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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意义及特点思考

何 蓉

(中共湖北省恩施州委党校
,

湖北 恩施 4 4 5 0 0 0)

【摘 要】在整个价值体 系中
,

核心价值体系是最基础
、

最核心 的部分
,

它是个人
、

集团
、

民族和国家长期秉承的整套最根

本的原则
。

核心价值体系稳定而 又持久地影响个人或者集团的价值取向与思想观念
,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个体或群体的存在

与发展
。

提炼和概括
、

培育和践行符合当代中国国情
、

与 中国改革发展紧密相关的核心价值观
,

在今天显得尤为迫切
。

【关键词】核心价值体系 ;核心价值观 ;意义提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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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 ,

是近年来文化 为全球经济
、

贸易
、

能源方面真正举足轻重的巨人
,

建设的一个热点和重点问题
。

它第一次出现在中 最大的变化就是海外利益不断增加
,

在国际事务中

央正式文件中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 ;十七大报告 的发言权
、

影响力与日俱增
。

今天 的现状是
,

中国

把它放在了文化建设最首要的位置 ;十七届六中全 的经济正在影响世界
,

而中国的文化和道德价值观

会再一次强调要积极推进 ;十八大报告对社会主义 没有影响世界
。 “

超一流企业卖标准
,

一流企业卖专

核心价值观作出最新概括
,

为积极探讨和培育全社 利
,

二流企业卖品牌
,

三流企业卖产品
,

四流企业卖

会普遍认同的核心价值观
,

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 苦力
” 。

今天
,

孔子学院在全球 106 个国家已经有

强国建设打下了基础
。

这个命题的提出
,

可以说是 五百多个
,

其中在美国就有 81 所
,

近三百个孔子课

对执政党近年来思想文化建设的历程与经验的高 堂
。

有人说我们在输出价值观
,

为什么不能输出?

度概括
,

标志着我党对思想文化建设和管理的认识 这是对文明的贡献
,

是文化软实力提升的标志
,

只

又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

有提升才能收到尊重
,

就怕层次还不够
。

撒切尔

一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意义 说
: “

一个只能出 口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的国家
,

在整个价值体系中
,

核心价值体系是最基础
、

成不了世界大国
。 ”

所以
,

形成凝聚人心并足以影响

最核心的部分
,

它是个人
、

集团
、

民族和 国家长期秉 世界的核心价值观
,

是中国作为大国的责任
,

也是

承的整套最根本的原则
。

核心价值体系稳定而又 中国现实生活的迫切需要
。

持久地影响个人或者群体的价值取向与思想观念
,

(二 )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与世界接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个体或集团的存在与发展
。

轨的必然要求

如
“

三纲五常
”

是中国封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主 纵观世界历史
,

每有大国崛起
,

既有的 国际格

要内容
,

它从观念
、

精神层面维护了两千多年的封 局和运行秩序被打破
,

政治生态发生 巨变
,

多方面

建统治
。

再如西方国家
,

在反封建斗争中
,

凭借
“

自 必然产生不适感
,

必然产生心理上 的抗拒和排斥
。

由
、

平等
、

博爱
”

的思想武器
,

资产阶级取得 了胜 所以大国崛起往往会引发战争
。

中华民族在不断

利
。

当然
,

当代西方国家公开标榜
“

自由
、

民主
、

人 发展过程中
,

世界也不断出现种种不和谐的声音
:

权
”

等主流价值观
,

同样掩盖不了其消极和没落的 当军力增强时
,

出现
“

中国威胁论气当危机发生时
,

内容— 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极端的拜 出现
“

中国崩溃论气当经济发展时
,

出现
“

中国责任

金主义
、

享乐主义
、

个人主义等
。

论气当我们善意批评金融危机时
,

出现
“

中国骄傲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
,

相对于经济建设的迅猛发 论
” ; 当民族宗教矛盾发生时

,

出现
“

中国专制论
” 、

展
,

我 国在文化
、

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严重滞
“

中国分裂论
”

… … 现在
, “

中国特殊论
”

也十分强

后
,

建设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在今天的中国显 劲
。

《当中国统治世界》是英学者马丁
·

雅克的畅销

得尤为迫切
。

书
,

他在书中告诫全球读者
: “

中国的崛起
”

就是
“

西

(一 )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大国崛起的必 方世界的终结
” ,

中国将成为世界的主导力量
,

中国

然要求 将以与西方想象完全不 同的特殊方式来主导世

大国博弈已经进人核心价值观的博弈
。

近 30 界
。

要避免这些论调成为我们前进的阻力
,

一方面

多年中国经济飞速发展
,

综合国力大大提升
,

已成 我们寄希望于西方国家放弃他们的冷战思维
,

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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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则是我们要重构核心价值观
。

因为随着全球

化进程的加剧
,

中国与世界的冲突越来越多
,

其中

很多是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差异
。

构建我们的核

心价值体系以与世界接轨
,

已经极其必要
。

(三 )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提升民族人文

精神的必由之路

历数世界史上的所有帝国
,

其兴起与没落无不

与思想文化有关
。

道理很简单
,

经济繁荣如果缺乏

精神支撑
,

短时期可以
,

长期不行
,

因为价值观的扭

曲
,

精神追求的虚无
,

终究会反映到经济社会生活

中来
。

就像 白雪可 以堆成雪人
,

泥沙可 以雕成巨

人
,

但是它没有精神的东西作支撑
,

迟早会融化和

坍塌
。

丘吉尔说
:
宁可失去一个印度

,

也不愿失去

一个莎士 比亚
,

因为莎的作品提升了其国民的人文

精神 ! 在法国
,

先贤祠是思想与精神圣地
,

其中安

葬了 72 位政治家
、

思想家
、

作家
、

艺术家和科学家
,

正门上镌刻着
:
献给伟人

,

祖国感谢他们 ! 其意蕴

非常明确
。

德国宗教领袖马丁
·

路德说
:
一个国家

的前途
,

不取决于它 的国库之殷实
,

不取决于它的

城堡之坚固
,

也不取决于它 的公共设施之华丽
,

而

在于它的公民品格之高下
,

这才是利害枚关的力量

所在
。

人文精神的核心 和灵魂就是核心价值观
。

中华民族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

必须通过构建核

心价值观来提升全民族的人文精神
。

(四 )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引领社会思潮

的必然要求

伴随着改革开放
,

我国经济体制
、

社会结构
、

组

织形式
、

利益分配方式等日趋多元化
。

反映到精神

生活中
,

就是价值观的多样化
,

各种思想观念的碰

撞
。

和谐社会的实现建立在宽容多元文化价值观

的基础上
,

但仅有宽容是绝不够的
,

如果缺乏核心

价值观的引领
,

多元只能带来碰撞
,

紊乱和无序
。

在进人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
,

在意识形态领域
,

我

们如果缺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指导
,

就可能

迷失前进的方向
,

削弱和涣散我们的斗志
,

瓦解和

分裂我们的队伍
,

从而危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

设
。

所以
,

在宽容多元价值观的同时
,

必须重塑主

流精神和核心价值体系
。

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突出特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由党中央提出并构建
,

其构建内容
、

推进过程
、

思想属性等具有鲜明的中

国特色
,

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

(一 ) 从主要 内容看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着鲜

明的中国特色

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
,

是指中国化的马克思主

义理论成果 ; “

共同理想
”

是面向全体中国人民的 ;

“

民族精神
”

实际上是
“

中华民族精神
” ,

同时
“

时代

精神
”

在我 国的改革发展事业中得到了突出地体

现
。 “

社会主义荣辱观
”

是当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荣辱观
,

这一特点体现得非常明显
。

(二 ) 从构建和推进过程看
,

其中国理论特色非常明

显

我 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

目前构建出来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

其抽象化和理想化的层次

不是最高的
,

其理论的体系化也不是最完善的
。

但

是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当代中国国情
、

中国

改革发展事业紧密相关
,

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事业中
,

直接引导和影响着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构建和完善
。

(三 ) 从思想属性看
,

它一方面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的普遍属性和基本精神
,

另一方面体现了鲜明

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面向处于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的全体中国人民而构建
,

是为了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而做的的主流价值观和共

同价值观的理论研究工作
。

从哲学意义而言
,

它体

现了一般性与特殊性的高度统一
。

三 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探索与思考

党的十八大之前
,

所有中央文件提出的概念是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 ,

而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所以许多人质疑
,

核心价

值体系与核心价值观是不是一个概念 ? 他们的联

系与区别是什么 ? 如何提炼出核心价值观 ? 近些

年来
,

学术界对这些问题作了诸多探讨
,

胡锦涛同

志所作的十八大报告对这些问题也有了明确的 回

答
。

第一
、

两个概念的关系问题
。

一直以来
,

学术

界大致有四种观点
:
第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两个不同概念
,

认为前者是指核心价值的体系
,

而不是核心价值观

的体系
。

第二种观点认为前者是指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系
,

而不是指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的体系
。

第三种观点认为二者的 区别在于外延

不同
,

认为前者包含的范围更广
,

应该涵盖了后者

的内容
。

第四种观点认为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

只是侧重点不同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无疑是不可等同的两个概念
,

但不可否认二者有

紧密联系
。

前者是后者形成和发展的基本条件
,

是

必要的前提和基础
。

后者则决定前者的基本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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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基本特征
,

是前者价值本质的体现
,

是最高抽象

和内核
。

换言之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可以是繁

复的
、

全面的
、

庞大的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却必

须是概括的
、

简洁的
、

扼要的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的基本内容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就确立了
,

接

下来的任务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和概

括
。

第二
、

如何提炼和概括
、

培育和践行当代中国

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中国是一个有着 13 多亿

人 口的发展中大国
,

提炼和概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有很大的难度
。

一方面要侧重于思想道德的规

范
,

另一方面又要符合核心价值观的要求 ;一方面

要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

另一方面又要体现社

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一方面要体现时代特点
,

另一

方面又要符合文化传统
。

要得到社会广泛认可
,

必

须易懂
、

易记
,

同时易于掌握
、

易于践行
。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

新加坡的核心价值观是经国会讨论通过

然后确立的
,

包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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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等基本内容
,

这样
,

他们的

精神文明建设就有了可以遵循的基本原则
。

近年
,

从全国的范围来看
,

在没有提炼和概括

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前
,

一些领域按照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要求
,

已经提炼和概括出了

切合各领域特色的核心价值观
。

例如
,

我 国司法机

关提炼和概括出了
“

公正
、

廉洁
、

为民
”

的核心价值

观 ;我 国军队提炼和概括出了
“

忠诚于党
,

热爱人

民
,

报效国家
,

献身使命
,

崇 尚荣誉
”

的当代革命军

人的核心价值观
。

这样一些先行先试的实践符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本质要求
,

也为核心价值

观的最终形成打下 了良好基础
。

在这个基础上
,

党的十八大对于
“

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

进行了凝练
,

将过去较长的表述精简为

24 个字
。

这个表述是分别国家
、

社会
、

公民个人三

个层面进行 了概括
,

即
“

富强
、

民主
、

文明
、

和谐 ; 自

由
、

平等
、

公正
、

法治 ;爱国
、

敬业
、

诚信
、

友善
。 ”

看得

出来
,

这 24 个字是用贴近老百姓的精炼语言来表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毫无疑问
,

这个精炼的表述

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全社会的积极倡导

和培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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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u l t i v a t e a n d p ar e t i e e i n li n e w i t h e o n te m p o r a r y Ch i n a , 5 n a ti o n a l e o n d i t i o n s a n d th e e o r e v a l u e s w h i e h a er e l o s e l y

er la t e d t o t h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o f C h i n a , 5 er fo m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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