。 面对价值多

元化这一现象,我们在利用其积极影响的同时,也要

考虑它会带来价值选择的多样化,价值标准的相对

化,价值行为的模糊化等诸多问题。 而这会给社会政

治体制改革、经济的良性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和谐构成

极大的威胁,因此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导人

们各种繁杂的价值观是十分必要的,已成为当代中国

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

二摇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的理论借鉴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随着新加坡对外交流



开放的深入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新加坡的物质条

件有了极大改善,但公民道德建设严重滞后,带来了

极大的社会问题。 为了解决在价值观这一领域的矛

盾及其由此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新加坡政府认为,
可以从儒家思想或其他亚洲思想中找到他们的价值

观的基础。 随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关于共同价值观

问题的讨论,最终在 1991 年政府制订了一套各种族

和各种信仰的新加坡人均能接受的价值观—《共同

价值观白皮书》,作为未来社会和政治稳定的基础。
《共同价值观白皮书》 的具体内容是:国家至

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

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 后

来在国会议员孟建南的建议下改为:国家至上,社会

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社会关怀,尊重个人;求
同存异,避免冲突;种族和谐,宗教宽容[3]。 这五大

价值观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本质上是以儒家文化

为基础,同时又吸收了西方文化的一些积极内容,构
筑新加坡整个社会国民意识的基础,基本符合新加

坡的历史和现实,为新加坡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提供了思想保障和精神动力。
我们具体探讨一下这五大价值观透射的思想,

主要包括:第一,国家主义的核心原则。 第二,尊重

个人。 第三,儒家文化是共同价值观的灵魂。 第四,
追求社会的和谐。 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

建可以从新加坡的五大共同价值观当中汲取营养。
(一)建立一个新型的主导价值观以规范和引

导多元价值观的前进方向

作为移民国家,新加坡在构建价值观之时特别

注重淡化各种族移民及其后裔对移出国的认同和归

属,加强其对新加坡的认同和归属 ,“国家至上,社
会为先冶的价值理念,就是要向各民族灌输“我是新

加坡人冶的国家意识,强调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形
成对国家的心理认同感和归属感 。 白皮书指出,把
社会和国家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 ,一直是新加

坡成功的主要因素。
鉴于此,我国应以集体主义为核心,来统筹多元

价值观的发展。 这里需要阐明的是,这里的集体主

义有别于计划经济时代的集体主义,指的是一种全

新的集体主义,是真正的集体主义,它尊重个人的利

益和个人的自由发展,它强调在关注个人利益的基

础上,以国家、集体利益为主,做到三者兼顾,共同发

展。 也区别于集权主义或极权主义,不可以给二者

画等号,任何打着“集体主义冶的幌子行集权主义之

事,我们都要坚决摒弃。
以集体主义为核心是由我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

和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决定的,是符合国情

和现实条件的。 坚持集体主义有助于团结 56 个民

族,维护民族和谐、促进民族共同发展;有助于调动

人们参与经济发展的积极性,深化现代市场经济的

发展;有助于人们在价值观方面实现个性与共性的

统一,维护社会的稳定等等。
(二)尊重、重视个人的发展

随着法制化和民主化进程的加快发展,任何踏

入文明国家行列的国家,都不会忽视“以人为本冶。
虽然东西方都强调“人冶的地位,西方人本主义在价

值观上也主张继承人类优秀文化传统中的人道主义

精神,强调珍惜人的生命、尊重人的价值、满足人的

需要、维护人的权利、实现人的理想。 但是,从深层

次上看,它主张以个人为本位,以“实现自我冶为主

要的价值追求。 而我国的“以人为本冶的思想坚持

以社会和人民为本位,在处理个人与社会、与他人的

关系上主张集体主义,即在人民整体利益优先的前

提下,尊重和保障每个人的合法权益,正确协调个人

和社会的关系。 在社会主义社会,以人为本就是以

人民为本,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

发点、中心和目的。 “社会关怀,尊重个人冶即体现

了兼顾二者利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充分体现

个人的利益,尊重和保障人们的切身利益,砥砺人文

品格。 任何凌驾于个人正当合法利益之上搞小团

体、小集团内部特殊化,势必遭到历史的的抛弃,人
们的唾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已经形成了要

平等地对待个体主体、高度重视自由, 尊重人的个

性追求,维护人的价值取向多样化这一价值理念。
只有尊重个人,主体才会获得主人翁的地位,只有这

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

拥护与支持。
(三)以批判的精神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新加坡五大共同价值观选择儒家文化作为其灵

魂,就是充分挖掘儒家学说中的积极意义。 儒家所

倡导的以整体利益为重的集体主义精神,“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冶的个人修养模式,以及求同存异、
“和而不同冶的文化观,构成了共同价值观的核心精

神[4]。 儒家学说提倡“三纲五常冶,三纲具体指“君
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冶,五常具体指的是

“仁、义、礼、智、信冶。 新加坡政府从中挖掘出适应

现实符合需要的“八德冶 (忠、孝、仁、爱、礼、义、廉、
耻)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它去除了阶级等级观念,
但保留了人际关系的和谐。

五大价值观很好地体现了“八德冶内容,“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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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上、社会为先冶是说要忠于国家,把国家利益放在

首位,有强烈的国民意识;在个人与社会二者之间要

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冶就是

说小辈要孝顺长辈,尊老敬贤,强调家庭的和谐;同
时人们之间要以礼相待,坦诚守信,养成良好的社会

公德心。 “社会关怀,尊重个人冶是说人与人之间要

富有同情心和友爱精神,尊重关心他人;个人在得到

尊重的同时要廉洁和有羞耻之心,提高道德修养水

平。 “求同存异,避免冲突;种族和谐,宗教宽容冶是
说在处理种族、宗教等等的关系上,要坚持“和谐冶
的人际关系准则,形成一种包容的社会环境。

在继承传统文化方面,我们做的恰恰还不够,我
们应学习新加坡的深挖掘精神。 从传说中的三皇五

帝算起,中华文明至今已经走过了近五千年的漫长

岁月。 在这岁月当中,前人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财

富。 有儒家学说,老庄学说,墨家学说等等。 就是

说,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候,要学习

新加坡,从古代文化中挖掘有益于我们发展的思想,
例如,孔子的学生有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冶 [5]。 也

就是说,“礼之运用,贵在能和冶 [6] 。 礼可以促进社

会关系的和谐,这是礼最宝贵的实用价值。 诸如类

似的,就不一一列举了。
新加坡在这方面所做的有益探索,为儒家文化

的发源地———中国在如何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传

统,并将之运用于当前的价值观建设方面提供了重

要的启示。 儒家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等等,这些

道德规范我们要继承,对传统文化既要反对守旧主

义, 更要坚决反对民族虚无主义。 立足传统,这样

我们的文化才有生命,民族才有生气。
(四)和谐是我国的核心价值观追求的目标

“求同存异,避免冲突;种族和谐,宗教宽容冶对于

我国的意义是指在处理各种人民内部的社会关系和

矛盾时要注意人民的共同利益,同时又要相互宽容和

谅解。 特别在我国 56 个民族中各种民族习俗不同,
各民族相互尊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随着西方宗教

进入我国,宗教冲突也成为了我国和谐社会的一个隐

患,因此,和谐成为了社会的共识。 “求同存异,避免

冲突;种族和谐,宗教宽容冶直接体现了“和谐冶这一追

求,没有和平、和谐,社会经济就不可能发展。
和谐社会就是指社会生活诸要素或方面己然达

到融洽互动与协调发展的社会或社会发展状态,只
要社会还存在差异,协调各方面的关系、避免冲突和

暴力、最终取得平衡与和谐就是一个永不终止的过

程[7]。 我国已有这方面的理论,我党在十六届六中

全会提出的“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协调发展冶,使我国现代化建设目标从原有

的三位一体正式扩展为四位一体,并进一步明确了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

体布局中的性质和地位,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

幸福的重要保证,是我们党不懈奋斗的目标。 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应继续突出这一理念。
“和谐冶自古就是人们追求的目标,安居乐业、

生活富裕是无数代人锲而不舍的追求,当前社会问

题层出不穷,“和谐冶的号召更具感染力。
(五)方法论意义的借鉴

首先,很强的可操作性,立足现实。 新加坡的价

值观来源于社会,它不是一个无法实现的口号,都是

对人们的一些基本要求,只要人人严于律己,遵守社

会规范,就可以达到这样的价值观要求。 这有助于

人们将其带到社会日常生活当中,内化成自己道德

素质的要求;其次,极大的广泛性和普遍性。 它不分

种族、宗教、文化,适用于每一个新加坡人,容易产生

很强的社会凝聚力;再次,具有很强的约束力,它以

《白皮书》的形式予以公布,比一般的规范更具权

威、效力;最后,表述上主题鲜明突出,文字精练,通
俗易懂,朗朗上口,深入人心[8]。

三摇 结语

新加坡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具有我们可以借鉴的

普遍性的东西。 当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是

一个系统的工程,它有其产生的理论和现实依据,需
要综合运用政策调控、法律保障、思想教育、舆论引

导和自身修养等多种方式和途径方能达到理想效

果。 本文只是从借鉴的角度阐发其理论构建,拥有

可行性,但系统性的建构以待后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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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f Contract Frustration System in Anglo鄄American Law System

LIU Ting鄄hua
(Yibin University,Yibin 644000,China)

Abstract:摇 The contract frustration system covers three cases including impossibility of performance,irreality of performance and
the frustration of contract in common law. The application must satisfy four elements: the party seeking relief on the occurrence of ad鄄
verse events has no fault, there is no risk of adverse events, no occurrence of adverse events is the basis of signing a contract, and the
occurrence of adverse events leads impossibility and meaninglessness of performance. The party can get the corresponding rewards if he
has fulfilled some obligations before frustration. It is allowed to change or cancel the contract, and the party爷 s liability for breach of
contract can be exempted after frustration.

Key words:摇 contract frustration;摇 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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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Beginning from the five common value in Singapore

LIANG Feng鄄mei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s and law, Beijing 100088,China)

Abstract:摇 Singapore is a country where Chinese make up the main part. There are similar cultural sources to ours .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both the countries suffered from the conflict of pluralistic value during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espe鄄
cially the value conflict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Faced with this,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puts forward five common values
which have been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solving values conflict, consolidating the ruling party爷s governing status, promoting eco鄄
nomic development and driving the social harmony. As our country also has this problem, the author will start from the content of the
five common values in Singapore to make contribu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our socialist core values.

Key words:摇 the cor values;摇 confucian cultural;摇 har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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