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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世界历史冶维度

何摇 连摇 海
(福建师范大学 教务处,福建 福州 350108)

[摘摇 要] 摇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核心内容。 新形势下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是对“世界历

史冶发展趋势的积极回应,同时也体现了鲜明的民族性、保持了坚定的自主性。 坚持了文化交流与文化传承相结合、世界历史

性和民族特殊性相结合、软实力建设和硬实力建设相统一的原则,从而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了社会主义中

国特色文化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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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紧紧围绕建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

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

荣。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又一次被提出,是用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探索中国意识形态

建设问题的理论成果,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

中的一次理论创新,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

究的一次升华,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是全民

族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
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已有不少论述,大

多是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结构、公民教

育等角度入手,较少从世界历史的视域来研究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出背景、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本文拟从世界历史维度来考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理解它所承载的理念和所具有的力量。
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属于意识形

态范畴,应该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和政治色彩,是
国家和民族内部的话题,和世界历史概念没有关系。
笔者认为,这样的观点多少有些偏颇。 将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放在世界历史的视域下来考察核心价

值体系,可以充分关注核心价值体系的时代性和现

实性,以及所反映出来的意识形态建设的趋势。 将

核心价值体系置于世界历史的视域下进行考察并非

否认核心价值体系的民族性和意识形态性,相反,只
有理性、全面、多角度地考察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元

素,才能领会其内容和意义精髓,以更好地坚持和

发展。

一摇 经典作家的“世界历史冶概念

世界历史的观念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时代是鲜有

的,即便有,也是抽象的,或者仍保留着地域的局限。
奥古斯丁的世界历史观念改变了古代社会的民族史

观。 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进步,世界历史成为不可

避免的趋势。 黑格尔按照其辩证否定、自我运动的

哲学理念来这样总结世界历史:世界历史是进步的,
其本质特征是历史过程的内在否定性,各个民族历

史的变革是世界历史辩证发展的内在否定性环节。
也就是说,世界历史是民族历史发展的趋向,有其内

在的必然性和规律性。
与黑格尔不同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

思想不是产生于纯粹的逻辑思辨,而是扎根于现实,
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语境。 他认为,生产力、分工

和交往的普遍发展是形成“世界历史冶的客观条件。
只有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有普遍交往发展

的可能。 “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

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冶 [1]68 随

着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分工越来越细,为了互通有

无,人们之间的交往也越来越深入和普遍,“各个相

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
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
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

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冶 [1]88

也就是说,世界历史随着不同民族之间交往的扩大

而成为必然。 基于这样的唯物史观的分析,经典作



家认为,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时代开始了世界历史

的开端。 因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

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

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冶 [1]277这样强大的生产力,
需要不断扩大产品的销路,“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

开发,到处建立联系。冶 [1]276于是,世界的距离被拉小

了,各个国家和民族的交往比过去一切世代都要

密切。
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大工业的力量打破了自

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使每个国家的生产和消

费都具有世界性和历史性。 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程

度不断加深,各个民族日益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其
关系错综复杂,因此世界历史不是各个民族简单的

相加,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历史一旦进入世界历

史,每个民族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世界历史的影

响,“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

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冶 [1]86 反过来,每个民族的

发展也有自身的能动力量,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世

界历史的发展趋势。 因此,在世界历史的大环境中,
孤立的国家和民族已经不复存在,即便存在,也难谈

发展。
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概念反映

的是,在生产社会化特征日益鲜明的背景下,不同民

族、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因交往而逐渐联系在一起,
世界历史成为有机的一个整体,而不是资本主义社

会以前那种相对分离的状态。 世界历史概念不能被

等同于现代经济和政治意义上的全球化观点,而必

须在此基础上,被进一步理解为是国家、民族重大社

会现象之所以产生的一个影响因子。 尤其是国家意

识形态建设的策略调整也必须放在世界历史的视域

下加以理解把握,只有这样才能领会意识形态对稳

定国家、巩固政权的要害所在。

二摇 核心价值体系面临的挑战

随着世界历史进程的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意识

形态建设面临着严峻挑战,而核心价值体系是意识

形态建设的关键,其凝聚力和战斗力直接关系到社

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第一,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说,不同意识形态之

间的有形战争已经结束很多年了,但西方国家仍然

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文化扩张策略,宣传个人主义、自
由主义等等的价值观,积极地争取意识形态领域的

“话语霸权冶,和平演变的图谋从未改变,利用反动

势力煽动群众的负面情绪,激发民族矛盾,颠覆我国

的政权。 这样的情形对国家意识形态建设是严峻的

考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从基本内容到表达形

式,都具有强大的凝聚人心的作用,体现了时代要求

和现实需要,体现世情变幻和国情发展,体现人类价

值和民族认同。
因此,在各种不同的、甚至是完全对立的意识形

态并存的世界历史中,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建设必须充分考虑如何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同时

又要与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谐共处。 从这个

意义上说,有必要在世界历史的视域下来审视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
第二,从社会文化多样性的角度来说,在国内,

随着市场经济向纵深方向发展,各种不同的经济利

益主体不断衍生出来,社会变迁和社会分化也不断

加剧,由此导致价值观念、价值追求的日益多元化。
在国际,随着改革开放程度的加深和世界历史进程

的推进,西方各种文化、思想和价值观也不断涌入中

国,给中国本土的、传统的价值观念造成极大冲击。
在这样的情势下,必须有一个核心价值体系能够统

领社会上不同的价值观,而且这个核心价值体系又

不能过于生硬和刻板,除了保证其正确的、坚定的政

治性之外,还必须有足够的弹性,能够整合不同的价

值观念,避免核心价值与多样的社会价值处于二元

对立的状态。
第三,世界历史的进程在不断推进,全球化的时

代已经到来,没有一种价值能够超越于所有国家和

民族之上。 全球化不是抽象的,也并不意味着取消

差别。 相反地,全球化应该是具体的,尊重彼此差

异。 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目标不仅是在差

异中寻求合作的基础,更重要的是保持坚定鲜明的

自主性,在走向世界历史的道路上,自主确定意识形

态建设的正确方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折射

出来的世界眼光,是由中国的现实情况决定的,是新

形势下社会成员所期待的价值风向标。

三摇 核心价值体系的调整是对“世界历史冶的回应

世界历史的推进,给社会的经济生活、政治生

活、文化生活带来了深刻的变化,每一领域的变化,
必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新的要求。

第一,与物质生产一样,文化领域同样必须体现

世界历史的整体视野。 世界历史概念体现的是关于

世界历史的整体性视野。 一直以来,世界历史的概

念被广泛地应用于经济全球化的解释中,应用于落

后民族国家跨越“卡夫丁大峡谷冶的现象解释。 马

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是源于对生产力和分

工的分析而得出的结论,但世界历史作为人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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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状态,不能仅仅用来分析经济的或生产的世

界历史性。 人类的精神生产也同样经历民族性和世

界性的矛盾运动过程,通过不断调适来适应现实的

需要。 “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

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

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冶 [1]276

世界历史以生产的发展为基础,因此,在向着世

界历史迈进的过程中,必须使生产力得到充分的发

展。 生产力系统的基本要素中,有劳动资料、劳动对

象以及劳动者,而在每一次生产力飞跃中科学技术

都扮演着催化剂的角色,有助于改变劳动资料和劳

动对象,有助于大力提升劳动者的综合素质,因而科

学技术对于世界历史的形成发展而言,具有不容忽

视的促进作用。 从广义上来说,科学技术不仅仅包

含自然科学,还包括社会文化,由此可以肯定的是,
社会文化的进步程度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程度也是成

正比的。 开放的、包容的社会文化才能促进世界历

史的和谐发展,而闭塞的、排他的社会文化则不利于

世界历史的共生共荣。
因此,统领社会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也必须顺

应世界历史发展潮流,体现时代性和开放性。
第二,发展了的现实的个人需要更加开放的世

界历史的眼界。 “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

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最后,地域性

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

替……[共产主义]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

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冶 [1]86随着生产力的发

展,不仅各个国家、地区参与了世界历史的过程,而
且每个人也逐渐地成为世界历史性的个人,也就是

说每个人的交往活动得到扩展,生活方式和思维方

式也随之改变,个人的社会关系更加丰富,发展更加

全面。 “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

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冶 [1]89在个人自由程

度取得进步的同时,那些满足人的精神需求的精神

生产也应该更具世界眼光。 否则,精神产品只能变

成思想的牵绊,阻碍人的发展和物质生产的进步。
由于受到国内外环境影响,在过去很长时间里,

社会意识形态在表述方式上比较单一刻板。 然而,
随着时代的变迁,生产力和分工的发展使不同民族

和国家的交往日益频繁深入,能够参与世界分工与

合作的人数也越来越多,人们的视野日益开阔,心态

也更加开放宽容,对文化的多样性追求趋势也逐渐

凸显。 阿尔布劳说:“全球化时代给文化观念带来

的最大的新意义,实际上就是使种种界限失效并使

许多成分从以前的话语强加在它们上面的种种限制

中解放出来。冶 [2] 如果核心价值的形式表达仍停留

于过去的模式,搁置在纯粹的上层建筑的高阁里,那
显然是脱离了生活实际,游离于时代发展之外,束缚

了人的精神力量,无法凝聚人心,对现实的个人起不

到实质的引领作用。
第三,世情、国情变化要求核心价值体系反映世

界历史的趋势。 世界历史是一种社会状态、是生产力

发展的客观结果。 而社会存在,决定了社会经济生

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 意识形态属于社会意识,
而社会意识由社会存在决定。 在世界历史趋势已经

很鲜明的时代里,现实的社会存在除了本国的国情之

外,还有国外的世情。 如果只关注国情存在,而撇开

世情存在,那么社会意识的建设不能不说是片面的,
即便是国家意识形态,也必须同时考虑国情和世情,
只有这样确立起来的核心价值体系才符合实际情况,
才有强大的生命力、吸引力和影响力,才能对社会存

在起到实质的反作用。 因此,随着世界历史的现实推

进,社会意识领域的建设也要随之改变。
一个民族或国家必须能动地把握世界历史进

程,对世界历史的发展做出审慎的评价,增强解放思

想、更新观念的自觉性和紧迫感,进而开展社会变

革,推动社会进步。 世界历史进程与人类文明发展

的趋势是一致的,正确把握这一历史进程,就会避免

狭隘的民族自我中心主义,自觉地加速向世界历史

的流动与整合,使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发展前景获得

有效的时间和空间意义。 社会主义要赢得发展和进

步,就不能排斥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在国家核心价

值体系的规划上,就不能将自己与世界完全割裂

开来。

四摇 “世界历史冶观照下的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核心价值体系要引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

设,不仅要在内容上引导,更要在态度上引导,即坚

持精神生产的世界眼界和民族感情的高度统一。
第一,坚持文化交流与文化传承相结合。 文化

的交流与融合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不可抗拒的潮

流,不同文化在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念上形成越来越

明显的共同意见,并且成为不同国家和民族的自觉

的、主动的价值选择,但并非说明哪个国家的意识形

态能够成为标准模式。 “面对更加激烈的国际文化

竞争,特别是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传播其意识形

态、进行文化扩张和思想渗透的压力,要挖掘和传承

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维护和深化社会主义的价值评

价和价值观念,抵制和消解西方不良意识形态的侵

蚀。 同时,在国际文化的交流与合作中,要不断地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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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吸收和融合一切优秀的外来文化价值理念。 从

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然是一个

不断碰撞与融合、冲突与消解、传承与超越的生成

过程。冶 [3]

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产生的时间规定性和空间

规定性,而当这种文化揭示出某些对象和事物的发

展规律时,它就获得了超时空的意义和价值。 但这

并不意味着这种文化能够在新的时代背景中自主地

发挥其作用或者自觉地表现其生命力,因此必须具

有文化自觉。 费孝通曾说:“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

的过程,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

种文化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

元文化的世界里确定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

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

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都能和平共

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冶 [4]

文化发展具有很强的继承性和延续性,人们在

既定的历史条件下,借鉴原有的文化材料,充分挖掘

其中的内涵实质,同时与社会进步相结合,了解多种

文化元素,不断突破现实界限,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

进行符合规律的创新,创造出新思想和新观念。 而

创新了的思想观念,还要通过人的实践活动进入社

会生活,创造出新的物质和精神财富。 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是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逐渐凝炼出

来的,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中国文化、理念、价值体

系和世界上不同国家的文化、理念、价值体系必然会

相互交锋、相互影响,各方都在不断地自我调整,以
更好地参与世界合作,“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

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

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

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

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冶 [5]37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仅要与人类文明同进

步,还要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同根源、与科学社会主义

同命运,只有这样,才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和人民根本

利益的精神文明,才能凝聚人心、引领社会思潮。
第二,坚持世界历史性与民族特殊性的统一。

晚年马克思阅读了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所有

制》和菲尔的《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等人类

学著作后,摒弃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

宣言》中关于世界历史的个别观点,否认各国完全

同质化的发展路径,开始关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

的特殊性存在,从而使世界历史具有现实性和特殊

性。 同样地,虽然精神生产也具有世界历史性,但精

神生产同时又具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体现不同民

族的历史继承性和现实需要。 从借鉴先进经验的角

度来说,物质生产可以从器物层面到核心技术,全方

位地学习、借鉴和吸收,而精神生产则必须保持一定

的独立性、民族性和意识形态性,这是由精神产品的

特殊性质决定的。 尤其是引领文化建设的国家核心

价值体系这种特殊的特种产品更应具有其独立性。
核心价值体系对一个国家及其国民而言,不仅

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而且最关键的是精神支柱和

价值认同,核心价值体系会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的姿

态及其国民的心态。 因此,在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

的环境中,中国文化、理念、价值体系必须时刻保持

独立性,只有保持了独立性才有影响力和吸引力可

言,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的构成是由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性质所决定

的,具有特定的生成模式和相对的稳定结构。冶 [5]373

第三,坚持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辩证统一关系。
在全球化趋势已成定局、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的国

际环境中,如何为国家发展争取有利的空间以及友

好的伙伴,成为世界各国都在积极谋划的事情。 在

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发展日新月异,只有整合、
借鉴一切有利因素,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 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正是应这种形势要求而做出的积极

调整,“以改革创新为特征的时代精神冶正是不同国

家所倡导的潮流,为当代人类所广泛认同,核心价值

体系将这样的时代精神纳入其中,实现了当代中国

意识形态建设与世界文明趋向的对接。 通过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整体构建,清楚地说明了在世界

历史进程中,中国愿意也有能力参与世界合作与竞

争,并愿意与其他国家和谐共处、互利双赢。 其所引

领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国际上树立了友好

的、开放的、自强的大国形象,表明中国崇尚和平、包
容差异、博采众长的态度,反对称霸和强权,良好的

国家形象有利于赢得普遍认同以及和平的发展环

境,有利于韬光养晦、积蓄力量,体现意识形态软实

力对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作用。
一种核心价值对国民的影响,不仅在于其内容,

而且在于其态度。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坚持的

理念是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承载的是开放、自信的

态度。 意识形态代表的是国家意志,代表统治阶级

的思想和信念。 国家意志、思想、信念历来不是空洞

无物的,必须有其现实的、活生生的内容,代表广大

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言之,核心价值体系必须与

群众的道德诉求相联系。 关于公民道德建设的“八
荣八耻冶充分体现这一要求。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很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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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性,从国家指导思想到百姓道德诉求,其中所强

调的时代精神、民族精神和道德精神,充分说明了社

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趋势。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是通过

其内在的感召而不是通过外在的强制来达到理想的

结果。 一个正确的、科学的、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核

心价值体系符合国家根本利益,也符合人民群众的

长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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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scussion about Core Value System under the Framework of World History

HE Lian鄄hai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Fuzhou 350108,China)

Abstract:摇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is the key content of socialist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the building of core
value system responds to the trend of “world history冶. At the same time, it should maintain independence and embody nationality. So
in order to better adhere to and develop the core value system on the trend of “world history冶, it is necessary to keep unity of cultural
exchanging and inheriting, global nature and national nature, soft strength building and hard strength building.

Key words:摇 world history;摇 core valu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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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ideology

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启示

高放在《社会科学研究》2013 年第 6 期撰文指出,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是从 1516 年出版英国人托马

斯·莫尔的《乌托邦》一书算起的。 空想社会主义因有科学因素,它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所以值得

纪念。 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可分为四大阶段,即: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社会主义运动从理论到实

践的转变;社会主义制度从一国到多国的演进;社会主义革新从地区到全球的扩展。 当今学习社会主义五百

年的历史有五方面现实意义:会增强我们的社会主义信心、信念和信仰;要吸取空想社会主义中的科学成分;
不要重犯空想的错误;要总结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以加深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要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为世界社会主义做表率。 当今我们的青年学生和各行各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参与者和各级领导

者都应该继承、弘扬社会主义近五百年来历史中出现的众多先驱、先哲、先贤、先烈、先辈无私奉献的革命精

神,维护劳动人民权益的坚定立场,刻苦钻研的科学态度,采纳众议的民主作风,求真务实的工作方法。 既要

勇于清除根深蒂固的、急于求成和过度集权的“左冶的思想影响,又要善于抵制西方资本主义右的歪风邪气

的侵袭,敬业诚信、克己奉公、廉洁自律、与人为善,尽心尽力做好本职工作,勤于在诚实劳动中创新等等。 只

要广大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人民大众都能切实实践行中共十八大所倡导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
等、公正、法治、爱国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定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繁荣昌盛,为推进世

界和平、发展与合作做出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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