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共同属性论

蒋 艳 1、2

（1. 中国矿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徐州 221116；

2. 徐州工程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徐州 221018）

[摘 要]在当代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就是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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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

主义文化。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增强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凝聚力、吸引力和竞争力的精神支撑和价值灵魂。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指导思想和理想目标、价值取向和时代方向、教化功能和实践路径等方面具有高度的内在一

致性。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需要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看作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把握两者的共同属性，在全社会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不断增强新时代文化自信和价值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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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

义，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共同理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推动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

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1]23 在当代中国，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就是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

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发

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民族的科学

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增强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凝聚力、吸引力和竞争力的精神支

撑和价值灵魂。有学者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是先进文化建设的根本内容，先进文化建设以各种

形式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含着的各种先进

价值理念。”[2]从这个意义上说，推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繁荣兴盛，需要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看作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把握

两者的共同属性，在全社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不断增强新时代文化自信和价值自信。

一、指导思想和理想目标的一致性

每一种文化发展的核心要素，就是这种文化

背后的价值观念。“价值是文化组成的要素。价值

为文化质料的组织提供种种罗聚的方式。我们要

充分了解一个文化，必须深入地去了解它的价值

系统。……文化的改变常为价值的改变。”[3]77 应该

说，当今世界不同文化间的矛盾与冲突，实则是其

各自代表的核心价值观之间的竞争与交锋。因此，

我们党在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过程中，

始终坚持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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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价值观。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战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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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了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4]661 在此基础上，党

的十八大又提炼出“三个倡导”，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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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核的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着共同的

指导思想和理想目标。
第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发展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共同

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社会主义意识形

态的鲜明标识，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质的规定性。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

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

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世

界文明成果的养分，创造出来的思想文化结晶。坚

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本质要求。同样，价值观的形成

和构建也离不开科学的理论指引，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理论支撑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根本特性在于其具有社会主义性质，

社会主义不管是作为社会形态，还是价值观，亦或

是国家制度，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5]因
此，一方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即从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是科学认识

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保证，也是引领社会思潮、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精神指引；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指导思想上的共同选

择，意味着二者在一个同质的意识形态体系下，有

着一脉相承的理论基因、共性的理论品质，以及一

致的前进方向和实践要求。
第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发展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共同理

想目标。习近平指出：“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共同理

想，没有共同目标，没有共同价值观，整天乱哄哄

的，那就什么事也办不成。我国有 13 亿多人，如果

弄成那样一个局面，就不符合人民利益，也不符合

国家利益。”[6]在当代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

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在内涵和架构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党的十九大报

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

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党和人民历尽千

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1]16 既是

“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就理应是这个

“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既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提供了

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奋斗目标和精神动力，又为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旗帜鲜明

的时代主题和前进方向。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这个共同理想目标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

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内核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对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丰富内容的集中展示，也

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核心价值

理念。有了这个共同理想，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此也就有了共同的理论和实

践主题以及共同的使命和共同的目标。

二、价值取向和时代方向的一致性

在当代中国，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应当符合人类社会发展方向，能够促进生产力发

展、社会进步和人的自身解放，不断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判断文化是否先进，除了

科学性外，还需要符合价值合理性，即符合大多数

人的现实需求与利益。以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双

重标准来看，中国要建设的先进文化，既是继承新

民主主义文化民族性、科学性、民主性、包容性与

开放性的要求，又是与时俱进符合时代精神、人民

精神需求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7]作为推动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发展重要力量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则萃取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价值追求与其

主体精神内容的精华，在价值取向和时代方向上

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保持高度的内在一致性。
第一，以人为本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社会

2019 年 1 月

第 1 期 总第 295 期 理论探讨

59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共同价值取向。社会主义文化

的先进性，不仅体现在它建立于唯物史观和唯物

辩证法这一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论基

础之上，而且也体现在由这一科学方法论所形成

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之上。人的全面解放和全

面发展，人的意义的真实回归，是马克思主义的精

华，也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根本价值取向。在马

克思看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

展的条件。”[8]53“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

由的一步”[9]120。同时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两个

现实条件：一是“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

由”[10]571；二是必须“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

的需要的规模”，所有人都能够“共同享受大家创

造出来的福利”“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

发展”[10]689。孕育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

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目标指向也是最大限

度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是满足这种利益诉求的基本前提和基础；在社会

层面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满足这种利益

诉求的有力保障和支撑；在公民层面倡导爱国、敬
业、诚信、友善，是满足这种利益诉求的重要条件

和因素。“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正是站在广大人民的

价值立场，顺应了生产力发展的社会潮流，通过宣

传教育、对话交往、文化实践等形式，引导人们广

泛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同践行中国梦，为

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从而赢得了文

化自信和价值认同。”[11]

第二，与时俱进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创新性发展的共同指向。先进文化

的生命力就在于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创新。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和革命文化，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精

神生活需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它以坚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立场，标注自己的来路；以坚

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标明自己的文化性质和

方向；以立足当代中国现实，彰显自己的历史方位

和时代内涵；以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

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表明自

己的奋斗目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的核心要素，推动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

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传承着革命文

化的红色基因，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同向同行。在当前的国

际竞争中，文化软实力的作用日益凸显，这种文化

软实力，正是由国家（民族）的文化吸引力和意识形

态、价值理念的凝聚力为主体构成的。“以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指导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推进社会主义

文化价值观念的创新，是坚持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

态主导地位的根本途径。”[12]310 因此，提升我国文化

软实力的关键，就在于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为引领，推进文化创新，增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

竞争力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引领力。

三、教化功能和实践路径的一致性

在教化功能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都具有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显著

特点，即在教化中为人们提供精神指引和价值遵

循，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最根本的价值功能。习近平强调，“坚守我们的价

值体系，坚守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发挥文化的

作用。”[13]而当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

文化建设的重点，是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核心内

容和基本抓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在实践中所反映出的这种“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的密切关系，使二者在教化功能和实践路径

的选择上，呈现出叠加同构、相得益彰的特点。
第一，在解决好“为什么人”“培养什么人”的

根本问题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都把“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培养担当民族

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作为根本着眼点。发展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要坚持以马克思主

义为指导，核心则要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在

这个问题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培育都坚持“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的
原则要求，体现人民的主体性和创造价值，为全体

中国人民筑造共同的精神家园。而在“培养什么

人”这个根本问题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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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重视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说到底是人的思想建设、
灵魂建设，聚焦的是造就具有正确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的建设者。这样的时代新人，应当在有自信、
尊道德、讲奉献、重实干、求进取等方面，有新风貌、
新姿态、新作为。”[14]197 这就从一个更高的视野和维

度，把“发展什么样的先进文化”“培育什么样的价值

观”同“培养什么样的人”紧密结合起来，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人才支撑。
第二，更加注重全方位贯穿、深层次融入，是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

育在路径选择上的共同特点。在坚定文化自信，推

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方面，党的十九大提出

需要持续加强 5 个方面的建设，即牢牢掌握意识

形态工作领导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
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同时，在每个需要

加强建设的层面之下又相应提出了具体的实践路

径。这些实践路径设计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生活

的方方面面，具有全方位贯穿、深层次融入的新时

代特点。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层面，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

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

成、制度保障，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教

育、精神文明创建、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

引领作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

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坚持全

民行动、干部带头，从家庭做起，从娃娃抓起。深入

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

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

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1]42 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价值功能是以文

化人、以文育人，这种教化方式不同于法律规章的

硬性约束，更注重人文教育和隐形教育，在潜移默

化、春风化雨中实现感染人、塑造人的目的。因此，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

育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共同行动，从城市到乡

村、从家庭到学校、从干部到群众、从个人到社会，

注重全方位贯穿、深层次融入，落小落细落实，切实

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道德水准和文明素养。

总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在指导思想和理想目标、价值取向和时代方

向、教化功能和实践路径等方面具有的内在一致

性昭示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结了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的精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不

可替代的先导性有利于整合多元文化、发展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的必然要求。抓住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这个“牛鼻子”，也就等于抓住了新时代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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