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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路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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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

建设的重要环节。在探索引领的途径中,首先要占领思想阵地的制高点,从全局上把握引领的

着力点,从而形成全社会思想共识的基础;其次是找准现实中的着眼点,紧抓民生问题,注重人

文关怀,把解决好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问题放在首位。最后是注重方法论,用马克思主义的基

本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并进行理论创新和引领手段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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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到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

提出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增强社会主义

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 再到强调 积极探

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

途径 。可以看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研

究已经逐步深入,且到了关键阶段。引领社会思潮

的路径探索,关系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成功

建设, 关系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建设, 关系

着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建设,关系着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稳定和发展。因此,在继续深化改革开放的

前提下,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

的有效路径是亟待研究的课题。

一、深入研究社会思潮,做到恰如其分

社会思潮是社会存在的产物, 是一定时期内

反映一定阶级、阶层的利益和要求, 得到广泛传播

并对社会生活产生一定影响和作用的思想倾向、思

想潮流。 [ 1]
目前, 在我国客观存在着多种社会思

潮,从种类上可分为学术思潮、政治思潮和大众思

潮;从性质上可分为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反马克思

主义思潮和其他社会思潮。它们的主要特征有流

行性、现实性、迷惑性、破坏性、多元性、趋利性、复

杂性和隐蔽性。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我国

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

实际, 社会思潮的多元化、复杂化、国际化倾向日趋

明显。学术思潮更多地与日常社会生活、政治、文

化相结合, 并演变为政治思潮与大众思潮, 从而影

响到我国人民群众的思想信念和价值观,并进一步

威胁到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体地位。因此,

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对

社会思潮进行深入研究。由于社会思潮的复杂性,

对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界定就显得尤为重要,这样

不至于只要谈到社会思潮我们就去研究、去引领,

否则很可能把握不住主流的社会思潮,还可能在引

领中丧失方向。在我国影响较大的社会思潮主要

有新自由主义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民主社会

主义思潮、新左派思潮、民族主义思潮、公共知识分

思潮和普世价值思潮。它们表现出来的共同特征

就是具有迷惑性和破坏性, 是一只 披着羊皮的

狼  ,这些社会思潮善于伪装,善于变色, 它们并不

是赤裸裸地进行攻击,而是穿上 普遍性 的外衣,

打 障眼牌  ,从而影响我国改革进程, 干预社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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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并争夺意识形态领域的主体地位。党中央曾明

确提出: 不能对各种社会思潮掉以轻心, 任其泛

滥,否则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 。用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并积极探索引领的有效途

径。这一战略任务的提出就为我们提供了有力批

判的武器,可是 批判的武器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

判  , [ 2]
当∀宽容 #成为一个社会共识时, ∀批判 #

就必须为自身的存在寻求辩护 。[ 3]
中国共产党通

过艰辛的探索, 并经过了实践的检验,拥有了马克

思列宁主义这把武器,并不断地与我国具体实际相

结合, 不断创新, 不断实践,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

主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最新成果。保持批判性是为更好地发展自己,

这也是唯物辩证法的体现。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这把武器去批判社会思潮,就是用马克思列宁

主义之 箭 去射社会思潮之 的  , 这也是引领途

径中最重要的指导方针。由于社会思潮是反映一

定阶级、阶层的利益和要求,反映出一定的社会矛

盾,也存在一些合理的因素,因此,我们在批判的同

时要区别对待, 注意借鉴和吸收这些合理的意见,

做到恰如其分,调动一切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建设的因素。

二、从全局上找准 引领  的着力点, 形

成全社会思想共识的基础

(一 )高擎 引领 的伟大旗帜

引领 一词实际上包含着双重含义, 一是突

现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体地位, 即主导

者;二是表现出尊重社会思潮的应有地位, 即被引

领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最新成果, 是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不断

地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科学

的思想体系,具有强大的引领力和号召力。用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最重要的就是表

明立场,即高擎 引领  的伟大旗帜, 这好比在任何

战争中, 双方都会高举自己的旗帜, 战胜方把自己

的旗帜插上战败方的高地, 因为旗帜是军人的灵

魂,是代表自己立场的表达,具有很强的认同感和

威慑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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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方

面  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 形

成一个有机整体。从内部结构看,马克思主义指导

思想是灵魂、是核心, 其他三个方面都离不开马克

思主义的指导, 否则就可能演变为反马、非马的社

会思潮。这也就好像磨盘一样,马克思主义指导思

想是磨盘轴心, 其他三个方面是磨面,永远围绕着

轴心转,若去这个轴心, 磨面将摔个粉碎。从外部

结构看,这一整体包括先进理论、理想信念、精神力

量和社会道德, 是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

现, 四个方面  层次分明、结构严谨, 是我国社会

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面旗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不仅存在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而且存在于社

会主义的整个阶段, 并处于核心地位。因此, 在社

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建设中,在引领社会思潮的途

径中, 必须高擎 引领  的伟大旗帜, 占领思想阵地

最高点,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

(二 )建设理论创新队伍、大力推进理论创新

马克思指出 理论只要说服人, 就能掌握群

众;而理论只要彻底, 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

抓住事物的根本。 [ 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想

成功地引领社会思潮, 更确切地说,要想引领这些

受多样化社会思潮影响的主体的人民群众,必须用

先进的理论说服他们, 让他们心悦诚服, 这样才是

抓住了事物的根本。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为社会

思潮的发展提供了契机,这就对社会主义的理论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 因此, 我们必须用发展着

的、更加先进的理论去指导和引领它们。而理论创

新作为理论发展的最好手段,我们要不断加强对马

克思主义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创新, 使

党的理论工作更加突出, 理论水平更进一步, 在马

克思发展史添加辉煌的一页。在大力推进理论创

新的过程中,建设理论创新队伍是关键。我们推进

理论创新要靠两支队伍, 一支是专业队伍, 一支是

群众队伍。专业队伍的建设主要是指培养一批马

克思主义理论专家、学者, 通过学习、培训和社会实

践等方式提高理论和科研水平,并注重与国际马克

思主义学者对话, 吸收他们合理的成分, 从而提高

专业队伍的水平; 国家也要加大投入,扩大专业队

伍的规模, 充分发挥专业队伍的作用。同时专业队

伍要注意防止和克服理论脱离实际的危险倾向, 发

挥他们的应有价值。群众队伍的建设主要是指培

养一批在基层群众中有一定理论水平,有组织能力

的村干部或工作者,即走群众路线。因为他们更加

贴近人民群众, 更加深知群众的思想倾向, 急群众

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 能为党的理论提供第一手

资料。邓小平曾指出: 什么事, 群众起来了就好

办了, 不管搞派性,搞规划,都是这样, 可以先抓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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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政策;搞班子,要挑选有学问、有劲、有组织能力

的人 。通过在群众中建设一支高理论队伍, 从而

有效发动群众。另外,在建设专业队伍和群众队伍

的同时,要注重两者的结合,互相取长补短,从而有

效推动理论创新。

(三 )建设理论宣讲队伍、加强理论宣传教育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过

程中, 理论宣传工作也是重要一环, 因为它涉及先

进的理论能不能到达群众手里。宣传队伍在宣传

过程中,首先要区分对象。由于人们受到的教育水

平不一致以及地区文化的差异,在宣传时就要创新

工作手段,区别对待不同的群体,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对受教育水平较低者, 可以通过拉家常, 关心

他们的实际生活, 从而达到宣传党的理论的目的;

而对于教育水平较高者,因他们具有一定的理论水

平,有较强的领悟力。对其主要采取引导的方法,

更多地让他们自行思考、自我教育。其次是要有重

点,抓主要矛盾。社会思潮影响的主体是一些基层

群众, 他们文化水平较低, 辨别能力弱,很容易受到

蛊惑, 对一些社会思潮不明真相,盲目服从,从而造

成思想混乱, 不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因

此,对这一部人宣传的时候要重点对待, 通过采取

疏导、化解的方法,转变他们的思想, 最后能自愿认

同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社会思潮的传播者,

往往都是一些国内高级知识分子,有一定的学术造

诣,且多有出国留学背景, 影响范围较广, 对于他们

则主要采取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的宣传教育, 多

让他们参加社会实践,通过在实践中逐渐转变自己

的立场, 站到人民群众一边,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

最先进的阶级, 体会到改革开放实践的伟大作用。

最后, 丰富宣传手段, 扩大宣传面。宣传手段的创

新,宣传面的大小直接决定着先进理论在人民群众

中的影响。可以通过媒体如电视、广播、报纸、演

讲、报告、期刊、影视作品等传统手段进行宣传, 从

外部进行 灌输 ,打造一个 放大镜  的效应, 人民

群众 拳不离手, 曲不离口  ,从而达到宣传效果最

大化。另外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也拓宽了宣传渠道,

对作为网络主力军的青少年有重大的影响作用, 他

们也是社会思潮争夺的主要对象,因此, 必须高度

重视网络的宣传力量。

(四 )推动意识形态理论大众化建设

社会思潮之所以能影响到一些特定的群体, 与

它们理论的通俗化、大众化是分不开的。它们往往

是通过嫁接一些非常简单易懂的词汇, 比如 民

主、自由、人权、普世  等等, 来吸引人们的眼球, 混

淆视听。因此, 我们不能忽视理论的大众化建设,

因为 理论一经群众掌握, 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坚持批判社会思潮的同

时, 尊重差异、包容多样  的原则不能放弃, 应主

张借鉴和吸收其他社会思潮的合理成分,这不仅彰

显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包容力和理论魅力,

还突出了不否认社会成员多元价值诉求存在的合

理性。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 推动当代中国马

克思主义大众化  , 党的理论只有更加贴近实际,

贴近群众, 才能发挥出强大的作用。中国人口大部

分都分布在农村不发达地区,这里的教育水平和设

施相对滞后,人们理论水平普遍较低,再先进的理

论到了他们这里, 恐怕也是 人不读, 耗子读  , 这
也正如马克思所说的 对于不懂音乐的耳朵, 再好

的音乐也是没有意义的。 [ 5]
将先进的理论转化为

大众的话语,把深奥的书面语言转化为通俗的口头

语言, 即把 分析社会思潮的方法交给群众, 把批

判的武器送到群众手里,让群众也拥有 ∀点金的指

头 # ,这也是党的群众路线在社会思潮引导工作中

的运用。 [ 6 ]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

潮过程中, 事必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社会主义

意识形态理论大众化的目的并不是简单地将生硬

的书面语转化为朗朗上口的口头语,真正的着眼点

是用党的先进理论来影响大多数人民群众,并争夺

那些受社会思潮影响的大批中间群众。意识形态

理论的大众化建设是因人制宜、因地制宜, 实事求

是的表现, 是科学的方法论, 这不仅体现出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先进性还体现其大众性,大众化

趋势的加强,也体现着意识形态的价值追求。用感

性的方式表达理性的价值观念,这种实践创新方式

必将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并转化为对社会主义意

识形态的认同, 对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就是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

潮的现实着眼点

理论一旦脱离生活, 就会变成空壳; 理论一旦

脱离群众, 就会失去民心。当从全局上找准了引领

的着力点, 形成全社会思想共识的基础, 那么,现实

关怀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

现实着眼点。马克思指出: 思想一旦离开 ∀利

益 # ,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  。[ 7]
因此, 解决人民群

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是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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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根本途径, 关系国家

的稳定和发展。毛泽东指出: 一切群众的实际生

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

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

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

我们的周围,热烈的拥护我们。 [ 8]
解决民生问题,

注重人文关怀是引领中的现实着眼点,是抓住了事

物的根本,是解决问题关键。

(一 )必须着力解决民生问题

民生问题一直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核

心问题,一个永恒的话题。马克思在 ∃德意志意识

形态%中提到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

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 , [ 9]
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体

现的是吃、穿、住等民生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

民生思想的体现;毛泽东在许多著作中也对民生问

题作了初步探索,走群众路线便是解决广大人民群

众的根本利益;改革开放后,邓小平立足眼前, 放眼

未来, 三个有利于 的标准把 提高人民的生活水

平  提到了作为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高度; 新时期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更是将 代表人民群众的根

本利益  直接表述为我党的根本宗旨和要求; 党的

十七大则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生思想,

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 努力

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

养、住有所居  , [ 10]
民生概念也随之提出。解决民

生问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重

要途径之一,必须高度重视。当前正处于改革开放

的风口浪尖,社会转型、利益调整,全球化趋势增强

使民生问题和社会矛盾凸显出来,人们的思想也随

潮涌动,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敌对分子抓住我国

这一局部矛盾, 危言耸听,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终

结论 、中国崩溃论  成为他们的口号,形成一股

股社会思潮。因此,着力解决民生问题迫在眉睫。

当前民生问题主要表现在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

障、教育、医疗、药品安全和住房等具体方面。为

此,一方面要客观分析和解决问题,扩大就业面, 加

强社会教育投资, 克服两极分化, 完善生活保障制

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健全法律法规; 另一

方面要引导人民群众的思想,使其树立正确的世界

观和价值观, 自觉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只有这

样,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才能得到维护和保障, 人

民群众的思想才能得到引导和畅通, 人民群众的价

值诉求才能得到协调和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引领社会思潮才得以实现。

(二 )必须注重人文关怀

民生问题指的是人们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人文

关怀指的是关注人们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在马克

思的学说中,对人的问题的关注和人的最终解放始

终是一条主线。十七大报告中也首次提出了 注

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

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但 物 的概

念也被过于强化,人们的物欲增强, 功利欲增强, 相

反,忽视了作为社会主体人们的人文精神层面, 人

文关怀不够, 导致部分的人们利益诉求得不到表

达,价值功能紊乱,意志不坚定,最后被西方社会思

潮分子利用。因此,在全面发展社会的同时, 必须

坚持以人为本, 注重人文关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的提出无疑是人文关怀的体现,它包括指导理

论、理想信念、精神力量和社会道德, 更加注重

人 这个核心, 这也凸显了社会发展从以经济为

核心的发展观到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的转变。用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必须关注广大

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需求、生存状况、发展需求, 了

解人们的精神状态、价值导向, 由 外 及 内  , 更

注重内在的修饰和优化。一方面,党和国家注重人

文关怀和心理疏导, 尊重个人多样化的价值追求,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另一方面, 社会成员要坚持以

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 相信党,尊重事物的客观

发展规律, 倡导个人自由的同时注意克服心理问题

和提高抗御风险的能力, 自觉践行社会主义荣辱

观。这不仅体现我们党的先进指导理论和先进的

执政理念, 还体现出广大人民群众地位的提升, 个

人心情更加舒畅, 个人品德更加良好,以及为人自

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氛围,同时也利于抵

御西方各种社会思潮的侵扰。
[ 11 ]

总之,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

的路径探索中, 既要保持原则的坚定性, 也要保持

策略的灵活性。首先抢占人们思想阵地的制高点,

形成全社会思想共识的基础;其次是解决好民生问

题,注重人文关怀,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

位。在改革开放过程中, 社会思潮的此消彼长, 对

我国意识形态进行渗透, 西化  、分化 、中国威

胁论 、中国崩溃论  、中国责任论  一直是他们

的口头禅,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我国还不够强大, 整

体上还是资强社弱,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多为中等

发达国家或不发达国家,在国际上没有话语权。因

此,我们必须继续深化改革、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

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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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又好的发展, 同时关注人民群众的精神状况, 注

重人文关怀,把改革开放的成就转化为人们对社会

主义制度的认同, 搞好意识形态工作,坚定不移地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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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E ffective Path of Socialism Core Value System to Shape Social Tide of Thought

HEW en x iao
( S chool of P olitical S cien ce, Anhui Universi ty of F inance and E conom ics, A nhu i Beng bu 233030, Ch ina )

Abstract: Research into the effective path o f soc ia lism core value sy stem to shape soc ial tide o f thought is an important step to

construct so cialism harmon ious cu lture. Th is pape r believes that in the process o f shap ing and exploration, firstly, the comm and

ing he ight o f thoughtm ust be occupied to ove ra llm aster thew ork ing po int so as to form the consensus of the thoughts fo r thewho le

soc iety, then, the starting po int in realitym ust be accura tely found to tightly g rasp the issue o f the people# s livelihood and to fo

cus on hum anistic care for the people and to g ive the prior ity to so lv ing real problem s in realizing the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last

ly, the im portance shou ld be attached to them ethodo logy to useM arx ist# s basic standpo in ts, v iewpo in ts and me thods to ana lyze

and solve the problem s and tom ak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shap ingm e thod innova tion.

Key words: soc ialism core va lue system; soc ia l tide of thought; pa th selection; re fo rm and open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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