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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
系列重要论述系列重要论述，，把我们的认识提到一个新的高度把我们的认识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当下当下，，举国上下举国上下，，为什么要反复强调为什么要反复强调、、特别努特别努
力力、、锲而不舍锲而不舍、、踏石留印踏石留印、、抓铁有痕地践行社会主抓铁有痕地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义核心价值观？？

““当下当下””何在何在？“？“岱宗夫如何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齐鲁青未了。。造造
化钟神秀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阴阳割昏晓。”。”中华民族这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这一百多年来
历经磨难和奋斗历经磨难和奋斗，，总算离民族复兴的目标越来越总算离民族复兴的目标越来越
近近，，距离已可丈量距离已可丈量。。但正因为越来越近但正因为越来越近，，再往下再往下
走走，，每一步都是惊险一跳每一步都是惊险一跳，，都是从量变到质变的巨都是从量变到质变的巨
大飞跃大飞跃。。历史上历史上，，一步走错满盘皆输一步走错满盘皆输、、功亏一篑功亏一篑、、
积重难返的教训不少积重难返的教训不少。。世界银行警告世界银行警告：“：“在过去在过去5050
年中年中，，许多国家从一贫如洗的收入水平升到了中许多国家从一贫如洗的收入水平升到了中
等收入水平等收入水平。。然而……只有少数国家从低收入水然而……只有少数国家从低收入水
平跃升到了高收入国家平跃升到了高收入国家。”。”国际经验表明国际经验表明，，人均人均
GDPGDP30003000——1000010000美元的阶段美元的阶段，，既是中等收入国家既是中等收入国家
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的机遇期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的机遇期，，又是矛盾增多又是矛盾增多、、爬爬
坡过坎的敏感期坡过坎的敏感期。。这一阶段这一阶段，，经济容易失调经济容易失调，，社会社会
容易失序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心理容易失衡，，步子容易迈错步子容易迈错，，机遇容机遇容
易丢失易丢失！！

““当下当下””事多事多！！ 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深化改革，，调整经济结调整经济结
构构、、坚决反对腐败……我们面临的可以预见和不坚决反对腐败……我们面临的可以预见和不
可预见的风险和挑战太多可预见的风险和挑战太多。。要走好民族复兴这个要走好民族复兴这个

““爬坡过坎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的关键阶段，，最要紧的最要紧的，，是整个国家和是整个国家和
民族始终保持那么一股劲民族始终保持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气那么一股气，，那么一种那么一种
奋发向上的民族精神奋发向上的民族精神。。

习总书记说习总书记说，“，“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对
一个民族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最深层的力量
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
承载着一个民族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体现着一
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

一个民族的崛起或复兴一个民族的崛起或复兴，，常常以民族文化的常常以民族文化的
复兴和民族精神的崛起为先导复兴和民族精神的崛起为先导。。一个民族的衰落一个民族的衰落
或覆灭或覆灭，，则往往以民族文化的颓废和民族精神的则往往以民族文化的颓废和民族精神的
萎靡为先兆萎靡为先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在现代化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在现代化的
艰难进程中实现艰难进程中实现，，而现代化则要靠民族精神的坚而现代化则要靠民族精神的坚
实支撑和强力推动实支撑和强力推动。。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这种支承载着这种支
撑和推动的最持久撑和推动的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最深层的力量。。我们是如此我们是如此，，
别的民族别的民族、、别的国家别的国家，，又何尝不是如此又何尝不是如此。。

例如例如，，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其就职演说中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其就职演说中，，
也作如是说也作如是说：“：“我们面临的挑战也许是新我们面临的挑战也许是新
的的，，我们应对挑战的措施也许也是新我们应对挑战的措施也许也是新
的的，，但那些长期以来指导我们成功但那些长期以来指导我们成功
的价值观的价值观———勤奋—勤奋、、诚实诚实、、勇气勇气、、
公平竞争公平竞争、、包容以及对世界保包容以及对世界保
持好奇心持好奇心，，还有对国家的忠诚还有对国家的忠诚
和爱国主义和爱国主义———却是历久—却是历久

弥新弥新，，这些这些

价值观是可靠的价值观是可靠的。。它们是创造它们是创造
美国历史的无声力量美国历史的无声力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
需要的就是回归这些古老的价值观需要的就是回归这些古老的价值观。”。”

而奥巴马夫人在其助选演说中而奥巴马夫人在其助选演说中，，同同
样强调样强调，“，“我们面对的挑战似乎艰巨得难我们面对的挑战似乎艰巨得难
以克服以克服，，请别忘记开创不可能的奇迹请别忘记开创不可能的奇迹，，正是正是
我们国家的历史我们国家的历史。。……我们可以给人们平等……我们可以给人们平等
的机会的机会，，去实现自己的美国梦去实现自己的美国梦！！因为当尘埃落因为当尘埃落
定定，，胜过一切的是这个国家的故事胜过一切的是这个国家的故事，，一个希望一个希望
不死不死、、斗志永存的励志传说斗志永存的励志传说。”。”

我们有中国梦我们有中国梦，，他们有美国梦他们有美国梦；；我们强调践我们强调践
行核心价值观行核心价值观，，他们呼喊他们呼喊““回归古老的价值观回归古老的价值观”。”。
当然当然，，我们强调的与美国不会一样我们强调的与美国不会一样。。我们要我们要““倡倡
导富强导富强、、民主民主、、文明文明、、和谐和谐，，倡导自由倡导自由、、平等平等、、公正公正、、
法治法治，，倡导爱国倡导爱国、、敬业敬业、、诚信诚信、、友善友善，，积极培育和践积极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富强富强、、民主民主、、文明文明、、和谐和谐，，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在发展目标上的规定价值观在发展目标上的规定，，是立足国家层面提是立足国家层面提
出的要求出的要求；；自由自由、、平等平等、、公正公正、、法治法治，，体现了社会主体现了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在价值导向上的规定义核心价值观在价值导向上的规定，，是立足社会是立足社会
层面提出的要求层面提出的要求；；爱国爱国、、敬业敬业、、诚信诚信、、友善友善，，体现体现
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道德准则上的规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道德准则上的规定，，
是立足公民个人层面提出的要求是立足公民个人层面提出的要求。。归结起来归结起来
就是就是，，要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要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要在现代要在现代
化的激烈竞争中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化的激烈竞争中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我
们必须保持那么一股劲们必须保持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气那么一股气，，那么那么
一种奋发向上的民族精神一种奋发向上的民族精神。。

习总书记说习总书记说，“，“如果一个民族如果一个民族、、一个一个
国家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国家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莫衷一莫衷一
是是，，行无依归行无依归，，那这个民族那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这个国家
就无法前进就无法前进。”。”

向前向前，，向前向前，，向前向前，，实现民族复实现民族复
兴中国梦的关键时刻兴中国梦的关键时刻，，最持久最持久、、最最
深层的力量深层的力量———社会主义核心—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价值观，，支撑着支撑着、、推动着我们推动着我们
向前向前！！

（（作者为中央社会作者为中央社会
主义学院党组书记主义学院党组书记、、
第一副院长第一副院长））

要有主张和定力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

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
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
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
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
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我国
国家治理体系需要改进和完善，但怎么改、怎
么完善，我们要有主张、有定力。中华民族是
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在漫长历史
进程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的好
东西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才形成我们的
民族特色。没有坚定的制度自信就不可能有

全面深化改革的勇气，同样，离开不断改革，
制度自信也不可能彻底、不可能久远。我们
全面深化改革，是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更好；我们说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
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
制度成熟而持久。

——2014年2月17日，在省部级主要领
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
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坚持走自己的路
中国曾经是世界上的经济强国，后来在

世界工业革命如火如荼、人类社会发生深刻

变革的时期，中国丧失了与世界同进步的历
史机遇，落到了被动挨打的境地。尤其是鸦
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更是陷入积贫积弱、
任人宰割的悲惨状况。这段历史悲剧决不能
重演！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责
任，是我们对中华民族的责任，对前人的责
任，对后人的责任。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和
坚定信念，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朝着自己
的目标前进。

——2014 年 5 月 4 日，在同北京大学师
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本版整理刘少华 制图潘旭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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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为什么要强调核心价值观？
叶小文

当下为什么要强调核心价值观？
叶小文

编者按：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
度重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
作出重要论述并提出明确要
求。他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重要论述，内涵非常丰
富，把党对核心价值观的认识
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为践行核
心价值观提供了重要遵循。

鉴于此，本报将用 3 个整
版，从核心价值观是什么、核
心价值观从哪里来和如何传播
好核心价值观三个方面，聆听

“习近平谈核心价值观”。

谈原则
13亿人的伟大目标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
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传承着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寄托着近代以来中国人
民上下求索、历经千辛万苦确立的理想和信念，
也承载着我们每个人的美好愿景。我们要在全社
会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体人民一起
努力，通过持之以恒的奋斗，把我们的国家建设
得更加富强、更加民主、更加文明、更加和谐、
更加美丽，让中华民族以更加自信、更加自强的
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鸦片战争以来中
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是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和
根本利益。今天，我们 13亿多人的一切奋斗归根
到底都是为了实现这一伟大目标。

——2014 年 5 月 30 日，在视察北京市海淀区
民族小学时的讲话

文化软实力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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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
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
召力。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
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
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的重要方面。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构建具有强
大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
系国家长治久安。

——2014 年 2 月 24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
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谈内涵
寻求最大公约数

我国是一个有着13亿多人口、56个民族的大
国，确立反映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认同的价值观

“最大公约数”，使全体人民同心同德、团结奋
进，关乎国家前途命运，关乎人民幸福安康。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每个时代都
有每个时代的价值观念。国有四维，礼义廉耻，“四
维不张，国乃灭亡。”这是中国先人对当时核心价值
观的认识。在当代中国，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应
该坚守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这个问题，是一个理
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经过反复征求意见，综
合各方面认识，我们提出要倡导富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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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要求，自由、平
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要求，爱国、敬业、诚
信、友善是公民层面的价值要求。这个概括，实际上
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
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

——2014年5月4日，在同北京大学师生座谈
会上的讲话

多个维度的融合
中国古代历来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从某种角度看，格物致知、
诚意正心、修身是个人层面的要求，齐家是社会
层面的要求，治国平天下是国家层面的要求。我
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
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既体现了社会主
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
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

——2014年5月4日，在同北京大学师生座谈
会上的讲话

国人应自觉践行
我们倡导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

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
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古圣先贤的思
想，体现了仁人志士的夙愿，体现了革命先烈的
理想，也寄托着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只
要是中国人，就应该自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2014 年 5 月 30 日，在视察北京市海淀区
民族小学时的讲话

谈定力谈定力

谈意义
来自历史的启示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
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
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

古人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
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
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莫衷一
是，行无依归，那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无法前进。这样的
情形，在我国历史上，在当今世界上，都屡见不鲜。

——2014 年 5 月 4 日，在同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
的讲话

没有相同的树叶
价值观是人类在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过程中产

生与发挥作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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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
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
的人民正在进行的奋斗相结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
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相适应。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
同的树叶。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
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想明白了、想对了，就要坚定
不移朝着目标前进。

——2014 年 5 月 4 日，在同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
的讲话

民族精神的延续
一个民族的文明进步，一个国家的发展壮大，需要一

代又一代人接力努力，需要很多力量来推动，核心价值观
是其中最持久最深沉的力量。中华民族有着5000多年的
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而且中华文明从远古一直延续发展
到今天。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顽
强生存和不断发展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民族有
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今天我们使
用的汉字同甲骨文没有根本区别，老子、孔子、孟子、庄子
等先哲归纳的一些观念也一直延续到现在。这种几千年
连贯发展至今的文明，在世界各民族中是不多见的。

今天，中华民族要继续前进，就必须根据时代条件，
继承和弘扬我们的民族精神、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特
别是包含其中的传统美德。

——2014年5月30日，在视察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
学时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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