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6 卷第 1 期
2015 年 2 月

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 16 No. 1
Feb. 2015

[收稿日期] 摇 2014 - 10 - 08
[基金项目] 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冶资助(编号:13&ZD007)
[作者简介] 摇 孙伟平(1966 - ),男,湖南常德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博士生导师。

从单纯“对着干冶走向“创造性转化冶
———如何正确对待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

孙摇 伟摇 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摇 要] 摇 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是在反对封建专制统治、进行资本主义民主革命的过程中提出和逐步形成的。 它虽然

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和难以克服的局限性,但作为对封建主义价值观的彻底否定,它的产生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历史进步,
同时也是人类文明、特别是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成果,具有一定的世界历史意义。 社会主义作为更高级、优越于资本主义的

社会形态,必须有更高的视野和更宽阔的胸襟,摒弃单纯“对着干冶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大胆地引进、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

价值观的合理内核,经过批判性“扬弃冶、创造性转化“拿来冶而“为我所用冶,从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体现出

社会主义价值观相对于资本主义价值观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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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自近代打开国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西方价

值观对古老的中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由于

西方资本主义近代以来的快速发展,特别是由于西

方的侵略扩张政策和野蛮的殖民手段,西方价值观

渗透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并以其“软实力冶挤压其他

文化的生存空间。 在西方列强对中国入侵、“半殖

民冶的过程中,这导致中国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

和文化危机,导致资本主义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渗

透、“占领冶了中国社会。 当然,近代以来维新变法、
洋务运动之类自救举措,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和资本主义民主革命,以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建设,本身也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与西方接触

和“接轨冶,学习和接受资本主义的政治理念、科学

技术、管理理念和文化价值观。 因此,在建设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我们有必要对西方资本主

义价值观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分析,并反思和调适我

们的态度和做法,从而更好地“取其精华冶,“洋为中

用冶。

一摇 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

西方世界是资本主义的发源地,也是资本主义

发展比较成熟、发达的地区。 也正因如此,今天我们

常常指称的西方价值观,往往指的就是近代西方资

本主义兴起和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资本主义价值观。

资本主义价值观是资产阶级思想家在反对封建

专制统治、进行资本主义民主革命的过程中提出和

逐步形成的。 它的内容丰富而复杂,不同的资本主

义国家往往在表述和理解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并且,
它一直处于丰富和发展过程中。 它的纲领性内容或

标志性口号,是早期西欧资本主义提出的“自由、平
等、博爱冶,以及今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倡导的

“自由、民主、人权冶。 在全球化时代,“自由、民主、
人权冶已经被吹嘘为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冶的“普
适价值冶。

作为对封建主义价值观的彻底否定,资本主义

价值观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发挥过解放思想、冲破禁

锢、启蒙群众、鼓舞斗志、引领革命的巨大作用。 与

实行宗法等级制度、推崇专制的封建主义价值观相

比较,资本主义价值观无疑具有先进性和合理性。
就资本主义价值观之反封建、反专制而言,它的产生

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历史进步,同时,从人类社会历史

发展的角度而论,它也是人类文明、特别是人类文化

发展的重要成果。
如何理性而高效地对待资本主义及其发展成

果,包括在文化价值观方面取得的成果,社会主义中

国是曾经走过弯路、交过学费的。 极左年代信奉的

那些僵化的观念、二分对立的思维方式,如“宁要社



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冶,“凡是敌人赞成

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赞成冶,
曾经导致我们做了很多傻事,付出了沉痛的代价。
一味地说“不冶,不加分析地“对着干冶,实质上是一

种既不自信、也不合理的做法。 这种做法对敌人不

一定造成什么实质性损失,但给我们自己造成的困

扰和损失却是比较确定的。 因此,在改革开放、思想

解放的今天,我们应该切实吸取过去的教训,而绝不

能意气用事,单纯从意识形态的视角和观点简单化

地对待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
早在 100 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

言》中就曾经指出过一个基本的事实,即“资产阶级

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冶 [1]274。 资产阶

级冲破了封建制度的樊篱,不断地对生产工具、生产

关系、乃至全部社会关系进行革命,用自由、平等、博
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取代了封建社会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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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

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

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冶 [1]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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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句

话,它 按 照 自 己 的 面 貌 为 自 己 创 造 出 一 个 世

界。冶 [1]276如果对此视而不见,那么我们就难以解释、
也无法说明,资本主义革命为何能够以摧枯拉朽之

势摧毁顽固的封建统治,当代资本主义为什么仍然

没有“死亡冶,甚至在某些方面仍表现出一定的适应

性和生命力。 马克思恩格斯看待资本主义的视角、
态度和方法,值得我们反思和遵循。

具体而论,资本主义价值观与过去的封建主义

价值观相比较,实际上具有明显的先进性和必然性。
例如,“自由冶相对于不自主的“依附冶或“附属冶,
“平等冶相对于森严的“等级冶,“民主冶相对于霸道

的“专制冶,“人权冶相对于高高在上的“皇权冶或“特
权冶……都具有明显的毋庸质疑的优越性。 至于对

个人权利的尊重,对利润和效益的追求,对全球市场

的开拓,对世界秩序的构建,等等,都有力地促进了

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世界的“整合冶甚至社会的进

步。 如果不承认资本主义取得的这些进步,那么,我
们就很难解释,今天资本主义为何仍然 “活得不

错冶,所谓的“普适价值冶为何能够在世界上取得如

此咄咄逼人的影响力,以“自由、民主、人权冶为核心

的“价值观外交冶、“价值观结盟冶,为何能够在世界

上横行霸道,令尚处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中国感受

到巨大的“被妖魔化冶、“被骂冶的压力。
当然,肯定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是人类文明发

展的重要成果,在历史上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和合理

性,并不等于简单接受、认同“自由、民主、人权冶等

所谓“普适价值冶,更不等于认可资本主义相对于社

会主义的“优越性冶,认可资本主义将战胜社会主

义。 实际上,“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不能摆脱百万富

翁的超级利润,不能摆脱剥削和掠夺,不能摆脱经济

危机,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不能避免各种极

端严重的犯罪、堕落、绝望冶 [2]。 而且,资本主义声

称的“普适价值冶并不“普适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

实践中,它都存在着实质性的、难以克服的困难和局

限性[3];而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因为其

内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也必将退出历史舞台,从而

为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所

取代。

二摇 资本主义价值观与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本质区别

对资本主义价值观与社会主义价值观做一个基

本的比较,有利于我们弄清它们之间的本质区别,从
而更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信念、信仰和

理想,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同时,
也有利于我们以理性、宽容的心态和求真、务实的态

度对待不同的价值观,“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冶,激活

各种社会、文化因素,协力同心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当然,这一类的比较通常

都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往往是一件“吃力不讨好冶的
事情。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困难而退缩,也不能因为

工作量过大而逃避。 至少,我们可以删繁就简,主要

就它们之间的本质区别进行扼要的分析。
一般而言,资本主义价值观与社会主义价值观

之间的本质区别,可以这样扼要地加以说明:
资本主义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之上

的,整个社会是由资本(包括物质资本、货币资本和

信息资本等)所主导的,通行的不过是“资本的逻

辑冶。 从表面上看,资本主义社会人人“生而平等冶,
都享有“普遍冶的“自由、民主、人权冶;但实际上,由
于这一切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之上,实行的只是

“资本的逻辑冶,通行的只是“资本的特权冶,而广大

工人几乎一无所有,只有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的自由,
因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实质上只有富人、资本家才

享有真正的“自由、民主、人权冶。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具

有逐利的本性,而且是无比贪婪的。 马克思在《资
本论》中曾经引用过这样的话:“资本害怕没有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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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利润太少,就象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 一旦有适

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 如果有 10% 的利润,
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 20% 的利润,它就活跃起

来;有 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 100% 的利

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 300% 的利润,它
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冶 [4] 赚钱的行

为在“资本的逻辑冶运行中日渐疯狂,而且本身逐渐

演变成了目的本身。 越是成熟、发达的资本主义,越
是堕入其中而无法自拔。 维尔纳·桑巴特指出:
“贪婪在任何别的地方都没有像在美国那样显而易

见;获利的欲望、为了赚钱而赚钱,这两者也从来没

有像在美国那样彻底地贯穿于一切经济活动的全过

程,并且是一切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 生命中的每

一分钟都充满着这个冲动,只有死亡才能停止对利

润无止境的渴望。冶 [5]

资本主义价值观日益明显地体现出“钱本位冶,
即以金钱(资本)作为衡量一切价值的最高尺度。
资本主义在破坏封建社会“田园诗般冶的人际关系、
“温情脉脉冶的家庭关系、宗法等级制等的同时,“使
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

的‘现金交易爷,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 它把

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

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 它把人的尊

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

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冶 [1]274鄄275 在资

本主义“钱本位冶社会中,金钱所具有的令人扭曲的

魔力,让人不能不对它“刮目相看冶,甚至顶礼膜拜。
“每个个人行使支配别人的活动或支配社会财富的

权力,就在于他是交换价值或货币的所有者。 他在

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

联系。冶 [11]

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金钱冶(以资本、工厂、机器等为表现形式)具有决

定一切的力量。 一切似乎都可以换算成金钱,一切

似乎都可以进行金钱交易。 有钱就有一切,丧失钱

财就丧失一切。 赚钱是最大的成功和欢乐,赔钱是

最大的痛苦和失落。 资本家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赚

钱,为了钱,可以出卖一切,包括人格、良心和灵魂,
为了钱,可以不择手段,包括坑蒙拐骗、巧取豪夺。
这导致了金钱“本位价值冶地位的确立淤,导致了“一
切向钱看冶、“金钱拜物教冶的普遍盛行,导致了“人
生价值要以‘含金量爷来衡量冶,“有钱能使鬼推磨冶,
“有钱就是英雄冶,“有奶便是娘冶等观念渗透到社会

生活的各个领域和角落。
受制于生产资料私有制、资本的贪婪和资本的

逻辑,资本主义存在一系列内在矛盾和根本性局限,
特别是无法解决日趋尖锐的劳资矛盾和社会冲突。
例如,它根本不可能给予广大劳动人民以真正的自

由、民主和人权,根本不可能彻底消灭贫困,不可避

免地会导致愈演愈烈、无法解决的两极分化。 于是,
我们不难看到,哪怕是在高度发达、拥有“成熟民主

和法治冶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仍然一边是高楼大厦、
灯红酒绿、歌舞升平、穷奢极欲、腐化堕落,一边则是

成片的“贫民窟冶,大量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以及庞

大的受社会排斥的失业大军……。 过去资本主义往

往通过向外扩张、殖民等转嫁矛盾,但随着第三世界

的觉醒和独立,这些越来越难以得逞,因而其国内矛

盾和冲突便更加难以解决。 由此也可以说,资本主

义社会不过是“有产者的乐园冶,甚至是“富人的天

堂,穷人的地狱冶。
社会主义是在“否定冶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建立

的,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广大劳动人民当家

作主的社会形态。 在社会主义社会,广大劳动者是

生产资料的主人,是自主、平等的社会公民。 私有制

作为社会基础被消灭了,剥削阶级作为阶级被消灭

了,人作为“人冶而站立起来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不再是“敌对关系冶。 在全体社会成员依照社会分

工参加劳动的前提下,整个社会实行“按劳分配冶,
“多劳多得冶,理论上不允许剥削和压迫现象出现,
即不允许一部分人无偿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

从逻辑上说,与资本主义推崇资本不同,社会主

义特别重视广大劳动人民的“劳动冶。 有人甚至认

为,“劳动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位价值。 例如,马
克思就曾经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劳动是人们自主

自觉的活动,它将成为人们的“第一需要冶。 而且,
“劳动冶在相当程度上是判断一个人的价值的标准。
一个人有没有价值、有什么样的价值,关键要看他的

劳动态度和劳动能力如何,要看他为社会、为国家、
为人类提供了什么劳动成果,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

产领域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 因此,“劳动光荣冶,
是社会主义的响亮口号;“工作者是美丽的冶是广大

劳动人民的切身感受。
当然,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历史的、动态发展的,

它只能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才能呈现出来;社会主义

的本位价值是什么,还需要进一步进行提炼和论证,
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确立。 这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

出的:“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
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 我们所称为共产

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冶 [1]87共

产主义是历史的、发展的社会建构,在不同的社会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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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发展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有着不同的本质呈现。
例如说,从价值目标来说,在试图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的革命时期,它重在破坏一个旧世界,通过实行无产

阶级专政,消灭剥削,消灭压迫,实现无产阶级的解

放,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的政权;而在革命胜利后,
它重在建设,试图通过持续的努力,建设一个更加公

正、合理的社会,消灭包括无产阶级自己在内的一切

阶级,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实现个人与社会的自

由全面发展。
在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该说,社会主义建

设任重而道远;囿于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建设还必须比较灵活、务实。 这里的

关键在于,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令社会主义更

加成功,体现出比资本主义更大的优越性;要让社会

更加公正,令全体劳动人民真正得到实惠,生活得更

加幸福。 因此,邓小平在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
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冶 [7]373

———的同时,又提出了著名的“猫论冶和“三个有利

于冶标准(即“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

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

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

水平冶 [7]372),以便适应时代的发展和中国的实际情

况,放开手脚,求真务实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建设。
在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中,必

须坚定一个信念:即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资本

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 因为,社会主义

能够促进生产力更快地发展,能够提供比资本主义

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的同步发展;能够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公平的发展

环境和全面发展的条件,消灭剥削,消灭压迫,消除

两极分化,实现人与社会的自由全面发展。 中国人

民 100 多年来的历史经验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

能救中国冶,也“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

国冶。 我们也相信,通过选择正确的路线、方针、政
策,通过广大人民群众的勤奋劳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必将全方位地体现出相较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将在与资本主义价值观的

较量中取得最终的胜利。

三摇 以开放的态度学习和借鉴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

中的合理因素

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在日益频繁的中西文化

交往过程中,社会主义价值观与资本主义价值观之

间既有冲突,也有联系,更在不断地进行交流和互

动于。 在这个交往互动过程中,如何理性地正确对

待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是社会主义中国面临的一

个突出课题。
如前所述,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积极成果,包括它

的某些合理的价值观,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具有一

定的普遍性或世界历史意义。 对此,社会主义作为

更高级、优越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必须有更高的

视野和更宽阔的胸襟,大胆地引进、学习和吸收资本

主义价值观的合理内核。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
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
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

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

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

的全部财富的。冶 [8] 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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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办法。冶
[7]373如果固守左的立场,固守单纯的“对着干冶的思

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不愿、不敢或不肯大胆吸收和借

鉴,那么,就不仅是作茧自缚,白白放弃应该加以利

用的文化价值资源,而且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大
不敬冶,是对广大劳动者的劳动创造的“大不敬冶、甚
至“犯罪冶!

还应该看到,资本主义作为目前世界上尚被许

多国家采行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价值观作为目前

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奉行的价值观体系,在现阶段仍

然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和普遍性意义。 这些观念中

的某些方面不仅同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特别是意识

形态相联系,而且同一般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大生产

相联系,甚至不得不与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和诉求

相联系。 当代中国由于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因而社会主义价

值观建设绝对不能完全无视、完全回避、或完全否定

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甚至简单地“对着干冶。 在目

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西方资本主义价

值观既是参照,也是资源,至少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具有强大的影响,可以依据时

代的新发展、社会的新趋势和人民的新诉求,经过批

判性“扬弃冶、创造性转化,勇敢地“拿来冶而“为我所

用冶,千方百计地丰富和发展我们自己。 如果简单

地“对着干冶,甚至“在泼脏洗澡水的同时,将小孩也

泼掉冶,那么必然会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造成

不应有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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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西方资本主义价值

观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意识形态色彩,具有严重的

历史局限性,我们绝不能采行“全盘西化冶方略,简
单地照抄照搬,不加分析地全面移植。 特别应该注

意的是,资本主义价值观传入中国后,特别是改革开

放以来,它已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持续“发酵冶,产生

了相当广泛、相当程度的负面影响,如损人利己、损
公肥私的极端个人主义,唯利是图、“有奶就是娘冶
的拜金主义,奢侈腐化、自甘堕落的享乐主义,坑蒙

拐骗、假冒伪劣商品的泛滥等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

手段,等等。 而且,封建主义价值观和资本主义价值

观常常相互纠缠,相互利用,其集中表现是以“权冶
“钱冶交易为特征的各种腐败现象。 因此,坚持开放

国策,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价值观是有原则的,也是

有前提的:只有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社会主义制

度之上,“以我为主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
“洋为中用冶,才能克服封建主义价值观和资本主义

价值观的实质性缺陷,也才能呈现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价值观的合理性和历史进步性,推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不断取得实质性进步。
综而观之,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是,资本主义价值

观必将被更合理、更先进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所取代。
但是,这种取代绝不是人为地割裂,不是没有“肯
定冶的单纯的“否定冶。 实际上,社会主义是资本主

义之后、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是对资本主

义的“扬弃冶;同样,社会主义价值观是在“否定冶资
本主义价值观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对资本主义

价值观的“扬弃冶。 社会主义价值观内在地包含资

本主义价值观中合理的东西,又坚决地克服了资本

主义价值观中的局限性。 例如,它吸取了资本主义

价值观中重视个人利益、重视功利、重视个性发展、
重视人的自由和尊严、重视个人创造、重视人权,以
及开放、竞争、效率、创新等观念,并在社会主义制度

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融合和“再创造冶。 事物的发

展经过否定和否定之否定即“扬弃冶过程,既批判又

吸收,既克服又保留,从而使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内容

更加丰富、完善,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历史阶段。 也

就是说,社会主义价值观“扬弃冶资本主义价值观、
并经自我提升和创造之后,已经是表征社会主义的

“精神自我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灵魂冶,是比资本

主义价值观更合理、更先进、更有生命活力的文化价

值观。

注释:
淤“钱本位冶价值取向的流行,本质上是由于商品交换

关系的存在,特别是商品交换关系中私有财产权的存在。 因

为在商品交换关系中,私人占有的财产或金钱意味着财富,
意味着购买力,意味着对社会资源的支配权。 当然,一般意

义上的商品交换关系的存在,私有财产权的存在,还不必然

地意味着“钱本位冶,不意味着建立“钱本位冶制度。 因为,在
历史上,“钱本位冶自有商品交换关系以来,一直以某种方

式、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但是,在以保护私有财产为金科玉律

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建立之前,却并未成为社会主导的普遍

流行的道德价值观。 究“钱本位冶之确立、并发展到极端的

根源,还在于制度化的以私有财产权为基础的资本主义。
于 当然,由于中西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发展的不平

衡,这种交往互动不是完全对等的,总体的进程是西方价值

观对中国的渗透和冲击更大。 当然,正在崛起的中国也正在

通过各种方式,如创办“孔子学院冶、启动中华经典外译工

程、联合国外媒介出版作品等,实施文化价值观“走出去冶战

略,对西方世界施加应有的、当然也日益强烈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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