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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中国崛起：乡土中守望与奋进

价值观是人类对社会事物是非对错的判断标准，是社会和

个人发展的根本取向与追求，也是维系社会群体团结和谐、决定

人生轨迹的内在因素。离开特定的价值观，社会就会陷入纷争和

混乱，人生就会失去动力和方向。因此，世界各国及其各个历史

时期，都十分重视价值观的塑造和培养。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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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中央又印发了

《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各级党委对此

高度重视，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

基固本的基础工程和战略工程，摆上重要位置，采取有力措施，

做到见思想、见行动、见成效，形成了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良好局面。

为贯彻中央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关指

示精神，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出版活动，中共河北省委

宣传部协调有关出版单位组织编写了《“我们的价值观”解读丛

书》，共分为《大白话中的价值观》、《名言中的价值观》、

《故事中的价值观》（分注音版、儿童版、少年版）、《童谣中

的价值观》、《身边事中的价值观》和《网言网语中的价值观》

总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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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种8册出版物，目的是要让社会各界更好地知晓“为什么”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什么”和

“怎么做”，为自觉践行、正确践行和尽快践行提供优秀的宣传

普及读物，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

为人们的自觉行动。

在编写中，丛书紧紧围绕“三个倡导”这一基本内容，坚持

质量第一，注重创新，打造具有河北特点，深入浅出、情理交融、

可学可信、群众爱看爱读的优秀通俗读物。一是权威性强。聘请

国内研究核心价值观的知名专家学者编写，所引用的名人名言、故

事、群众身边事、童谣、网言网语等真实可靠、代表性强。二是针

对性强。针对成年读者、青少年、幼儿、农民、网民等不同群体，

分别编写了不同的解读版本，适应了不同人群的多样性需求。三是

通俗性强。尽量做到接地气，用故事、名言、童谣等喜闻乐见的形

式讲述大道理，用群众身边的典型事例感化教育人，在寓教于乐中

增强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普及和教育引导是一项长期的

任务。希望大家以本丛书的出版为契机，在促进对核心价值观真

学、真懂、真信上下功夫，在贯彻落细、落小、落实的要求上下

功夫，不断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工作推向深入，使

核心价值观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人人皆知、人人践

行，为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凝魂聚气，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汇聚强大精神动力。

                                                                       本书编委会

                                                                                201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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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底，河北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荆彦周先生来到人

民大学，他想邀我写一本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通俗理论读

物。“没有时间，还是不写吧！”我本能地说。

虽是本能的回绝，但背后实有其因。首先是时间问题，因为

本学期是学生毕业季，我指导的几个博士生要毕业，还有一大堆

相关的论文评阅和答辩的事情。高校的老师们通常在这一学期不

会接手太占时间的任务，特别是需要在五六月份交稿的任务。这

当然是最冠冕的理由，似乎也最充分。

但荆先生并不买账，他以出版人固有的执著和耐心，反复

提出邀请，这就使我有些犹豫。其实，我不愿接手还有另一个原

因，就是有点缺少写作激情。这倒不是因为我对这个话题缺乏兴

趣，而是看到此类读物已经很多，我不想在这些大同小异的书中

再无聊地增加一本了。但头脑中闪现的一个想法突然改变了我的

态度：假如以一种对话体的方式来写这本书不是很有意思吗？

兴趣突然到来，我很期待这种新的尝试。“最好是两人对谈

的方式”，我想。“找谁呢？”我想到了《光明日报》资深记者

引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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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七日谈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与《光明日报》记者的对话

王斯敏，她是该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版”和“智

库版”主编，对理论问题很关注。电话中的沟通十分顺利，她很

高兴地接受了邀请。我们相约访谈七次，每次一个主题，最后形

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对话稿。——这就是本书的来历。

                                                                    刘建军

2015年6月底于中国人民大学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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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         
第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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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七日谈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与《光明日报》记者的对话

记者：刘教授您好！很高兴能和您深入地谈谈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问题。今天，我们在理论研究和宣传中经常谈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说，自

从提出到现在，经过不断地聚焦、酝酿、讨论、深化，“核

心价值”已经成为学术“热词”、社会热点。然而我也明显

感觉到，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核心价值观的理解与

践行方面，仍然存在理论难点和实践误区。所以，我很期待

能从您这里寻求答案，我们来一层层地“抽丝剥茧”，厘清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来龙去脉、内涵作用、深远意义，等

等。

凡事都有个源头，有个背景。我们党对核心价值观的追

求，并不是从最近才开始的。对吧？

教授：是的。从历史上看，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

义革命和建设，再到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道

德建设、重铸中华民族价值信念根基的追求就没有中断过。

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核心价值观”这个概念，但是很多表

述和行动都体现了这样的追求。

记者：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

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出“坚持以社会主义

社
会
变
化
的
『
快
』
『
转
』
『
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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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强调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到十八大又提出了“三个倡导”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节点上，会如此明

确、迫切而又极为凝重地把价值观问题提上国家日程，成为

一项长期持续、大力度推进、甚至在党和国家层面进行顶层

设计的重大战略任务呢？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社会需求具体是

什么？

教授：时代背景可以分为国际国内两个层面。从国内

来看，当时的背景主要是社会变化对人的心理产生了巨大影

响。对于我国近年来的社会变化，我总结了三个字——快、

转、深。快，指的是速度很快。我写过一篇关于“狂奔型社

会”的短文章，就发表在你所负责的《光明日报》马克思主

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版上。

记者：对，这篇文章我印象很深。虽然篇幅不长，却写

得很有“烟火气”，很亲切，把我们平时生活中的匆忙、焦

灼都写活了，还用很接地气的表达阐释了这种“快”的深层

原因。看完之后静心想想，很有启发。

教授：很高兴你能有这样的感觉。正像我在那篇文章里

所说的，30多年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发展，平均年增

速达9.8%。这是我们整个民族咬紧牙关、发愤图强的结果。

当初，国门刚开时，国人受到深深的刺激与震动：我们远远

地落后了。拼了！冲上去！正是这种自强与干劲，使我们不

顾一切地向前冲去。经济列车不断加速，以雷霆万钧之势呼

第一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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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七日谈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与《光明日报》记者的对话

啸着向前冲去。与经济高速发展相联系，一切都显现出一个

“快”字，人们的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生活压力持续增大。

经济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这当然是天大的好

事，但从感受上说，除了兴奋和自豪，又有焦躁和苦恼。社

会上的许多问题和我们自己的许多感受，与“狂奔”的生活

方式是分不开的。

记者：确实，我们一直处在“快跑”的状态。它肯定会

带来一定的问题。

教授：“快跑”是这种社会状态下的自我要求。为了

“快跑”，很多东西是顾不上的。鞋带松了顾不上系，鞋子

掉了来不及捡，“冲上去”就是一切。于是，人们也变得心

浮气躁，没有耐心，没有谦让，没有从容，一切风风火火，

乱乱哄哄。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即使物质上富足了，活得

也不舒坦。文章所表现的就是我们的生活、心态所体现出的

“越来越快、集体‘狂奔’”的情况。

记者：您在文章中描述的“狂奔”状态，看上去就让人

感到一种身临其境的紧张、躁动。我想，这种由于“快”而

带来的“浮躁”，已经成为一种集体性的社会心理。每个个

体的思想观点、行为选择，都是在社会心理之上产生的，离

开这样的心理背景，你就会很难理解——某人怎么这么偏激

啊，这话说得怎么这么绝对啊，等等。确实，在社会发展速

度很快的情况下，人容易陷入焦躁焦虑、缺乏安全感、充满

愤怒的状态，就好像每人都是一个炸药包，稍微一碰、轻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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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着就会爆炸。有了这样的普遍心理，想问题做事情都容易

往极端里走；说话的时候都倾向于往狠里说，大家都不能心

平气和，语言行为都是宣泄式的。 

教授：这让我想到一本书。著名作家贾平凹曾经写过一

本书，书名就叫《浮躁》。这本书还得到了女作家三毛的喜

爱和赞扬。这本书的故事虽然复杂，人物虽然多元，但归根

结底来看，通过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农村青年的奋斗

与际遇，反映的还是社会转轨期暴露出来的各种问题，特别

是整个社会的浮躁心态。

记者：文学是时代的晴雨表，形象地反映着一个时代的

心理。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令人紧张的“快”，这样的心浮气

躁？

教授：很大程度上来源于高速发展的社会现实对人们

精神思想造成的冲击与挑战。改革开放对于我们的传统生活

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对人们的思想而言，可以说是“一石激

起千层浪”。人们拼命地想要跟上这个时代，于是，在飞速

转动的时代车轮面前，就很容易“萝卜快了不洗泥”，在物

质追求上只图量不图质，而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几乎被忽略

了。这种“跟上时代”的渴望，化成了各种考核、指标、社

会毁誉、公众期待，像鞭子一样打在人们身上，催促着你快

一些、再快一些，很难停下脚步。

记者：给我的感觉是：狂奔的过程当中，一切都顾不

上，除了狂奔本身。

第一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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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七日谈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与《光明日报》记者的对话

教授：很形象。当然，这种狂奔也有它的道理，它代

表了一种时代要求：迎头赶上、超越过去，尽可能快速地发

展壮大、国富民强。这和我国曲折屈辱的历史紧密相关。中

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但从近代起，连续遭受了一百多

年的各种欺凌、侮辱，人们不仅深刻感受到那种“落后就要

挨打”的自卑与屈辱，甚至屡屡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这些

情绪在国人心中不断积聚，形成了一种强大的能量，一旦爆

发，作用将是非常强大的。

我曾经想过一个问题——如果一个民族从来没有强盛

过，没有品尝过文明高度领先的滋味，一开始就居于低谷，

那么它当然也希望发展，但愿望不会那么迫切，比较容易自

满自足；如果一个民族虽然落后但是没有挨过打、没有受过

欺负，那么虽然他也会觉得悲伤，也会希望向前冲刺，但是

动力往往没那么充足。

记者：有道理。那么反过来说，如果一个国家一开始就

站在世界各国前列，后来一直停留在这个位置，也容易产生

前进动力不足的问题。

教授：的确。比较起来，动力最足的就是我国这种情

况——原来曾经高度兴盛、享受尊崇，后来走向衰落，还因

为落后而挨打，所以早期感情上受到的伤害和压抑，现在终

于有了机会了，动力突然爆发出来了，也会为了排名而不顾

一切地拼了。在这个过程当中，速度就是一切。鞋子掉了顾

不上捡，甚至裤子掉了也顾不上提。所以，社会生活中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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