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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样化与价值导向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江泽民关于社会主义价值观教育和管理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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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价值观是人们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形成的价值信念、信仰、理想、标准和具体价值取向的综合体系。江泽

民认为,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必须正确看待和处理社会价值导向与人们多样化的价值观之间

的差异与矛盾, 尊重差异,包容多样, 对人们的多样化的价值观加以引导和调节, 树立适应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

的先进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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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是人们基于生存、发展和享受的需要而

形成和持有的关于客观对象的价值的总观点、总看

法,是人们的价值信念、价值理想、评价标准和价值

取向的综合体系。价值观一旦形成,就渗入到人们

的一切价值活动之中,发挥目标选择、情感激发、评

价标准和行为导向的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艰巨的 全新的

事业 ,它离不开新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的导引。而创造性地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实践相适应的核心价值体系, 必须解放思想,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方法论原则。正

是在这一原则指导下,江泽民提出了一系列进行社

会主义价值观建设、包括价值观教育和管理的

思想。

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任何人的价值观都

不是先天固有的, 也不是头脑中主观自生的, 而是

后天在一定的社会环境、社会活动中逐步形成的。

作为一定社会意识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任何人的

价值观都是建构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 是

一定时代人们的社会存在、社会实践、生活经历的

产物和表现, 是一定时代文化传统、生活方式、风俗

习惯、社会心理等因素潜移默化地濡染和熏陶的结

果。这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 思想、观念、意识

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

质交往, 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 意

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

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
[ 1] ( P72)

观念的

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

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 2] (P112)

同时, 价值观直接反映

着主体的实际生存状态,反映着主体的社会地位和

立场,反映着主体的利益和需要。一定主体的价值

观来自于该主体的生活实践的形式和经历,是主体

在价值活动中多次实践反馈的观念积淀与内化。

从主体自身的角度看,人们的阶级立场、社会地位、

收稿日期: 2007- 12- 26



生存方式、生活经历, 以及利益、需要和自我意识

等,都是影响其价值观形成和变化的基本因素。

江泽民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具体境况, 明确界定了建设主体

的多样化、多层次性。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56个

民族、具有不同信仰的宗教、多种社会阶层、发展程

度不同的地区、不同行业或职业、各种社会团体、乃

至不同的个人, 等等, 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

设的主体力量。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 包

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 广大农民, 始终是推

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

量。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

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

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

业人员等社会阶层, 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

建设力量。
[ 3] ( P539)

不能以财产、职业等为尺度, 将

他们排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之外。并且,

我们还要看到, 伴随着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 每一

价值主体都处在动态发展过程之中,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建设主体的范围在不断地发展和壮大。

多样化、多层次价值主体的 经济状况、生活环

境、思想认识、文化素质、心理特征都有所不

同
[ 3] ( P199)

,在具体的利益、需要和要求方面表现出

多样化的差别。江泽民指出: 大千世界, 丰富多

彩。事物之间、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地区之间,存

在这样那样的不同和差别是正常的,也可以说是必

然的。 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

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
[ 3] ( P523)

在上述情况下, 人们价值观的差异与多样化是

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 也是一种普遍的客观现实。

例如,各个不同的民族有其自身的文化传统和风俗

习惯;各种不同的宗教有其各具特色的信仰信念和

规范戒律;各种不同的社会阶层有其自身的现实利

益和价值追求; 发展不平衡的各个地区要求有符合

其具体情况的发展道路; 各种不同的行业有其具体

的职业特点和关注重心; 不同的个人在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大潮中, 更是会随着自己信念、利益、需

要、兴趣、条件、能力等的不同, 追求满足自我、展

示自我 、实现自我 的不同方式, 发掘自己多方面

的潜能,表现自己独特丰富的个性。

因此,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我们必须承认和

尊重一切合理的价值观, 摒弃曾经长期占统治地位

的单一价值体系、单一价值标准(如 政治挂帅 、

以阶级斗争为纲 、越穷越光荣 、越穷越革命

以及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凡

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

就要拥护 等) ,破除一切陈旧、腐朽、僵化、封闭的

价值观念的束缚, 而始终倡导和坚持价值标准、价

值取向的开放性、多样化, 形成与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创业机制, 营

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

围, 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

力竞相迸发, 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

流,以造福于人民。
[ 3] ( P540)

这有利于充分落实 以

人为本 的要求,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实

现大众创造力的充分涌流;同时,也有利于确立应

对多样化现实的健全心态,自觉地保持科学、严谨、

宽容、求实的作风,杜绝种种简单化和极端化的做

法, 构建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不过,承认现实生活中人们价值观的多样化,

并不意味着在价值观领域不存在任何共通性或普

遍性,更并不意味着一切多样化、甚至互相对立的

价值观都是正确的、合理的, 都有着相同的前途和

命运。实际上,有些人的价值信念、信仰是违背科

学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诸如迷信与邪教就背离

了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有些人的价值标准和价值

取向是非理性、自私自利的, 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

和极端利己主义; 还有些人的价值观是反社会、不

文明的, 典型的如社会破坏分子和恐怖分子的价值

观; 等等。这类愚昧、腐朽、落后的价值观是逆历史

潮流、没有生命力的, 它终将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

唾弃。我们不能因为客观存在的价值观多样化事

实,就放弃应有的主体立场和责任意识, 对那些愚

昧、腐朽、落后的价值观听之任之, 不闻不问, 对宣

传和倡导科学、合理、先进的价值观缺乏热情,丧失

信心。

实际上,咀嚼历史我们会发现, 一切进步的价

值主体总是会坚持改革、开放的态度,站在时代前

列, 变革那些已经陈腐过时、僵化保守的社会观念,

引导整个社会确立 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状

况、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根

本利益 的先进价值观, 并实事求是,使自己的价值

观与时俱进, 长久地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 4]

对于我国现阶段来说,合乎上述要求的先进的

社会主导价值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还有待我们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创造性地去

落实和建设。

建设这种社会主导价值观,首先在于确立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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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值信念、信仰、理想。价值信念、信仰、理想是

人生的 主心骨 ,在人们的精神活动中居于统摄地

位,是人们的价值意识活动的调节中枢。江泽民指

出: 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我国是社会主义国

家,当然不能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思想意识和

价值观念, 也不能用宗教来作为全社会的精神支

柱。我们必须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 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

思想,作为凝聚和团结全党全国人民的坚强精神支

柱, 并确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

想。
[ 3] ( P199)

这其中, 最重要的是确立共产主义价值

理想。 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必然走

向共产主义这一基本原理 ,当然, 共产主义只有

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

能实现 ,必须通过完成各个阶段的奋斗目标来实

现,必须由一个一个实际步骤来达到; 对于每一位

共产党员来说, 既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坚

定信念,以高尚的思想道德要求和鞭策自己, 更要

脚踏实地地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而不懈

努力, 扎扎实实地 做好现阶段的每一项工

作
[3] ( P293)

, 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坚持最高纲

领,以切切实实的行动实践着与最高纲领相联系的

现实要求。
[ 3] (P344)

其次,必须全面落实 一切为了人民 、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 的要求。毛泽东指出: 共产党人的

一切言论行动, 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

利益, 为最广大人 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

准。
[ 5] ( P997)

江泽民进一步指出: 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就是全心全

意为人民谋利益。
[ 3] ( P45)

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

都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宗旨,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

出发点和归宿。
[3] ( P572)

只有把关心群众、服务群

众的工作切实做好了,我们才能始终保持同人民群

众的血肉联系,才能无往而不胜。
[ 3] ( P280)

当然, 人

民群众的整体利益总是由各方面的具体利益构成

的。我们所有的政策措施和工作, 都应该正确反映

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
[ 3] (P279)

再次,必须 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

传统, 借鉴世界各国的优秀文明成果
[ 3] ( P10)

。一方

面,要辩证地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

粕,弘扬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等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 以集

体、群体利益优先的优良传统,以及义利兼顾、勤劳

节俭、艰苦奋斗、讲求诚信、追求和谐等价值取向。

另一方面,继承 五四运动 以来的光荣革命传统,

学习、扬弃包括西方价值观在内的优秀价值资源,

确立科学、民主、法治等作为基本的价值取向的定

位, 并在中国现代化实践中加以借鉴、消化和吸收。

江泽民特别强调: 中国要发展、要进步、要富强, 就

必须对外开放,加强与世界各国的经济、科技、文化

的交流和合作,吸收和借鉴一切先进的东西。封闭

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能否不断了解世界, 能

否不断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东西,能否不断跟上

世界发展的潮流, 是关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兴衰

成败的大问题。
[ 3] ( P127)

最后, 在此基础上, 以创新的态度,创建 与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

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
[ 3] ( P560)

的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体系, 以凝聚全国人民的目标和意

志, 引导大众走出前进过程中的各种迷惘、困惑、混

乱,唤起大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热情。

江泽民特别强调创新,他多次指出: 创新是一个民

族进步的灵魂, 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价值观的建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由于它所

面临的全新的时代背景和复杂的实践基础,因而既

不可能通过仅仅 复活 传统美德来实现,也不可能

通过简单 引进 和 消化 西方价值观来实现,它必

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 通过大众立足时代、解放思

想、富于智慧的创新,才能逐步取得成功。

当然,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导价值观与

尊重人们多样化的价值观不是对立和割裂的,而是

相互联系、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要将 弘扬主旋

律,提倡多样化 结合起来,在尊重、包容人们合理

的多样化价值观的基础上,坚持共产主义价值理想

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

展规律和要求,利用舆论导向、利益机制的调整、以

及建立健全合理的社会约束机制等,对人们多样化

的价值观加以引导和调节, 从而在社会历史发展

中, 确立 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代表先进

文化发展方向、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 的先

进价值观的主导地位
[4]
。倡导和弘扬这样的社会

价值观,是社会主体导向原则的体现,也是文明社

会的权力、责任与义务。 (下转第 1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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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Value view is of one s value conception, belief, ideal, standard as well as his concrete value option or com-

prehensive value system. Jiang Zemin holds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core value system with China s socialist character-

ist ics depends on concrete understanding of the differences and correct treatment of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social

value direction and people s diversity of values, respect ing the former and containing the latter, but giving proper regu-

lation or direction to the latter so as to set up a kind of advanced value of scientific progres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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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ristian theological aesthet ics in middle age began with an idea of beauty is the name of God . It reveal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eauty, truth, and goodness; between love, faith, and hope; between understanding, will and

feeling. It also described the spiritual process from appreciation of creation to contemplation on God through the discus-

sion of some elementary doctrines, such as trinity, creation, incarnation, salvat ion and eternal life and so on. It not only

reflected the aesthetic ideal in middle age, but also epitomized the universal aesthetic experience of all 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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