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第 1 1卷 第 4期

2 0 0 9年 0 7月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JOU RNAL O F H IT (SO C IAL SC IEN CES ED IT ION )

　
Vol. 11 No. 4　

Jul. , 2009

　　　　　　

　　收稿日期 : 2009 - 04 - 20

　　作者简介 :张晔 (1970 - ) ,女 ,山西临猗人 ,副教授 ,从事哲学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性解读

张　晔

(太原师范学院 社科部 ,太原 030012)

　　摘 　要 : 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从根本上说 ,是一种观念形态的东西 ,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

意识指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有着客观的现实背景 ,其本身具有很强的实践性 ,主要体现为 :一、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扎根于社会主义事业实践的深厚土壤 ,它伴随着社会主义事业实践的曲折历程而产生 ;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效用的发挥与实践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须紧扣并广泛深入实践去实施等。在此基础之上 ,

还进一步阐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科学发展观在实践基础上的统一以及这种统一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现代社会所表现出的有利于社会和谐发展、以人为本重塑社会关系等方面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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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 ,随着多元经济体制的建

立与发展 ,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生产组织形式、就

业方式、分配方式和利益关系等日趋多样化 ,人

们的思想意识空前活跃。与此相适应 ,我国社会

意识形态范畴的价值观也呈现多元复杂的态势 ,

迫切需要一种统摄和整合 ,去其瑕疵 ,存其玉质 ,

以利于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的进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提出 ,正适应了这种

需要。人们的观念与人类的实践活动有着密切

的联系。因此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

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从实践性的角度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其教育进行解读 ,对于正

确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刻内涵、理解它

形成的来龙去脉 ,并使得这种价值观成为广大人

民群众特别是青年人的主流精神价值取向、进而

使其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社会

的精神动力 ,促进社会的和谐有序的发展 ,有着

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确立
的客观现实背景

　　自我国社会进行改革开放以及建立商品经

济新秩序以来 ,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发生

着转型或转轨的变化 ,有的变化甚至是巨大的。

这些剧烈变化使得外来的思想、文化渗透并冲击

着我们的意识形态 ;与此同时 ,基于对改革的反

思以及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 ,对古代传统的思想

文化的寻根问祖现象盛行于社会生活中 ,从而使

得当今我国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内古今中外各种

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纷现杂呈 ,多种多样的

意识文化现象登台亮相。如此多元、复杂的社会

变革和变化不仅在经济、政治领域出现了一系列

新情况、新问题 ,也在广大公民 (特别是青年人 )

的思想、意识、行为、品格的养成等方面产生了一

系列影响。一方面 ,他们对复杂的意识文化中的

糟粕、腐朽等负面东西缺乏足够的分析、判断、辨别

的能力 ,这就使得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及价值观

容易受到不良思想文化的侵蚀或影响。另一方面 ,

面对复杂多样的意识文化环境 ,由于他们对以往封

闭的、统一一律的社会意识文化环境的心理适应以

至形成的精神心理依赖 ,故往往显得无所适从、徘

徊犹豫 ,这样也会使他们在精神心理方面陷入深深

的困惑或矛盾 ,“面对成功与失败、理性与情感创造

与困惑、追求与浮躁并存的现实 ,产生了无所适从

的感觉 ,许多人处于无根化的浮萍状态”[ 1 ]
,并使其

对社会、对自我认识出现偏差 ,导致其观念混沌、价

值取向不明 ,从而陷入苦恼和痛苦之中。

　　通过客观分析可以知道 ,上述影响既有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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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更新自我、树立自主自强意识、创新意识、创

业意识 ,同时 ,又使其中某些人不同程度地产生

了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诚信观念淡薄、

社会责任感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淡化、团结协作意

识较差、心理素质欠佳等问题。其具体表现为 :理

想、信念在他们心目中退居幕后而呈隐性状态 ,理

想目标明显世俗化 ;他们总体上热爱祖国和人民 ,

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强烈 ,但仍不乏贬己媚外的心

态 ;他们的社会公德意识及道德行为的追求不强

烈 ,道德修养不完善 ;甚至个别人心目中存在着极

端的私利至上、个人为中心的不良倾向。

　　鉴于上述多方面的现实情况和问题 ,亟须在

社会中确立一个核心的价值观体系。这种价值

观体系“是在社会生活中居于统治、引导地位的

社会价值体系 ,它能够有效地制约非核心、非主

导的社会价值体系作用的发挥 ,能够保障社会经

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的稳定和发展。”[ 2 ]

它应深深地扎根于我国的社会现实生活之中 ,与

广大民众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正适应了这种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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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明确提出了这一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 :“马克

思主义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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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为

核心的时代精神 ,社会主义荣辱观 ,构成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 3 ]这种价值观根

源于社会现实生活 ,根源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

的实践活动 ,与人民群众的思想情感有着千丝万

缕的联系。在这样的核心价值观支配之下 ,广大

人民群众 (特别青年人 )能够深谙社会发展的规

律和人生的真谛 ,将其自身的人生奋斗目标与社

会发展的大方向或趋势紧密结合起来 ,使自我的

奋斗和进取卓有成效 ,并因此避免误入歧途或者

南辕北辙而造成生命力的浪费 ,从而拓展自己的

人生之路 ,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并据此

转化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社会的强

大的精神动力。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
与实践的紧密联系

　　上述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的客观

现实背景中昭示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明

显的实践性特点。具体分析看来 ,它的实践性主

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深扎根于社会主

义实践的土壤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确立 ,是社会主

义特别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活动的

产物。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从根本上说 ,是

一种观念形态的东西 ,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事业的意识指导。任何实践活动要取得成效 ,必

须有正确的意识 ———即真理性的认识作指导。

然而 ,真理性的认识的形成又是一个曲折、复杂

的过程 ,不是能够一蹴而就的。这是因为 ,客观

事物 (特别是像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这样的

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境界的事物 )本身就

是复杂的、对其认识并非能够一步到位、一次完

成的 ,而是要经过多次反复认识、反复实践

的 [ 4 ]。因此 ,就形成了人们对这一事物认识的

多元表达 ,这种多元认识符合人类认识的基本规

律 ,是很正常的事情。

　　根据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规律 ,人们

对某一事物的根本认识或把握 ,是要经过多次反

复才能真正完成的。对于社会主义这一事物的

认识也是如此 ,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即从改

革开放前对社会主义的较为肤浅认识 (例如 ,将

社会主义简单地等同于公有制 ,并由此推出 ,社

会主义就是“平均 ”加“贫穷 ”,平均了就实现了

公有等 ) ,到改革开放后对社会主义的初步的回

归真实和理性的认识 , (例如 ,认识到我国社会

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 ,该阶段社会生产力比较低

下 ;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要坚定不

移地通过发展生产力去实现真正的国家强盛和

人民富裕 ,从而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等 ) ,再到目前对社会主义的更为本质和理性的

认识 (例如 ,将我国社会主义与当今世界现代社

会联系起来进行认识 ,从最根本的意义上、从全

人类的角度特别是从人类当今所面临的环境、资

源、人口等共同问题去思考认识我国社会与外部

世界的联系 ;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等

全方位的角度理解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和谐发

展与进步 ;从而深刻把握我国社会主义的深刻内

涵以及未来发展的道路和趋势等 )。事物的价

值观的形成与对事物的真理性的认识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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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 ,价值目标作为一种预见性的认识 ,它

的确立应符合价值的本义 ———即客体事物所具

有的属性、功能对主体事物需要的满足程度。而

要符合主体事物的需要 ,就必须从关于价值的主

客体事物关系的真理性认识中去把握事物。这

种把握越接近真理 ,则这种价值目标的确立就越

科学。并且 ,要把握或求得这种真理性认识 ,舍

弃实践这一环节则别无他途。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正是随着社会主义事业在实践中的不断探

索中而逐渐形成的 ,它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愿

望和要求 ,体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倡导的崇

高的社会政治理想、科学的人生观与荣辱道德观

以及崇尚科学、追求真理、以人为本的科学精神

与人文精神的臻于统一。同时 ,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形成 ,也反映了在社会主义探索的实践活

动中 ,我们所追求的真理尺度 (按科学规律办

事 )和价值尺度 (满足大多数人的利益和要求 )

的统一。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社会是整个人

类社会发展的理想境界 ,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

趋势 ,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 ;社会主

义及共产主义形态的实现 ,也正符合广大人民群

众的最根本利益的要求和满足 ,从而真正体现了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统一。在社会主义事业

的实践和探索的过程中逐渐发现并确立的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 ,正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规

律的印证。只有秉持这样的价值观 ,才能循着正

确的路径去推进有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和社会文明的进步 ,同时也才能更大程度去实现

“以人为本”———即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最根本利

益为初始的、基本的价值目标。由此可知 ,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产生有着深厚的实践基础 ,它

深深地扎根于社会主义实践的土壤。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效用须通过社会

实践去实现

　　作为意识思想的观念属于理性认识的范畴 ,

它从实践中产生出来 ,先经过认识的感性阶段 ,

然后又经过抽象概括 ,再上升为理性认识。然

而 ,观念作为理性认识范畴的东西 ,又不能仅仅

停留在理性认识阶段被束之高阁 ,否则 ,任何观

念就只能成为空洞的抽象物 ,其意义和价值则无

从谈起 ,而不管这种观念是多么正确都是如此。

而要实现观念的效用 ,使其有意义、有价值 ,将这

样的观念付诸实践是唯一的途径。对于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也是这样 ,要发挥其效用 ,必须与

实践联系起来。所以 ,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并非仅是一种风靡一时的政治号召 ,而是要

实实在在地成为全体公民的一种基本价值取向 ,

成为他们的理性认知 ,即在其心目中牢固地确立

这样的价值观 ,并且 ,在此认知基础上 ,将这样的

价值观与全体公民的具体多样的实践活动紧密

地结合起来 ,真正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去指导

广大人民群众认识、改造世界的客观物质活动 ,

能够使得这样的价值观融入他们的工作、学习和

生活。而要达到这一点 ,其途径有二 :一方面 ,要

紧扣实践 ,从实际出发 ,力避浮躁。长期以来 ,由

于受“左 ”的思想残余的影响 ,对公民的教育往

往采取行政命令式的强制或灌输 ,而忽略了如何

使得公民对某些观念在内心求得理性的认知及

认可。这样做所造成的结果是 ,使得人们的想与

说、说与做成为互不关联的“两张皮 ”,理论与实

践经常脱节、不能统一起来 ,公民教育在某些时

候甚至成了讲形式、走过场的虚妄或浮躁 ,严重

地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 ,并且丧失了

对广大人民群众的起码的尊重 ,压抑了他们的积

极性和热情。而通过理性认知 ,即公民对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来龙去脉以及构建或确立

对于国家、社会发展的意义及其与自身的切身利

益的联系有了深刻认识 ,这种价值观才能在公民

的心目中深深扎根 ,公民也才能将该价值观作为

自己人生的基本价值目标去追求 ,并将其升华为

自己的生命历程中的精神动力 ,自觉地将这种价

值观与自身的具体的社会实践或人生实践活动

结合起来 ,从而真正地充分地体现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效用。要使得公民求得对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理性认知 ,在倡导这种核心价值观或

对公民进行这种核心价值观教育时 ,要力避简单

命令、照本宣讲的陈规陋习 ,要与广大人民群众

具体的工作、劳动、生活、学习等实践活动紧密吻

合 ,使他们能够切身体验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倡导并非仅是一种政治宣传 ,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也并非仅是一句口号 ,它凝结了全体人民的

思想意志之精华 ,是维系全体人民团结奋进、共

赴幸福、和谐、美满社会境界的精神纽带。它的

既丰富又深刻的内涵一方面承接了我国传统文

化的精华 ,另一方面又融汇了现当代人类文明之

荟萃。它的倡导以及贯彻将推进我国社会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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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文明的长足进步 ,极大提高每一位公民的精

神境界 ,与每一公民的切身利益密切地联系在

一起 [ 5 ]。

　　另一方面 ,要通过更为广泛、更为深入的实

践活动 ,去充分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效

用。在紧扣实践的基础上 ,要使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效用得到更大的发挥 ,还要注重这种价值

观与人民群众认识、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结合的

广泛性和深刻性。其一 ,在公民对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内心认可的基础上 ,能够使其将这种价值

观自觉地与自身的工作、学习、生活联系起来 ,作

为他们行动的指南。也就是说 ,要将核心价值观

这种观念性的东西 ,转化为人们心目中内在的稳

定的精神守望 ,并在此精神力量的支配下 ,去能

动地从事认识与改造世界的物质活动 ,从而真正

体现出这种核心价值观的效用。而且 ,这种核心

价值观愈是与广大的群众结合得紧密 ,愈能体现

出其强大的精神力量和价值效用。其二 ,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在与广大民众的广泛的社会实践

活动结合的同时 ,可以使得这种价值观得到进一

步的丰富与补充 ,使其更臻于完善 ,更能与时俱

进 ,更能适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社会

的需要。在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结合的

过程中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兑现其效用的同

时 ,还可以得到实践的进一步检验。通过检验或

验证 ,它的价值将在以后的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光

大 ,并且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不断补充新的

内容 ,以适合不发展着的社会主义现代精神文明

建设的需要。

　　三、解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实践性的现实意义

　　当今我国社会正处于深入进行改革开放并

与西方现代社会接轨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现代社会的关键时期。现代社会的建立离

不开思想理论的正确指导。正确理解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深刻内涵、解读这种核心价值观的

实践性以及它与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联系 ,有着以

下重要的现实意义。

　　1. 这种解读有利于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深刻理解 ,特别是认识其与科学发展观的内在

联系 ,以便更好地坚持这种价值观

　　事物的本质是事物确立自身存在并区别于

其他事物的根本的内在规定性 ,人们对事物的根

本把握或认识就是认识其本质 ;同时 ,也只有认

识事物的本质及规律 ,才能更好地驾驭事物 ,以

利于对客观事物的改造 ,并满足人们的需要。实

践性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特征的表现 ,

只有把握了其本质特征 ,才能更好地理解这种价

值观的深刻内涵 ,正确认识这种价值观的科学和

理性 ,进而求得对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的真正的价

值认同 ,更好地发挥其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现代社会的作用。

　　一方面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简单的主

观意志的产物 ,如前所述 ,它是长期的社会主义

事业实践的产物。这就使得这样的价值观有了

深厚的客观现实基础。这样的现实基础又使得

社会的公民在领受这种价值观时并不陌生 ,而是

自然地有着很大的“亲和力 ”。这是因为 ,他们

亲身参与了社会主义事业和探索活动 ,由于感同

身受 ,他们对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价值观有着基

本的认同。当这种价值观被形成理论体系并被

倡导时 ,广大的公民在深刻理解其实践性的基础

上就能自觉地将该核心价值观与自己的实践活

动更完好地结合起来 ,更好地坚持这种价值观 ,

并实现其效用。所以 ,愈是认识到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实践性 ,就愈重视将这种价值观与实践

的结合 ,特别是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的结合 ;

而这种结合反过来又促进了对这种价值观的

坚持。

　　另一方面 ,只有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实践性特征 ,特别是认识该核心价值观与科

学发展观在实践基础上的统一 ,才能够正确处理

二者的关系 ,并进一步将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和科学发展观 )转化为公民的强大的精神动

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由马克思

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改革创新的时代精

神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所构成。这几部分的内

容并不是孤立的 ,它们在长期的社会主义实践中

形成 ,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共同构成国民精神

的总体和谐与统一。这样的和谐统一 ,正适应了

我国社会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需要。由此可

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在实践中形成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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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观内在地联系在一起 ,它们的确立和倡导、

和谐与统一 ,形成了我国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重

要内容 ,构成了我国社会公民精神生活的重要组

成部分 ,并进而转化为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

的精神动力。

　　2. 这种解读有利于脚踏实地地建设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和谐的现代社会

　　如前所述 ,我国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探索

过程中 ,曾经经历了一番由粗浅到深化、由知之

较少到知之较多 ,由简单直观到全面深刻的过

程 ,直至理性地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状态做出判

断 ———指出我国社会主义仅在初级阶段 ,并通过

拨乱反正、甄别真假 ,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社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有着特

定的内涵 ,是对社会主义的科学、理性的认识。

这种认识告别了以往特别是改革开放前对这一

问题认识上的某些虚妄和盲从、封闭和保守 ,从

实际出发 ,脚踏实地地、以开放的心态对待我们

的社会主义事业 ,对待我国社会与外部世界的联

系。在对社会主义长期探索的基础上形成的具

有实践性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是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现代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现

代社会的文明是全方位性质的 ,是物质文明、精

神文明、政治文明的统一。这样的文明是建设和

谐社会 ,求得我国社会能够科学、稳步发展的前

提。具有实践性特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适

应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社会的需要 ,

它与脚踏实地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

社会在实践基础上求得和谐与统一 ,体现了以人

为本的现代社会精神 ,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现代社会的强大的精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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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erpreta tion of the Practica lity of the Soc ia list Core Va lues

ZHANG Ye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 Taiyuan Normal University, Taiyuan 030012, China)

　　Abstract: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are the ideology, guiding the socialist construction. The establishment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has the objective realistic background, which has the very strong p racticality, mainly showing: First,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take root in the deep soil of the socialism enterp rise p ractices. Second, the socialism core values and its p ractices

have the inalienable relationship. This paper also elaborates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and p roposes that the scientific develop2
ment views have the modern society with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 socialism, which is helpful to the social harmonious devel2
opment I the modern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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