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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契合性及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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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同为文化范畴的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是经过历史积淀，逐渐形成、发展的，二者一脉相承，并具有一
定的契合性。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之成为社会共识与行为自觉，就需要厘清二者的契合性以及优秀传统文化在践
行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价值。 

关键词：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契合性；价值研究 
 

一种思想体系的提出、发展与成熟，是需要借鉴、吸收前人价

值理念作为理论来源，并发展、内化为自身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具有兼容并蓄的特点，作为其价值核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也具有这种特征，并在借鉴、吸纳、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

上形成、发展与逐渐成熟，二者经历历史时空的碰撞、理论与实践

的摩擦，早已展现出其一定的契合性，同时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我国

宝贵的精神财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与培育也具有深刻

价值意义。因此，必须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科学内涵、其与以

儒、道、法、墨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如何将优秀传统文

化运用到践行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有一个科学、明

确的认知。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科学内涵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全面、准确理解其科学内

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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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

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

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这 24 个字是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1]其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奋斗目标，回答的问题是我们要建设怎样的国

家，具有统领性和制约性作用；“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我

们党一直以来都坚定不移地追求的价值理念，表明我们要构建一个

朝气蓬勃、富有创造力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爱

国、敬业、诚信、友善”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处于基础地位，

它包含了对个人品质、家庭美德、职业操守、社会公德等方面的要

求，是公民应自觉遵循的基本道德规范和道德准则。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的背景与过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结合时

代背景，立足社会现实，分析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优缺点而提出来的。

自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方面积极进行

探索，不断加强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

逐渐丰富。197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恢复和确立

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改革开放，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与改革开放和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相结合。2006 年

10 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的重大命题和战略任务。2011 年 10 月，党的十七届六

中全会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建设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根本任务。提炼和概括

出简明扼要、便于传播践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建设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重要意义。2012 年 11 月，中共十八大报告

明确提出“三个倡导”，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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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7 年 10 月，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

中指出，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融入到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

惯。[2] 

（三）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原则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的凝练是要服务于人民群众的，要建立

社会与公民在思想认知、价值信仰、道德美育、规范准则等问题上

的共识。建立这种共识是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难题，需要我

们明确、遵循其凝练原则。首先，应当将国家、社会、公民个人都

作为践行主体，发挥不同践行主体对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

同的作用，但成果共享。其次，内容上应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

借鉴、容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最新文明成果。再次，“人的

认识活动不仅仅只有一个求真的维度，而是同时存在着求真、趋善、

臻美等三个不同的维度。”[3]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质上就是

人的认识活动，因此要在价值目标中体现随真善美的追求。最后，

要用凝练、简明、优雅的文字体现出规范行为、衡量社会风气、有

效保障意识形态安全、理论认同、自觉自发以及行动指南等方面的

内容与作用。 

二、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契合性及其价值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

发展的最新成果之一，也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中的核心成分。全面

深化改革、实现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建设民族精神家园、推进民主

法治的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等

是它的价值指向，并且具有其独特价值判断与理念指导。因此，厘

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契合性与价值所在对于

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中的提

纲挈领的作用十分重要。 

（一）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契合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来源之一便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尤其是借鉴、吸收了儒家、道家、法家和墨家的优秀文化，因而优

秀传统文化与其有相应的契合性。 

首先，儒家思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儒家思想中“仁、义、

礼”等儒家伦理体系与“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公民道德准则

的契合性、“忠、孝、信”等理念与公民的社会责任感的契合性以

及“和为贵”与和谐社会都有其契合性。其中，“和”体现的是一

种秩序性与统一性相结合、相互有责任有义务、既保留个性又共存

于和谐之中的的和谐伦理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和谐”

继承和发展了这种理念，要实现的是世界人民的和谐共赢。其次，

道家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道”是道家文化的核心，“老子

将宇宙间的万事万物皆视为以‘道’作为最初本源和内在支配者的

有机统一整体，万物在本源上存在着互联、互动的密切关系。”[4]

这种认识到事物对面有联系与转化的包容与慈爱的和谐思想、自然

无为、自觉的大“德”、“信者，成万物之道也”的诚信等思想文化

对于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公民之间互相尊重、诚信友爱、

敬业上进等有不可忽视的当代意义，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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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基础之一。再次，法家学说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所强调的法治与法家曾提出的“以法治国”的思想、“不

法古、不循今”“法不阿贵”以及法律的权威性等思想都与具有契

合性，是对法家学说的扬弃，是具有现代意义的“法治”。2020 年

5 月 28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法典，这既是对法家学说明法原则、

壹刑原则等理念的借鉴与发展，也是顺应时代要求，符合人民愿望

的。最后，墨家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墨家以‘兼相爱，

交相利’为核心，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宗旨，以‘自

苦为极’的节俭用度为生活准则，以‘非攻’为政治主张，为平民

利益、社会和平而奔波。”[5]这种以“兼爱”为核心的思想体系集

中体现出对构建平等和谐社会秩序的理想追求与向往，因而对我国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与“和谐”

“友善”的价值理念在内涵上是一致的。“和谐”的理念不仅是我

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所提出的价值诉求，是我国社会稳定、

经济发展、人民安康的保障，也是我国几千年文化的内在精神本质。 

（二）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基所在，也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习近平总

书记曾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

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6]优

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拥有深厚的思想精华，对于应

对全球化浪潮的冲击，践行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重要价

值。 

首先，夯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扎根于优秀传统文化这片厚壤之中，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用来规范行

为与道德的准则、衡量一切的价值判断原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体现的内在精神与道德追求是以国家、社会、公民为层次划分的，

而中国传统文化向来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也是

从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出发的。从前文所论述的儒、道、法、

墨等学派的思想与核心价值观的契合性看，不论是“仁者爱人”“和

为贵”“自然无为”“信者，成万物之道也”，还是“法不阿贵”“兼

相爱，交相利”等思想文化，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基础

之一。其次，增强文化自信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价值观

的自信，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在推进文化发展的进程中有所依循、知

所趋止、顽强进取的定力与韧性所在，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面对各

种文明创造和文化滋养择善而纳、从容吞吐的气度与尺度所在。”[7]

优秀传统文化曾为世界文明的进步发挥过不可磨灭的作用，对东亚

国家、西方国家都有重要影响，也是中华民族安身立命所在，具有

高度的发展价值。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发展历程中，传统文化

用其丰厚的文化内涵滋养、丰富了它的内容，使它蕴含着古老文明

的气度与现代中国的自信，为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

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道德滋养和高度的文化自信。最后，强化文

化涵养和文化育人，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统文化内涵

深厚，包罗万象，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是践行和培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物质文化载体，也有利于提高公民的文化素

养与认同感，培养正确的价值判断，坚定中华文化自信，应对多元

文化的冲击。 

三、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习近平总书记 2014 年 5 月 4 日同北京大学师生座谈时指出：“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

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8]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培育与践行必须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追根溯源，充分挖掘

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积极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社会共识，

使之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行动自觉。 

（一）结合传统文化，积极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从未放弃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优秀

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仁爱”思想、“民本”思想、“诚信大德”思想、

“和而不同”思想、“以法治国”思想等价值观念，这都与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契合性极高。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结

合传统文化，借助中华民族安身立命的传统文化的魅力与感染力，

做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工作。在开展宣传工作时，要采用

不同形式将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密结合。一方面，可

以以传统文化为切入点，采取图文并茂、声乐视频并用等生动化、

简明化的宣传手段，使理论宣传具有趣味性；另一方面，宣传工作

应具有创新性，并结合时代背景、社会热点，让公民在接受宣传教

育的过程中产生共鸣，从而更好地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凝聚社会共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是优秀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集中体

现，还是全社会应当凝聚的社会共识。优秀传统文化为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丰富的优质资源，因而，加强传统文化

教育是扩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重要途径之一。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虽然语言精炼，但内容丰富；传统文化的内容也丰富多彩，

其表现形式涵盖文学、思想、音乐、戏剧、医学、建筑等方方面面。

我们要通过传统文化这一物质文化载体，开展积极的教育活动。在

开展教育活动中可以采用多样化的表现形式，通过文化涵养、榜样

精神引领、民俗活动、社会实践等方式营造良好的氛围，让公民在

教育过程中去感知、思考、领悟，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发挥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强大的生命力和作用力，传播当代社会主流价值观

念，凝聚社会共识。 

（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行动自觉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需要教育活动的熏陶，还

需要多元社会主体的自觉行动。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

体是人民群众，要想让广大人民群众的价值选择和行为自觉符合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要以人民的利益为价值导向，重视人民的主

体地位，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体作用。要着眼于满足人民群

众的基本需求上，借鉴和弘扬传统文化中“仁爱”思想、“民本”

思想等内容，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另一方面，加强公民思想道德

建设，利用传统节日、重大纪念日、历史人物故事等传统文化资源，

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人民群众的生活实际中，通

过社会实践培养有担当、负责任的时代新人，提高人民群众的民族

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情怀，整合国家、社会、人民等多元主体的力量

支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行动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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