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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以及价值观的历史发展进

程四个角度总结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渊源。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思想，为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提供了理论支撑以及方法论指导，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主流价值观的建设。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文化滋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奠定了实践基础，是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发展的动力源泉。与此同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近代以来价值观的发展历程为历史依据，总结经验教训，推动理论发展。正确认

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起源，有益于反对错误倾向以及阐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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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historical origin of core socialist values from four perspectives, in-
cluding Marxist theory,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practice of socialist moderniza-
tion construction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values. Marxism theory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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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 and methodology for core socialist values as the guiding ideology,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ore socialist values as the mainstream values.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s cultural 
tradition of core socialist values, providing culture nourished for core socialist values.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lays a practical foundation for core socialist values and is the driving 
force for consistent development of core socialist values. Meanwhile, core socialist values tak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values as the historical basis, drawing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ory. After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historical origin of core 
socialist values, the paper further illustrates the point include against the erroneous tendencies 
and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ore socialist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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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八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正式提出；并且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到，新时代继续坚

持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第十三次全国人大新修改的宪法也明确规定：

“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式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写入宪法。与此同时，构建主流价值观

的任务也提上日程。因此，要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一步探寻其历史渊

源。任何思想理论的发展都有其自身的历史发展脉络，尤其当前正在全社会范围内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若仅仅局限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不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发展，为使其得

到更广泛的认同和更深层次的践行，必将对其历史渊源进行深入探讨。 

2.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基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构建主流价值观的重要任务。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进程中，任何理论的提出和

发展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理论带给中国的不仅仅是革命的理论，更

多的是它的自由思想、价值导向。同时，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目的之一是巩固其在我国价

值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而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并且在意识形态领

域占据主导地位，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起到指导作用。所以，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历史渊

源的探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必不可少的部分。 
从空想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到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从最早的公有、按需分配到消灭阶级、消除私有

制，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始终在不断地发展。追本溯源，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追求的是每个人自由而全面

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代替那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

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这一价值目标体现

出对人类真正自由的追寻，是未来社会的最高纲领、理想和最终目标，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调的自

由、平等等理念相衔接。从主体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马克思主义唯

物史观始终坚持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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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培育和践行的主体一直是人民群众，体现了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从方法论的角度讲，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对立统一，辩证地看问题，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唯

物辩证法的基本原则，结合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的不同发展要求，提出不同的发展理念，同时，

各个理念之间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补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一个紧密联系的核心价值体系。 
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基础具有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

不仅仅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更是一种世界性思潮。当前，世界意识形态思潮纷繁复杂，

中国建设主流价值观务必要有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才能增强文化的影响力，增强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

权和话语权。中国在融入世界、与世界接轨的过程中，在与国外的错误思潮作斗争的过程中，马克思主

义理论将成为最坚实的理论支撑。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同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思想基础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益于宣传中国故事，树立中国形象，构筑中国力量。 

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底蕴 

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并不代表其能够解决所有的价值观问题。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提出要

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如何具有民族特色，如何为大

众服务，是文化建设面临的问题，也是核心价值观构建的要求。核心价值观本身凝结着一个民族独特的

价值追求，也是一个国家发展的精神动力。对价值的追求并非一朝一夕，它有着自身的发展脉络；精神

动力也不是凭空产生，它有自己的历史源头。对于有着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民族来说，无论是价值追求的

发展脉络或是精神动力的历史源头都要追溯到传统文化本身，才能找到核心价值观的历史底蕴。文化是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梁漱溟在探讨文化时，曾提到文化从广义的角度来讲是人的一切生活，它

浸入我们的骨髓，在不经意处传递出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嗟来之食，它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有

属于自己的历史味道，它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曾指出：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

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将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到丰

富的涵养，成为人们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价值理念、道德规范和理想信念，传统文化中儒家讲求

仁爱、克己复礼、民惟邦本，发展至今，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承接，形成新的仁爱观、民生观；“天

下兴亡，匹夫有责”强调的爱国精神至今激励着一代代的爱国者为之奋斗；“和而不同”讲述和谐的最

高境界，为整个社会的多样性提供了支撑，为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了依据；“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的诚信要求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诚信建设产生深远的影响；勤俭节约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自强

不息的理想信念和厚德载物的道德理念为道德建设提供了精神动力；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

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以及墨家论述的兼爱原则对构建平等、和谐、自由、民主的核心价值观有深刻的

启示，这些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都有了与时代相结合的新内涵、新发展。 
当历史进入 21 世纪，人们经历了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巨大变迁，在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大家都力图在传统文化和现代前沿科学之间寻找平衡点和契合

点。现实是对历史的延续，同样，现实也在创造着历史。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已有四十余年，实现持续

发展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构建中国特色的核心价值观。而在文化的建设

和核心价值观的构建的过程中，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切不可数典忘祖。正如习近平在

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开幕式的讲话，“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3]。立足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此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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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基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并不只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支撑和传统文化的历史底蕴，它是在一定的

现实基础上的，这其实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然而此时，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

题已然上升为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不仅揭示了社会意识的形成，“从市民社会出发

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4]。
而且对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进行了阐述，指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

有能动的反作用。社会意识虽具有相对独立性，但是并不代表它能够离开社会存在而独立存在。当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必然要与中国的社会现实相结合，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

互联系。中国地大物博，国情复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培育和践行都离不开对社会现实的考

量。 
自改革开放以来，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经济和科学技术得到了快

速发展，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经济实力的迅速攀升自然而然地会要求与之相匹配的文化软实力，习

近平指出：“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这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

深层次要素。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

[5]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建设文化软实力的核心，也是发展国家综合实力的精神动力。与此同时，

传统价值观在当前价值观层面仍然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它并不能满足当前人们对于精神食粮的期待。为

此，结合新时代的特点和要求，对传统价值观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培育新时代的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更需要注意的是，我国正处于社会深刻变革、经济转型和调节的关键时期，思想意识多元多

样多变，各种思潮交相碰撞，如果没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价值观领域会是一盘散沙。在与国外各种意

识形态作斗争的过程中，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实践基础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更有力量，

更有底气，更具有说服力，更好地表达中国的故事。 
实践是理论之源，习近平提到：“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加快构

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6]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

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体现了中国特色；同时，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是在各民族共同奋斗的历程中形成的，凝结了各民族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符合了我国的民族特

性；在实践过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融入自身的发展过程，以解决

新时代发展所面临的价值观问题，体现了时代性。实践是不断发展的，理论也是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必然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断地创新发展。 

5. 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 

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渊源的追溯，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亦或是具

体实践基础，都会回到核心价值观本身，任何理论有自己的发展脉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不例外。

而在价值观发展过程中的无数次尝试都有着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回顾历史，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就

在苦苦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道路，从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到思想文化层面，对价值观的追寻从未停止

过。自新文化运动开始，一次次的思想解放运动推动着中国价值观的发展变迁。对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

会来说，历史带来的一切并不是绊脚石，而是前进的动力，历史现实的经验和教训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有着重要意义。 
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人们扛起德先生和赛先生两面旗帜，走上追求民主和科学的道路，直至后

来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中国的价值观始终受到西方思潮的影响，这毕竟会水土不服，所以中国共产党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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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经验教训，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观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价值观，

这一价值观支撑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进行，这期间也在不断地摸索和进步。直至 1978 年 5 月，展开真理

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次讨论并不是仅仅为了得出一个结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它是一次

关于价值观的讨论，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它为改革开放的进程拉开了序幕。旧的价值观念逐渐被打破，

新的价值观念开始萌芽发展。改革开放后，新价值观念的出现，例如自由、时间观念、创新、竞争，体

现出对个性和主体性的追求。当然，也伴随着问题的产生。九十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传

统的价值观受到了冲击，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冲突，道德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碰撞，自由主义和拜金主

义甚嚣尘上，这些混乱的局面造成了人们价值观的缺失和精神世界的荒芜。价值观确立和塑造的过程并

不是一帆风顺的，总结经验教训，重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直在路上。 
进入新世纪，人们对于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向往，对于民主法治的追求，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

对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对于爱国统一事业的奋斗，对于世界和平的贡献，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畅想，

无不体现着价值观的影响力。由此，逐渐凝结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十八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正式提出，“三个倡导”凝结着全体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对国家的祝愿；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对社会的期许；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对个人的要求。十九大继续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核心价值观融入人们生活的各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历史和人

民群众的选择，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永不止步，历史带来的经验教训更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

的最好推动力。以史为镜，以古为鉴，方能知道西方价值观的适用与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国情的

匹配度，以及人们心中的共同理想，进而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好地发展进步。 

6. 结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提出之前，已做了大量的准备。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的解读，对传统文化

中的传统价值观的探讨，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人民需要的讨论，总结历史进程中的方方面面的经验教

训，这些准备都是为了更好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然，在价值观提出之前，也出现对中

华传统文化的过度迷信，对中国具体国情的忽视，对西方各种所谓“普世价值”的过分迷信。“文化复

古主义”和“全盘西化”的风波再起，诸如此类的情况对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并无益处。从马克思主义唯

物辩证法的角度来看，要全面的、发展的、辩证统一的看待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并不是单

方面因素的影响，同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即使核心价值观已正式提出，它仍然有着再凝结，再精炼

的可能。但是，对其历史渊源的错误理解将会影响核心价值观的进一步发展。 
在进行历史渊源的追溯时，并不是为了回到过去，而是更好地面向未来。十九大提出“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

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7]。文化建设的结果不能用物质性的标准进行简单的衡量，核心价值观

的培育和践行也并不一蹴而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科学的理论支撑，有深刻的文化底蕴，有现实

和历史的双重依据。在此基础上，我们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对中华传统文化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坚持历史和现实统一、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推动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民族化、时代化、大众化，使其更广泛地为人民群众所接受、认同，成为主导中国意识形态的

主流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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