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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前提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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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摇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表明,在理论语境中探索性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

设的前提性问题,是真正实现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作用的思想基础。 就思想观念前提而言,摆脱狭隘地将价

值界定为某种“有用性冶的思想误区,真正把握核心价值观与核心价值体系内在统一的思想关系,探索核心价值观与普通中国

人之间的思想转换方式是建设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思想意识;就社会历史前提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需要深入

分析当代中国科学发展的时代特征,以解决中国人与社会发展中的实践问题为思想立足点;就思想原则而言,确立“中国式冶
的思想主体、研究立场、研究方式是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本冶、“根冶、“体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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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一直以来,在价值观多元化发展的境况中,如何

形成符合当代中国人生命特点的价值观是理论界研

究的重要问题,它关涉到中国人未来生存与发展的

精神家园归宿。 这一问题同样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

度重视与关注,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培育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
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表明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

已然进入了重要而关键的历史时期。 我们认为,在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的当代中国,若想真正实

现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思想作

用,需要在理论语境中探索性地研究核心价值体系

建设的前提性问题,以此为基础把握核心价值观的

具体内涵。

一摇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思想观念前提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是一项影响程度极为深远、涉及范畴极为广阔

的思想任务,是“兴国之魂冶。 我们认为,此项任务

的完成,不是一种思想状况,而是一个思想过程,是
中国人从当代走向未来的思想发展过程。 换句话

说,我们不能认为短时间内“简单地冶提出一些观念

意识,并运用某种思想逻辑来搭建一座观念体系,就
完成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思想任务。 根

本而言,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每一个中国

人都必须参与的生命活动,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必须

为之贡献智慧的思想过程,是凝结着每一个中国人

“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冶的“思想精髓冶的精神财

富。 它既来源于对每一个中国人生命活动的思考,
亦对每一个中国人的生命活动产生引导。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绝不应是某些“社会精

英冶主观思考的成果,而仅是通过某些“社会精英冶
的思想“能动地冶反映中国人价值观念的集体智慧。
在当代中国,很多曾经高居在上的“精英思想冶,业
已被来自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思想观念

所冲击,而越来越显示出与普通中国人的思想距离。
普遍而言,人们更加愿意接受一些以媒体方式传播

的通俗思想意识,而对需要一定理论基础才能有所

体悟的“抽象化冶思想意识表现出一种疏远。 其实,
思想“抽象化冶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必然发

展方式,它不可能以非常通俗的方式得以表现,因
之,价值观念本身就是人所拥有的极具抽象意味的

自我意识。
价值观,本质地包含人的价值选择与价值评价,

是每一个人生命活动必须具备的自我意识。 在现实

生活中,人们往往在常识性的层面将价值等同于某

种“有用性冶。 也就是说,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谈到价



值时,总是类比性地将其等同于“物冶能够满足自己

需要的有用特性。 如此一来,人们极易以是否有用

来选择与判断价值的大小。 显然,对人来说,价值不

应仅被理解为某种“有用性冶,而应具有比“有用性冶
更高的生命境界。 这种生命境界恰是人的生命特质

的内在属性。
人的生命不同于自然界其它存在物,是一种具

备“双重性冶特质的生命形式。 一方面,“人直接地

是自然存在物冶 [1]105,人的生命来源于自然界,依赖

于自然界,需要遵守自然界的生存规则;另一方面,
人“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冶 [1]107,人的生命能够超越自

然,按照自己特定目的创造属人的生活世界。 人的

“双重性冶生命特质,意味着人生存于世不可能仅以

追求某种“有用性冶来衡量生命的价值,他需要通过

丰富与彰显“人性的光辉冶来实现“人之为人冶的特

殊生命意义。 狭隘地将价值界定为某种“有用性冶,
只能贬损人的生命意义,失却人的生命特质,使人成

为与物无异的生命存在。 因此,厘清价值观的思想

误区,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观念

前提。
从这一前提出发,我们可以发现,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定是包含“丰富的冶、“抽象化冶思想意识的

观念体系。 党的十八大凝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就蕴含此种特质。 可以说,在国家层面塑造“富强、
民主、文明、和谐冶的价值观,在社会层面诉求“自
由、平等、公正、法治冶的价值观,在个人层面提倡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冶的价值观,都是非常丰富

且抽象的价值观念,需要中国人深入体悟这些价值

观念的具体内涵,并真正在不同生活层面加以外化

确立。 这么看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脱离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而独立存在。 就二者的思想关

系而言,核心价值观是核心价值体系的思想灵魂与

至高理想,核心价值体系是核心价值观依凭何种原

则、立场、方式、途径得以外化确立的模式体系,二者

是内在统一的思想关系。
党的十八大凝练了核心价值观,这是建设核心

价值体系的重大进展,但真正外化确立核心价值观

则需要更为深入地探究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问题。
我们不能忽视,作为主流文化精髓的核心价值观与

流俗的价值观之间必然存在某种思想断裂。 若想恰

切地发挥价值观的引领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的建设既需要不断填充体系内涵,亦需要深入研

究核心价值观与普通中国人之间的思想转换方式,
只有这样才能使主流的价值观念体系真正成为中国

人日常生活的价值引导意识。

二摇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社会历史前提

厘清价值观的思想误区,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的重要观念前提。 但这还只是在“本然

性冶语境中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前提

问题,尚未涉及在“实然性冶语境中研究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前提问题。 我们认为,在“实然

性冶语境中研究前提问题,本质上就是研究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社会历史前提。 从党的十八

大报告中可以发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

必须深入思考与研究中国社会与中国人时代发展的

历史特点,重塑社会转型期中国人的价值观念。
就时代性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从当

代走向未来的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观念体系,它应

充分体现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 当历史进入二十一

世纪,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时代,亦即科

学发展时代。 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时代,中国社会

与中国人的发展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尽管整个

世界处于和平与发展的大环境,但来自经济安全、粮
食安全、能源安全、气候安全、军事安全等诸多方面

的挑战,使中国社会与中国人背负巨大的发展压力。
如何在巨大的发展压力下,保持中国社会与中国人

持续、稳定、健康、快速的发展态势,就成为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必须思考的重要前提问题。 这里

既存在已有的核心价值观念的“时代化冶问题,也存

在重建某些核心价值观念的现实问题。 就全球性问

题而言,愈来愈威胁整个人类的生态危机、能源危机

正逐步逼近人类生存的底线,能否可持续生存与发

展业已成为整个人类面对的时代问题。 因此,科学

发展应成为这个时代的核心特征,亦应成为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核心特征。
就实践性而言,经过多年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

中国社会与中国人创造了人类少有的发展奇迹。 迄

今为止,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中国社

会业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时期。 但我们

不能忽视,在中国社会取得如此辉煌的发展奇迹的

同时,中国人的生活亦经历着重要的历史改变。 在

改革开放之前,尽管中国社会的发展程度有限,也曾

出现过“文革冶对社会发展的阻碍,但中国人的价值

观境界反而很高。 在以强调“集体主义冶为主的时

代,中国人不管集体的工作还是个人的生活都表现

出强大的凝聚力和奉献精神,人们的工作生活拥有

追求崇高的坚实价值理想。 但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中国人的生存方式从计划

经济向市场经济变革,中国人的价值观境界愈发降

低,曾经追求崇高的坚实价值理想被诉求“功利化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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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质利益“有用性冶取而代之。
如果说,从变革生存方式的维度而言,形成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生存方式是中国人的伟大进步,但
“功利化冶的物质利益“有用性冶的诉求却也相伴这

种生存方式而真实地成为中国人的价值观。 在这种

价值观影响下引发的诸如贪污腐败、耻言理想、缺失

信仰、歪曲道德等问题正充分证明中国人亟需重新

塑造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存特征的价值观念。
不从根本上重塑中国人的价值观念,解决当代中国

人诸多的根本问题,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就无法实现

合理合法的变革,进而会影响到社会主义的整体发

展。 顺此我们才能说,建设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使之成为中国人生存方式变革的观念

支撑,是中国人的重要思想任务。

三摇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思想原则前提

在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

项重要的思想任务。 在理论语境中研究核心价值体

系的建设问题,应深入思考思想原则这一重要前提。
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创造性提出的中国社会与中

国人发展的“自信观念冶,无疑为我们研究思想原则

奠定了坚实的观念基础。 我们认为,实现当代中国

人价值观念的合理变革,引领中国人以 “中国方

式冶 [2]从当代走向未来的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应当

确立“中国式冶思想主体、研究立场、研究方式的思

想原则,以传承优秀的民族特质,进而彰显深远的人

类性价值。
其一,“中国式冶的思想主体是建设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之“本冶
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我们需要具备

思想主体的独立性,以中国人自己的“能动性冶创想

新的价值观念,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

“本冶。 其实,中国人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

设的思想主体本不应是问题,但在以西方文明主导

下的文化全球化趋势中,中国人能否以思想主体的

身份进行价值体系的创造,确是需要关注的重要前

提问题。 文化的安全业已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问

题[3]。 这一问题的要害在于,中国人能否实现“形
式冶与“内容冶统一的价值观体系的创造。 也就是

说,中国人是不是用自己的头脑、自己的语言,说自

己的话,创造属于自己的价值观体系。
在此,我们不是宣泄某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

拒斥西方价值观念的人类性意义,毋宁说,这才是真

正能够恰切地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自

觉意识。 忽视此种自觉意识,极易导致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的创造出现“言必承西方冶的思想窘境,
从而导致价值观体系的内容与中国人的外在主体形

式的不符。 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应

以中国人自己的独立思考,创造性地内在融合人类

“现代化冶的价值观念,在价值体系“个性化冶与“人
类性冶之间保持一种思想的张力,实现“形式冶与“内
容冶一致的价值体系创造。

其二,“中国式冶的研究立场是建设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之“根冶
作为思想创造的重要之“根冶,我们建设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应具备“中国式冶的研究立场,以
解决中国人的价值问题为理论诉求。 在当代中国,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研究之所以成为热门问

题,根本在于中国人需要符合自身特点的价值观念

来引领生活,创造未来。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二十年中,中国人

的生存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中国人的价值观念

亦随之产生变化。 不管是承继了传统文化中某些价

值意识,还是保留了计划经济时代某些价值观念,亦
或是在市场经济中形成了某些价值态度,我们都必

须认同当代中国人的价值观体系并不空虚。 但成问

题的不是中国人价值观体系是否空虚,而是这种价

值观体系能否解决中国人的价值问题。 进一步说,
建设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其研究目

的是要祛除某些价值遮蔽,保持某些价值传统,彰显

某些价值创造。 在祛除、保持、彰显的过程中,则需

立足于解决中国人的价值问题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
其三,“中国式冶的研究方式是建设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之“体冶
在当代中国,我们需要具备“中国式冶的研究方

式,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传统文化、西方现当代

思想融合的方式,确立新的价值观体系,这是建设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体冶。 如果说,解决当代中

国人的价值问题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思

想诉求,那么突出“中国式冶的研究方式则赋予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夯实的理论基础。
在当代中国,能够发现与把握中国人的价值问

题需要敏锐的洞察力,但通过确立新的价值观念来

解决价值问题则需要睿智的思想力。 无疑,作为指

导中国社会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这种思想

力的根本来源。 “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中,必须坚定不移地巩固和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地位。冶 [4]包括经典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价值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价值思想,都是我们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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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基础。 但同时,我们不能忽

视作为中华民族象征的传统文化的某些价值意识在

当代中国的观念影响,以及主导文化全球化的西方

现当代思想的某些价值观念对中国社会的文化意

义。 “中国式冶的研究方式表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的建设,应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思想根本,中
国传统文化为理论基础,西方现当代思想为理论辅

助的文化对话、沟通与融合的方式,提升中国人的思

想能力,进而创造属于自己的价值观念体系,并秉持

此种价值观体系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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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he Premis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DING Li鄄qing
(Beihua University,Jilin 132013,China)

Abstract:摇 The eighteenth report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learly pointed out that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shows that,the
fist question in the context of exploratory research theory of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construction is the ideological basis to truly a鄄
chieve the leading role for socialism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core value system. As for the ideas of premise,we are supposed to get
rid of narrowly defined value for a“usefulness冶thought erroneous zone,truly grasp the core values and the core value system of the idea
of inner unity,and to explor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e values and ordinary chinese thoughts transformation way is the important ideolo鄄
gy of the core value system construction;In terms of social and historical premise,the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construction need deep
analysi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actice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social development problem as the ideological foothold;As for the thought in principle,we are expected to establish“Chinese冶
thought subject, the research position, the research way to lead the direction of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construct the“basis冶, “root冶,and “body冶of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Key words:摇 socialism;摇 core;摇 value system;摇 prem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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