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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辩证的逻辑凝练核心价值观
张宗岱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积

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要求， 并提出了高度凝
练和层次鲜明的三个开放性的

倡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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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最新的创造性的理

论成果， 凝结了深刻的理论智
慧， 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
究的新的高度， 并以此开启了
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

的历史阶段。
开放式的价值引导为我们

在新的历史时期培育和凝练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科学

的、明晰的方法论要求。这种方
法论要求摈弃以往僵化的、机
械的思维方式， 开启一种开放
的研究进路和敞开的研究视

野，以辩证的逻辑，科学地培育
和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辩证逻辑具体包含两方面的

内容： 一方面必须把握多元的
现实语境， 充分认识和掌握当
下社会价值交往关系中的张力

结构； 另一方面必须把握敞开
的历史语境， 充分认识和掌握
核心价值观的生成、演化过程。
只有辩证地把握核心价值观念

形成的共时性特征和历时性特

征， 才能够准确的指认其现实
依据和历史坐标， 从而实现明
晰、准确、有效地凝练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在现实语境下的张力结构

中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当下中国社会价值的多样

化已成为共识， 构成了研究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基本

现实依据。但是，与价值的多样
化相对应的另一个方向———价

值共识，被长期忽略了。
波澜壮阔的中国式改革开

放，极大地解放了个人，个人真
正以个体存在于社会生产交往

关系当中， 尤其是现代企业制
度以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

在中国的全面确立， 个人独立
的生存和生活空间得到空前的

释放。伴随着个体的独立，其生
存方式发生了改变： 主体必须
通过更加充分的主体间交往，
才能获得更好的生存空间和生

活资源。 日益深刻的社会交往
使得主体间的价值关系日益复

杂， 不同主体间出现了对不同
层次的、 不同程度的价值共识
的需求。一定程度的、一定范围
内的价值共识， 构成了主体间
价值交往的基本前提。因而，在
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 日益深
入的价值分化与日益凸显的价

值共识形成了一个张力结构，

构成了研究当代中国核心价值

观的基本现实语境。 价值多样
与价值共识在对立与统一中伴

随着主体间不断深化的交往而

得以不断地交织和发展。
在这种张力结构的现实语

境中， 凝练具有广泛意义的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挑战与契
机共存。纷繁复杂的价值现象，
伴随个性化突出的价值观念，
形成了多样化、多层次、易流变
的价值趋向， 这是凝练核心价
值观的主要障碍。 但是处于张
力结构另一端的价值共识，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提

供了肥沃的土壤和无限的可能

性。 价值共识在两个层面上较
为突出： 一是个体交往的价值
共识， 在现实当中多表现为利
益共识， 即通过交往获得共同
的利益目的， 比如平等、 诚信
等。 一是作为共同体的价值共
识，多表现为形而上的理想、信
念，比如幸福、尊严、公正等。充
分认识和研究社会交往价值中

的张力结构， 是凝练核心价值
观辩证逻辑的内在要求。

在历史语境下的开放系统

中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

究， 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社会主
义， 尤其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发展本身的历史性研究，只

有正确把握了社会主义历史发

展， 才能科学地凝练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这就要求我们从
既成性的思维方式转变为生成性

的、历史性的思维方式。
首先，五千年来绵延不断的华

夏文明，奠定了中华民族所特有
的价值文化底蕴，丰富而深刻的
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是我们构建一

切价值体系的基本前提。 只有以
开放的视野把握传统文化与当代

文化之间融合与冲突的内在张

力， 才能把准当代中国社会所特
有的文化价值观念的脉搏。

其次， 十八大报告再次确
认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

情， 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根本的历史语境。“最大国
情”和“最大实际”决定了当下
以解决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之间的矛盾为核心。 这就意味
着，当下所能够凝练的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不能脱离发展的范

畴，需要在发展的框架内和视野
内进行探索，而发展本身作为一
种更为广泛的价值诉求也应该

是核心价值观的题中之义。
最后， 马克思主义经典理

论中并没有关于社会主义一成

不变的、封闭式的论述。马克思
恩格斯从来也没有对社会主义

的具体特征和运行结构进行详

尽描述， 正如恩格斯所警告的
那样：“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
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因
此， 作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
观，也不会存在一个既成的、封
闭性的规定。 我们要摒弃这种
幻想， 在变动着的现实当中和
发展着的历史当中实现理论突

破。 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
方法， 是凝练核心价值观辩证
逻辑的核心内容。

只有充分认识并科学把握

当下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现实，
深入研究社会交往关系当中所

呈现的张力结构， 以价值多样
化为背景，以价值共识为契机，
全面地把握真实的价值交往关

系， 才能实现价值观对社会主
义实践的理论总结； 只有充分
地考察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历史， 清醒地认识社会主义发
展的基本规律， 把价值观的凝
练放在一个开放的演进系统当

中， 才能实现价值观对社会主
义未来价值目标的理论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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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动乡村旅游 推动农产品销售

短视频平台“实力带货”为脱贫助力

4 月 28 日，医护人员向载有最后一批新冠肺炎治愈患者的车辆挥手告
别。 当日上午，北京小汤山医院最后一批新冠肺炎治愈患者出院。

新华社记者 彭子洋 摄

小小汤汤山山医医院院昨昨日日““清清零零””

新华社北京 4 月 28 日电（记者 王思北）根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28 日发布的第 45 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 2020 年
3 月，我国网络视频用户规模达 8.50 亿，占网民
整体的 94.1%； 其中短视频用户规模为 7.73
亿，占网民整体的 85.6%。短视频平台通过带动
乡村旅游、推动农产品销售等方式，积极拉动贫
困地区经济发展。

报告指出， 我国网络娱乐类应用内容品质
不断提升， 逐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
文化需求。 2020年初，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网
络视频类应用用户规模和使用率均有较大幅度

提升。 网络视频（含短视频）已成为仅次于即时
通信的第二大互联网应用类型。

报告分析指出，短视频平台在努力扩展海
外市场的同时，与其他行业的融合趋势愈发显
著，尤其在带动贫困地区经济发展上作用明显。
随着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完善、智能终端的
普及，简单易用的短视频平台成为农民的娱乐、
生产工具。 贫困地区群众通过拍摄家乡自然风
光、风土人情的短视频吸引游客，带动当地经济
发展。 同时，越来越多的农民转变为视频博主，
在短视频的帮助下解决乡村特产的销售问题。

“我国网络视频行业发展进一步规范化。 ”
报告称，截至去年 10 月，已有 53 家网络视频、
直播平台上线“青少年模式”，规范青少年用户
的使用时长、时段、功能和内容，引导青少年合
理使用网络。 此外，《网络音视频信息服务管理
规定》的印发，也为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提供
了重要指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