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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还
包括更丰富内容。十九大报告相关论述中，还强调“文化自信”、

“意识形态领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概念。
其中，“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

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
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
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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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
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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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
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
化新辉煌。

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就牢牢掌握意识形
态工作领导权，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
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
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
一起。要加强理论武装，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
人心。

此外，要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
色哲学社会科学，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坚持正确舆论导
向，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
力、影响力、公信力。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
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阵
地建设和管理，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
点问题，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

没有精神脊梁，精神脊梁不硬的民族，是站不起
来、富不起来，更强不起来的。这个精神脊梁，就是一
个民族的独特价值体系，尤其是核心价值观。强国的
强，天然包括精神脊梁的强。

“一时之强弱在力，千古之胜负在理”。如果说一定
要“打仗”，给“战争”紧迫性排个顺序，那首先要打好
头脑里的仗，价值观念之争这场硬仗。在亘古以来从未
灭绝的文化交锋、价值观交锋面前，价值观自信是中华
民族屹立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中国人，有自己的独特
精神世界，中华文明所以能数千年绵延，其独特的价值
体系功不可没。同时，中华民族不忘本来、吸收外来、
面向未来，文明交流互鉴，既价值观自信，又海纳百川。

国有四维，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中

国古人早就意识到价值观的重要。古人追求的格物致
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涉及个人、社
会、国家三个层面。核心价值观有时代性，时至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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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
是三个层面。

就像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样，一旦确定了
核心价值观，就要长期坚持下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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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值观的落脚点着眼点，一定是培养什么人的问题。
古人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
公”，“君子喻于义”、“君子坦荡荡”、“君子义以为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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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听者
种下理想希望并进行无形塑造。

在新时代，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
“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这
是十九大报告中，一句充满雄心壮志的豪言。一是“民
族复兴大任”，二是“时代新人”，两个词，无不志存高
远。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它是亿万“时
代新人”的使命和担当。

生而为中国人，幸而生活在新时代，每个中国人，
都应该挺起精神脊梁，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
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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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报告中，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一
共有十四条内容。其中，第七条是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就“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报告有一整段论述。报告指出——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

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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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

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两个常见词汇，一

个是“价值体系”，一个是“价值观”，二者什么关系？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

见》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体现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
达。

内核：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新
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

党的十八大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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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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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大报告，则深刻阐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内涵
和实践要求，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出许多新的重
大部署，充分反映了我们党在价值理念和价值实践上达到了一个
新的高度。

十九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
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就着眼点而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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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做法而言，十九大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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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组
成部分。十八大以来的5年，思想文化建设成就巨大。

此外，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不断提高，文艺创作持续繁荣，文
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蓬勃发展，互联网建设管理运用不断完善，全
民健身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主旋律更加响亮，正能量更加强
劲，文化自信得到彰显，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大幅
提升，全党全社会思想上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

要义：价值观是文化最深层的内核

一个共识是，价值观是文化最深层的内核，价值观自信是文
化自信最本质的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套与其经济
基础和政治制度相适应并能形成广泛社会共识的核心价值观。

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
同的道德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价值观念在一定社会的文化
中是起中轴作用的，文化的影响力首先是价值观念的影响力。世
界上各种文化之争，本质上是价值观念之争，也是人心之争、意识
形态之争，正所谓“一时之强弱在力，千古之胜负在理”。

核心价值观是稳定器。2014年2月24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
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习近平强调，历史和现实都表
明，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国家的重要稳定器，能否构建具有强大感
召力的核心价值观，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国家长治久安。

价值观有时代性。习近平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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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成为全体人民共同价值追求。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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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之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价值追
求。要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培育
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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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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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们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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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
强

民
主

文
明

和
谐

自
由

平
等

公
正

法
治

爱
国

敬
业

诚
信

友
善

解码中国基本方略 ⑦解码中国基本方略 ⑦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车站街道精心制作“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主题灯笼。 潘俊强 冯 萍摄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车站街道精心制作“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主题灯笼。 潘俊强 冯 萍摄

河北省唐山市古冶区雷锋精神纪念馆义务讲解员段思序 （右
一） 为前来参观的小学生们赠送自制的雷锋精神书签。

新华社记者 牟 宇摄

北京市丰台五小合唱团的学生在表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少
儿声乐套曲”。 新华社记者 高 静摄

北京市丰台五小合唱团的学生在表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少
儿声乐套曲”。 新华社记者 高 静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