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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辩证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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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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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这四个部分蕴含着一元性与多元性%理想性与现实性%继承性与创新性%建设性与批判性%整体

性与层次性的辩证内涵$ 在实践中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科学认识和深刻把

握其蕴含的辩证内涵#遵循其内在的规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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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价值导向一元性与价值选择多元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在全球化和社会转

型背景下提出的!在这样一个开放的"迅速变化的"

充满机遇和挑战的多样化时代!多元化的价值选择

已成事实# 但是!多元的价值选择难免良莠不齐!

相互间肯定存在冲突# 在这种形势下!就更需要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 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

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价值体系不具唯一

性!因而!现实生活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表

现为一元的价值导向与多元的价值选择之间的辩

证统一# 我国正处于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

文明"前现代化向现代化"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

济体制过渡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转型给人们的价

值观念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主要造成了由于传统价

值与现代价值共存"中国价值与西方价值共存的多

元价值存在格局而产生的%核心价值真空&状态#

多元的社会生活和价值选择需要科学的意识形态

的引领#

我们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一元导向

性!不是主张价值的一元 %霸权&!搞清一色!消除

多元化!而是多元中的趋同!是%一元&对%多元&的

引导!%多元&对%一元&的自觉追求# 从时空统一

的维度来看价值体系的发展历程!意味着在确立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一元导向的同时!尊重"理

解"包容多元的价值选择!给其以存在的合理性#

我们不能也不应该改变价值选择多元并存的格局#

价值选择可以也应该是多元的# 价值选择的多元

化有利于解放思想!彰显人的创造性!增强全社会

的创造活力!也有利于始终保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的生机和活力#

二(理想性与现实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说到底是对现实生活

的反映!现实性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首先应该

具有的本质品格# 但同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作为一种追求"一种目标!又具有理想性!是一种精

神感召机制!制约着人们的精神世界和实践行为#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蕴涵着理想与现实的

辩证关系# 在一个社会中!居于主导位置的价值体

系必须同时具有理想性和现实性的品格# 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所蕴涵的理想与现实的辩证关系

是通过%二级层次结构&来实现的# 所谓%二级层

次结构&!可表示为'现实立足点,,,一般层次理

想,,,最高层次理想# 现实立足点是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一般层次理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高

层次理想是共产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起着承

上启下的作用!相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它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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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相对于共产主义它是现实# 我们现阶段奋斗纲

领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现阶段我们的

共同理想# 这一共同理想是迈进共产主义这个最

高理想的一个阶段#

理想性和现实性是辩证统一的# 理想不是空

想"幻想!而是建立在社会现实和社会需要的基础

上的# 就像黑格尔说的!理想是%明天的理想!是

将要发生的现实&!%是应该从目前的现实中!应该

按照目前现实本身的内部规律发展而来的#&

*#+J"

脱离社会现实空谈理想!只能是康德式的%应当&#

马克思主义认为理想和现实是辩证统一的# 首先!

理想源于现实!不能脱离现实!从理念世界或先验

理性中产生!只能从社会现实中引申出来!理想在

社会现实中有其根据!并受制于社会现实# 其次!

理想不等同于现实!理想是源于现实而又超越于现

实!它作用于现实生活!并给现实生活指明方向和

目标# 理想对于现实是既肯定又否定# 鲁迅先生

关于理想和现实的关系!有过精彩的论述# 他说'

%将来是现实的将来!于现在有意义!才于将来有

意义#&

*#+J"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从理想高度指

明了共产主义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又从现实的

层面对我们提出了实践的要求# 它把理想和现实"

一般层次理想与最高层次理想结合起来!感召我们

既要有最高层次理想!又要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这个最大的现实!加强经济建设!大力发展科技!

逐步解决当前社会主要矛盾!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而不懈努力#

三(继承性与创新性

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命力的源泉# 任何

一种理论!只有坚持创新!才能充满生机"蓬勃发

展#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必须在不断创新中

丰富和发展自己!可以说创新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的本质要求# 但是在强调创新的同时!千万不

可丢掉传统# 毛泽东指出!中华民族有数千年的历

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品!要好好继承和发

扬传统文化中的%珍品&# 邓小平同志强调老祖宗

不能丢# 江泽民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需要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 其实

所谓创新只能是建立在科学继承传统文化基础上

的创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的核心!反映着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趋势!是价值

体系发展史上最高的形态# 从空间维度上看!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 它既

要正确对待同一社会形态下的不同文化!使其成为

各种文化的核心.又要正确对待不同社会形态下的

文化!得到他们的认同!形成感召力# 只有以正确

的姿态对待不同的文化!才能在批判吸收的基础上

不断创新!才能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科学

性"先进性"发展性和包容性!才能使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在时间维度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传统文化的继承"丰富和

发展# 它既继承了传统文化的合理部分!又在继承

的基础上对现实生活不断进行概括"总结从而又具

有现代性# 正是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能不断发展创新# 继承是创

新的基础! 创新是继承的内在要求和必然

结果#

*!+#"K#F

四(建设性与批判性

相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来说!属于文化范畴的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第二位的!是对社会主义建

设的反映# 所以!从整个社会主义建设进程来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都应当是建设性的# 历史

实践证明!在社会转型时期!人的意识形态往往也

是最为波动和敏感时期!同时也是意识形态进一步

发展的良机# 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社

会生活日益多样化!这是特别需要发挥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的建设性功能!引领人们多元的价值选

择!建构迎合人们需要的时代精神#

批判和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性!是马克思主

义产生和发展的动力# 所以!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最新成果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强调其

建设性的同时!决不能忽视其批判性和斗争性功

能# 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

中的对抗斗争!从未停止过!这种对抗的焦点就是

两种制度谁胜谁负的问题# 另一方面!在我国社会

中!封建思想"小生产者思想的影响依然残存!并与

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相结合!日益成为阻碍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健康发展的顽固的精神力量# 为此!我们

在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同时!千万不

可忽视对各种错误社会思潮的抵制和批判!不能忽

视对各种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思想和价值观念的批

判和斗争#

*F+

五(整体性与层次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的本质体现!是在长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

形成的科学的理论形态# 其中!马克思主义是灵

魂!是整个体系的理论基础!是其它三个方面的行

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以马克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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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为指导!全民族团结奋斗的共同目标和价值追

求.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

实现共同理想的精神动力!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

要思想源泉.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的具体化!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价值导向!是在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形成的!是共同理想"民族精神

和时代精神的思想道德基础# 可见!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四个基本内容是一个互相联系"互相贯

通"互相作用"互相促进的有机统一整体#

*M+就像

列宁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是一块整钢

一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是一块整钢# 我们

必须从整体上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科学

内涵!即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视作为一个理论

整体#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一个理论整体!

不仅是从综合状态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一

种理解和把握!而且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

在的逻辑规定!特别是其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

新成果所具有的理论特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又具有层次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层次性

从四个方面来把握# 第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是社会价值体系的核心部分!相对于其他社会价值

体系!其处在主导位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

从指导思想的高度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

域的指导地位!又从现实的价值层面引导"统领"整

合人们多元的价值选择# 它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共同理想的主体地位的同时!也认同其他理想

存在的合理性# 它在弘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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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也

认同多元文化的存在# 它在承认社会主义荣辱观

在社会道德领域主导地位的同时!也不否认其他社

会道德规范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存在的现实

性#

*L+第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不同的历史

发展阶段上有着具体的体现# 例如!革命战争时期

有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和西柏坡精神

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大庆精神"雷锋精神和

%两弹一星&精神等.改革开放新时期有%九八抗

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和%万众一心"众志成城!

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抗震

精神等#

*!+#"K#F第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存在于

不同的个体和群体中!满足着不同的个体和群体的

不同需要!因而在满足主体需要方面呈现出层次

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价值目标上体现着

社会的前进方向!同时实践中又体现着不同层次主

体的价值诉求# 第四!主体需要的层次性!决定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实践转化的层次性# 实践

中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应本着先

普及后提高的原则!首先打牢人们价值追求的基

础!再提出高层次的价值目标!循序渐进.而不应高

低不分或一味求高#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项长期而又

艰巨的系统工程!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

重大课题!对此要有充分的认识# 我们要科学把握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蕴含的辩证法思想!结合当

前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和人们的思想状况!全面分

析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和精神文明建设过

程中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紧紧围绕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努力提高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建设的有效性!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提供坚实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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