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2016-03-24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继承与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儒家文化认同及其现代性研究”（12xks00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胡蕾（1989-），女，陕西乾县人，硕士研究生，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儒家思想研究；张铁军（1968-），男，陕西
蓝田人，教授，博士，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儒家思想的契合

胡 蕾，张铁军
（兰州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兰州 730050）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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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
具有的重要指导意义。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含义
马克思说过：“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

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我们所说的价值，
是某种事物能够满足人们需求和欲望。而价值观则是判定
什么是价值、如何衡量价值的基本观点。价值观一方面表
现为：价值取向、价值追求，另一方面表现为价值的尺度和
准则。价值观是一种社会意识，它集中反映社会的经济、政
治、文化层次，体现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的基本认识和理想
目标。价值观分为一般价值观与核心价值观。一般价值观
处于从属地位，仅仅是某个方向或者领域的价值观；而核
心价值观是处于主导地位的，引导着其他从属价值观，是
一种社会制度层面上的，社会公民应当普遍遵循的价值
观，涵盖各个方面。核心价值观是国家的精神面貌，是一种
整个国家所具有的有特色的精神追求和价值理念。

习近平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
足于中华优秀文化。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
界文化的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本，因而我们要深入挖掘和
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
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是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想源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
设中，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立足于世界的根本，是
中华民族树立共同理想的历史文化渊源，是实现中国梦的

精神动力。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儒家思想的契合

（一）“和为贵”与和谐社会
儒家文化的最高追求境界是“和”。“礼之用，和为贵”

（《论语·学而》）是儒家的价值取向。“居仁由义”（《孟子·尽
心上》）则是为了用道德约束行为，从而达到有序的自觉行
事，最终达到“和”。儒家思想中“和”既包含了等级差序的
伦理自觉，也包含了求同存异的共同发展。儒家认为，发自
内心的、以道德自觉和伦理自觉为基础形成的社会秩序，
符合天地之序和人之本性，因而是稳固和谐的。儒家以
“礼”作为约束行为的典章制度，以“乐”为“五声八音总
和”，彰显“乐”的感化统一功能，“礼乐”两者相辅相成，秩
序性与统一性相结合，每个人都被定位在有等级差序的却
相互有责任有义务的和谐伦理关系中。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中的“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
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
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在有序的伦理道德的引
导下，建立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
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和谐社会。“和”包含了人自身的身心
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社会不同领域
的和谐发展以及世界和谐。中国自古以来就追求在和谐的
愿望下，谋求共同发展。五千年来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精
髓都凝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以古老的文
明为底蕴、以先进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夯实着中国
人民追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基础。

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子路》）在社会中，
以“和而不同”来缓和紧张的矛盾和思想的冲突。既保留了
个性，又都共存于和谐之中。对在不同的社会生活领域中出

摘 要：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进程
中，价值观的作用毋庸置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引领方向的明灯，是指引道路的指向标。中国传统文化中
的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人自古遵循的传统，在 21 世纪，依旧作为流淌在血液中的价值观，被中华民族所遵循。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与诸多儒家思想精华有契合之处。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武装群众，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
要求。独特的历史文化积淀，注定了我们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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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差异性、多样性，从原来的排斥、拒绝的心理，转化为接
纳、认识的理性态度。继承与创新的观点，就是“和而不同”
观点的延伸，在寻求共鸣的环境下，保持自身的特殊性。

儒家生活方式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宽容。中国之所以
有五十六个民族共同繁衍生息、繁荣发展，正是因为这种
和而不同的包容，使得不同的民族融合、文化交流，和谐共
荣。和而不同，是在文化交流、各民族相处中应当遵守的基
本原则，同时也是中华民族面对国际上对中国的称霸质疑
所主张的态度，习近平将追求和平、和睦、和谐定义为中华
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合则强，孤则弱”。在和谐的环
境中，加强合作发展，将眼光和追求长远地落在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发展中。

（二）儒家伦理体系与公民价值道德观
儒家伦理社会中的每个个体，都被定位在不同的伦理

角色之中。“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人之大道也”（《礼
记·丧服小记》）人与人相处，要遵循差序，以“礼”为规范行
为的准则，由此，产生仁、义、道德，这种深刻的源自传统熏
染和礼法约束的道德规范，源自对传统文化的认同，让个
体的人以此为内心律令，自觉遵守约定俗成的准则。人与
人会构成集合的单位：家庭、家族、民族、国家、世界。当人
们拥有共同的土地、财产以及精神的时候，便对这个集合
的共同体产生认同的感情，并因此自觉承担起义务和责
任，在客观的伦理共同体的存在中实现个人价值。儒家文
化中，伦理关系将人的义务和责任落在不同的角色中，并
通过对共同血缘、文化、历史、精神追求上的追溯，扩展为
对于国家的义务与责任。

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思想，是公民价值道德观形成的
思想渊源。伦理关系约束之下，道德行为规范约束着人们
的日常行为。典章制度“五礼”、伦理行为规范“五伦”及日
常行为规矩，构建了儒家思想下的生活方式。“五礼”是将
社会中的礼仪分为五类：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对
于表达日常生活中的祝福、悲哀、欢迎、振奋、欢乐等一系
列的活动，都设定了程式化的礼仪规范；“五伦”是“父子有
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
文公上》），人际关系让个人在伦理社会中的角色承担起相
应的义务与责任；日常行为规矩是对日常的站、坐、卧、洒
扫等行为的规矩，日常所遵循的规范是德行修养过程的起
点。存在于家庭中的伦理在生活范围内扩大延展，人的最
高责任是承担家庭和国家的义务。“爱国、敬业、诚信、友
善”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的基本价值追求和道德准则
要求，同时也是对儒家伦理价值体系的继承和延伸。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荣辱观，与儒家思想中的伦理体系
相呼应，继承并扩充公民价值道德观。

（三）“忠、孝”与社会责任感
“忠、孝”是践行对于家庭以及国家责任的方式。“忠”

是中国古代承担社会责任的内心律令。《忠经》之中，对于
“忠”是这样阐述的：“忠者，一其心之谓也。”（《忠经·天地
神明章第一》），一心一意，才能称为忠。《论语》中说“君使
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不仅言明“忠”的对象，同时，给“忠”
提出了前提条件。只有君王对臣子待之以礼，臣子才会忠
于君王。忠，不仅仅是单方面的内心认同，更是互相的。忠
的对象，在儒家思想“仁爱”的影响下，逐渐由君王转化为

民族、人民。儒家“忠”的思想对中华民族长久的熏染，使得
中国人民理所当然地把对国家的责任感、对民族的忠诚作
为传统文化最重要的价值取向之一，即爱国主义。注重集
体、国家的利益，个人服从集体利益，是儒家文化独特的道
德传统。萌发于对社会共同体的认同感，激励人民自发为
了共同的利益，自觉地先天下之忧而忧。
“孝”是对家庭承担责任。是对家庭生活中基本的伦理

的践行。中国古话的“忠孝不能两全”，是指一个人的价值
取向，在国家与家庭冲突矛盾的时候，要以社会、国家利益
为重。有大家的和平稳定，才有小家的温馨安稳。“孝”是
“忠”的前身。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
在身。”（《孟子·离娄上》）在修养自身的德行之后，实践于
最基本的社会共同体———家庭，自身修养是家庭稳固的根
本。而家庭的稳固则是国家安定的根本。伦理网络在社会
发展交流中逐渐扩大，家庭伦理也拓展为国家层面的伦
理，国家是高于家庭的伦理共同体。潜移默化的伦理体系
深入血脉，个人会自觉地为家庭、国家、民族奉献甚至牺
牲。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儒家将“仁”作为自
己的责任，以“施仁”于天下作为修养自身德行和践行社会
责任的目标。将对于国家、民族的认同转化为一种自觉的
对于民族的责任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关心国家命
运，维护国家权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精华———儒家文化中汲取营养。

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已经成为现代
中国人的基因，根植在中国人的内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继承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并创新地应用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中，为我国在快速的经济发展中站稳
脚跟提供了精神和信念的支撑。

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建设，需要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
的一切优秀成果，包括历史的文化遗产和当今的文化创
新。创新是民族和国家发展的不竭动力，但继承却是创新
的基础。立足于厚实的文化积淀与优秀的文化传统，使优
秀的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发挥民族的
独特优势，夯实中华民族的文化软实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梳
理、重整，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方法、观点引领当代中国
的思想文化建设，让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与红色基因相结
合，提出了兼具时代精神和传统渊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不断提升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不断增添中华
民族追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思想动力。目前，
我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巨大的经
济、政治体制改革，给人们的价值观带来了冲击。人们在思
想精神上的多样性、价值多元性，要求中国大力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重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从延续民族文
化血脉中开拓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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