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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

□　 陈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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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常之道”与核心价值观的结构建构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出自先秦儒家经典

《大学》。 习近平指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由于其

自然条件和发展历程不同，产生和形成的核心价值

观也各有特点。”中国传统社会在汉代以后的二千

多年里，儒学始终是主导的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化，一
直发挥着核心价值引领和规范国家、社会和个人的

作用，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因此，中国传统

社会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特点是以儒学核心价值观为

其核心价值观。 儒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

“仁义礼智信”为内容的核心价值观。
长期以来，人们把“三纲” （君为臣纲、夫为妻

纲、父为子纲）与“五常”相连为“纲常”，以此作为儒

学核心价值观的结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结构

设定上与传统儒学价值观的继承连贯，是以“三纲”
与“五常”相分离为基础的。 解构“三纲”与“五常”
的捆绑，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构建构传承、升华

传统文化的重要环节。 儒学“五常之道”作为核心

价值观，显示了《大学》区分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

面的结构设定。 “仁”在孔子那里是道德的总纲，体
现于以德治国就是孟子的“仁政”，将“仁”由原来的

道德规范扩充为国家政权的价值准则，“以德行仁

者王”（《孟子·公孙丑上》）。 这就使“仁政”的基

本宗旨在于得民心，“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其

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 （《孟子·
离娄上》）。 与仁政对立的是暴政、苛政。 因此，行
仁政还是施暴政、苛政，回答的是建设什么样国家的

问题，是判断国家是否合乎民心的价值标准。 “义”
和“礼”的主要含义是以崇德贵和作为社会的价值

准则和行为规范。 义者，宜也，就是应当如此。 这主

要指向社会领域，“门外之治义掩恩” （《礼记·丧

服》）对于“门外”即血缘外部的社会治理，“义”相

较于血缘恩情居优先地位。 儒学以义和利相对，义
即道德原则，利即个人私利，而“君子喻于义，小人

喻于利”（《论语·里仁》）。 可见，义就是要把崇尚

道德而非追逐私利作为社会的价值准则。 “五常”
之礼包含道德规范和礼仪形式两大方面，具有“节”
和“文”即节制和文饰的双重作用：前者是用道德规

范之礼作为标准，制约和调节人们之间以及个人和

集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以达到社会和谐，此即“礼之

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后者是以礼仪形式之

礼使得人们的交往采取文明的方式，扬雄说“礼，服
也”（《法言·修身》），将“礼”比喻为人穿衣服文饰

自己，使举止礼貌得体。 儒家的礼乐并举，进一步把

艺术美化融入文明的交往方式。 可见，“五常”之

义、礼回答的是造就什么样的社会的问题，守义遵礼

还是弃义背礼，是衡量社会是否向善文明的价值标

准。 “智”和“信”，主要是指个人正确的道德判断和

优良的道德品质。 “ 是非之心， 智之端。” （《 孟

子·公孙丑上》）这里的是非主要是指善恶，智则是

理性的道德判断能力。 因此《孟子·离娄上》说：
“智之实，知斯二者（指仁和义———引者注）弗去是

也。”而扬雄把“智”比喻为照亮道德修身之路的明

烛，“智，烛也” （《法言·修身》）。 “信”是诚实不

欺、言行一致的品德。 儒家以诚为信的基础，如张载

所说：“诚故信。”（《正蒙·天道》）诚者，真实之谓。
“五常之道”作为核心价值观在结构上，还有着

以仁将三个层面贯通一气的构造。 这是宋儒特别强

调的。 显然，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结

构论述是对儒学核心价值观的结构建构的继承和发

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区分了三个层面，而且

以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即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三个层面

的价值本体，将它们融为一体。

二、六大理念与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
大同”这六大理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的

重要思想资源。 前四个词指向的是主体认识、改造

自然和社会过程中四对重要关系的价值理念：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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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世界的关系上讲仁爱，在国家与民众的关系上

重民本，在自我与他人（己与人）的关系上守诚信，
在自我与社会（己与群）的关系上崇正义；而后两个

词，“尚和合”是指向价值观推动现实事物发展的作

用，“求大同”是指向价值观提供最终价值理想的

作用。
在自我与世界关系上“讲仁爱”。 中国古代讲

仁爱最多的是儒家。 儒家以“爱人”为仁的基本含

义，它讲仁爱的思想路径是：“亲亲而仁民，仁民而

爱物。”（《孟子·尽心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显

然吸取了这里蕴含的孝亲敬老的家庭道德、关爱世

人的博爱情怀、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担当、天人同体的

尊崇自然等。 不仅如此，“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
把道德总纲之仁作为价值源泉，意味着以道德作为

确立自我与世界关系的最重要的价值基础。 这是形

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深层的思想基因。
在国家与民众的关系上“重民本”。 重民本的

基本精神是把人民视为国家的根基。 价值观以合乎

人的需要为广义之善，而适合某种需要的背后则是

某种利益，利益是价值活动的对象和价值选择的基

础。 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重民本传统的

传承升华，不仅在于使其与“民主”相衔接，更在于

将所有价值活动和价值选择以实现人民利益为出发

点和落脚点，由此走向做人民公仆的崇高境界，贯彻

于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理政的全部活动之中。
在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上“守诚信”。 诚信的两

方面基本含义：“道”有根本之义，以诚为人之道，意
味着诚信是人之为人的品德，是人际交往最基本的

道德；天作为至高无上的崇敬对象，效法天道之诚信

就有着必须兑现的庄严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汲

取了这样的精神内涵。
在自我与社会的关系上“崇正义”。 就以制度

保障每个社会成员的公平正义的原则而言，传统的

崇正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正”有相通之

处，但礼制将社会成员分成贵贱有别的等级差序，否
定了每个个体在社会地位和享受权利上的平等。 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此做了扬弃。 作为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公平正义，是让每个人都有同等的出彩

机会，是通过制度创新以保证个体的平等权利；称其

为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意味着这样的公平正义不

只是社会层面价值观的某个方面，更是社会主义区

别于其他主义和社会制度的价值制高点。
“尚和合”是指向价值观推动现实事物发展的

作用。 尚和合不仅将和合作为事物的理想状态，更
强调其作为事物生生不息之本源的作用。 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以尚和合传统理念为重要源泉，不只是

把和谐列为国家层面的价值要求，而是要以和合为

“生之大经”的价值元点，从而发挥引领各个领域事

业在动态平衡中协调发展的作用。
“求大同”是指向价值观提供最终价值理想的

作用。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大同被赋予了共产

主义、社会主义的内涵，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最终价

值追求。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把共产主

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化为人民

的执着信念，从而发挥凝聚人民为美好生活奋斗的

磅礴力量的作用。

三、家庭建设与核心价值观的日常落实

　 　 把家庭建设作为价值观落实于日常生活的重

要基点，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又一表现。 首先，是家庭、家教、家风与核

心价值观的落细。 传统儒学核心价值观在家庭、家
教、家风中的落细，最主要的环节是礼仪。 作为全民

族社会关系准则的礼仪，以家庭为起点，然后扩展到

家族和民族。 因此，礼仪在整个家庭建设中就有着

极其重要和极为突出的位置。 礼仪的依托使儒家价

值观在家庭中落细：渗透于日常生活的细节，如吃

饭、穿衣、行走、待人接物、书信格式等；细化于贯穿

人生的重大环节和重大场合，如冠、婚、丧、祭、朝、聘
等。 这些礼仪都蕴含着某种价值理念。 其次，是家

庭、家教、家风与核心价值观的落小。 传统文化对于

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首先以社会微小细胞的家庭

为载体。 对此最典型的表达，就是“天下之本在国，
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孟子·离娄上》）。 家

庭在中国传统社会既是个人生活的场所，也是最基

本的生产单位，由此成为国家的基础。 所以，只有每

个家庭具有良好的家教和风气，社会才能稳定有序，
如《易传》所曰：“正家而天下定矣。”而是否有良好

的家教、家风决定了家庭的兴衰。 最后，是家庭、家
教、家风与核心价值观的落实。 这主要是针对两个

问题：在家庭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责任由谁来

切实承担？ 在情况各异的家庭里培育和践行价值观

如何有合乎实际的针对性？ 《颜氏家训》说：“同言

而信，信其所亲；同命而行，行其所服。”认为父母与

子女有着血亲之情，父母又是长者权威，因而子女对

他们的教诲容易相信，对他们的指令容易服从。 这

意味着父母有着进行家教、塑造家风的得天独厚的

条件，因而必须切实承担起责任。
如何使家教、家风能够切合不同家庭的实际情

况？ 传统社会的解决办法是制订从不同家庭实际情

况出发的家规，这包括家训、家诫、家书等。 从现在

流传下来的各种各样的家训、家书中，不难看到这一

点。 这就使得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能够通过不同的

家规在不同家庭中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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