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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系的理论思考〔∗〕

———陈秉公教授访谈录

○ 张庆花,陈秉公
(吉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０１２)

〔摘　要〕陈秉公教授阐述了当代中国价值观建设的现实道路是“马魂、中根、西

鉴”,传统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关系是价值“根基”与价值“本体”关系,

区分传统价值观中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和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三个原

则,传统价值观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元点超越”“三分方法”等方法论系统,以及

传统价值观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生存哲学和意识形态

“高势位”建设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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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秉公教授是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项目首席专家、思想政

治教育领域资深专家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创始人之一,多次被评为当代中国杰

出社会科学家.４０多年来,陈秉公教授专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人类学、中
国传统文化、意识形态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等多个领域,综合研究并提出创新

性成果“传统价值观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这一理论结构完整,内容

丰富,原创性观点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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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代中国价值文化建设的“马魂、中根、西鉴”道路

张庆花(下称“张”):陈教授,您好! 我们知道４０多年来您致力于中国传统

文化及国家意识形态研究,曾创新性地提出中国的文化战略只能走“合金文化之

路”、“结构选择论”人的生命本体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势位”建设理论等,
一直探索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规律及现实道路.您能讲讲您所构想的当代中国

价值文化建设的现实道路吗?
陈秉公(下称“陈”):探索当代中国价值文化建设的现实道路,首要的问题是

解决“马中西”关系问题.所谓“马中西”关系问题,是指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中国

优秀传统价值观、西方包括其他文明的优秀价值观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四十多

年研究中,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分析了五千年人类文明价值观变迁的历史经

验,中华文明价值文化变迁的历史经验,近百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价值文化建设的

成功经验,以及“马”“中”“西”元典中的主要价值思想,并提出了自己的描述或概

括.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我认为当代中国价值文化建设的现实道路应当是“马

魂、中根、西鉴”.具体说就是,“马魂、中根、西鉴,三化一脉,今中建构”.含义

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和指导原则,以中国优秀传统价值观为“根”“根基”
和“根源”,以西方包括其他文明的优秀价值观为借鉴资源,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中国优秀传统价值文化现代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西方包括其他民

族优秀价值文化借鉴资源化,推动中国价值文化整体一脉相承地传承、创新、发
展和自我超越.这里的“今中建构”指着重进行当代中国价值文化即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价值文化建设.
我把“马魂、中根、西鉴,三化一脉,今中建构”作为当代中国价值文化发展的

现实道路,主要基于六点依据.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如,毛泽东在民

主革命时期提出的“古今中外法”理论,习近平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

上的讲话提出的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三种资源”理论等.二是,“马”“中”
“西”三种价值文化的特色及相互关系.三是,五千年人类价值文化变迁的经验.
四是,五千年中国价值文化的三次壮丽的自我超越经验.五是,近百年来中国共

产党领导价值文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六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

实践.

二、当代中国价值文化讨论的几个前提性追问

张:您提到“中国价值文化整体”怎样理解? 它与中国传统价值文化是什么

关系? 又提到着重进行“当代中国价值文化”建设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文

化”建设,“当代中国价值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文化”是什么关系?
陈:这些问题是讨论当代中国价值文化建设现实道路的前提性问题,极易产

生歧义和分歧.因此,有必要首先要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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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中国价值文化整体”的含义.我曾多次谈到“中国价值文化整体”概
念,这是指,中国价值文化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全部和整体.在空间上指,在中国

这块土地上由中国人创造或被中国化的已经成为中国主流价值文化或被广泛认

同并对中国社会和历史产生影响的价值文化.在时间上指,自产生中国价值文

化以来至今和而后的中国价值文化的全部和整体.在时间上,中国价值文化整

体包括若干个发展阶段.如,古代价值文化阶段、近代价值文化阶段、现代价值

文化阶段和当代价值文化阶段.
第二,当代中国价值文化的所指.当代中国价值文化与现代中国价值文化

有重叠,一般都可以指１９４９年建国后至今的中国价值文化.但当代中国价值文

化特别指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价值文化,是现代中国价值文化的当代部分.它是

中国价值文化整体在当代的发展和延续,是中国价值文化整体的当代发展阶段、
新阶段.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当代中国价值文化的发展道路,即改革开放后的中

国价值文化发展道路.这是我们讨论问题的基本立足点和前提,不能混淆.
第三,中国优秀传统价值文化与“中国价值文化整体”的关系问题.显然,中

国优秀传统价值文化是“中国价值文化整体”中内容极为丰富、影响最为深远的

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和生命之根,是“中国价值文化整体”的“根”
“根基”和“根源”.中国优秀传统价值文化主要指中国古代价值文化.“中国价

值文化整体”除了古代价值文化之外,还有近代、现代和当代中国价值文化.它

们共同构成了“中国价值文化整体”.
第四,中国优秀传统价值文化与当代中国价值文化的关系问题.中国优秀

传统价值文化相对于“当代中国价值文化”而言,是“根”“根基”和“根源”.也就

是说“当代中国价值文化”是当代中国价值文化的本体,而中国优秀传统价值文

化是当代中国价值文化的“根”“根基”和“根源”.它们是价值“本体”与价值“根
基”的关系.

第五,当代中国价值文化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文化,它们是同一个价

值文化系统.它们是一体的:一体产生、一体存在、一体发展,是有两个不同名称

的同一个价值文化系统.这是因为,它们以同一种思想理论体系为指导———马

克思主义;生长于同一个价值文化之“根”———中国优秀传统价值文化;反映并服

务于同一个社会实践基础(并同时被这个社会实践基础所评价、规范和检

验)———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是同一个价值文化建构过程的同一个

结果———“三化一脉,今中建构”的结果.也就是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传

统价值文化现代化和西方价值文化资源化,进行“三化一脉”“三化合一”“今中建

构”的同一个结果.因而,它们是同一个价值文化系统,是一体的.
第六,在这个意义上,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优秀传统价值文化现代化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和西方包括其他民族优秀价值文化资源化“三化一

脉”所建构的当代中国文化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国文化整体的有机组

成部分,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当代阶段和新阶段.今天我们讨论的是,当代中国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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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文化建设的道路问题,也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文化建设的道路问题.

三、传统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关系

张:刚才您讲到中国传统价值文化是当代中国价值文化的“根”和“根基”,您
能具体讲一讲中国优秀传统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关系吗?

陈:中国优秀传统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关系,是指蕴藏于两

者之间的内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依据中国传统价值文化与当代中国价值

文化的价值根基与价值本体的关系和“马魂、中根、西鉴”道路,中国传统价值观

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关系应当是,中国优秀传统价值观是价值“根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价值“本体”,两者是价值“根基”与价值“本体”的关系.
它们相辅相成,不可脱离、更不可分割.

钱穆先生曾说,中国文化是有“生命的”,“生命没有不变,时时在变,但生命

本身不变,变了,这生命就完了.”中国优秀传统价值观犹如生命之“根”,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犹如生命之“体”,有根才能长体,开花、结果;同样,长“体”也会使

“根”更深和更壮.生命总是经历发展之变,然而“中国文化之树本身”不变,不论

何时的中国价值文化都是“中国文化之树本身”的自我生长和自我超越过程.在

几千年民族发展过程中,中国传统价值观经历了丰富多样的发展变化.今天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价值观发展的新阶段、新形态,其中优秀传统价值观

的精髓不仅没有丢失,而且获得了新的发展.它已经融入到中国人的精神血脉

之中,成为支配中国人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的精神力量.
中国优秀传统价值观的价值之“根”的地位和功能,我曾提出多种论证.下

面仅举四点来说明:第一,中国优秀传统价值观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和生命之

根,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生命.丢掉了中国优秀传统价值观就等于中断了中华民

族的生命.中华民族虽历经多次磨难而没有中断,其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始终保

持和传承了中国优秀传统价值观.第二,中国优秀传统价值观是中华民族的标

识系统,是民族认同的基础.丢掉了中国优秀传统价值观就丢掉了民族的标识

系统,必然使成员无法认同,使他者不再承认.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抛弃优秀传

统价值观必然产生“身份危机”,导致民族心理的“失落感”与“自卑感”,失去维护

民族存在与发展的精神力量,等于“民族自杀”.第三,中国优秀传统价值观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要求.依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实践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指导下的实践,又是中国本土化的实践,
是中华文明历史实践的延续、创新和复兴.在这个实践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核心

价值观必然要求以中国优秀传统价值观为根基.第四,人类文明价值观变迁的

经验.一般而言,文明是以“价值信仰系统”为核心和纽带而建立的生存共同体.
丢掉自己的优秀传统价值观等于文明的自我解体.人类文明价值变迁的规律说

明,丢掉本民族的优秀传统价值观就等于中断这个民族的文明.古埃及文明、古
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都是在其他文明的打击和压力下,由于丢掉本民族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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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价值观而中断的.总之,我主张“马魂、中根、西鉴,三化一脉,今中建构”,既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也反对“国粹主义”.

四、传统价值观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功能和原则

张:既然中国优秀传统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根基”,那么,
它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什么功能呢?

陈:一般地谈中国优秀传统价值观的功能,那很多.如:育人功能、凝聚功

能、抵御功能、动力功能等等.但今天要谈的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功能.
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主要是一个功能———涵养功能.中国优秀传统价值观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价值“根基”与价值“本体”关系决定了中国优秀传统

价值观的“涵养”功能.所谓“涵养”功能指,以中国优秀传统价值观为价值“根
基”,“涵养”(滋润、养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价值“根基”涵养(滋润、养育)
价值“本体”,既符合逻辑,现实又十分需要.但这项工作刚刚起步,做得很少也

很浅,今后的工作相当多相当复杂.
张:用中国优秀传统价值观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没有原则? 如果有

应当坚持什么原则?
陈:中国传统价值观属于历史的创造,即便是其中优秀的,也不一定完全符

合今日中国和世界的需要,因此有必要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项

工作应当坚持三个原则: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理论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基础上,依据“马魂、中根、西鉴”,经过近百年反

复融合创新和超越而形成的,是指引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理论武器和光辉

旗帜,是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根本性理论原则.二是符合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是一种既高于中国传

统自然经济和产品经济,又高于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的新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
这种新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必然要求和产生新的文化和价值观,也必然成为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实践标准和原则.三是符合时代精神.今天,
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注入了蓬勃的创造

力,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动力源泉和精神保证,是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的又一个重要原则.

五、传统价值观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方法体系

张:刚才您讲了中国优秀传统价值观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功能和应

当坚持的三项原则,我十分赞成.那么,面对这项复杂而艰巨的价值文化建设系

统工程用什么方法去实现呢?
陈:中国优秀传统价值观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项前无古人的浩繁

而艰巨的知识创造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创造,而且充满创造.没有知识创造,寸
步难行.要想从事这项知识创造系统工程,必须创造新的方法,建构新的方法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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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多年来,我归纳、改造和提出了由多种方法构成的方法系统,其中有的方法

具有创造性.如:“三分方法”,可简称“三分法”.我认为,对于某些复杂性、系统

性强的研究对象,使用“三分方法”去分析和评价更为科学有效.中国传统价值

观是一种超级复杂的巨型文化系统,典籍浩如烟海,知识观念不可胜数,尤其需

要采用“三分法”去分析和评价.这就是将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总体(整体或具体)
科学地分为“积极因素”“有积极因素也有消极因素”和“消极因素”三个部分,并
区别对待.其中,“积极因素”可以“直接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积极因

素也有消极因素”经扬弃、转化后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消极因素”不能融

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三分方法”对中国传统价值观进行科学区分和评

价,比较科学、客观和简洁有效,更易于实行.
“元点超越”.价值观系统的“元点超越”(或“基点超越”)就是对价值观系统

的“逻辑元点”(或“价值基点”)的超越,这是实现整个价值观系统超越的基础和

前提.中国传统价值观系统的“逻辑元点”(或“价值基点”)基本是“家族伦理本

位基础上的带有宗法性的集体主义或整体主义”,西方价值观系统的“逻辑元点”
(或“价值基点”)基本是“个人本位”,两者都不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需

要.只有建立一种既超越中国传统价值观“逻辑元点”(或“价值基点”)又超越西

方价值观“逻辑元点”(或“价值基点”)的新的“逻辑元点”(或“价值基点”),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目标才能真正实现.建立当代中国价值观的“逻
辑元点”,实现“元点超越”是当前没有解决而又必须解决的一个具有全局性的关

键问题.这考验着当代中国和海外华人世界所有知识分子的智慧和水平.
“精神融入”.指从中国传统价值观中概括和转化出优秀的价值理念和价值

精神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层次、十二个范畴).按照“扬弃继承”原则

和“三分法”,首先从中国传统典籍中筛选出优秀的论述、名言和典故.其次依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当代社会实践及时代需要,对筛选出的论述、名言和典

故进行概括和转化,得出优秀的价值理念和价值精神.最后把筛选和转化出的

优秀价值理念和价值精神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层次、十二个范畴),完
成“精神融入”.

此外,还包含“范畴糅合”“抽象继承”(含“抽象借鉴”)、“返本开新”“教化方

法融合”等若干具体方法,共同构成了传统价值观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方

法系统.

六、传统价值观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哲学基础

张:依据您刚才所言,中国优秀传统价值观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项

超级复杂的巨型文化系统工程,既有必然性又有可能性,那么这项系统工程有无

哲学基础? 依据什么样的哲学基础?
陈:当然有哲学基础,如果简单说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生存哲学和意识形态哲

学为主要哲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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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马克思主义生存哲学———“结构与选择”理论.我研究和追踪生存哲

学３０余年,在综合古今哲学、哲学人类学、人学、心理学和历史学等相关学科数

十位杰出学者理论的基础上,特别是在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批判结构主义和

存在主义两种极端哲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结构选择论”生存哲学.这种理

论认为,人与社会文化之间是“结构与选择”关系.其中“社会文化”是“结构”,人
的文化行为是“选择”.“结构”即“社会文化”决定“选择”即人的文化行为,而“选
择”即人的文化行为也决定“结构”即“社会文化”;而且,“结构”即“社会文化”还
决定“选择”即人的文化行为,“选择”即人的文化行为还决定“结构”即“社会文

化”这种“双向决定”过程循环往复,永无止境,贯穿在人的生活世界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这是社会文化与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也是社会文化与人发展的内

在动力源泉,推动社会文化与人不断发展、进步和自我超越,走向更高的水平.
这是“涵养”理论的哲学基础,使中国优秀传统价值观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是必要的、必须的,也是可能的.中国优秀传统价值观是“结构”,“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也是“结构”,用中国优秀传统价值观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选
择”,是当代中国价值文化的一种科学的“选择”,并且会演化为中国学术界和全

国人民的无数次无止境的选择活动和选择过程.如果坚持下去,必定会推动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文化整体创新、超越,为中国也为人类文明带来新的希

望.
第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意识形态和国家核心价值“高势位”建

设理论.依据这一理论,当代中国文化,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高势位”
建设,成为当今世界“高势位”的文化和核心价值观.一般而言,国家文化和核心

价值观必须“高势位”建设不仅是由观念的结构性、核心性和流动性决定的,更根

本的是由人的生命本体“结构与选择”决定的.人的生命本体“结构与选择”决定

人倾向于接受“高势位”的文化和价值观,而排拒“低势位”的文化和价值观.在

人的生命本体“结构与选择”之中存在能够整合自己全部认知的“统觉”,而统觉

的基本运行机制是“势位差统”,即用“高势位”的认知(或价值)统合“低势位”的
认知(或价值).人格判断力在进行文化或价值选择时,会自动依据文化或价值

的“势位差”从“高势位”的文化或价值开始,依次向“低势位”的文化或价值选择,
最终以“高势位”的文化或价值观统合“低势位”的文化或价值观.这是人的大脑

的一种自然动力特征和功能,是人进化１７０万年的硕果,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定
势”.总之,以“高势位”的认知(知识和价值)统合“低势位”的认知(知识和

价值),并纳入大脑的统一秩序.这个过程反映的正是人类所独有的“类”生存方

式,展现的正是人类从远古到尔今再走向未来的无比波澜壮阔的无限超越的生

命历程.总之,依据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中国传统价值观涵养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必须进行“高势位”选择和建构.
〔责任编辑:马立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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