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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彰显之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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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摇 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彰显本质之维,体现人民性这一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坚持以人为本,
对人民群众的实践作出及时的总结与有效的引领;需要彰显其核心之维,增强其引领能力,发挥其指导方向、凝心聚力、增强

动力的“主心骨冶作用;需要彰显其特色之维,坚持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滋育与诠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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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党的十八大报告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练为

24 字、“三个倡导冶,相关研究也随之持续升温,但对

如何进一步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却众说

纷纭、莫衷一是,有的强调普适性,有的强调民族性,
有的强调社会主义的规定性,有的认为“三个倡导冶
分别对应国家、社会与个人三个层面,有的则主张推

倒重来等。 造成这种现象,既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内容的庞杂性、内涵的丰富性有关,也与人们在这

一问题上的思维方式有关。 消除分歧、增进共识,需
要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之维、核心之维、
特色之维。

一摇 本质之维

价值观是人们依据对社会现实的反映而形成的

一种关于价值认知、判断、选择、践行的根本观点和

看法。 在阶级社会里,价值观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

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

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

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冶 [1]98一个社会占统

治地位的核心价值观,总是反映着该社会的本质特

征与统治阶级的价值诉求。 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
本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分别反映着奴隶社会、封
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与奴隶主阶级、封
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价值诉求,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也必须彰显社会主义的本质之维、反映社会主

义的本质特征、作出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
那么,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究竟是什么呢? 要

解答这个问题,就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

国共产党人关于社会主义的相关思想中去寻找理论

根源与理论依据,去弄清楚社会主义究竟是如何建

立的、是为着什么而建立的等问题。 关于社会主义

是如何建立的?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与中国共产党

人认为,“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

群众自己创立的冶 [2]、“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冶 [3]790、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冶 [3]1031;
关于社会主义是为着什么而建立的? 马克思主义经

典作家与中国共产党人认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

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

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

立的运动冶 [1]283;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

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冶 [1]285;“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

利益冶 [1]285;“与人民利益适合的东西,我们要坚持

下去, 与人民利益矛盾的东西, 我们要努力改

掉冶 [4]210;“工人阶级的政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

民群众,正因为,而且仅仅因为,它是人民群众的全

心全意的服务者,它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并
且努力帮助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和意

志而斗争冶 [5]218。 可见,社会主义是由无产阶级与广

大人民在自己的政党的领导下建立的,是为着维护



无产阶级与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建立的,人民性

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必须反映无产阶级与广大人民的价值诉求。
任何一个阶级取得统治地位后,为了维护自己

的统治秩序、建构全社会范围内统一的价值规则、强
大的精神支撑和共同的精神家园,总是寻找论证本

阶级的价值观的合法性、科学性、先进性———向广大

民众“灌输冶本阶级的价值观———使广大民众将本

阶级的价值观加以“内化冶与“外化冶的路径,来强化

核心价值观建设。 简言之,总是以本阶级的价值观

引领广大民众,这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正

如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要用奴隶主

阶级价值观、封建地主阶级价值观、资产阶级价值观

来凝聚整个社会的思想共识一样,无产阶级也必须

要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之来最大限

度地达成社会共识。
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决定了培育与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坚持以人民为本,对人民群众的

实践作出及时的总结与有效的引领。
一要坚持以人民为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

人民群众的价值观,不是少数“精英阶层冶的价值

观。 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坚持以

人民为本,自觉划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由民主平

等与西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平等的界限,反映人民

群众的利益诉求,对人民群众的呼声作出积极的话

语回应、方法回应与内容回应。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

的不断深入推进,我国社会的阶级阶层及其现实利

益不断发生分化,我国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与利益

格局日益多样化,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也随着日益

多样化与复杂化。 因此,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价值

观,就必须在内容与形式上力求与人民群众的生活

实际相贴近,想方设法地拉近与人民群众的情感距

离,积极介入、有效引导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学习、
工作密切相连、受到他们普遍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

的讨论,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问题,充分尊重人

民群众在经济利益、政治诉求、精神追求、心理特征、
价值判断、行为方式等方面的差异性,努力营造“尊
重冶与“包容冶的社会心理、思维方式、处事态度、文
化环境,科学确立反映全体人民共同认同的价值观

“最大公约数冶,使人民群众最大限度地达成价值

共识。
二要对人民群众的实践作出及时的总结与有效

的引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以理论形态存在

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体系中,又以观念形

态存在于亿万人民群众的头脑中,更以实践形态存

在于人民群众的学习生活生产实践中。 培育与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随心所欲的“发明冶与想

当然的“创造冶,而是对人民群众实践中业已形成的

价值观的能动性的反映、创造性的表达与有效性的

引领,是以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为来源、动力、检验

标准和根本归宿的,是对人民群众追求真善美的实

践、体现真善美的活生生的事例的总结、提炼、提升

与恰当性表述。 近年来,由于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

的渗透与冲击,市场经济的滞后性、盲目性、自发性

等弊端和等价性、求利性、竞争性等负面影响,一些

消极、落后、腐朽的价值观对人们的影响有所增强,
一些人道德水准下降,在价值观念上颠倒是非、不辨

善恶、不分美丑、不顾荣辱,道德冷漠、损人利己、损
公肥私、贪污腐败、不讲诚信等社会丑恶现象时有发

生。 这些“丑象冶,严重危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正常

生活,严重影响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 对于

这些“丑相冶,广大人民群众始而困惑、迷惘,继而反

感、厌恶,终而痛恨、抵制,并纷纷以实际行动表达了

对“丑相冶的痛恨、对“美相冶的向往、对扬善抑恶的

渴盼。 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必须对

人民群众的“实际行动冶,进行及时的总结与有效的

引领、推广。 如近年来,浙江省通过党和政府的“领
唱冶、宣传部门的及时“加柴添火冶、主流媒体的“同
频共振冶、广大群众的积极响应、“最美人物冶的模范

践行等多种举措,及时发掘“最美人物冶、充分传播

“最美事迹冶、有效扩散“最美效应冶、积极培植“最美

土壤冶,使得正能量在浙江省不断涵育、集聚、迸发,
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浙

江省人民群众中广泛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二摇 核心之维

所谓核心价值观,是指在一个社会的价值观体

系中居于主导地位、起着支配作用、具有引领功能的

价值观。 它代表和反映着该社会统治阶级的根本利

益与价值诉求,为该社会统治阶级所强化与推广,为
该社会广大成员相对普遍地接受与认可,具有相对

稳定的特点。 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共中央

《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中

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的内核,体现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性

质和基本特征,反映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丰

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

度凝练和集中表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大众

化、通俗化、凝练化的表达方式,明确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和价值准则,确立了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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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中国最基本的价值观念。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社会

结构、组织形式、利益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经

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

日益多样化,反映社会现实的价值观的发展也随之

日益多样化。 性质内容、理论旨趣、关注视角各不相

同的种种价值观,多样并存、纷繁杂陈,它们正采取

立体性的传播渠道、大众化的传播内容、利益化的价

值取向、快速化的自身衍变、动态化的扩散状态、渗
透性与隐蔽性的传播方式,加速在我国传播。 同时,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借经济全球化与我国的

对外开放之机,利用经济技术等方面的优势与中西

方交往的各种途径,对我国实行意识形态与价值观

的强势渗透,大肆向我国民众兜售各种西方社会思

潮与价值观念。 此背景下,各种正确的与错误的、进
步的与落后的、积极的与消极的、国内的与国外的、
东方的与西方的、传统的与现代的、历史的和现实的

价值观在我国同时并存,呈现出多样复杂的态势。
既然,我国现阶段人们的价值观呈多样化态势,

那么,人们在价值观问题上能否达成共识或曰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否形成呢? 答案是肯定的。 多样

性与共识性的并存是价值观形成发展的客观规律。
虽然人们的价值观具有多样性,但在一定范围内、就
某些问题达成价值共识、形成核心价值观,是可能

的。 如关于美国核心价值观,有学者认为是“自由、
平等和自知冶 [6];有学者认为,“清单上……再添上

三种价值观:宽容、谦逊、信仰冶 [7];而亨廷顿则坦

言:“美国信念的价值观是什么? 汗牛充栋的研究

都会列出子丑寅卯,但所有的分析都提到了下列核

心政治价值:自由、平等、个人主义、民主、宪政下的

法治。冶 [8] 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广大人民群众由于

有着共同的历史文化背景、社会自然环境、理想信念

追求、根本利益需求,在涉及国家、民族、社会的根本

利益、长远利益、整体利益时,他们理所当然地会产

生共同的价值认知、判断、选择和追求,必然能够达

成价值共识。
面对国内价值观的多样化态势,凝聚价值共识,

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 一个社会如果光有

多样而无共识,必然会陷入一种混乱状态,如果不能

彰显价值观的核心之维,多样化的价值观也必然会

陷入一种无序状态。 在多样化的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可以弘扬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凝聚中华民族的精神

力量、建设中国社会良好的道德风尚,弘扬主旋律和

正能量,使整个中华民族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从而更好地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

力量;面对综合国力竞争尤其是文化软实力竞争日

益激烈的国际形势,大力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的核

心价值观,对于中华民族实现“中国梦冶、自立于世

界民族之林,显得尤为关键和迫切。 对此,2014 年 2
月 1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

集体学习时指出:“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

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 这是决定文化性质和

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 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
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
感召力。 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

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

护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

要方面。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构建具有强大感召力

的核心价值观,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国家长治

久安。冶 [9]

那么,如何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呢? 关键是要做好如下几点:一要彰显其核心之维。
重视选择与提炼一些为人民群众所普遍认可的精神

内核、核心概念和关键词,对它们进行重点赋义、阐
释、普及宣传,以增进人们的价值共识,让核心价值

观发挥出指导方向、凝心聚力、增强动力的“主心

骨冶作用;二要不断丰富和完善核心价值观。 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否发挥其核心功能,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其说服力、感召力,取决于其理论的先进性、
科学性与创新能力。 为此,我们要在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与人民群众的生动丰富实践进行

及时的理论总结、理论提升的过程中,要在对传统价

值观与西方价值观进行批判性传承借鉴的过程中,
不断丰富和完善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永葆其理

论的先进性。 三要增强其引领能力。 社会主义的核

心价值观应该最大限度地反映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

共同愿望与社会各阶层的多样化价值诉求,最具广

泛性、感召力、亲和力和凝聚力,既旗帜鲜明地宣扬

和展示自身的价值内容、价值标准,又不简单否定其

他非核心的价值观;既能从各种非核心的价值观的

争鸣与比较中汲取养分以丰富和完善自身,又能对

它们发挥批判、整合和引领功能,尊重差异、包容多

样,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区别对待,鼓励、支持各种先

进的、科学的、进步的价值观的发展,通过坚决的斗

争以遏制各种落后的、腐朽的、消极的价值观的滋长

与蔓延,以宽广的胸怀、协调的办法、温和渐进式的

引领以促使各种无害的价值观向自身靠拢。 四要增

强其“融入冶能力。 要把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的核

心价值观融入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人民群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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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生活实践中,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以收到“润
物细无声冶的效果,使广大人民群众在实践中不知

不觉地感知、领悟它,心悦诚服地接受、认可它。

三摇 特色之维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指出:“提高国家文化

软实力,要努力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 要坚

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冶 [9]7;“当代

中国价值观念,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

念冶 [9]7;“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和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

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冶 [9]7习近平总书记的论

述旨在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鲜明的中华

民族特色。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彰显其

特色之维,选择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的,符合中国实际的,为广大老百姓所喜闻乐见、耳
熟能详的概念、范畴来加以表述,以形成具有中国特

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价值观话语体系,使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形象、亲切可人、“接地气冶,为
人民群众所自觉主动地“内化冶与“外化冶。

那么,如何凸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特色之

维呢? 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牢固

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 抛弃传统、丢掉

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 博大精深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

跟的根基。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

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
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

道德资源。 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

更好创新。冶 [9]7鄄8这就告诉我们:凸显社会主义价值

观的特色之维,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与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与道德精髓,坚
持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滋育与诠释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具有对社会存在的依赖

性,由古代贤哲所提出,是传统社会政治、经济发展

状况的反映,服务于传统社会的发展需求,又具有相

对独立性,保留与传承着许多先进的、合理的、进步

的文化内容与形式;既是历史,属于过去,作用于过

去,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对于维护我国传统社会的

和谐与稳定、推动中华民族的发展与进步,曾起过十

分重要的历史作用,又是现实,内存于现实之中,是
历史在现实中的沉积,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土壤中,经

过世代传承、不断积累、发扬光大,业已成为整个中

华民族的精神特质、精神风貌和精神财富,业已成为

全人类所共有和共享的文化珍品,具有跨越时空的

价值,业已构成为一种强大的现实力量作用于当前

乃至未来,例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天
下为公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冶的奉

献精神,“位卑未敢忘忧国冶、“天下兴亡,匹夫有

责冶、“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冶的爱国情

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冶的浩然

正气,“杀身以成仁冶、“舍身以取义冶、“人生自古谁

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冶的

献身精神等,不仅在历史上对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

产生过十分积极的影响,即使在今天,对于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仍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

存在着内在的相通相融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

身就是一种借鉴、吸收、融合了人类历史上各种价值

观的合理的、进步的、积极的因素,特别是传承了中

国传统价值观的精髓与精华,而形成的迄今为止最

科学的、最先进的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

树必须深深地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之

中,才能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必须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重

要源泉,才能很好地实现自身的现代性转换与创新

性发展,为自身在新的时代寻找到新的出路、焕发出

新的光彩。 这种相互融通性决定了二者相互之间必

然会有很多结合点。 例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倡

导的“民贵君轻冶、“和而不同冶、“礼之用,和为贵冶
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民主冶、“和谐冶之
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倡导的“喻牛辞相冶、“威武

不屈冶、“物无贵贱冶、“有教无类冶、 “无私心,行公

义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自由冶、“平
等冶、“公正冶之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倡导的“天
下兴亡,匹夫有责冶、“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

趋之冶、“敬业乐业冶、“言而有信冶、“仁者爱人冶、“兼
相爱、交相利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爱
国冶、“敬业冶、“诚信冶、“友善冶之间,均存在着相互

契合之处。 我们必须要花功夫寻找和利用好这些契

合之处,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诠释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 如,我们可用“仁者爱人冶与“兼相爱、交相

利冶来诠释社会主义友爱精神,可用“和而不同冶与
“礼之用,和为贵冶来诠释社会主义和谐理念,可用

“言而有信冶来诠释社会主义诚信准则,可用“天下

兴亡,匹夫有责冶、“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

之冶来诠释社会主义爱国情操,等等。 这种诠释,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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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又可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特

色鲜明、栩栩如生。
但是,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特色之维,并

不意味着对人类普遍价值追求与西方价值观的排

斥。 将一些本属于人类的普遍价值追求进行自我标

榜性独占、赋义,然后刻意美化、输出扩张,抢占价值

观宣传的制高点,这是西方发达国家价值观扩张的

主要路径和完整链条。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必须既要彰显其特色之维,又要大胆借鉴与吸收人

类一切先进的价值观,对一些本属人类社会的共同

性、普遍性价值追求,且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具有

进步性、实质性内涵的价值观,要旗帜鲜明地用马克

思主义加以赋义,理直气壮地用具有中国特色、中国

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加以转换、表述与宣传,
抢占价值观宣传的制高点,绝不能因为要彰显特色

之维,就愚蠢地对人类普遍价值追求与西方价值观

加以简单否定、一味排斥,那无疑是在抢占价值观宣

传制高点的战争中自断手脚、自我放弃、作茧自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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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ing Revealing Dimension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CUI Hua鄄qian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China)

Abstract:摇 To cultivate and practice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it is necessary to reveal its dimension of the essence, representing
the principle of “for people冶, which is the essence of socialism. We ought to put people first, sum up the practice of the people timely
and provide them with more effective guidance. Additionally, it is necessary to reveal its dimension of the core, enhance its ability to
lead, and play its backbone role in providing directions, agglomerating mental efforts and strengthening motives. Finally, it is a must to
reveal its dimension of characteristics, and persist in cultivating, nurturing and interpreting socialist core values with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Key words:摇 socialist core values;摇 dimension of the essence;摇 dimension of the core;摇 dimension of characteristics

42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2014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