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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民族精神观的当代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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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马克思恩格斯民族精神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通过对人的解放和价值实现的关注
来推动个体的精神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对民族落后意识的消除和民族先进意识的弘扬来推进社会意识形态的构建。作为民
族精神及其发展的规律性总结，马克思恩格斯民族精神观具有鲜明的当代启示：为中国精神的培育提供了理论指南，有助
于在培育中国精神的实践活动中把中国精神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有助于我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正确的理解和定
位，从而更加积极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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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of Marx and Engels' National Spirit View

WANG Hui

（School of Marxism,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Marx and Engels' national spirit view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Marxist theoretical system. On one hand, it
promotes the individual's spiritual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attention to human liberation and value realization. On the other
hand, it impels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ideology through the elimination of the national backward consciousness and the
promotion of the national advanced consciousness. As a regularity summary of the national spirit and its development, Marx
and Engels' national spirit view has a clear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It provides a theoretical guide for the cultivation of
the Chinese spirit and helps to push the Chinese spirit to a higher level in the practice of cultivating the Chinese spirit. It
helps us to form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and positioning of Core socialist values, so as to cultivate and practice core socialist
values more a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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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
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
要而形成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民族精神观为满
足民族独立和无产阶级解放的需要而产生，并且
对民族独立和无产阶级解放的实践产生了巨大作
用。有人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产生于革命与战争时代的马克思恩格斯民族精神

观是否还具有解释力和穿透力？很显然，答案是
肯定的。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马克思恩格斯民族精神观既属于马克思和恩格
斯的时代又同样属于当代，具有鲜明的当代启示。
一、马克思恩格斯民族精神观的价值与意义
价值是客观事物的属性与人的需要之间的关

系。作为一种意识形式，马克思恩格斯民族精神

（第 40卷总第 226期） Guizhou Ethnic Studies （Vol.40.General.No.226）
2019年第 12期 贵州民族研究 No.12，2019

7· ·



2019年第 12期 贵州民族研究[月刊] 2019年 12月版

观主要是从积极、进步、充满进取意识的角度来
理解和定义民族精神，强调民族精神必须以民族
利益和民族发展为出发点，一方面通过对人的解
放和价值实现的关注来推动个体的精神发展，另
一方面通过对民族落后意识的消除和民族先进意
识的弘扬来推进社会意识形态的构建。
（一） 促进个体精神发展
精神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社会的发展进步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然而，
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内，
我们国家对于个体的精神发展并不是很重视。改
革开放后，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人们的
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程度的提高，但与此同时
也给人的发展尤其是人的精神生活带来了一些问
题，如传统价值的失落、消费主义盛行和信仰缺
失等。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合理的解决，将会严
重影响人们的精神生活，给人的全面发展造成障
碍。马克思恩格斯民族精神观作为一种以价值为
核心的人文精神观，非常关注人的解放和价值实
现，有利于促进个体的精神发展。

第一，关注人的解放。马克思于1844在《德
法年鉴》创刊号上发表了《论犹太人问题》一文，
这篇文章不仅强调了民族精神在民族解放过程中
的作用，而且还指出了人的解放是民族精神发展
的基础。马克思指出：“一个刚刚开始解放自己、
扫除自己各种成员之间的一切障碍、建立政治共
同体的民族，竟郑重宣布同他人以及同共同体分
隔开来的利己的人是有权利的（1791年《宣言》）。
后来，当只有最英勇的献身精神才能拯救民族、
因而迫切需要这种献身精神的时候，当牺牲市民
社会的一切利益必将提上议事日程、利己主义必
将作为一种罪行受到惩罚的时候，又再一次这样明
白宣告（1793年《人权……宣言》）。”[1](P42-43)在这
里，“献身精神”实际上不仅是犹太民族争取解
放的斗争过程中必须高扬的一种民族精神，而且
是一切争取解放的民族都应该具有并发扬的民族
精神。马克思还指出：“政治解放当然是一大进
步；尽管它不是普遍的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但
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内，它是人的解放的最后
形式。不言而喻，我们这里指的是现实的、实际
的解放。”[1](P32)马克思通过论述人的解放与政治解
放的关系，指出政治解放本身并不就是人的解放。
真正的解放应该是个体存在物和他作为类存在物之

间不存在冲突时，人的解放才算完成即“任何解放
都是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1](P46)。
由此可以得出，一方面，民族精神是政治解放和
人的解放的精神动力，有利于促进政治解放和人
的解放；另一方面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是民族精
神发展的基础，有利于推动社会和民族的精神发
展从而最终实现人的精神发展。

第二，重视人的价值实现。“人的价值实现，
是指人作为价值客体，其所创造或表现出来的价
值，即其创造成果和社会贡献，如何被作为价值
主体的他人或社会所享用、占有和接受。”[2]1844
年发表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是
马克思站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立场上写的一
篇关于如何实现人类解放和解决民族问题的文章，
通过分析民族问题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关系问
题，指出无产阶级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推翻旧政权
建立新政权从而促进无产阶级的价值实现。马克
思指出，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性“就在于形成一
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
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形成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
等级……就是无产阶级这个特殊等级。”[1](P16-17)这是
马克思第一次把无产阶级视为推翻一切阶级压迫
并实现人类彻底解放的社会力量，从而使民族解
放具有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内容。马克思还指出：
“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以宣布人是人的最高
本质这个理论为立足点的解放。在德国，只有同
时从对中世纪的部分胜利解放出来，才能从中世
纪得到解放。在德国，不摧毁一切奴役制，任何
一种奴役制都不可能被摧毁。彻底的德国不从根
本上进行革命，就不可能完成革命。”[1](P18)马克思
在这里指出了德意志民族要获得解放，就必须推
翻旧制度，唤醒德意志民族，使受压迫的人意识
到民族压迫和危机的根源是旧制度。在此基础上，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是推翻旧制度的决定
性力量，无产阶级在推翻旧制度的过程中实现了
自身的价值并促进了自身的精神发展。
（二） 构建社会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是“用一定的话语系统表达和宣

扬，用来指引一定阶级取得革命胜利和维护一定
阶级利益和统治，自觉反映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
制度的系统化、理论化的思想体系” [3](P122)。民族
精神与意识形态紧密相连，两者在一定条件下可
以相互转化。作为马克思主义重要组成部分的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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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恩格斯民族精神观，通过对民族落后意识的
消除和对民族先进意识的弘扬，能够有效地推进
社会意识形态的构建。

首先，对民族落后意识的消除。《共产党宣
言》既是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标志，也是马克思
恩格斯民族精神观的经典篇章。马克思指出：
“各个世纪的社会意识，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
别，总是在某些共同的形式中运动的，这些形式，
这些意识形式，只有当阶级对立完全消失的时候
才会完全消失。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
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
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
裂。”[4])(P51-52)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实现无产阶
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同传
统的所有制关系和观念进行最彻底的决裂。民族
落后意识是传统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民族落
后意识的消除，有利于推动积极进步的社会意识
形态的构建。当今世界，意识形态多样化，除了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外，还有
其他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局
面，削弱了各个民族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控制
力，对各个民族的社会意识形态构建提出了挑战。
在这种背景下，通过大力宣传马克思恩格斯民族
精神观，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有利于消除各种
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
响，从而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获得更大程度的
认同。

其次，对民族先进意识的弘扬。马克思恩格
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统治阶级的
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
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
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占统
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
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
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
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
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1](P550-551)《德
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民族精神观的重
要文献。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统治阶级利用自
己在物质关系上的统治地位，将自己的思想观念
以及社会上有利于自己统治的思想观念进行概括
和提炼并作为统治阶级所推崇的意识形态向全社
会进行推广，促使社会成员形成对其统治合法性

的信仰从而更好地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民族精
神是民族先进意识的集中表现，不仅能有效引导
广大民众的政治心理，而且能协调社会各种政治
力量，有利于促进国家稳定和民族团结。就现时
代的中国而言，我们的社会意识形态建设必须把
作为民族先进意识集中体现的民族精神列为其重
要组成部分，从而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支撑和保障作用。
二、马克思恩格斯民族精神观指导下的当代

中国精神培育
上世纪初，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在中国并存

并产生了激烈碰撞，对中国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产
生了或促进或阻碍的作用。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
播和发展，当代中国精神有了质的飞跃，进入了
一个新阶段。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重要组成
部分的马克思恩格斯民族精神观，为中国精神的
培育提供了理论指南，有助于我们在培育中国精
神的实践活动中把中国精神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
（一） 当代中国精神培育的理论指南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看来，人类社会的生

产包括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民族精神是对社会
物质生产的精神反映。马克思恩格斯民族精神观
中关于精神生产与意识发展的论述，为当代中国
精神的培育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思想指南。在研究
人类社会生产问题时，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思
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
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
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
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
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
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1](P524)民族精神的培育
是一种精神生产活动，“民族精神是民族在从事
社会生产过程中产生和形成的，是对物质生产的
精神反映”[5](P19)。以马克思主义精神生产和意识发
展理论为理论指南，增强当代中国精神培育的有
效性，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着手：第一，增强当代
中国精神培育的主体即知识分子的主动性。“根
据唯物史观，精神生产是社会生产的一部分，知
识分子是精神生产的主体。”[6](P237)就目前的情况而
言，当代中国精神的培育面临多重挑战。以经济
全球化为例，经济全球化在给中国提供与其他民
族交流往来并吸收外来优秀文明的良好机遇的同
时，也由于西方国家所操纵的意识形态渗透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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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自身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受到挑战。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当代中国精神培育主体的知
识分子必须增强主动性，积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
神，宣传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文化自
觉，校正文化心态，增强文化上的心理适应能力。
第二，不断发展和完善当代中国精神生产的主要
产品即中国精神。作为一种精神生产活动，中国
精神是精神生产的最主要产品。中国精神不是僵
化不变而是不断发展着的。一方面，我们要重视
对传统优秀文化的发掘和整理，把还没有得到社
会推崇和群众接受的中华文化精华纳入到中国精
神的范畴之中；另一方面，我们要吸纳世界文明
的精华，把其他民族文化中具有普遍价值意义的
文化精华纳入到中国精神的范畴之中。

人的社会关系的丰富和协调是人的全面发展
的重要内容。作为民族成员思想关系重要内容的
民族精神，是民族优秀价值观以及科学思维方式
的体现，有助于实现人的自由个性的发展，对人
的全面发展具有普遍而永恒的积极作用。人的全
面发展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民族精神观的重要组
成部分，为中国精神的培育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
持和价值导向。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
的最有效形式，即求得个人发展与人类社会发展
的和谐一致，以每个人全面发展的方式来实现人
类社会的发展”[7](P74)。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
言》中明确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
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
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
的条件。”[4](P53)当代中国精神的价值主要侧重于中
国精神的客观属性对于人的精神需要的满足，而
人的精神需要的满足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
条件。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来理
解中国精神的价值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中国精神的
培育，需要注意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中国精神
要有利于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在马克思看
来，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与人
之间的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是人们社会关系的两
个紧密联系的方面，物质性的社会关系是人的社
会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而思想性的社会关系对
物质性的社会关系具有反作用。中国精神的价值
在于通过民族精神培育以强化民族成员的情感和
观念，促进民族思想性社会关系的健康发展，从
而推动民族物质性社会关系的发展，最终促进人

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第二，中国精神要有利
于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是
具体的历史的，“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
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
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
一步”[8](P120)。追求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是人和一
般动物的重要区别。中国精神的价值在于通过民
族精神培育给人的精神生活的发展提供内在长远
的价值导向，让人们相信人类努力的永恒价值，
从而最终促进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
（二） 当代中国精神培育的路径
加快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人类社会的

发展过程中，先进文化是不可或缺的。从历史来
看，中国精神的内容和特质是不同时代的先进文
化历经筛选和积淀、不断传承和创造的结果；从
现实来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仅是中国精神的
依托和基础，而且能为中国精神的培育提供正确
的方向保证和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因此，培育中
国精神必须要重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建设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一个庞大的工程，需要注意
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增强文化自觉。文化自觉
这一极富前瞻性的概念和命题最早是由费孝通先
生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来的，强调生活在一定文
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且对其发展历
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9]。要做到文化自觉，我们
必须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提炼出来并使之成
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在这个基础上，
一方面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应用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实践当中去，使之本土化；另一方面把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使之世界化，
从而使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第二，增强文化自
信。文化自信，就是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充分
肯定，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生命力抱有坚定信
念。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具
有科学性，马克思主义是人类迄今为止最科学、
最严谨、最有生命力的理论，是工人阶级和劳动
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理论武器；以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具有
传承性，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最深层的
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的积淀，蕴含着大量富有永
恒价值和时代价值的元素；以外来优秀文化为补
充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具有开放性，注重研究和
借鉴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善于从其他国家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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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的文化中汲取营养并发展自己。
开展广泛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国精神的内容

既来源于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又
最终要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实践活动中得以体现。人类社会实践
活动是多方面的，包括经济、政治、军事、教育、
科技活动，作为中国精神培育的社会实践活动则
主要指这些职业活动以外的一般社会实践活动，
如文化活动、社会服务活动、各种群众性的精神
文明创建活动等。通过广泛的社会实践活动，有
利于戒除中国精神培育过程中的抽象理论灌输和
呆板说教，从而使中国精神培育渗透到人们的日
常生活、学习和工作中。第一，就文化活动而言，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积淀，为
中国精神培育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在充分发
掘和有效整合这些文化资源的基础上，一方面结
合各种专题文化活动开展中国精神培育，如城市
文化建设、社区文化建设、企业文化建设、校园
文化建设、军营文化建设和家庭文化建设等活动；
另一方面结合各种主题文化活动培育中国精神，
如红色旅游、民族文艺、纪念重大历史事件和历
史人物等。第二，就社会服务活动而言，开展各
种类型的社会服务活动有利于人们在服务基层和
服务社会的过程中，了解和回报社会，感知中国
精神的强大力量，增强民族意识和民族责任感。
第三，就各种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而言，群
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
是群众自我教育和自我提高的重要方式，有利于
促进中国精神培育落实到基层。具体来说，我们
可以以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行业三大创建
为主体，组织形式多样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从
而不断推进当代中国精神向前发展。
三、马克思恩格斯民族精神观指导下的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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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P42)马克思恩格斯民族精
神观认为，民族精神有其内在结构，而价值观是
其深层内核。就微观层面而言，马克思恩格斯民
族精神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价值观上具有
内在的契合之处；就宏观层面而言，马克思恩格
斯民族精神观所包含的价值观是一般意义上的价
值观，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强调的价值观具

有特定时期的历史性的内涵，这两种价值观是一
般和特殊的关系。因此，以马克思恩格斯民族精
神观为指导，有助于我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形成正确的理解和定位，从而更加积极地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和定位
一是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核心价值观的差

异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属性。纵观人类
社会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全社会共同认
可的核心价值观，是支撑一个民族和国家得以发
展和进步的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任何占统治
地位的阶级都十分重视核心价值观的作用，核心
价值观具有阶级性，“不同阶级由其阶级地位和
经济利益所决定，有着不同的价值原则、价值规
范、价值理想” [11](P12)。就资产阶级核心价值观而
言，西方资产阶级在反对教会和神权的过程中，
以人性对抗神性，以人权反对神权，宣传“自由、
平等、博爱”等价值观念，逐渐形成了以个人主
义、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为主要内容的资产阶级
核心价值观。资产阶级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基础是
人本主义，主张以个人至上和个人本位为标志的
个人主义。就无产阶级核心价值观而言，无产阶
级在同资产阶级斗争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核心
价值观，宣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
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
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
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
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
生产力的总量。”[4](P52)无产阶级核心价值观的理论
基础是以人为本，主张以社会本位和群体本位为
标志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无产阶
级核心价值观的历史表现形式，其本质属性是追
求人的全面发展，要求党和国家的一切奋斗和工
作，始终尊重人、关心人、理解人、爱护人、解
放人、发展人，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于不断实现
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资产阶级核心价值观从
抽象的个人出发，注重一般的天赋的权利，没有
分析人权的社会经济根源和历史基础，不利于人
的本质的实现，容易造成人的发展的片面性。

二是从无产阶级精神的先进性看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建设的领导权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
《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

王 晖：马克思恩格斯民族精神观的当代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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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
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
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4](P41)马克
思在《资本论》中认为，工人阶级掌握着先进的
工业生产技术，是时代生产力的创新者和实践者，
组织性和纪律性都很强（需要说明的是，在马克
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中，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
是同义语）。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具有
先进性，在精神方面尤为突出地体现出来。以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例，其建设的领导权归属问
题非常生动地表明了无产阶级精神的先进性。中
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
设的领导者，原因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无产阶级的
先进政党，这是其领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的必备条件。“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代表着
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但又不是一般的政治组
织，而是无产阶级最先进和最坚决的部分，是无
产阶级的先进政党。”[12](P54)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
人阶级的先锋队，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包括工人阶
级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
的先进性既来源于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又促进和
发展着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另一方面，中国共产
党不仅注重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改善人们的物质
生活，而且注重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产品以丰富
人们的精神生活，这是其领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建设的重要前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
观念上层建筑，是社会主义思想文化、意识形态、
道德规范的综合体，实质上是对社会主义基本制
度、发展道路和生活方式的反映，是社会主义的
精神自我。”[13](P2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人们
精神层面的价值追求，始终坚持精神文明和物质
文明同等重要的中国共产党，有利于使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落到实处。

三是从民族精神内涵的广延性看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简洁
地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的价值要求
融于一体，强调倡导富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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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个范畴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
要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马克
思恩格斯民族精神观内涵丰富，是一个有层次、

有分别、有特性的内容体系。从民族精神内涵的
广延性来分析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
内容，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和认识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以平等为例，平等是马克思恩格斯
民族精神观的重要内容。一方面，平等是具体的
历史的。“平等应当不仅仅是表面的，不仅仅在
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
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8](P112)“平等的观
念，无论是以资产阶级的形式出现，还是以无产阶
级的形式出现，本身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8](P113)

这就要求我们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时，积极推进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和
文化领域的平等，从而最终实现社会平等。另一
方面，平等具有层次性和阶段性。“在国和国、
省和省、甚至地方和地方之间总会有生活条件方
面的某种不平等存在，这种不平等可以减少到最低
限度，但是永远不可能完全消除。阿尔卑斯山的居
民和平原上的居民的生活条件总是不同的。”[14](P415)

“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
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
于荒谬。”[8](P113)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真正的平等只
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这就要求我们在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不断推进社会
公平保障体系建设，积极促进权利公平、机会公
平、规则公平和分配公平，从而不断把社会主义
平等推向更高的层次。
（二）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原则和思路
首先，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意识形

态本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
形态的本质体现，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
最基础、最核心的部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
党和国家长期秉承的反映社会主义本质和建设规
律的根本原则和价值观念的凝练表达和理性集结。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世界
观基础，反映无产阶级的根本经济政治利益的、
自觉的、系统化的思想观念体系”[15](P7)。社会主义
意识形态属于社会主义观念上层建筑的范畴，由
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所决定，并对
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具有反作用。
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积极引领各种价值观，
整合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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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为多元的社会提供共同价值观念基础和行为
准则。第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为社会主
义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提供合理性和合法性
论证，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第三，不断充实和发展自我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得以保持其先进性的重要前提，有利于推进社
会主义观念上层建筑的进步和完善。

其次，保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民族性传
统与时代性发展有机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既
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是连续性和阶段性的有机
统一。马克思恩格斯民族精神观是马克思主义的
重要组成部分，以马克思恩格斯民族精神观来指
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必须保证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民族性传统与时代性发展有机结合。
第一，就保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民族性传统
而言，就是要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立于本民
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之上。我国是世界上文明发展
最早的国家之一，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在遵循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相承接，从传统优秀文化中吸取丰富营养，实现
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批判性继承和创造性发展。
第二，就保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性发展
而言，我们要始终坚持赋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以丰富的时代内容，从而使之具有鲜明的时代色
彩。作为一种理性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源
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实践活动是不断
变化发展的，我们必须在深入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具体实践的基础上，充分把握时代脉搏，提炼出
一些新的内容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获得与时俱进
的发展，从而更好地观照现实、观照未来。
最后，警惕并克服腐朽思想与价值观的侵蚀。

价值观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是人们对于社会存在
的反映。伴随着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深入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推进，我国的价值
观领域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的状态。就目前而言，
我国的主流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也
存在着中国传统价值观和西方价值观。各种各样、
纷繁复杂的价值观不仅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造
成了很大的冲击，而且很容易使社会成员在价值
观选择上陷入混乱状态。因此，一方面，我们必
须大力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而使
凝聚概括了国家的价值目标、社会的价值取向和

公民的价值准则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思想基础。另一方面，
我们必须警惕并克服中国传统价值观和西方价值
观中腐朽成分的侵蚀。就中国传统价值观而言，
我们必须区分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精华和糟粕，在
吸收其合理性因素的基础上，摒弃其不合理的地
方，如等级观念、官僚主义、平均主义、忽视个
人发展和忽视个人的正当利益等；就西方价值观
而言，我们需要区分西方的价值观和西方资产阶
级的价值观，在吸收其合理性因素的基础上，警
惕并克服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功利主义等不良
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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