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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什么样的文化价值观具有普遍的认同性? 具有普遍认同性的文化价值观在什么条件下才能真正发

挥积极的作用? 本文运用马克思生产方式矛盾运动原理和人的本质理论，结合历史事实进行分析论证，得出的结论

是: 符合人的本质需求的文化价值观具有普遍的认同性，这种价值观只有符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即符合劳动人民

的根本利益需求，才能发挥积极的作用。也就是说，只有同时具备既符合人的本质需求又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这两

个条件的文化价值观才具有先进性并能发挥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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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指一个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民族心理、价
值观和行为规范。“‘价值’是对主客体相互关系的

一种主体性描述，它代表着客体主体化过程的性质

和程度，即客体的存在、属性和合乎规律的变化与主

体 尺 度 相 一 致、相 符 合 或 相 接 近 的 性 质 和 程

度。”［1］( P79)“价值观是主体以自身的需要为尺度，对

外在于自身的事物或现象所蕴含意义的认识和评

价，它往往表现为信念、信仰、理想、追求等形态［2］。
“价值观念是人们关于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怎样为

好、怎样为坏，以及自己向往什么、追求什么、舍弃什

么、拥护什么、反对什么等等的观念、思想、态度的总

和［1］( P199)。文化价值观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大多

数人认同的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文化价值观的性

质是指一些具有普遍认同性的价值观是否具有先进

性。首先要了解什么样的文化价值观会具有普遍的

认同性。在此基础上，探讨具有普遍认同性的文化

价值观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发挥积极的作用，从而具

有先进性。
一、什么样的文化价值观具有普遍的认同性

什么样的文化价值观具有普遍认同性? 有学者

认为，“以人类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人民群

众为主体，以符合人民的利益、满足人民的需要为价

值标准，那么这种价值就与社会发展的客观真理之

间有着内在的、无可否认的高度一致性。”［1］( P395) 这

样的价值观就具有普遍的认同性。美国学者迈克

尔·波特在《态度，价值观，信念以及繁荣的微观经

济学》一文中指出:“生产率范式引出了整整一系列

有助益的态度和价值观: 创新是好的，竞争是好的，

责任制是好的，严格的规章制度标准是好的，能力和

技术方面的投资必不可少……等等。与这形成对照

的，则是不利于生产率提高的态度和价值观，例如:

垄断是好的，权力决定报酬，僵硬的等级制制度是保

持控制的必要条件，生意上的合伙关系取决于封闭

的家族关系，等等。”［3］( P53) 还有一些外国学者把价

值观分为内在的和工具主义性的两大类。马里亚

诺·格龙多纳在《经济发展的文化分类》一文中则

指出，“价值观有两大类: 一类是内在的，一类是工

具主义性的。内在的价值观是指我们不计个人得失

而均予遵循的价值观。例如，爱国主义作为一种价

值，要求人们作出牺牲，有时就个人得失而言，它是

‘不利’的。然而自古以来，千百万人都为捍卫祖国

而献出了生命。相形之下，工具主义性的价值观是

指那种因为它直接对我们有利，我们才予以遵循的

价值观。假定一国致力于经济增长为此而强调努力

工作、提高生产率和进行投资。倘若有利于发展的

决策所追求的只是一种经济上的工具主义性价值

观，例如要发财致富，那么人们富到一定程度时，努

力就会减退。……工具主义性的价值观按自身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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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就是暂时性的，只有内在的价值观才能无穷

尽。”［3］( 81)

中外学者对文化价值观是否具有普遍认同性的

考察基本上都以其对社会是否有积极作用而作为评

判标准。笔者认为，要从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去认

识文化价值观的普遍认同性。
“一定的价值观是处于一定经济关系之中的人

们的利益和需要的反映，它决定着人们的思想取向

和行为选择。不同的主体有不同的利益和需求，必

然会产生不同的价值观。”［2］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

到，有些价值观得到了很多人的普遍认同，在历史发

展过程中曾经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如老子倡导的和

谐、无为而治等思想被西汉初期的汉文帝和汉景帝

所遵行，出现了与民休息，恢复生产，百姓安居的

“文景之治”; 孔子宣扬的仁、义、礼、智、信，孟子倡

导的民生、民本等价值观被唐朝皇帝李世民所采用，

出现了“贞观之治”、国泰民安的大唐盛世。
在近代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变革过程中，

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在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平等

思想的指导下，推翻了封建王权，建立了资产阶级共

和国和现代西方议会民主制，经过工业革命和技术

革命，逐渐走向了现代化。回顾历史，我们也可以看

到，有些价值观仅被少部分人和少数集团所认同，在

历史上起过很大的消极作用，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

间希特勒所倡导的日耳曼“种族优越”论，东条英机

叫嚣的“大和民族优越”论，他们借此发动对外侵略

战争，屠杀平民，掠夺他国财富，破坏生产力，给本国

和其他国家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种“种族优

越论”的价值观遭到了世界人民的唾弃。
那么，什么样的文化价值观具有普遍的认同性

呢? 笔者认为，从人的本质需求来认识这个问题也

许可以找到一种比较客观合理的结论。
什么是人的本质需求? 它是指人类一般性的自

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基本需求，也就是人类维持生

命和生活，延续后代的基本需求。
什么是人的本质?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的本

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

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 P56)“人的本质是人的

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

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而社会本

质不是一种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一般的力量，

而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是他自己的活动，他自己

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财富。”［5］( P24)

人的本质属性可以划分为人的社会性、劳动性、

思维理性和自主选择性。人的社会性是指人的社会

属性。人类是一种群居的高级智慧哺乳动物，人有

其生存、生长、繁衍后代的自然属性，也有在一起生

产、生活的社会属性。人的自然属性表现为人的本

能性需求，即维持自己生命、生活的基本需求，人的

社会属性表现为人的社会需求，表现为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之中，包括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人类的这

种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使人具有某些共同的利益需

求和价值认同，譬如，繁衍后代需要性爱，需要母爱

和父爱，家族兴旺需要亲情和友爱。于是，“爱”这

样一种价值观就成为人类普遍认同的价值观。自古

至今，不管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群体，什么样的国

家，什么样的社会的人，都认同“爱”。孔子将这种

基于血缘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爱”加以延伸扩大，概

括出“仁爱”价值观，基督教则将其阐述为“博爱”，

伊斯兰教称之为“互助互爱”。时至今日，“爱”依然

是人类普遍的价值认同。无论哪一个国家或哪一个

民族的人，都认同“爱”的价值观。因为“爱”符合人

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所以，人的自然属性和社

会属性需求决定了人类具有普遍的价值认同。
然而，人类跨入国家门坎之后，私有制和阶级的

出现造成了人们之间利益彼此背离。利益是依主体

不同而不同的。个人、群体、社会、人类等不同层次

的主体既有相关性的利益，又有不同的利益。对立

的主体之间的根本利益时常发生冲突。在阶级社

会，虽然处于不同阶级和阶层中的人都认同“爱”，

但是，“爱”的价值观被深深地打上了阶级和利益的

烙印。人们之间的阶级斗争和利益需求不同，对

“爱”的内涵的理解及表现形式也就不同，譬如，唐

朝初年的李世民虽然有血缘亲情之爱，但在争夺皇

权的斗争中，他为了夺取皇位而杀死兄长，软禁父

皇，此时的李世民对父兄的“爱”已经被权力斗争所

消弭; 中国皇帝专制时代宫廷里的皇帝嫔妃和皇亲

国戚之间的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尔虞我诈，古代中

世纪历史时期奴隶社会的奴隶主对奴隶的压迫，封

建社会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奴隶和农民反抗压迫者

的起义和战争等，在各种斗争、冲突和战争的腥风血

雨、刀光剑影之下，“爱”的情感一扫而光。
可见，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决定了人类具

有某些普遍的价值认同，而社会生产方式、阶级斗争

和人们的利益差别决定了人又具有特殊的、具体的

价值观。所以，价值观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共

性与个性的统一。价值观的普遍性在现实生活中常

常表现为具体性。鲁迅先生在其杂文《“硬译”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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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阶 级 性”》一 文 中 曾 经 非 常 形 象 地 写 道:

“‘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

本的懊恼，煤油大王哪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

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

的老 太 爷 一 样，贾 府 上 的 焦 大，也 不 爱 林 妹 妹

的。”［6］( P15)

人的劳动性是指人类这种高级智慧哺乳动物从

事生产劳动，从而生产出自己生存发展所需要的物

质产品和精神财富的一种属性。“劳动创造了人”，

劳动使人具有了创造性。人以其自觉和自由的劳动

在物种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由

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从事劳动的人也具有普

遍的、共同的利益需求和价值认同。譬如，无论哪一

个民族、哪一个国家的劳动者都希望“劳有所得”，

都希望自己的劳动成果得到认可和尊重。然而，

“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

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

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 由此可见，人

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

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

起来研究和探讨。”［4］( P80)“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

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是，这里所说

的个人……是现实中的个人。”［4］( P71) 在生产力不发

达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东方专制社会，劳动阶级

的这种“劳有所得”的需求常常受到统治阶级的剥

夺。至今屹立在埃及沙漠的金字塔，中国西安郊外

的秦始皇陵就是明证。所以，从人的劳动性来看，人

类既有普遍的价值认同，又有由生产方式、阶级和个

人利益所决定的具体价值观。
人的思维理性是指人类具有认识事物、认识规

律的能力。这是人类与一般动物的根本区别之一。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不仅有复杂的语言交流，而

且有丰富的文字交流，人的认知能力和抽象思维能

力是人类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的重要因素之一，

生产力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也使人的思维理性能力

不断提高。“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

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

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

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4］( P58)

从人的思维理性来看，人类也有普遍的价值认

同。任何一个具有正常思维理性的人都希望自己有

认识事物的能力，都希望自己不受欺骗和损害。所

以，儒学所倡导的“智”和“信”等价值观为许多古代

中国人所认同。然而，生活在一定生产方式的社会

中的人的思维理性是由多种因素制约的。既有遗传

因素，又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制约。氏族社会、
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不

同，人类的思维理性也不相同，社会创造出来的物质

产品和精神产品也不相同。譬如，原始社会的人就

发明不了电脑网络与核武器，今天的人类也不会去

过嗜血茹毛的原始人的生活。即便是同一社会形态

的人，生活环境和受教育程度不同，其思维理性和认

知能力也不相同。即便是今天，人们对仁、义、礼、
智、信的理解也不相同，有的人把“义”理解为正义，

有的人理解为“适宜”，有的人则理解为“哥们义气，

为朋友两肋插刀”。所以，从人的思维理性来看，人

类既有普遍的价值认同，又有具体的价值理解。
人的自主选择性是指人具有自主选择能力。人

类的这种能力是在长期的自然进化和社会生活中逐

渐形成的。人的自主选择能力表现为人对自由的渴

望和追求。然而，在不同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社

会中，人的自主选择能力是不同的。在原始的氏族

社会，一个人一旦离开家族或氏族，被放逐到森林

里，就会被野兽吃掉而活不下来，所以，那时的人十

分依赖氏族和部落。“人的依赖关系( 起初完全是

自然发生的) ，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

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

发展着。”［7］( P104) 在个人完全依赖于氏族或部落的

社会，人的自主选择能力即自由受到氏族规则和风

俗习惯的严格限制，被限定在很小的范围内。在奴

隶社会，依附于奴隶主的奴隶的自主选择能力也受

到了很大的限制，比如古罗马斗兽场里的奴隶只能

在打死猛兽或被猛兽咬死吃掉两种结局中选择。庄

园里干活的奴隶只能忍受主人的奴役和压迫。封建

社会使小农摆脱了对庄园主的人身依附，但他们却

被紧紧地捆绑在土地上，受到朝廷、官府和地主的剥

削。资本主义社会把劳动者从人身依附关系中解放

出来，使人的自主选择能力空前增强，人的自由得到

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是，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

础的人的独立性”的资本主义社会，追求利润最大

化使许多人不择手段地追求利益、金钱和财富而陷

入了对物的依赖之中。所以，人的自主选择性也受

到生产方式、经济地位和阶级地位的制约。
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了“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

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

系。”［7］( 104) 这种体系为社会主义社会奠定了物质基

础。根据马克思的社会发展三形态理论，未来的共

产主义社会将使人从物的依赖中解放出来，将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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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

力 成 为 他 们 的 社 会 财 富 这 一 基 础 上 的 自 由 个

性”［7］( P104) ，从而摆脱劳动的异化和人的异化，实现

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那时，人的自主选择能

力将得到极大的提高。所以，人的自主选择能力是

随着生产力及生产方式的发展而逐渐提高的。
综上所述，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它包括

人的社会性、劳动性、思维理性和自主选择性。符合

人的本质需求的价值观具有普遍的认同性。譬如，

和谐，仁、义、礼、智、信，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公

正、平等、正义等价值观，因其符合人的社会性、劳动

性、思维理性和自主选择性而被世界上的许多人所

认同。
然而，回顾历史，可以看到，同样是仁、义、礼、

智、信，在中国历史上的不同时期所发挥的作用是不

同的。唐太宗把仁、义、礼、智、信与民本、民生相结

合治理国家，出现了“贞观之治”的大唐盛世，北宋、
南宋和明朝时期，仁、义、礼、智、信与“三纲”相结

合，使其成为稳定国家秩序、维护皇权统治的工具。
西方社会也有这样的状况，自由、民主、人权这

些价值观曾经在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和 1848
年欧洲革命期间成为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反对封建

王权、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变革的旗帜。但是，20
世纪，美国当局打着“自由、民主、人权”的旗帜对外

发动过几十次武装干涉和侵略战争，“自由、民主、
人权”成为美国霸权主义统治者对外发动战争和武

装干涉的借口和工具。这里就引申出这样一个问

题: 具有普遍认同性的价值观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

能发挥积极的作用呢?

二、文化价值观发挥积极作用的条件

价值观决定着一个人的行为取向，使人的行为

带有稳定的倾向性，决定着一个人的人生观和幸福

观。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判断是非、好
坏的标准。现代社会，一个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文化

价值观对国民的民族心理、信念、信仰和理想起着潜

移默化的作用。所以，了解价值观在什么样的条件

下才能真正发挥进步的、积极的作用至关重要。
价值观具有共性和个性两重性。具有普遍认同

性的价值观若发挥积极作用也要同时具备共性和个

性两个条件: 第一，要符合人的本质需求，即符合人

的社会性、劳动性、思维理性和自主选择性; 第二，要

符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即符合一定生产方式的社

会中的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
生产力包括生产者、生产工具和生产对象，其中

最主要的因素是生产者，即劳动人民。所以，符合生

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指符合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

需求。
仁、义、礼、智、信符合人的本质需求，即符合人

的社会性、劳动性思维理性和自主选择性而具有普

遍的认同性，但是这些价值观只有与劳动人民的根

本利益需求相适应才能发挥积极的作用。譬如，唐

太宗统治时期，仁、义、礼、智、信与“民为贵，社稷次

之，君为轻”，“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的“以民为本”
思想相结合，采取了“与民休养”，鼓励农耕，减轻赋

税的政策，符合了当时的生产者———广大农民的根

本利益需求，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

了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贞观之治”的盛世。然

而，明朝末年，仁、义、礼、智、信与“君为臣纲，父为

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相结合，强化了皇帝专制

和官僚机构的权力，加大了对广大农民的剥削和榨

取，损害了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影响了生产力的发

展，明末政权日益走向衰落，最终被蒙古铁骑军所摧

毁。可见，同样是仁、义、礼、智、信，如果这些价值观

与当时社会的生产力———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需求

相结合，就能发挥进步的、积极的作用。反之，如果

这些价值观仅仅与统治阶级的利益相结合，而与劳

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相背离，就会起消极的作用。
当今中国，仁、义、礼、智、信如果仍然与“三纲”

相结合，就会背离劳动人民根本利益，不但不会发挥

积极的作用，反而会成为腐朽没落的东西。仁、义、
礼、智、信只有与当代社会生产力———工业化和信息

化社会的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相结合，才能发挥积

极的作用。所以，在当今时代，仁、义、礼、智、信与自

由、民主、法治、人权、平等、公平相结合，就会形成有

利于人的社会性、劳动性、思维理性和自主选择性的

价值体系，从而发挥积极的作用。用这个逻辑同样

可以推演出这样的结论，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平
等价值观因其符合人的本质需求———人的社会性、
劳动性、思维理性、自主选择性而具有普遍的认同

性，如果这些价值观与当代世界各国的劳动人民根

本利益相结合，维护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维护世界

和平、合作与和谐，就会发挥积极作用。如果这些价

值观与某些国家的资本集团和统治阶级利益相结

合，与“弱肉强食”、“成王败寇”、“种族优越论”相

结合，就会成为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者发动对外武

装干涉或战争的工具，而成为危害世界和平的反动

的东西。
“价值的客观性问题，首先要在人的社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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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上加以理解，要从人的社会存在中认识价值和

价值关系的客观性。”［11］( P93) 具有普遍认同的价值观

只有既符合人的本质需求同时又符合生产力的发展

要求即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需求这两个因素，才是

真正意义上的先进的文化价值观，才能发挥进步的、
积极的作用。

三、发挥中国文化价值观在当今社会的积极

作用

目前，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

主导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

关系摆脱了封建专制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统治，为先

进的文化价值观发挥积极作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

利条件。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和谐、仁爱、正义等

价值观有着发挥积极作用的巨大空间。1986 年为

国际和平年，中国 100 名歌手在首都体育馆同声高

唱《让世界充满爱》，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主题口号

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进入新世纪以来，中

国政府倡导“建设和谐世界”就证明了这一点。近

些年来，中国政府大力表彰各个领域的“十佳人物”
和“感动中国”的先进人物，中国社会不断涌现出

“最美妈妈”、“最美新娘”、“最美教师”、“诚信兄

弟”等好人好事。中央电视台的《星光大道》、《我要

上春晚》虽然是娱乐栏目，但节目中体现出来的亲

情、友情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互助互爱之情常常使观

众热泪盈眶。另外，中央电视台的《走向幸福》、《心

理访谈》节目，北京电视台《选择》节目也处处闪现

着和谐、仁爱、正义、诚信、包容的价值观，体现了中

国文化传统价值观在当今社会发挥的积极作用。与

此同时，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当今中国社会依

然有封建专制的“人治”、“官本位”、“家长制”等思

想残余，官员腐败，分配不公，贫富分化等问题还比

较严重，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任重道远。所以，我

们在弘扬先进文化价值观的同时，要继续清除旧的

封建专制思想，反对腐败，抑制两极分化。
总之，符合人的本质需求( 即人的社会性、劳动

性、思维理性和自主选择性) 的价值观具有普遍的

认同性。既符合人的本质需求，又符合生产力的发

展要求( 即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需求) 的价值观才

具有先进性。当今世界，一个国家强大与否，不仅要

看它的硬实力，还要看它的软实力，国家软实力的核

心是文化价值观。一个国家的主流文化价值观是否

先进，关乎人民的幸福和国家的命运。经济快速发

展的中国不仅要有强大的硬实力，更应当有强大的

软实力。所以，建构先进的文化价值观对当今中国

至关重要。
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观、当代世界先进价值观

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先进价值观相融合是建构当今中

国先进文化价值体系的现实途径。中国共产党的十

八大报告所概括的中国社会主义价值观强调富强、
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

业、诚信、友善，这就体现了这样的融合。这 12 个词

分别体现了我们现阶段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的

价值追求。其中的自由、民主、平等、法治、公正汲取

了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当代世界的先进价值

观，而富强、文明、和谐、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则继

承了中华文化传统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能否真正

地发挥积极的作用，要看它们是不是同时符合人的

本质需求和生产力发展要求，也就是说，要看它们是

不是适合人的社会性、劳动创造性、思维理性和自主

选择性的需求，是不是符合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需

求。执政党和政府不仅应当大力倡导先进的文化价

值观，更应当在制度建设和身体力行方面下功夫，切

实保障人权，依法治国，完善民主，实现公平正义，全

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为营造良好的社会风尚做出

示范和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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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ve role? This text employs Marx＇s principle of paradoxical movement of mode of production and theory of human
nature，combines them with historical facts and draws a conclusion that the cultural values meeting man＇s essential
needs are universally accepted． Only when the values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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