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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汶川大地震后，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雄辩地证明，社会主义社会是以人为本的社

会，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的生命，弘扬人的关爱，发挥人的创造，是中国特色社

主义核心价值的核心内涵。我们完全可以坚信，经历了这场特大自然灾难后的中

必将更高地举起以人为本的旗帜，依靠全体人民的力量共同创造一切从人的需要出

发、一切为了人的权益、一切有利于人的发展的美好家园。 

     

    灾难是一部教科书，它可以使人从中学到平时学不到的许多东西。四川汶川特大

地震带给我们的是一场特大灾难，但同时也使中华民族通过这场灾难的磨炼更加走向

坚定，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通过这场灾难的考验更加走向成熟。全中国人民共同投

入、世界各国人民大力支持的抗震救灾斗争，不仅正在愈合着大自然留给我们的

伤，而且也正在锻造着我们民族的精神，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得到了一次历史性的升

华。 

     

人的生命至高无上 

     

    任何社会都有一定的价值理念、价值标准和价值指向。所谓核心价值，是指能

体现社会主体成员的根本利益、反映社会主体成员的价值诉求、对社会变革与发

维系和推动作用的思想观念、道德标准和价值取向。核心价值是一定社会的性质

质和发展趋向的集中体现。核心价值在意识形态各个层面的具体展开，即形成社

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及其体系，是社会主义性质和本质的集中体现，

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是推动社会主义逐步走向完善的强大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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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我们党通过总结改革开放和经济

会发展的实践经验，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提炼概括为：马克思主

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

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这一提炼和概括，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发

要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具体体现。这四个方面，贯穿着一条共同的主线，

着一个共同的理念，这就是：以人为本，民主公正。这八个字，可以说是社会主

核心价值。以人为本，侧重于从社会主义性质和本质的层面界定社会主义核心价

民主公正，则侧重于从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变革的层面界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主义核心价值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本质和主导，离开核心价值的最本质方面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其他内容则会流于空谈，甚至会走偏方向。 

     

    我们所以有理由将“以人为本、民主公正”理解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因

有以人为本才能最本质地反映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和发展取向。漫长的人类社会

历了“以神为本”、“以物为本”之后，正在向“以人为本”的更高境界发展与

升。社会主义社会所以成为人类孜孜以求的美好社会形态，从根本意义上说就是因

这个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第1版第23卷第649页）；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所以成为人类自觉遵循的科学

理，从根本意义上说就是因为这一学说是建立在以人为本这一基点之上的；包括

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以

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和社会实践的根本指针，就是因为这一理论体系的

本质和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我们科学地理解社会主义、正确地对

会主义和全面地推进社会主义的根本之点。 

     

    生命无价。坚持以人为本，首先表现在对人的生命的无上珍重，尤其表现在

通社会成员生命的无上珍重。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最高体现。这样一种核心价

理念，包括丰富的内涵：（1）一切社会成员的生命，除极个别严重危害社会安全而

被依法剥夺生命权利者外，都应得到社会充分的尊重和全力的保护；（2）人生而平

等，在生命价值面前，所有享有生命权利的社会成员都是平等的；（3）当遭遇重大

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的时候，抢救人的生命是第一位的任务，是整个社会的重中之

重。汶川大地震后惊心动魄的抗震救灾斗争，正是这样极其生动而深刻地诠释着

命第一”、“生命平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在中华大地上高扬着一曲曲珍

生命、敬畏生命的壮丽颂歌。 

     

    当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亲临第一线夜以继日组织抢救被困群

众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人的生命的宝贵；当整个抗震救灾工作把救援人的生命作

一位任务和一切工作重中之重，坚定贯彻“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百倍努力”的救援

方针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人的生命的价值；当目睹一个个被埋几十个小时乃至一百多

个小时而被成功救援的鲜活生命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生命的顽强！尤其令全世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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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为之感动的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为普通国民设立全国哀悼日，以国家的名

念遇难群众，更令我们感到了生命的平等和至高无上。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

群众徐徐半降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的生命尊严正在冉冉上升！当十三亿

人民共同肃立为遇难国民沉痛默哀的时候，生命无价得到了最好的解读！在人的生命

至高无上的理念和实践中，以人为本、民主公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得了前所未有的

诠释与张扬。 

     

人的关爱至大无垠 

     

    社会主义以人为本的本质和核心价值，决定了这个社会应当是一个充满关爱

溢温暖、洒满阳光的社会。建立在平等的经济关系和民主的社会关系基础上的人

之间的关系，应当是一种团结、互助、同情、友爱的新型人际关系。这样一种人

系，既是对传统文化中某些“仁爱”理念的继承，又是对传统“仁爱”的历史性超

越；既是对西方文化中某些人道主义因素的吸纳，又是对西方人道主义的历史性

弃。以人为本，充满关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维系社会成员的情感，是推

社会变革与发展不可或缺的强大精神力量。 

     

    当然，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商品交换和市场经济不仅是现实社

可逾越的阶段，而且是人们的社会关系的主要实现形式和推进社会发展的最重要

力。但这绝不意味着，现实社会不需要关爱，不需要互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

冷漠的利益交换关系。恰恰相反，在推进市场化改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

下，尤其需要在全社会张扬平等友爱精神、构建团结互助关系，这也是发展社会

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以人为本、民主公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渗透于人与人之间关系层

表现为多层面的社会关爱取向：对国家，人人都是主人，当国家遇到危难的时候

民应以极大的爱国主义热情自觉地共赴国难，共克时艰；对人民，国家是温暖的家

园，当人民遇到危难的时候，国家应动员一切力量予以救援，万众一心，众志成城

对他人，每一个人都是依靠，当他人遇到危难的时候，人人都应毫不犹豫地伸出援助

之手，帮人解难，助人安康。正是这样多层面的双向关爱关系，使人超脱了个人利益

的狭隘眼界，挣脱了物质利益的缰绳羁绊，凝聚成克服一切艰难险阻的巨大精神力

量，构建起社会主义和谐精神家园。 

     

    汶川大地震和地震后我们所见证的无数催人泪下的感人事迹，极其生动地诠释

社会主义关爱之情。在大灾大难面前，在生死考验之中，一切个人得失都显得那

微不足道，一切个人恩怨都显得那样的毫无价值，而唯有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关爱

珍贵、战无不胜！有多少解放军官兵，在废墟中昼夜奋战，用他们带血的双手抢

困者的生命；有多少基层党员干部，顾不上身上的血迹，顾不上亲人的安危，临

页码，3/5史学理论、史学史、海外中国学史研究（史学研究网） >> 报道、随笔 >> ...

2008-11-19http://www.3hresearch.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860



惧，挺身而上，用他们的坚定和关爱给受难中的群众带来信心与希望；有多少普通群

众，没有人指令，没有人派遣，昼夜兼程奔赴灾区，用他们的无私奉献给灾区人民送

上方便与温暖……当人们从废墟中挖出一个个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掩护学生生命的老

的时候，当亿万人民自觉地为灾区人民捐款捐物、出力献血的时候，当无数自愿者不

辞辛苦奔忙在灾区各个角落，给伤员和儿童送去温暖的时候，我们深深感受到人

之间的相互关爱是多么的圣洁和伟大！大爱无声，大爱无垠。正是这种自觉的真

关爱之情，诠释着以人为本的丰富内涵，彰显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巨大魅力！

     

人的创造至坚无穷 

     

    当社会主义由空想转变为科学，它的一个最重大特征和最根本转变，就是把社

主义由少数人“乌托邦”的实验转变为全体人民共同参与的创造性社会实践。这

本转变的思想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唯物史观认定：人民群众是推动

变革与发展的决定力量。“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卷第119页）正是作为历史发展根本动因和主体因素的人

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体创造力量。人民，唯有人民，才是创造社会主义新生活的根本

动力。社会主义变革与发展的最伟大力量，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的创造性社会实

中。 

     

    一个半世纪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经验反复证明，什么时候把社会主

立在人民群众自觉参与、主动创造的基础之上，什么时候社会主义就顺利发展；

时候把社会主义置于少数人空洞美好的设计之中，社会主义就会遭受曲折。正是通

深刻总结历史的经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始终坚持以人民群

众的创造精神为动力、以人民群众的创造行为为主体，在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全体

动者、建设者积极性主动性的基础上，推进了我国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实现了

思主义中国化新的历史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以人为本作为自己的核心价

突出地体现在高度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把克服一切困难、推进一切发展始

立在依托人民群众主体性基础之上。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抗震救灾实践，极其生

地弘扬着人民群众的主体创造精神，极其深刻地诠释着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 

     

    八级地震，历史罕见。一切为了灾区人民，一切服从抗震救灾，在灾后第一

里，在抗震救灾第一线，在中华大地每一个角落，迅即汇聚成亿万人民共同参与

大的创造性实践。从江南到塞北，从沿海到大漠，从都市到乡村，从国内到海外

处涌动着抗震救灾的滚滚热潮，到处洋溢着重建家园的创造精神，整个中华民族空前

地动员起来，鼓舞起来，振奋起来。正是这样一种全体国民共同参与的创造性实

把数万人从废墟中拯救出来，把上千万人从灾难中解脱出来，把特大地震所造成的

害减少到最低程度；也正是这样一种全体国民共同参与的创造性实践，赢得了世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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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政府与人民的极大同情和全力支援，在国际社会树立起以人为本、开放透明的社

主义新形象。正在进行的抗震救灾伟大实践雄辩地证明，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

主体，只要真心实意地相信人民群众，全心全意地依靠人民群众，把人民群众的

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地调动起来、发挥出来，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战胜

的灾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一定无往而不胜！ 

     

    多难兴邦。汶川大地震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灾难，同时也使中华民族经受了空前的

锻炼，使每一个中国人经受了灵魂的洗礼。在万众一心抗震救灾的伟大实践中，

为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得到了进一步锻造与升华，广大国民的主体意识得到了

进一步觉醒，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将走向更大胜利、中华民族必将走向伟

兴的希望！ 

     

    （作者为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山东省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山东大

授）

� 上一篇文章： 李欧梵；深切缅怀王元化先生  

� 下一篇文章： 随笔：孙郁：史之影  

【发表评论】【告诉好友】【打印此文

    最新最新最新最新5555篇篇篇篇热热热热点点点点文章文章文章文章 

� 中国农民战争史研讨会在山东青…[108] 

� 吴原元：当代韩国中国学的历史…[110] 

� 马歇尔·萨林斯：后现代主义、…[93] 

� 包伟民：中国史研究：“国际化…[107] 

� 余怀彦：利玛窦看中国[143] 

      最新最新最新最新5555篇推荐文章篇推荐文章篇推荐文章篇推荐文章 

� 《史学研究网》寄语[3979] 

      相 相 相 相 关关关关 文 章 文 章 文 章 文 章

没有相关文章 

         网网网网友友友友评论评论评论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没有任何评论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联系站长 | 友情链接 | 管理登录 | 

2004-2007版权所有: 史学研究网

页码，5/5史学理论、史学史、海外中国学史研究（史学研究网） >> 报道、随笔 >> ...

2008-11-19http://www.3hresearch.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8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