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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练问题的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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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B要!文章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涵义及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关系&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凝练的重大意义和凝练的方法论等方面论述了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问题&

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价值目标范畴的选取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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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近年来!在党的创新理论的指引下!思想政治

教育实践发展和理论研究都十分活跃" 在以人为

本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得

到全面推进" 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六中全会一再

强调!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贯穿到国

民教育全过程#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强调各门哲

学社会科学都要不断发展完善自己的学科理论体

系!$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的创

新%" 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和理论前沿问题颇多!

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问题&$搀扶老

人%的道德建设与法制建设的思考&学雷锋#志愿

服务活动常态化问题&提高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问题&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科学

化的问题等!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前沿问题的亮

丽风景" 本文仅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问

题谈谈个人的一些见解"

自 !""% 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来!其理论知识得到了广

泛的学习#研究#宣传#普及!涌现了许多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先进典型和模范人物" 与此

同时!也伴随着学术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

练问题的讨论" !"## 年光明日报在理论版设$核

心价值%双周刊*!"#! 年改为周刊+!发起和推动

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练问题的大讨论!不断

取得新的学术成果" !"#! 年 # 月 #" 日在光明日

报学术版上!刊出了由光明日报理论部#学术月刊

编辑部#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联合评选出

的$!"## 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其中$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被列为学术热点之首" 十

八大报告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

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

敬业#诚信#友善%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这就为在践行的基础上深化研究!

促其完善指明了方向"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涵义及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关系

所谓核心价值观!是指集中体现一定时代一

定社会的社会本质#发展方向!反映社会成员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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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价值目标和价值追求!对社会发展进步起维

系#推动作用的高度概括的最基本的价值观念#道

德标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是集中体现社会

主义社会内在本质和发展方向!反映广大人民根

本利益#价值目标和价值追求!对社会主义改革#

建设#发展起维系#推动作用的高度概括的最基本

的价值范畴#道德标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反映社会主义制

度本质#根本特征!体现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和广大

人民根本利益!维系社会发展前进的指导思想#价

值目标#精神动力和道德准则等价值观念的有机

整体" 它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社会主义

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广大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

基础!是我们国家的兴国之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的内在核心和根本价值取向" 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全面展开和具

体表现"

各个时代#各个社会形态#各个国家一般都有

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 古今中外历

史证明!一定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总是要求凝练

为简明的核心价值观的" 如法国的-人权宣言.!

英国的-人民宪章.!美国的-独立宣言.等!都提

出了各自的核心价值体系!较完整地表达了资本

主义的价值观)人生而自由!权利平等!主权在民!

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 但是!为了争取群众

为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巩固统治服务!在凝练核心

价值观中都采用了法国革命家罗伯斯庇尔提出的

$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它顺应了历史进步的

潮流!在资产阶级上升时期起过启蒙#革命的进步

作用" 但由于它建立在抽象人性论基础上!以抽

象的普遍性为手法!把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价值

理念和社会制度冒充为代表全人类利益的理念#

制度!声称其具有永恒的$普世价值%" 马克思早

已在著作中全面揭露了它的唯心史观#虚假意识

和欺骗性的实质!认为只有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

斗!才能找到真正实现所有社会成员都自由#平

等#博爱的条件和途径"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也形

成了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几经嬗变!到了汉武帝

时!决心变$无为%为$有为%!在董仲舒的帮助下!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核心价值观凝练为$三

纲五常%!维护了以皇权为中心的等级制度" 虽

然$仁#义#礼#智#信%吸取了人民群众认同的生

活价值观和伦理准则!但都得服从封建统治者的

理论#法律解释!服务于$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

为妻纲%的需要" $三纲%作为奴性原则成为封建

社会最重要的道德规范" $五常%则是个体应有

的品质!其核心$仁%远远超出了孔孟的爱人#忠

恕#孝悌#恻隐之心等!近乎无知无欲的道家之说!

侧重要人逆来顺受#甘当顺民" $三纲五常%具有

强烈的为君主专制制度服务的政治意义!因而成

为维护封建统治长期绵延的核心价值观"

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过程中!人们

关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是很自然的" 因

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只是梳理#提出了社会

主义应有价值观的整体框架!虽然里面已内含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是要用极其简明的文字

将这个核心的核心提炼出来!要运用科学的标准

和科学的方法论选择最有代表性最有概括力的价

值范畴来表述!乃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只有凝练

出真正科学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更好地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真正促

进核心价值观变成主导价值观#主流价值观!从而

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多元并存的价值观#

种种社会思潮真正发挥引领作用"

二'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大

意义

$一&是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

的时代呼唤

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首先要推

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 因为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的精髓!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各族

人民团结奋斗的精神纽带" 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的导向#动力#凝聚功能!就要把社会制

度的承诺#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建构转化为大众的

思想共识和生活实践" 十七大和十七届六中全会

都强调了要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贯穿到

国民教育全过程!贯穿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全过程!贯穿到党的建设全过程" 而人民群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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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水平#职业#民族#信仰各不相同!层次多样!

只有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最根本的价值目

标!用简单明确#扼要精辟#通俗易懂的语言加以

提炼#概括#表达出来!才易于使广大群众理解#认

同#接受#践行!才易于学习#宣传#普及#传承" 社

会主义事业是多少代人前赴后继的事业!我们才

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此期间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又分为好几个阶段" 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大众化!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显

然!停留在学术化的表达上不行!面面俱到不行!

文字长了不行!价值目标模糊内隐也不行" $三

个倡导%是迄今为止的较佳概括!也比较好记"

只有极其精炼的表述!才符合大众化的要求!才能

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吸引#感染#凝聚#

鼓舞#引领等作用" 因而!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时代呼唤!是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时代呼唤"

$二&是培育高度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凝练

价值共识的迫切要求

十七届六中全会号召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

展大繁荣!提出了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

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 这些重

要战略思想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的认识!尤其是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建设规律的认识" 贯彻科学发展观!要求经济#政

治#文化#社会建设统筹兼顾#协调发展" 从文化

建设视角看!古今中外任何一种文化!其核心和灵

魂都是一定的价值观" 要培养全党全军全国各族

人民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就必须通过凝

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推进其广泛的普及!使

国人尽快形成价值共识!齐心认同并自觉践行"

从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看!他们没有凝练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尽管曾长期讲要坚持马列主义!但

教条化的宣传不能使官方文化转变为大众文化"

连共产党的后继领导者也逐步放弃马列主义!最

后解散共产党!导致民族分裂!苏联模式失败" 可

见!国民的文化观念比内外武力更加具有决定意

义" 而文化自觉是相对于自发或不自觉而言的!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不可能自发实现!

必须通过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多种形式#多种途径

的学习#宣传#传播#引导#培育才能实现" 文化自

觉就是价值自觉#意义自觉!文化自信就是价值自

信#意义自信" 文化自觉是文化自信的前提和基

础!文化自信则是文化自觉的结果和表现" 而文

化自觉与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核心同构#双向互动

的特点)即文化自觉实质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认同#内化和践行!而这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

核心内容和根本目标&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是对

人们进行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引导

人们树立坚定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培育人们的

高尚道德情操!而这也正是文化自觉的核心内容

和具体体现"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文化

自觉#文化自信!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指导思

想政治教育!二者核心同构#双向互动#相辅相成!

统一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中" 思想政

治教育也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除了显

性的理论#政治#道德#法制教育外!更应大量地开

展渗透性#隐性教育!因为人们除了政治需要#道

德需要!更多的是文化需要!而在发展文化产业#

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中!凝练的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更易于贯穿其中!渗透到人们文化生活

中去!这既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要求!又是

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

我们重视思想政治教育也是高度文化自觉#

文化自信的体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是和谐文化的根本!我们通

过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有利于普及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且有利于引导人们的价值

追求!认清自己的根本利益!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幸

福生活奋斗" 各个社会形态!从价值观状况来看!

都是$一元主导!多元并存%!我们社会主义社会

的价值观建设也应遵循文化发展规律#价值观建

设规律!努力做到$一元主导!多元依法相随%"

为此!只有凝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更好

地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作用!使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辐射其他各种价值观!在包容

中扩大共识!在引领中增进认同!使不同文化层

次#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职业的公民!都树立

起共同的价值取向!有效地抵制和粉碎西方敌对

势力$西化%$分化%我国的图谋!为实现共同的价

值目标奋斗"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既是先进的!又是具有最大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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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而能够调动起一切积极因素为共同的价值

目标奋斗" 凝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有利于

发挥其吸引力#感染力#凝聚力!更好地体现出其

价值引领#利益引领的自觉和自信!更有利于增强

我国的文化$软实力%" 可见!建设这样的先进文

化#和谐文化便站到了文化发展战略制高点上!有

利于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牢牢把握主动权"

三'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方

法论

既然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么重要又势

所必然而且任务艰巨!那么!便一定要遵循价值观

建设发展的客观规律!采取科学的态度!运用科学

的方法论!明确凝练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基本原则

和要求" 这是科学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前

提" 究竟应当如何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呢(

要遵循以下六条科学方法论原则"

$一&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原则

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个艰巨#渐进

的历史过程!整个过程都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

一的原则和方法" 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探

讨看似理论研究!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实

践是真理性认识的源泉和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自然!实践也必然是价值观念生成的源头活水!价

值观念在实践中形成!在实践中发展!在实践中验

证!在实践中扎根" 一切理论纷争和价值冲突都

应当在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寻求破解之道" 因此!

正如沈壮海教授所言!$凝练诚可贵!践行价更

高%!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当面向实践#面

向群众#面向生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当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去探寻!应当到各地#各

界#各族广大群众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

建设活动中去探寻" 我们要凝练的是国家制度层

面的价值取向!是对历史发展方向的正确把握#对

价值目标的准确定位!是全局性的#超越性的#理

念性的价值范畴!不是局部性的#操作化的#工具

性的价值追求" 核心价值观源于实践又高于实

践" 因此!要正确对待国家层面的核心价值观构

建实践与地域性#职业性#生活化核心价值观构建

实践!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要看到二者既紧密联

系又相互区别" 国家层面的核心价值观一方面源

于#基于多样性的地域的#职业的生活价值观!通

过地域性#职业性核心价值观的凝练#践行活动!

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从理论#理念转化

为实践!转化为生活!如$北京精神%是$爱国#创

新#包容#厚德%&军队提炼核心价值观既早又好!

带了好头)$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是$忠诚于党#

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 已

有北京#上海#福建#浙江#江西#山东#广西#重庆#

新疆#西藏等十几个省级地方提炼出本地精神!现

已进入了宣传#践行阶段" 这些地域性#职业性核

心价值观的凝练不仅有力推动了相关领域对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践行&又为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凝练提供原料#素材#智慧#动力和经验"

另一方面!二者层次不同!国家层面核心价值观是

管全局#管长远#管总方向的!对地域性#职业性核

心价值观具有指导#制约#支配的作用!显然不应

将二者等同视之" 只有推动二者双向互动!才能

避免局限于理念之争!停留在单纯价值范畴的选

择上而无始无终!才不会坐而论道#贻误时光!才

能够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与生机勃勃的

广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践行活动相互促

进#相辅相成!取得实实在在的进展"

$二&坚持共性与个性相统一原则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共性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个性有机统一的价值观!

它应当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体现社会主

义的共同本质!但因它是在中国的提炼!必然既是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组成部分!又是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成果!因此应当符合中国的国情" 有的

同志认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不能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3特殊性1出发!而必须从科

学社会主义的3一般性1出发!否则就会陷入错误

方法论的泥沼%" 这种认识#论断欠准确!马克思

曾批判过抽象的$普遍性%!毛泽东也深刻论述了

共性存在于许许多多的个性之中!指出普遍性与

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关系是唯物辩证法的

核心" 故我们凝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科学

社会主义的共性与中国的个性的统一的表达!或

者说是社会主义的共同本质与中国特色的个性的

统一的表达!是共性与个性有机统一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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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凝练!不能像资产阶

级用唯心史观搞抽象的普遍性的价值观&也不能

像苏东剧变先从价值观变起搞什么民主的人道的

社会主义实则是资本主义的价值观" 它应当既符

合科学社会主义的共性又体现中国的个性!必然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之一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基本依据"

$三&坚持继承与借鉴相统一原则

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弘扬#对世界各

国有益文化的借鉴吸取从来都是文化建设的永恒

主题"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只有世界的才是

民族的" 比如我们以和谐为价值取向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文化!便是对中国传统和谐文化的批判继

承!是推陈出新!在国内外便产生了良好的反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既要植根于中华民

族肥沃丰厚的优秀传统文化土壤体现出中国特

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又要吸取世界各国凝练

核心价值观的有益成分!反映人类共同价值观的

要求和内容!为人类共同价值观注入新内容并推

动其发展" 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并不

是脱离世界文明大道的活动" 资产阶级创造的自

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权!本来就具有人民性!错

不在这些价值范畴本身!而在资产阶级以唯心史

观为基础!以抽象的普遍性为手法!把这些口号作

为幌子!而$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要建立的是

剥削制度#剥削者的价值观!却冒充为全民的以至

人类永恒的$普世价值%" 价值观从来都是历史

的产物!不能脱离历史条件作抽象普遍性的理解

和宣传" 同样的口号!不同的阶级#不同的历史条

件赋予了它特定的不同的含义" 我们既要认清资

产阶级核心价值观的虚伪性#欺骗性!又要看到它

的某些口号因确有人民性才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

用" 我们只要批判地借鉴#吸取!便能提炼出广大

民众都拥护和受益的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应当是继承与借鉴相统一!民族性与世界性相

统一!富有时代气息有强大生命力的价值观"

$四&坚持理想与现实相统一原则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然要反映社会主义的

内在本质和价值目标!便应当使凝练出的价值范

畴既具有理想性又具有现实性" 在马克思主义看

来!社会主义的理想与资本主义的理想#与幻想的

本质区别!就在于我们的理想是人们对有实现可

能的价值目标的信念和追求!理想就是未来的现

实&我们今天的现实是过去中国共产党人#无数先

烈和志士仁人曾经怀抱过的理想" 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凝练!应当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不能就

是现实!太现实就没有吸引力#激励作用!很快便

过时了&它应当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都管用!激励

一代又一代人们为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到中等发

达再到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转变而前赴后继#不

懈奋斗" 尽管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人们对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识会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丰

富发展!但是这种丰富发展只能是更加证明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确!这种动态发展是一种保

持了相对稳定性的验证性质的微调!而不是改弦

更张#另起炉灶或者像苏东一样的倒退"

$五&坚持先进与包容的统一原则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当具有先进性!使之

真正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的内核!否则便没有意义#没有吸引

力#号召力#凝聚力!没有生命力" 但这种先进性

又不同于我们曾经犯过急于求成#急躁冒进所提

出的过高口号!比如使人感到很快就要进入共产

主义社会了" 对共产主义的最高价值目标#理想

信念!共产党人#先进分子应当坚持!但有的却不

宜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现在就直接提出!否

则就会脱离群众#脱离现实"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应当既有适当的先进性又有广泛的包容性!是

先进性与包容性的有机统一!这样的价值观才能

既鼓励先进又照顾多数!能调动一切正当利益#合

法利益的追求者的积极性!在法律的范围内求同

存异!包容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价值观!使大家不

跳起来便摘不到果子!跳起来一定能摘到果子"

总之!$有容乃大%!先进与包容相统一的价值观

才能更快更好地体现和实现其生命力!真正体现

发展为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广大人民

群众共享"

$六&坚持最高范畴与大众语言相统一原则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依据社会主义制度#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凝练出来的根本价值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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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则是对实现这一根本

价值目标在意识形态#思想道德准则等方面的展

开" 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应当选取

反映社会主义内在本质和价值取向的最高范畴!

用极其精炼的价值范畴来表达!它应是理念性的#

目标性的!是最高层次价值目标#道德标准的抽

象!而不应是次生层次的#操作性#工具性的概念"

城市精神#职业领域核心价值观可以用操作性的

语言!可以用动词和形容词!因为它是次生层次的

生活价值观!如杭州市提的 $让我们生活得更

好%#武汉精神$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等" 同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中国的凝练!就应当用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语言来表达!使之既简炼

明确#言简意赅!又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最好不超

过十个字!这样才能得到广泛传播!使老幼妇孺人

人皆知!家喻户晓!便于人们接受#认同#践行和传

承" 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真正把广大人民群众

看做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主体#践行主

体!真正承认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人和动力"

只要深入实践#深入生活#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善于从各地区#各行业#各族人民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和凝练各自的核心价值观活动中吸取

养料#吸收灵感!就一定能够凝练出既反映社会主

义制度本质规定和根本价值目标!又是人民群众

衷心拥护#喜闻乐见的!既吸取了世界文明大道中

的智慧精华!又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

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我见

根据前面所述的科学方法论!考虑到如何全

面反映政治标准#道德标准!如何体现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凝练的先进性#根本性#人民性#实践性

等特点!在此也谈谈个人的浅见"

在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讨论中!许

多学者已经贡献了自己的真知灼见!开展了可喜

的争鸣交锋!其中包含了很多值得吸取的意见!但

因尚处于探讨之中!势必也难以做到尽善尽美"

比如!韩震同志主张凝练为$民主#公正#和

谐%*光明日报 !"#!)#)H+" 我认为很简炼!但似

尚欠完整"

包心鉴同志主张凝练为$以人为本!民主公

正%*光明日报 !"#!)#)#U+" 我觉得$以人为本%

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社会主义制度对人民

的承诺!学术味重!四个字一句可能长了一点"

韩庆祥同志提出三套方案均为四字一句!有

两套均为五句 !" 个字!长了一些!难以记忆复述!

最短的一套方案是三句 #! 个字即$以人为本!自

由平等!公正仁和%*光明日报 !"##)K)U+!也觉得

学术色彩较重"

周玉清同志主张提炼为四句 #% 字即$实事求

是!和谐富强!崇尚真理!品德高尚% *光明日报

!"##)K)H+" 我觉得不仅学术味重!号召性强&而

且提炼价值目标的理念范畴最好不用动词和形容

词!如$崇尚%和$高尚%"

石云霞同志主张凝练为$人本#民主#公正#

和谐#发展%十个字*光明日报 !"##)K)U+!虽然简

炼!但我认为$民主%可以包含$人本%!而$发展%

似不属于价值范畴#目标理念!可不纳入而改用

$共富%为好"

杨永志同志主张凝练为$友爱#平等#互助#

共富%八个字*光明日报 !"#!)!)U+!我认为$互

助#友爱%虽属道德规范!但属次生性范畴!且操

作性强!尚未抽象到价值目标和衡量道德的标准

的最高层次上去" 尤其是他对$民主#公正%主要

从手段上去理解和运用而不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目标!值得进一步推敲" 但我认为!他提出的

将$共富%纳入!这个意见颇有见地"

侯惠勤主张)劳动优先#人民至上#共同富裕#

公平正义#和谐发展"

戴木才主张)自由#民主#幸福#仁爱"

还有许多专家学者的意见!都给人一定的启

发" 尤其是学习了十八大$三个倡导%的论断后!

觉得它大大缩小了价值目标的选择范围!为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今后!

我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培育和践行过程会

发展得更加简练#更趋完善" 似可表述为八个字)

民主#公正#共富#和谐"

$民主%" 我认为主要应当从国家制度层面

去理解!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人民当家作

主人" 邓小平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作为社会主义主的民主!是真正的民主!而不是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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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义的金钱政治下的民主" 故$民主%可以认

为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质的体现!属于政治文明建

设目标的价值范畴" 当然!$民主%也是政治伦

理#行政伦理的道德标准"

$公正%" 我认为公正包含公平#正义#平等!

甚至可以涵盖诚信" 从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忠

诚#为民#公正#廉洁%中得到启示!任何人都应秉

公办事!这个$公%不仅是$天下为公%为大多数人

之意!也是公公正正#毫无偏袒之意" 可见!$公

正%是个抽象度极高又深得民心的一个价值目

标!是对各行各业#各个领域都具有道德标准意义

的价值范畴"

$共富%" 是邓小平说的社会主义最终要达

到的价值目标$共同富裕%的简化!这既然是最终

目标!当然就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追求" 已有

不少同志主张将$共同富裕%纳入*见光明日报

!"##!J!#% 的一份调查+!如简化为$共富%岂不更

大众化!而且$共富%这一简化形式已经约定俗

成" 只有从价值理念到制度设计都体现共建共享

才能最终实现共富" 与共富相对应的$两极分

化%是剥削制度的本质特征" 邓小平指出!如果

两极分化!那么我们的改革就失败了" 我们现在

社会建设方面的许多战略决策#举措!都是为了尽

快缩小收入分配的过大差距&为了逐步推进各种

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还制定了许多富民政策"

$共富%的价值目标既管当前又管长远&而有同志

提议用的$中华复兴!世界大同%则属于管得更加

长远的目标!似乎用早了#急了" 还是$共富%的

价值目标体现了理想与现实的统一!更合适些"

$和谐%" 通过共富才能实现和谐" 没有共

富的理念#制度!便不能保证真正实现和谐" 当然

$共富%是一个逐步提高和实现的过程!$和谐%随

之也有一个逐步提高#逐步实现的过程" 中国传

统的和谐文化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精华!经过

推陈出新!我们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世

界上提出建立和谐区域#和谐世界!不仅现实针对

性极强!受到国内外广大人民群众#有识之士的拥

戴!而且把$和谐%作为价值目标也是共产党人一

贯的追求!它也体现了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统一"

和谐文化#和谐价值目标是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高度一致的!它有利于我们认清我国文化建设所

处的历史方位!占据文化发展的战略制高点!在激

烈的国际竞争中牢牢把握主动权" $和谐%已被

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之中作为社会建设的价值目标!因此!纳入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非常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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