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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精神命脉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
的 核 心 价 值 观 ， 都 有 其 固 有 的 根
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
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
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
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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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
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不忘本
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
好创新。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
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
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
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
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
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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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挖优秀传统
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

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
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
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
信。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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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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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
源泉。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
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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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文化为支撑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

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
件。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
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
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
予以继承。

——2013年11月26日，在山东考
察时的讲话

掌握思想精华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

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
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
处。古人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
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
因祸福避趋之”的报国情怀，“富贵不
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
浩然正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
心照汗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的献身精神等，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
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我们都应
该继承和发扬。领导干部还应该了解
一些文学知识，通过提高文学鉴赏能
力和审美能力，陶冶情操，培养高尚
的生活情趣。许多老一辈革命家都有
很深厚的文学素养，在诗词歌赋方面
有很高的造诣。总之，学史可以看成
败、鉴得失、知兴替；学诗可以情飞
扬、志高昂、人灵秀；学伦理可以知
廉耻、懂荣辱、辨是非。

——2013年3月1日，在中央党校
80年校庆时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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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阐述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回答核心
价值观“从何而来”。这关系到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历史定位问题，并自然关联到其呈
现什么样的理论形态和如何发挥其当代意
义。习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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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古今中外文明的总结。在
民族历史的纵向维度上，它虽然是新的时代
精神的产物，但将自己的根扎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深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社会和个
人三个层面上确定了基本的行为规范和价值
追求。这三个价值层面在中国古代社会也都
是存在的，虽然古人未必具有今天这样明确
的意识。也正因此，我们在今天可以从传统
文化中看到大量渊源性的论述。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现当代中国孜
孜以求的价值，实际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古代中国类似的追求。历史文献记载了古代
国家在初创阶段的重要求索方向，这主要体
现在当时一些伟大的帝王身上。作为五帝之
首的黄帝就极具代表性。《史记》描述他“幼而
徇齐，长而敦敏”，反映的是中国文明初曙期
对于道德文明的追求；还叙述他“修德振兵，
治五气，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
貙虎”，其中部分地反映了对富强价值的追
求；还说他“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和“时播
百穀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
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反
映的则是对天人和谐的追求。至于民主，在
中国传统时代基本上没有以制度形态出现，
不过，和民主有些类似但处于较低层次的民
本追求却非常丰富。《尚书》（文献真伪争议问
题此处不做涉及）中所说的“天聪明，自我民
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天视自我民视，
天听自我民听”和“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是相
当典型的论述。唐太宗李世民及其大臣魏徵
经常引用《荀子》的名言“君者，舟也；庶人者，
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更是民本思想
在治国为政中的体现。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主要体现的是人类
近代社会的价值追求，但在中国传统社会上也

有萌芽式的存在。由于传统社会中王权官权
的强大和宗法禁锢的严厉，个人的自由是相当
稀缺的，而追求自由就成为许多年轻人的愿望
和选择。这相当多地表现在他们爱情行为上。
据传，司马相如和卓文君是一对自由追求爱情
成功的例子，《玉台新吟》记载的焦仲卿夫妻则
是著名的悲剧例子。《诗经·小雅·节南山》记载

“昊天不平，我王不宁”、“郝郝师尹，不平谓何”，
表现的是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从“王子犯法，庶
民同罪”的理念到卷帙浩繁的各朝法律条文都
反映了前近代的法治价值追求是不缺乏的。
当然，我们要看到这里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是处于相当低下水平上的，既达不到资本主义
的这些价值水平，更与社会主义的这些价值不
可同日而语。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
的价值准则，这在中国传统个人价值追求上
可以说相当普遍，既有思想理论层面的大量
论述，更有诸多个人行为的体现。爱国和敬
业经常被表述为“忠”，诚信和友善则被表述
为“信”和“仁”，各代思想从本体论、人生观、
价值观等多个角度展开了深入的研究。颜真
卿、颜杲卿、岳飞、文天祥、于谦、史可法等都
以杀身成仁体现了爱国的价值追求。敬业往
往体现在一些有智慧的企业家的经营之中。
同仁堂、六必居等老字号长盛不衰便与其敬
业的价值追求有关。前者的营业理念是“炮
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
物力”，后者的营业理念是“黍稻必齐、曲蘖必
实、湛之必洁、陶瓷必良、火候必得、水泉必
香”。这些话并不是招徕顾客的幌子，而是经
营达数百年企业的真实操作规范。至于诚信
和友善则更是普遍，此处就不必举例了。

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和直接的资源。后者是
对前者的继承，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认识
到后者也是对前者的改造和转换，是结合当
代中国现实做出的提升和优化。经过这种提
升，后者更好地体现了这个时代对中华民族
提出的精神要求和这个民族对此的解答，体
现了我们民族的精神本质和精神力量，是我
们民族在艰难险阻中前进、生生不息的精神
动力。也正因此，它构成中国人在这样一个
剧烈竞争的时代展现出来的真正灵魂。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
部教授）

核心价值观从何而来？
刘东超

核心价值观从何而来？
刘东超

开启文化基因
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

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
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
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
为方式。今天，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
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比
如，中华文化强调“民惟邦本”、“天人
合一”、“和而不同”，强调“天行健，君
子以自强不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
公”；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主
张以德治国、以文化人；强调“君子喻
于义”、“君子坦荡荡”、“君子义以为
质”；强调“言必信，行必果”、“人而无
信，不知其可也”；强调“德不孤，必有
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己所
不欲，勿施于人”、“出入相友，守望相
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
人之幼”、“扶贫济困”、“不患寡而患不
均”，等等。像这样的思想和理念，不论

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鲜明的民族特
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这些
思想和理念，既随着时间推移和时代变
迁而不断与时俱进，又有其自身的连续
性和稳定性。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
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
有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我们提倡
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充分体现了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

——2014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师
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千辛万苦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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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师
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谈基因谈基因

谈创新

坚持推陈出新
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发展道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
习教育，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
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推
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快
速发展。夯实国内文化建设根基，
从每一个人抓起。要继承和弘扬我
国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的
传统美德，坚持马克思主义道德
观、坚持社会主义道德观，在去粗
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坚持古
为今用、推陈出新，努力实现中华
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

——2013年12月30日，在中共
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

讲话
创造性地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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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
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要加强对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
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把跨越时空、超
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
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
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
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
创新成果传播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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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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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践行谈践行

13亿传播主体
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

道德、守道德的生活，让13亿人的每
一分子都成为传播中华美德、中华文
化的主体。

——2013年12月30日，在中共中
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引导自觉践行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必须

加强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激发人
们形成善良的道德意愿、道德情感，
培育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提
高道德实践能力尤其是自觉践行能
力，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
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的力
量、向善的力量。只要中华民族一代

接着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
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充满希望。

——2013年11月26日，在山东考
察时的讲话

强调示范带动
今天，我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需要两院院士发挥作
用。希望广大院士善养浩然之气，发
扬我国科技界爱国奉献、淡泊名利的
优良传统，以身作则，严格自律，在
攻坚克难、崇德向善中做到学为人
师、行为世范，带动科技界乃至全社
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014 年 6 月 9 日，在中国科
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
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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