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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习近平有关凝心聚力论述的问题
指向及其系统性

王 蓓
( 陕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摘 要: 习近平凝心聚力论有关论述的问题指向及其系统性，不是出自朴素的、自发的问题关注，而是

基于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刻认知，基于历史和现实的、国际和国内的、理论和实践的战略眼光和底线思维，

基于在这些基础上对新时代一系列问题构成的问题逻辑的自觉把握。凝心聚力论指向总的根本性问题、关

键问题和新的战略问题这 3 个相互联系的问题向度。凝心聚力论要解决的总的、根本的、方向性的问题是，

能不能、何以能富于“威力”效能地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心聚力，其中涉及两个层次的关键问题: 一是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引导全民向何处凝心聚力、如何通过价值观反映社会主义本质乃至最本质的要求;

二是何以能以此凝心聚力，其关键是如何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从而提供“强基固本”“持久深层”的精

神力量。新的战略问题是，面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时代主题，去思考建设

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以及怎样建设它才能与这一时代主题相适应，去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心聚力建

设在新时代涉及的宏观、中观和微观问题。全面理解这一问题体系和相关论述，可为当今推动传统文化创

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提供指导思想和基本准则。为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提供根本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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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对习近平关于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心聚力重要论述的研究( 以下简称凝心聚力论)

已逐渐成为学界的热点。这些研究既涉及凝心聚力论的理论来源，也涉及其关于精神动力、理想培
育、道德教育、软实力建设等方面的地位和作用的论述，并对凝心聚力作用得以实现的教育引导、舆论
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做细做实等方面的讲话做了具体研究。内容丰富，研究深入。但对凝心聚
力论的问题自觉、问题指向和问题体系的研究还不多。凝心聚力论及其研究越是不断丰富和深入，就
越需要不断回到凝心聚力论的起点、问题自觉和问题指向及其系统性研究上，不断回首和追问。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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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方能对凝心聚力论的科学体系、时代意义和价值指引给予更好的理解、阐释和践行。

本文拟从凝心聚力论指向的总的根本性问题、关键问题和新的战略问题 3 个向度，其中也涉及宏
观、中观、微观 3 个不同层面的问题视域，涉及从系统性追问到具体挑战和困难等不同意义和方面的
问题，分析凝心聚力论的问题自觉、问题指向的系统性及其相应的时代价值。

一、习近平凝心聚力论对问题体系的自觉把握及问题指向

习近平凝心聚力论理论创新的问题指向及其系统性，不是出自朴素的、自发的问题关注，而是基
于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刻认知、科学的理论思维和对问题系统的自觉把握。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理论创新都是“思考和研究当时当地社会突出矛

盾和问题的结果”，都是“时代的产物”［1］343，理论创新难在“问题的提出”。要善于提炼“标识性的概

念”“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1］342等。而对于问题，习近平又强调要善于抓住总的、根本性的、方向

性的问题，这些是事关党和国家长远发展、事关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1］9 ; 要注意抓住其中的

关键问题，这也是纲举目张的思想和工作方法; 为此，还要站在时代前沿提出新的战略问题［1］59，这是

反映了国内和国际大局和“国内外发展的大势”一系列问题的总和［1］9。这里，实际上指出了对问题系

统全面把握的 3 个重要向度。

从以上 3 个向度对问题系统地自觉把握，也具体表现在习近平对有关凝心聚力论的问题指向和

问题系统中。这也构成我们理解和研究习近平凝心聚力论问题指向及系统性的 3 个重要向度。从
2014 年 2 月习近平首次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作用表述为“凝魂聚气”，到 2016 年 4 月明确提

出了“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心聚力”和“强基固本”的一系列概念和判断，这里的凝心聚力、“凝魂

聚气”、强基固本，意味着，他不仅仅是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看着是一般的精神力量，而是看到其涉
及一系列总的、根本性、方向性的问题，关键问题和新的战略问题。

这 3 个问题向度意味着 3 个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问题层次和问题视域，构成了习近平凝心聚力

论不同层次、不同视域的问题指向及系统性。首先，习近平针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出现的价值
多样化、物质化、利己化和西方化等价值观建设的突出问题，并结合党和国家需持续性关注的全局性

的总的根本问题，提出了凝心聚力论要解决的总的、根本的、方向性的问题，就是能不能、何以能富于
“威力”效能地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心聚力［2］163 － 164 ; 其中涉及两个层次的关键问题，一是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当引导全民向何处凝心聚力、如何通过核心价值观反映社会主义本质乃至最本质的要
求———坚持党的领导? 二是何以能以此凝心聚力———这里关键在于如何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

从而为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提供“魂”“心”的根本价值依托和“强基固本”的“精神动力”［2］163 － 164，而不

仅仅是一般的“精神动力”;最后，一个新的战略问题是，为了解决好以上总的、根本性、方向性问题和

关键问题，在当下就需站在时代前沿，面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时代主
题，去思考建设什么样的，以及怎样建设核心价值观才能与这一时代主题相适应。这一新的战略问题

又具体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以推动政治现代化，建设公民道德和培育现

代化社会需要的现代公民等体现了强烈时代诉求的文化建设的 3 个层面，揭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凝心聚力建设在新时代涉及到的宏观、中观和微观问题。

在习近平看来，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心聚力指向的总的根本性问题和围绕此形成的问题系

统，要解决的不仅仅是一般的精神动力问题，而是如何指引正确的政治方向、明确价值目标、回应时代
主题和满足人民需要的问题。其事关根本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事关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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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的根本遵循，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政治性和社会性的统一，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这成为
他关注的一种“有高度”“持久深层”“伟大的”的精神动力和精神力量［1］48。

他认为，精神作为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就不仅是一般的精神，这个精神还要达到一定
高度，只有这样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洪流和复杂多变的局势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习近平曾结合

红军长征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长征这些艰巨复杂事业所取得的胜利、开创性进展，指出正是由于坚持
了把中国共产党人的红色基因和精神族谱，深深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中，“成为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丰富滋养，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

力”［1］48。

由上可以看出，核心价值观凝心聚力建设指向总的根本问题及其围绕此形成的问题系统，不仅是
针对价值多样化、物质化和西方化等价值观建设方面的突出问题，也是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

在复杂国际国内形势下，始终需要着力把握和不断思考的、一个带有全局性问题的具体反映。这个全
局性的、总的根本性问题也是习近平始终萦绕于怀的即“能不能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坚持住

党的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还需要我们一代一代共产党人继续作出回答”［3］25。为
了解决好这个总的根本性问题，需要站在时代前沿、着力推进的一个新的战略性问题就是“推进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4］38。这个新时代的战略问题构成了我党我

国全局性的、需要持续关注的总问题中的阶段性问题和有机部分。

总之，习近平有关凝心聚力论的问题指向、问题系统和 3 个密不可分的问题向度，也是上述他始

终关心的我党我国的全局性根本性问题及其体系的具体反映。这样的问题系统，是一个由实践问题
和理论问题两类有机联系的问题构成的认识论体系，体现了习近平深层而系统的问题思维、底线思
维、科学思维。离开了这种深刻系统的问题群和各问题束，也就不会有凝心聚力论深刻系统的思考、

回答和创新。换言之，问题系统是进行理论创新的重要起点。习近平凝心聚力论的问题自觉和问题
系统为价值观凝心聚力建设的系统思考提供了重要前提，也向世人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建设以及以此凝心聚力何以富于成效的基本经验的重要起点。

二、习近平凝心聚力论指向的价值观建设的关键问题

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向何处凝心聚力、在哪里强基固本呢? 这是凝心聚力论面对的能不能、

何以能凝心聚力总问题中，首先要面对的也是纲举目张的关键问题。对此，习近平一语中的地揭示
道:“我们要从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战略高度，持续

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
工程，作为一项根本任务，切实抓紧抓好”［5］94。

在此，习近平指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心聚力所向处，目的就在于为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指明政治方向、价值目标和奠定共同的思想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没

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魂无定所、行无依归”［6］1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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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6。

这个共同的思想基础、政治方向要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

最本质的特征的战略高度去把握。这体现了习近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和中国特色的最新、最深的
思考，深入到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和最大的特色是什么的问题认识中。

以往我们讲到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大都是从经济基础、国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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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等方面去揭示。或是从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的角度进行论述［8］165。相应地，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属性和特质的论述也主要是基于其与经济基础、政治制度与和谐社会
形态的关联。由此揭示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中民主、和谐、自由、平等、法治等要素，与资本主义讲的

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的不同性质，指出前者的虚伪、狭隘和形式性 ［9］151，进而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原

则与中国实际的创造性结合、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广大人民当家作
主的政治制度上的民主、和谐、自由、平等和法治，是真实的、全面的、先进的。这些认识和论证无疑有

很强的理论说服力和历史实践的佐证。

但随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认识的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

把握，就不再仅仅限于从“事物的本质属性是事物的本质在一定关系中的表现”［8］167中去透视。即不

能满足于从外部视角去观察其与经济基础和国体政体的关系，而是还需进入这一制度的自身范畴、内

部和深处，进一步认识对这一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特有属性。因为所谓本质属性是
事物的有决定性意义的特有属性，是决定该事物之所以为该事物而不是别的事物的特有属性。此外，

也不能仅仅满足于以往对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多方认识，还要进一步对多种本质属性中最本质的特
质予以揭示。习近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多次讲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很多特点和特征，但最本质

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0］。什么是最大的中国特色? 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习近平生动又深刻地指出:“一定要认清，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什么是中国
特色? 这就是中国特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是我们自己的，不是从哪里克隆来的，也不是亦步亦

趋效仿别人的。无论我们吸收了什么有益的东西，最后都要本土化。十月革命的风吹进来了，但我们
党最终也没有成为一个苏联式的党。冷战结束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我们仍然走自己路，所以我们

才有今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走这条路，建党 90 多年，新中国成立 60 多年，改革开
放 30 多年，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从一个成功走向另一个成功，还有什么可以动摇我们的信

念呢?”［10］。

可见，在习近平这里，随着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质属性的认识的深入，随着对国内外

复杂形势下我们对前述“两个能不能”( 即“能不能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坚持住党的领导、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一根本问题的思考，我们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心聚力时，就不

仅要坚持以往所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国体、政体、社会和谐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
本质要求，更要突出强调和思考“如何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明确政治方向、坚持党的领导”这一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

进而，更为富有挑战性的问题是，如何实现党的领导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本质要求，

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心聚力建设如何体现这一要求、何以能以此凝心聚力呢? 习近平对这一

问题有大量思考和回答，其中最关键的思考显示他是围绕如何坚持和反映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的问
题进行的。这也涉及我们的价值目标及其凝心聚力作用实现的方法论和基本经验是什么等问题。

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

的”［11］11，“古人讲的‘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在当代中国，没有党的领导，这个是做不到的”“中国共

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处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地位。”［2］30中国共产党是最高

的政治领导力量。

如此强调党的领导、强调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战略高度，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
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并不意味着如有的人所想象的党有什么自己的利益。马克思、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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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斯在 1848 年《共产党宣言》中就已指出，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
益”［12］44，于是就可以光明磊落，“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12］66，于是就可以勇往直前，“无产阶

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12］25。毛泽东早在《论联合政府》中也强调共产党不是一个特

殊利益集团。“它本身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志。”［13］77。习近
平则对这一特性做了信仰和指导思想方面的阐述，正是因为我们党从来没有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

仰，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使我们党得以摆脱以往一切政治力量追求自身

特殊利益的局限”［1］33。

相应地，要解决好建设什么样的价值观、何以能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心聚力、强基固本等问
题，就不是只讲党性，片面地、抽象地强调党的领导，而是要把党性、党的领导根植于人民性中，以人民
为中心，正确认识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习近平明确指出: “全党必须牢记，为什么人、靠什么人的问

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政治立场，把人民利

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1］52他反反复复强调: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

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1］40他指出，要“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党的群

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伟

业”［14］52。

习近平实际上系统强调了价值取向和价值目标的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价值标准和价值评价的
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价值创造主体和价值实现保障的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在此，问题的针对性也

是显而易见的，其包含着对中国传统的官本位价值观的批判，又别于西方极端的个体本位价值观和抽
象的社会本位价值观，也是对现实中存在的一些形式主义作风甚至是口是心非的虚假人民观的警示
和针砭。在这次新冠疫情中，一些已被问责的大小官员、工作人员和部门，若真的能像习近平所言，

“真挚”“彻底”地坚持党性和人民性高度统一的价值观指导，或会是另外一种情形。

在习近平的详细阐述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整体乃至其中的每个元素，都在传递和反映着党

性和人民性的统一，体现着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即使是看上去物质
性、社会性、共识性很强的“富强”的价值元素，都强烈地透出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这表现在“富强”

这一价值元素具体的价值内容、价值评价标准和价值实现主体等方面。如同习近平详细解析的: “我

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
医疗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的更好、工作的更好、生活的更

好”［14］3。这里，如果没有“心入”“情入”( 习近平语) 的对人民的真爱，就不会有这种细微真诚、打动人

心的细述和体察。进而，习近平高度概括了“富强”的价值目标内蕴的逻辑，包括了对富强是什么、如
何实现等问题的思考: 要依靠党的领导和人民的创造，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

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

路”［14］4。这就是说，富强意味着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意味着生产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长，意味着
人民生活困难的解决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意味着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奠定物质基础。更意味着，即使是富强，也是坚守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富强: 要“坚定不
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在如何实现富强的问题上，也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是坚守社会主义

最本质要求的富强:坚持党的领导，在党的领导下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去创造幸福美好的生活。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本部分开头呈现的习近平有关凝心聚力论的关键问题，做一个较为具体的
表达。在习近平这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引导全民向何处凝心聚力、如何通过价值观反映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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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本质乃至最本质的要求? 何以能以此凝心聚力? 也就是说，如何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明确政
治方向、坚持党的领导? 如何使之坚持和反映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坚持人民立场? 这些问题构成了
凝心聚力论建设的关键问题。这是习近平针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外环境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

不能、何以能富于“威力”效能地凝心聚力这一价值观建设的总问题中，需要牢牢把握和纲举目张的关
键问题。也是在面对复杂国际国内形势下，能不能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
党和国家生存发展的总的根本的问题时，核心价值观建设做出的最为关键的反映和回应。

三、习近平凝心聚力论指向的价值观建设面临的新战略问题

在日益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价值观面临的各种问题面前，能不能、何以能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凝心聚力呢? 对这一凝心聚力论所面对的总问题的关注，使习近平不断思考和追问。他指出: “一个
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正

在进行的奋斗相结合，同自身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相适应。”［4］171他也是如此身体力行地思考着价值

观建设的问题。他进而结合中国历史和当今的正在进行的奋斗，并基于国内外民族强盛的历史规律
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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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 4。反过来说，“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莫衷一是，行无

依归，那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无法前进。这样的情形，在我国历史上，在当今世界上，都屡见不

鲜”［4］168。

由此不难看出，习近平以历史和现实的、国际和国内的、理论和实践的战略眼光和辩证思维，看到

核心价值观建设不仅是一个民族强盛的问题［4］171，也不仅是分散在国家、社会、公民等方面中去分别

审视的问题。他是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等时代需要和
战略高度，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中华文化强盛的关系的全面把握中，提出了要实现核心价值观的凝

心聚力建设面临的新的战略问题。对此，他的一个基本的表达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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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8结合他以上的论述和由此体现出的对该问题的具体揭示，我
们可以把这个问题表达的更为具体:在当代中国，应该坚守和建设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以及怎样建设

核心价值观，才能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相适应?

之所以说这是一个新的战略问题并与前述凝心聚力论的总的根本性问题和关键问题，构成了一
个密不可分的问题系统，其新和其系统性在于: 首先，从全局性的问题系统看，如果说“能不能在日益

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坚持住党的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是习近平指出的“需
要一代一代共产党人继续作出回答”的问题，也是对以往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在中国的国情下如何建

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问题在新形势下的继续，那么，在当代，我党我国所面临的一个新的战略性
问题就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与此相应，有关凝心聚
力论的问题体系是这些全局性的总的根本问题及其战略问题体系在价值观建设方面的具体反映。在

价值观建设方面，建设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以及怎样建设核心价值观，才能与实现“两个一百年”和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相适应，才能“在价值理念上紧紧的联系在一起”［4］167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而奋斗，就成为价值观凝心聚力建设中所面临的新的战略问题。这构成了对该文第一部分所

述能不能、何以能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心聚力这一凝心聚力论所面对的总问题( 下简称能不能、

何以能总问题) 在新时代下面对新的时代主题所进行的追问。

其次，从习近平有关凝心聚力论的问题体系本身看，不仅这个价值观建设中的新战略问题是对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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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第一部分前述能不能、何以能总问题在新时代下的关注和追问，以总问题中的阶段性的问题和动态
关注构成问题系统的有机部分。它也是对第二部分如何坚持党的领导和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等关键
问题的更全面的支撑和发问。没有党领导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党的领导、党性和

人民性的统一就失去了来自最主要、最新的时代诉求的支撑。这个新战略问题是习近平站在新起点
上，对当代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现代化建设及其相应的建立什么样的价值观而做出的，既富于总

体性、全局性又富于阶段性的价值观建设之问，体现了习近平在价值观建设上诉诸于国际国内、历史
现实的战略思维，以及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时代问题所进行的系统全面的理论思考。

最后，这一问题的系统全面性还体现在，这一新的战略问题本身也是由一系列宏观、中观、微观问
题构成的系统，在这个问题系统中，又包含着对理论和实践中重要的具体问题的追问解惑等意义上的

问题以及具体挑战和困难等各种不同水平和意义的问题。

首先，从宏观上看，要进行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求相适应

的价值观凝心聚力建设这一新的战略问题，在宏观上就意味着价值观凝心聚力建设如何为当前的国
家现代化和实现中国梦，提供最持久、最深沉伟大的精神力量，如何面对文化竞争等形势实现文化自

身的发展提升、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主要体现在习近平的许多讲话中。

习近平从历史和现实、国内和国外的共同规律中看到:“一个国家的发展壮大，需要一代又一代人

接力努力，需要很多力量来推动，核心价值观是其中最持久最深沉的力量。”［4］180他进而结合国家现代

化、实现中国梦的时代诉求指出:“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当前，全国各族
人民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我们要按照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4］159。

习近平结合中华民族的奋斗史和党领导人民的奋斗历史，指出了以价值观凝心聚力建设，需要的

是一种反映了优秀文化的价值观，是一种伟大的精神而不是一般的精神动力。这种伟大精神表现在
其发挥的巨大作用及自身的不断发展上。他说: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发展、饱受挫折又不断浴火

重生，都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有力支撑。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

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7］15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能够不断战胜各种艰

难险阻，不断奋进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现代化之路上，离不开植根于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实践的优秀文化、独特的精神标识以及文化自身的不断丰富发展。“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中孕

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

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7］15

从困难和挑战意义上的问题角度来讨论，当前的国家现代化和实现中国梦之所以需要核心价值
观凝心聚力、提供伟大的精神力量，之所以需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也是因为我们面对的是“长期

和艰巨的历史任务”，要时刻准备应对“重大风险”“重大阻力”“重大挑战”［1］32，因为我们当前面对
“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两个大局既

有多方面、深层次的联动关系，又在同一时空下相互作用、相互激荡，形成历史性交汇……两个大局前

所未有，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也前所未有”［15］。

习近平不仅看到来自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给我国带来的种种困难和问题，更从国际国内、历史
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的多重视野中，指出了文化方面存在的文化之争、价值观念之争、意识形态之争的
突出问题。他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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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之强弱在力，千古之胜负在理”。首先要打好价值观念之争这场硬仗。［7］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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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习近平正是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等时代
需要和战略高度，从历史的、现实的、国际的、国内的以及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和理论的宏阔视野，从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提供持久不断的精神力量、“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等强烈时代诉求
出发，提出了“凝魂聚气”“强基固本”“凝心聚力”等价值观建设新战略问题中的宏观性问题和其中涉
及的一系列具体挑战和困难意义上的问题。

其次，相对于前述宏观性问题所关注的文化在整个国家现代化中的功能，以及在回应国内外全局
问题中不断实现文化自身的全面发展而言，习近平还集中关注了其中服务和反映了我国政治现代化
的政治文化建设问题。本文谓之为中观问题。

习近平明确指出:“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
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4］163这里，习近平实则是
从现代社会的政治治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角度，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与政治文化及
其政治价值观的关系的审视中，提出了价值观凝心聚力建设的中观性问题。现代化是一个涉及多领
域、多层面的进程和变革。政治现代化是社会、经济、文化等现代化在政治上的表现和后果。［16］33关于
政治文化，王沪宁在分析国内外大量相关研究基础上，指出其是文化系统中划分出的一个独立系统，

从各种角度界定的共同点在于，其是政治活动中的一种主观意识领域。［17］159阿尔蒙德则道出了政治文
化和政治价值观的关联，认为政治文化是“政治体系的心理方面……包括当时所盛行的态度、信仰、价
值观和技能”［18］15。

国内外现代化发展的历程表明，现代化发展到一定时候，其中的政治现代化和相应的政治文化及
价值观的现代化就变成日益重要的问题。现代化带来的市场经济化、工业化、城市化、文化世俗化、教
育的普及、识字率的提高、大众媒介即教育知识在全社会的广泛传播［19］438，以及现代化带来的种种社
会变迁和动荡，都呼唤着政治体系从传统走向民主、法治和包括政党制度①建立在内的一系列现代政
体和政治治理。这种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的关系规律，即使在后发外生现代化的我国也显示出来。

一个典型的例证是，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已得到普遍认同②。

这些多方面多层次的现代化包括政治现代化的要求，反映在政治文化和价值理念上就是民主、法
治、平等、自由等现代政治价值观。我们的核心价值观也反映了国内外现代化显示出的这些共同规
律，使用了共同的、尤其是在全球化时代更能被人们理解的共同表达。

但同一个词反映的未必是同一个物。福柯曾从知识史、释义学、符号学和结构主义角度，指出了
词与物或说语言和事物的分离的过程［20］57 － 60，指出了同一符号所反映的物最多是有某种“相似性”，事
物的性质，它们的共存，它们借以联系在一起和交流的方式只是它们的相似性，而且这种相似性只有
在从这个世界的一头贯穿到另一头的符号网络中才能看得见。

习近平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更深刻的提示我们，虽然都表达为民主、法治、但什么样
的民主、法治，怎么进行民主、法治建设却要依国情而定。没有什么完全相同的制度和价值，故“不能
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来抽象评判，不能定于一尊”。［11］15。实际上，即使是西方学者

①

②

亨廷顿的研究认为，在传统政体中没有政党，现代化中政体需要政党，但常常又不愿意有政党。参见塞缪尔·
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1988 年版，第 371 页。

尽管苏力教授精细地指出了这种口号式的表达可能带来一些误导。但一种基于实践反映的认识和命题已成
“口号”，也说明当时已被普遍认同。苏力教授本人也指出这一命题是基于经济体制转换中出现的制度与经济间的不
协调的反映，有重要的积极的社会意义。参见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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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早已对这种所谓的普世价值进行了详细质疑，如詹姆斯·斯蒂芬在其著作《自由·平等·博爱———

一位法学家对约翰·密尔的批判》第一章第一句开宗明义道: “本书旨在考察一些教义。它们与其说

是自由平等博爱这句口号所明示的，不如说是它暗示的”［21］21。

那么与当代中国政治现代化或说国家治理现代化相一致的民主、自由、法治等价值观，究竟有什

么中国特色? 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设的价值观，是与当代中国政治现代化或说国家治理现代化相一

致的价值观，我们的民主、自由、法治等价值观要有自己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4］106习近平在党的十

九大报告中提出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的一个总体指导和基本理念。这是对新中国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实践经验的高度凝结，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及其政治价值观建设的根本遵

循。因此，我们的民主、法治、平等、自由等政治价值观，有着自己独特的价值内涵和价值指引，更有自

己独特的价值贡献和价值实践。

至此，结合以上习近平的相关论析，我们可以对价值观凝心聚力建设的战略新问题中的中观性的

问题，做一个较为完整的表达:那就是建设什么样的以及怎样建设反映了我国特有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要求的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政治价值观的问题。

最后，本文把焦点放在习近平对公民道德建设和培育现代化社会需要的现代公民上。相对于前

述凝心聚力论要解决的我国文化如何推进整个国家现代化的发展并实现文化自身全面发展的宏观性

问题，以及我国政治文化如何推进政治现代化的发展并实现政治价值观自身的特色发展的中观性问

题而言，这里的个体公民道德和价值观建设，可称之为微观问题。这也与罗坎和坎贝尔把对个体的态

度动机研究视为微观研究是一致的，他们从结构功能的角度指出:社会系统是由个人构成的，个人存

在的特定态度和心理对整个社会系统及其输出的功能来讲非常重要①。同样，习近平是站在培养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培养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战略高度，把公民道德建设和时代新人培育视

为价值观凝心聚力建设的着眼点，并使与此相关的问题成为价值观凝心聚力建设以适应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时代要求这一新战略新问题中的微观性的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 3 个层面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深

入回答了包括培育什么样的公民在内的重大问题。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15］33“要促进全体人民

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15］33

可见，培养适应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现代公民是核心价值

观凝心聚力建设的着眼点或说基点问题，这样的时代新人和现代公民，应当具有爱国、敬业、诚信、友

善的价值风貌和基本道德。这个问题之所以如此重要，现代公民又为何需具备这样的风貌? 从现代

化建设的角度来看，最主要的是因为在现代化建设中，一方面现代商品经济具有主体性、个体化、逐利

性、交易地域扩大化乃至全球化等特点。注意，这是特点，还不是不足，成为不足取决于国内外环境的

各种影响，也要看其是否过度、是否能自我颉颃。比如，商品经济的逐利性过度化会带来利己无良，所

谓无奸不商，但另一方面商品经济又最需要诚信，以降低交易成本、实现良性循环和实现利益的最大

化长远化。以上现代化过程出现的种种特点若不能自我颉颃又没有加以引导和控制，加之日益复杂

① 罗坎和坎贝尔的观点转引自阿尔蒙德、鲍威尔《比较政治学: 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郑世平、公婷、陈峰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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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内外环境的共同作用，就会带来价值观的利己化、多样化、物质化、世俗化［18］14 － 16，30 － 61和后发现代
化国家常有的西方化等价值观建设方面的突出问题。习近平还结合当代中国的文艺创作，指出了
“‘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

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绝对是没有前途的!”［7］9

现代化需要对抗这种分散、多元、过度世俗化、去主流化、后发现代化国家常有的西方化等等问
题，只有这样才能动员和集中一切力量，尽举国之力，克服各种艰难险阻，排除来自国内外的各种干
扰，实现现代化这一全方位、多层次、分阶段不断推进的社会变革。从世界现代化的历史看，现代化正

是伴随着民族国家兴起、统一市场、建立现代文化和新的核心价值实现文化引导和控制的种种努力而
奋勇前行的。其中，人的现代化成为现代化的核心和关键。从中国的现代化历程看，既有现代化进程

中的共性问题，更有中国尤其是当代中国面临的特定问题。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我们面临着更为复
杂的国内环境和更为艰巨的困难。近代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实现现代化，我们在文化观念

方面，注意洋为中用，注意解放思想，随着十八大以来所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在意识形态上，也由相对
注重打破“思想僵化”转向注重解决“思想分化”和凝聚共识［24］。因为当代中国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旗帜，领导 13 亿多人的社会主义大国［11］53，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大

业，而且是在习近平多次分析指出的日益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和“前所未有的大变局”［1］415中，是在习近

平直面和坦承的“现代社会存在多元价值观”复杂的文化背景中，这些就需要更大的热情和忠诚，勇气
和担当，需要以“最大公约数”［4］161核心价值对现代公民道德加以凝聚和引导。正是在这些意义上，习

近平说要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实现什么样的目标，人是决定

性因素需要。同时，也从现代化的要求、现代化需对抗的困难和问题角度理解了爱国、敬业、诚信、友
善为何是现代公民的基本的价值要求和道德风貌。

习近平对培养什么样的时代新人和现代公民的关切思考，没有停留在“爱国、敬业、诚信、友善”8

个字的基本价值要求上。而是进一步补充道:“这样的时代新人，应当在有自信、尊道德、讲奉献、重实

干、求进取等方面，有新风貌、新姿态、新作为。”［23］由此他要求要进一步探索把握时代新人的标准和

要求，把“培育什么样的价值观”同“培养什么样的人”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不断深化和拓展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建设。［23］怎么样落实好这一重大战略任务，切实做到用现代价值观和公民道德凝聚人

心、培养新人呢? 习近平有大量论述，较为集中的表达是“落实好这一重大战略任务，必须强化教育引
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使之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

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24］197

结合以上习近平对问题的深入思考，以及问题重要性的认识，这其中有他对包括道德多元在内的
现代化中的挑战和困难上的认识等，我们可以把习近平的价值观凝心聚力论面对的新战略问题中的

微观问题，较为完整地表达为:培养什么样的，以及怎样培养现代公民和时代新人，怎样深化公民道德
建设，以凝聚道德人心、担当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问题。

总之，习近平是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等时代需要和

战略高度，从历史的、现实的、国际的、国内的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和理论的宏阔视野，提出了凝心聚
力论要解决的总的、根本的、方向性的问题就是能不能、何以能富于“威力”效能地用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凝心聚力。围绕此，他进而提出了核心价值观凝心聚力建设指向的关键问题、新战略问题以及其
中的宏观、中观、微观问题等一系列问题。其中既有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体系化意义上的问题，也有
对理论和实践中重要的具体问题的追问解惑等意义上的问题，还有挑战、困难、不足等意义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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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一凝心聚力论的问题系统，又是“能不能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坚持住党的领导、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还需要我们一代一代共产党人继续作出回答”这一全党全国持续关注的
全局性的总的、根本的问题，在文化及其核心价值观建设方面的反映和系统追问。回答好凝心聚力论
中的这些系统性问题，就是从文化和价值观建设方面回答了这个全局性的总的根本问题。

从习近平关于价值观凝心聚力建设中的总问题、关键问题和新时代战略问题这 3 个问题向度，全
面研究把握和贯彻实施习近平有关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心聚力论的问题体系和相关论述，可为
当今推动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提供指导思想和基本准则，为实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
确的“中华文化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等主要目标提供根本遵循。对于坚
持党的领导、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始终站稳和牢牢把握我们文化和价值观建设的马克思主义立
场和政治方向性;对于提供中国式的伟大精神动力、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强国;对于提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政治现代化所需要的中国式的价值指引和文
化引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和政治价值观;对于提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
要素———实现人的现代化，对于建设公民道德、培育现代公民和时代新人;最终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都有重要的理论、实践意义和时代价值。正如习近平指出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拓
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1］62。可以说，明确和解决价值
观凝心聚力建设的前述问题，对发展中国家乃至世界各国如何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出现的文化
和价值观建设的新问题，对如何建设与新的国家发展需要和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文化和价值观，贡献
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它是反映当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化建设方面的系统思考、理论创新和
独特贡献的最新理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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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ssue Point and Systematic Features of Xi Jinping’s
Theory on Enhancing Cohesion

WANG Bei
( School of Marxism，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 710119，Shaanxi)

Abstract: The issue point and systematic features of Xi Jinping’s theory on enhancing cohesion are not
based on simple and spontaneous concern over problems，but on the strategic vision and bottom-line thinking
and on the conscious understanding of the logic resulting from a series of problems in the new era，which are
gained from history and reality，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situations，theory and practice． The theory con-
sists of mutually connected three dimensions including the general and fundamental problem，the key prob-
lems，and the new strategic problems． The general and fundamental problem that the theory on cohesion
aims to solve is whether or not socialist values can enhance cohesion and how it should be done effectively
with power． Two key problems contain two levels． At one level，where should the whole nation be directed
with socialist values? How could the nature of socialism and its core requirements be reflected through val-
ues? At the second level，how should it be used to achieve cohesion? Here，the key lies in how to maintain
unity between the party spirit and the people’s character so as to provide the spiritual power of“enhancing
the foundation”and“prolonging the depth”． The new strategic problems include thinking about what kinds
of core values to build and how to do it so as to follow the theme of“the two centenary goals”and the dream
of realizing the Chinese nation’s rejuvenation，and grasping the macro，mid-level，and micro problems in-
volved in enhancing cohesion via socialist values in the new era． Grasping and implementing comprehensively
the system of problems in Xi Jinping’s theory on enhancing cohesion and related discourse can provide guid-
ing ideas and basic principles for pushing forward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and convers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and offer fundamental lines to act upon for further enhancing the cohes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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