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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是贯穿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核心观念。社会和谐应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
值观。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和谐的主要特征在于对自由、民主、法治和公平、正义这两对相互矛盾的价
值的兼容，对于这两对价值所体现的社会强势阶层和弱势阶层的兼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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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核心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党的理论

发展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科学概念，并且指明了这个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方向和

基本内容。从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起成为了又一个流行的政治语词。然而，

《决定》在给出了关于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宏大而包容广泛的内容的同时，却留下了一个容易引起关心国家

和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的人深思的问题：既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必然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种价

值观应该是可以与非社会主义价值观明确区分的一些基本观点，而不是一些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混杂不清

的概念，这种价值观应该是国家和党的立场和价值取向的简单表述，易于被中共党员和国民理解和接受，而

不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只有专业人士经过深入研究才能掌握的理论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是核心中的

核心，是贯穿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核心观念。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经典作家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人们比较熟悉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共产主义革命的经典论述：“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

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

裂”，“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

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似乎，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消极方面来说，是

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从积极方面来说，是建立让每个人能够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实际

上，经典作家从积极方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作了更为具体的论述，这些论述来自恩格斯，对社会主义

建设时期具有更为具体的指导意义：“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

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1］

“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

和科学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

活。”［2］可以这样说，在恩格斯的观念中，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个简单地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的和资本

主义所有制决裂的社会，它同时是一个建立在资本主义文明基础上的新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指导人们

行动的是经验、理智和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将保留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一切优秀文明：自由、民主、平等、

博爱、充分就业等。 



  正如林尚立所言：“资本主义社会确立与发展的历史前提是人的自主与独立发展。为此，资本主义社会

形成了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体系。力图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不反对

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前提，相反，要力图使人的自主与独立发展获得更具实质性的意义，即实现人在政治上

的自由、平等的同时，实现人在经济与社会上的自由、平等与自主发展。所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民主、

自由与平等的价值观念批判，并不是要否定这些观念本身，而是要赋予这些观念以实质性的价值与意义。”

［3］有人提出从时代的划分上，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从这个角度也是

可以理解的。 

三、历史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以前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问题上，曾经长期奉行“左”倾的、急

躁冒进的、教条主义路线。长期以来，苏联思想理论界倾向于把苏共领导人对马列主义的理解和解释以及他

们的论断作为判断是非、划分敌我的唯一标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社会

主义模式固定化。苏共把他们自己理解的阶级专政、集中制、公有制、计划经济当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把社会主义价值观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绝对对立起来，实际上奉行“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赞成，凡是敌

人赞成的，我们就反对”的愚蠢的思想建设路线，思想僵化，教条主义盛行。苏共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僵化，

丧失了生命力和战斗力，也丧失了对人民群众的吸引力。苏共在认识外部世界方面，盲目排外、孤芳自赏，

养成了一种妄自尊大的封闭心态，压制了国内人民了解外部世界的愿望，导致人们视野狭小，精神世界闭塞

和贫乏，丧失了比较和鉴别能力。在实践中走上了一条片面强调平等而忽视自由、民主的道路，形成了一种

经济政治文化上高度集权，抑制社会发展基本动力的社会机制。这种教条主义与过度的理想主义紧密相关，

期盼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向共产主义理想的过渡，这种教条主义同时与民粹主义紧密相关，企图利用社会下

层民众的仇富心理，依靠群众运动通过不断“革命”实现简单的社会平均。这种思路来自于对马克思主义经

典的片面理解，歪曲了作为资本主义更高阶段和人类崇高价值的社会主义。 

  中国在意识形态建设上曾经长期追随苏共，把国有制和计划经济以及高度的集权体制当作社会主义的核

心价值。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重新阐述了社会主义本质，提出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

削和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把生产力和经济建设前置于其他所有价值观，并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

经济的重要论断，打破了长期以来的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一切文明对立起来的僵化思维。此后，作为市

场经济必然内涵的自由、民主、法治、代表意识，以及作为对市场经济内在缺陷的矫正和补充的公平、正

义、和谐相继发展起来。需要指出的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市场经济是社会

主义的必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以市场经济为名形成的自由、民主、法治、代表意识以及公平、正

义、社会和谐也是社会主义的内在组成部分。换句话说，没有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没有自由不是社会主

义、没有民主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法治不是社会主义，没有公平正义也不是社会主义。就像公平、正义、必

然是社会主义的价值一样，自由、民主、法治、代表意识不需要借市场经济之名获得合法性，它们本身就和

市场经济一样，必然是社会主义的价值。 

四、社会和谐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更高阶段。社会主义价值观只能建立在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批判继承的基础之

上。在历史条件还不允许完全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之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地方在于对社会弱势阶

层的自觉关注，在于主动防范国家政权成为强势阶层的和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人的自然倾向，在于自觉运用

国家政权保护和帮助弱势阶层，始终追求社会的和谐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和谐应是社会主义的核

心价值观。《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本质属性，是对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发展，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经典表述。实际上，此处冠

以“中国特色”已经完全没有必要，在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核心价值观上，无所谓民族国家特色，中国特

色所指的应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道路。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和谐是一个开放的和包容多样、尊

重差异的体系，它的内涵已经超越了历史上所有关于“和谐”这个概念的专业的或者通俗的定义，它是总结

和包容社会发展史（尤其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阶段）和人类思想史的重大思想成果。它的主要特征在于对

自由、民主、法治和公平、正义这两对相互矛盾的价值的兼容，对于这两对价值所体现的社会强势阶层和弱

势阶层的兼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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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可以这样总结：只有自由不是社会主义，只有民主不是社会主义，只有法治不是社会主义，只有

公平正义也不是社会主义。只有兼顾自由、民主、法治和公平、正义的社会和谐才是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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