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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系统论分析

薛 明 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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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完整的系统 它具有整体性 、层次性 、相关性 、开放性 、 目 的性等基本特征 。 积

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 以 系统论为基本原则 ，所以要做到 宣传多视角 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整体

认知 ； 内化分层次 ，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效果 联系立体化 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机体活力 ；方法

要辩证 ，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与时俱进 内涵生活化 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稳固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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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发展变化 ， 人们思 要素质量不高 其整体性功能也会 出现小于部分之

维方式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 ， 注重从系统视角思考 和现象 ，
二者相等的现象很少见 。 当 旧有整体遭到

问题 ，是人们思维方式发展变化的趋势 。 十八大提 破坏时 就会有新整体性出现 ，就会有新系统功能表

出 的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 自 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 现出来 新功能是整体性升级的重要体现 。 系统整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 体性可以从不同角度来理解 ， 可 以划分为组成整体

个完整的系统 。 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需 性 、结构整体性和功能整体性 。 在事物的发展过程

要从系统论角度出发找到相关路径 。 中 ，不论哪一个系统都是在一定的时空环境 中作为

有机整体来 向前推进的 ， 当系统结构完善之时 ，它便

进人了相对稳定的前进时期 。

系统论是唯物辩证法的深化 ，标志着思维方式 （
二 层次性

的变革 是 由 贝塔朗菲所创立的 。 贝塔朗菲认为 ： 系 系统层次性是就系统和要素的关系而言 ，是系

统就是
“

处于一定的相互关系 中并与环境发生关系 统论的核心 内容之一 。 系统和要素关系是相对的 ，

的各组成部分 的 总体
” ⑴

。 我 国科学家钱学森认 整个世界是一个巨大的系统 ，在一种联系 中是系统 ，

为 ：系统是
“

由 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 的若干部分结 在另外一种联系 中又是构成系统的一个要素 。

一个

合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
”

。 简单地说 ， 完整的系统可 以分为若干的子系统 ，各子系统又可

系统就是由相互联系 的要素而构成的有机整体 。 用 以分为更小的 系统 。 恩格斯在 《 自 然辩证法 》 中提

系统论观点去考虑问题 首先要从要素与 系统关系 出 ：

“

物质是按质量 的相对的大小分成一系列较大

人手来探讨系统的基本特征 。 的 、容易分清的组 使每一组的各个组成部分互相间

整体性 在质量方面都具有确定的 、有限的 比值 ，但对于邻近

整体性是系统的根本属性 系统是 由 相互联系 的组的各个组成部分则具有在数学意义下的无限大

的诸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 系统整体的性质 、功能与 或无限小的 比值 。 可见的恒星系 ，太阳系 ，地球上的

构成系统的诸要素的性质功能是不同的 。 系统整体 物体 分子和原子 最后是以太粒子 都各 自 形成这

性是指系统在发挥作用时是以整体的形式发 出 的 ， 样的一组 。

”

系统的不 同层次往往发挥着不 同层

这个作用是 由相互联系 的各个部分共 同发 出 的 ，
不 次的功能 ，什么样的层次结构决定了什么样的层次

是各个要素功能的相加 而是一种新的功能 ， 即整体 功能 层次的相对性决定 了功能 的双重性 。 系统哲

功能大于部分之和 。 由 于要素联系有时不太协调或 学家拉兹洛认为 ：

“

它们起的作用是把它们 自 己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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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的行为结合成齐心合力 的
一种行为 ， 然后又把

一个系统 内部要素之间 以及与其他系统之间相互作

这种共同的努力 同更髙一个层次系统内其他组成部 用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 中获得 自 身所需要 的物质能

分的行为结合在
一起 。

一切 自 然系统 如果它们要 量和信息 ，从而使 自 身 由 无序结构走 向 有序组织 。

维持 自 己 的存在 就必须起到这样的作用 。

”

耗散结构理论认为 ：

一个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 ，外

三
） 相关性 部环境变化达到

一定的度时 量变引起质变 ， 系统通

系统相关性是指 ， 系统之所以 为系统是 因 为组 过不断地与外界交换能量与物质 就可能从原来 的

成系统的各个要素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 的联系 ， 这 无序状态转变为
一种 时空 、功能 的有序状态 。 自 组

就是系统与系统之间 ， 或者系统 内部的各种要素之 织能力 的强弱决定了系统 目 的性的强弱 。

间的相互作用 、相互制约 、相互依赖 ， 这些联系是 以
松 、 认佑

物质 、能量 、信息等各難介实 。 联 系方式不
、社会主乂―价值 系统属

同 形成的动力机制不 同 ，则产生效果不 同 ，并相应 党的 十八大提 出 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是对

地影响系统的结构和特性 。 按照 内容来划分 ， 相关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充分反映 是社会主义

性可 以分为 目 的相关 、结构相关 、功能相关 、时空相 核心价值体系 的进一步升华 。 从其提法 中可 以看

关等 这些相互关系综合发生作用 ，形成了 系统特有 出 ，它是动态的机体 充分体现了 系统论思维方式的

的结构 、功能和特性 ，也就是相关效应 它决定着 系 特性 。

统存在与发展 。 系统的正常发展变化应该遵循空间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整体性

分布结构协调率 、 时 间 序列结构发展率 、量态平衡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新

率 、质态平衡率 ，否则对于系统的正常运转将受到极 成果 全方位反映了我 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追

大的影响 。 求和精神导向 。 倡导富强 、 民主 、文 明 、和谐 ， 反映了

四 ） 开放性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五位一体的总特征 。 孙 中 山使

唯物辩证法告诉人们 整个世界充满着联系 时 中 国人 民醒过来 毛泽东使中 国人民站起来 ，邓小平

时有联系 、处处有联系 系统的开放性是指系统作为 使中 国人民富起来 ， 追求富强是 中 国人民始终为之
一个有机的整体 总是处在与其他系统的相互作用 努力 的方向 ，我 国现在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

之中 ，在相互作用的过程 中不 同 的系统之间进行着 伟大征程 中 。

“

民主
”
一词并不是西方社会的专利 ，

物质 、能量和各种信息的交换 ， 以获得不同 的本系统 中 国 自古 以来就不乏 民主 的元素 ， 由 于封建专制 的

的需要而 向前发展 。 输入和输 出 是系统开放性的 原因 ， 民主并没有被广泛实行开来 或者只是以某种

个基本方面 ， 只有输入而没有输出 ，则有可能造成原 方式 出现了某种民主的低级形态 。 中 国共产党成立

来的系统不复存在 只有输出没有输入 也因此不能 以后就带领 中 国人 民推翻封建专制 ， 朝着建设民 主

获得更加充分的养分而 日 渐式微 任何系统都是一 社会的方 向而不断努力 。 十八大指 出 ：

“

人 民 民 主

个完整的耗散结构 。 当然系统的开放性与封闭性是 是我们党始终高扬 的光辉旗 帜 。

”

中华 民族是一

辩证统一的 开放不是无原则 的开放 ， 系统封闭性是 个有着灿烂文明 的古老国度 近代以来 ， 中华 民族在

系统开放性的原则保证 系统 的开放性也保障 了其 走 向现代文明 的过程 中相对落后 了 ， 然而我们 的追

封闭性不是僵死不变 的 他们是系统活力 的重要体 求没有变化 古老和现代的结合 ，东方和西方的结合

现 。 系统的开放性是系统成长壮大的必要保障 ， 系 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的发展趋势 。 和谐既包括人与

统的封闭性则保障了事物的发展方向 。 系统的开放 社会的和谐 ，也包括人与 自 然的和谐 。 倡导 自 由 、平

性包括 个方面 ，

一是对 内开放 ，
二是对外开放 ， 而 等 、公正 、法治 ， 反 映 了 社会状态 的总要求 ； 倡导爱

内部的开放才能形成系统的结构 外部 的开放则是 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反映 了个人品质的总特点 ，社

系统本身的成长壮大 。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其精炼 的语言 ， 动态地反映 了

五
） 目 的性 我们的生活状态和 国家理想 ，具有高度的概括性 。

系统 以追求有序稳定结构为 目 标的特性 ， 即 系 （
二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层次性

统的 目 的性 。 目 的性决定 了 系统 自 身存在 的必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属于社会主义文化大系统

要性 ，如果系统不能维持 自身的结构稳定性 ，那么该 的子要素 。 从内容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身也

系统就有可能在各种 内外 因素的作用下产生解体 。 是有几个要素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 既包括倡导富

系统的 目 的性与 系统 自 组织性有着不可分割 的关 强 、民主 、文明 、和谐的 国家制度层面的社会主义核

系 ，它是系统 自 组织 的结果 。 系统 自 组织过程就是 心价值观 ， 它集 中反映了 我 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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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 目 标 也包括倡导 在积极努力实现这一梦想 。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自 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的社会集体层面的社会主义 基本 国情下 影响这一伟大 目标的负能量还不断存

核心价值观 。

“

自 由 、平等 、公平 、法治体现 了 中 国 在 需要我们努力克服 ，而这是一个过程 。 无论从形

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社会属性 ，是马克思主义的基 式还是从内容讲 ，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现 ，我

本要求 ，
也是中 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价值追求 。

”

自 们的 国家理想 、社会理想 、个人要求的质量也将进一

由 、平等 、公平 、法治是当代 中 国共产党人坚持科学 步提高并持续向前发展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活

发展 、坚持以人为本 、坚持执政为 民 、坚持依法治 国 的有机体 它将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而不断地丰

伟大实践的集中价值体现 ，也是我们坚持和发展 中 富和完善 自 己 。 在经济全球化 的大背景下 ，文化观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追求 还有倡导爱 国 、敬 念的碰撞是不可避免的 ， 随着 中 国综合影响力 日 益

业 、诚信 、友善的个人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增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将走 向世界大舞台 ，在
“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

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互通有无中增强 自 身的活力 ，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

集中体现了 中华 民族的传统美德 、 中 国共产党人革 社会的灵魂作用 。

命道德和社会主义道德的精华 ， 是 中 国共产党人对 （
五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目 的性

马克思主义公 民道德和价值理念 的新发展 。 这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自组织性决定了社会主

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实践基础上的重大 义核心价值观的 目 的性 ， 即实现 自 身的稳定与持续

理论创新 。 发展 如果这一 目 的不能实现 ， 则它 的性质 、特点和

三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相关性 功能就没有办法发挥 ，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它通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体 过 自 身的耗散结构实现着 自身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现 ，是
一个完整系统 。 根据相关性基本理论可 以得 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 ， 它不仅反映了现实

知 从内部相关的角度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国 社会 ，而且能够评价现实社会 ， 即维护与 自 身性质相

家层面的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之间互为条件 、互为 同的东西 批判与 自身性质相反的东西 。 当今社会 ，

目 的 ， 富强是民主和文明的基础 ， 民主和文明是根据 文化多元 ， 良莠不齐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先维护

富强提供的条件 、适应富强 的特点 和需要而建设和 的是贴近实际 、贴近生活 、贴近群众的多样文化这样

发展的 。 民主为富强提供政治和法律保障 文明 为 的社会现实 批判 的是拜金主义 、享乐主义 、极端个

富强提供思想保证 、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 富强 、 民 人主义等不 良的 、腐朽的意识形态 ，如果任 由这些负

主 、文明三者之间是以和谐的社会大背景作为前提 面现象发展 则会造成侵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的主

的 没有社会的和谐 ，什么事情都是空谈 。 社会层面 导地位的严重后果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自 身 的发

的 自 由 、平等 、公平 、法治也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 ， 展与壮大就意味着不 良思想文化的市场在不断地缩

自 由是社会主义社会追求 的 目 标 ， 没有平等与公平 小 就意味着社会状态在不断地趋向 于 良性循环发

也就谈不上 自 由 ， 平等侧重于结果 ， 公平侧重于程 展之中 ，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 目 的 。

序 。 自 由 、平等 、公平需要法制框架来维护 。 个人层 一

面的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是对个人的道德素养的

基本要求 ，爱国是前提 ，敬业是爱睡体现 ， 诚信是

敬业的基本要求 ，友善是诚信的重要保障 。 社会主 方法论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一般方法 是

义核心价值观的这 个层次是国家 、集体和个人三 关于方法的理论 。 从根本上讲 ，方法就是对客观规

者关系 的完美写照 。 从外部相关的角度说 ，社会主 律的 自觉运用 。 哲学系统论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 ，

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我们 的主流意识形态 其与非主 要用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观点看世界 ， 在认识问

流意识形态是相对应的 ，
二者相 比较而存在 相斗争 题和处理问题的 时候要遵循整体性 、分层次 、相关

而发展 。 性 、开放性 、 目 的性思维方式 。 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

四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开放性 心价值观是一个系统工程 在培育过程中运用 系统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灵魂 ， 论方法是完全必要的 。

是一个开放整体 。 富强 、 民主 、文明 、和谐是我们追 （

一

） 宣传多视角 ，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求的 目标 ， 自 由 、平等 、公平 、法治是我们要实现的社 整体认知

会状态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是每
一个人的道德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国家 、集体和个人三者

求 这 个方面共同织就 了美丽的 中 国梦 ， 我们正 内涵及相互关系 的反映 要使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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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内容有完整准确 的理解 必须加强社会主义 义核心价值观发展与创新离不开世界上其他国家的

核心价值观的整体认知 。 不同行业 、不同地区 、不同 优秀文化成果 我们需要面 向世界 ， 博采众长 ， 为 我

人群可以用丰富多彩的形式去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 所用 。 当然理论和实践分不开 ， 实践是理论创新与

值观的 内容 。 从宣传 内容上讲 ，
要做到社会主义核 发展的根本途径 这就要求我们要把社会主义核心

心价值观国家制度层面 、社会集体层面和个人要求 价值观融人人们的 日 常生活 中 ， 化为生活 中 的一般

层面的有机统一 从宣传手段上讲 ， 可 以充分利用传 指导原则 增强可操作性 。

统媒体和现代传媒相结合的方式 ；从宣传主体上讲 ， （ 四 ） 方法要辩证 ，
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主要是党员 、干部 、先进分子相结合 从宣传客体上 与 时俱进

讲 ，是包括宣讲者在 内 的广大人民群众 ；从时空角度 系统开放性要求我们在认识和实践活动 中 ， 不

看 ， 宣传社会 主义 核 心 价值观应 时 时宣传 、 处处 能独立地 、片面地思考问题 要注意事物在社会环境

宣传 。 中 的坐标 ，关注其 内部要素之间 以及与外部系统之

二
） 内化分层次 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舴 间的相互影响 正确处理输人与输出 的关系 ， 以保障

认知效果 实践活动的顺利展开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僵

系统层次性告诉人们 ，在分析和思考问题时 要 化的意识形态 而是一个发展 的动态系统 。 思维方

注意不同层次之间 的 区别与联系 ， 自 觉运用层次观 式上保持输人与输 出 的辩证统一 ， 是保持社会主义

点 ，有助于完整准确地理解事物的本质 。 从内容讲 ， 核心价值观活力 的重要措施 。 在经济全球化 、世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 国家层面 、社会层面和个人 多极化 、文化多元化 、社会信息化的大背景下 ， 如何

层面三者的有机统一 ，但地位有所不 同 。 在社会主 更进一步实现国家的富强 、 民主 、文明 、和谐 社会的

义核心价值观宣讲和培育的过程中 ，
三者不能并重 ， 自 由 、平等 、公平 、法制 ，个人的爱 国 、敬业 、诚信 、友

应该层次清晰 。 在 国家层面上 应突 出理想性 以激 善 ，将会是压力很大的事情 。 当然对于外来事物不

发人们 的无限向往 这是人们行动 的重要动力 。 在 能
一概排斥在外 应该经过认真的 比较鉴别 ，取其精

社会层面上 ，应突 出其制度性特点 ， 以便为人们在全 华 ，弃其糟粕 。 有压力才有动力 ， 否则社会主义核心

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 中做好当下 的工作 提供可 价值观就会失去竞争力和活力 。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靠的制度保障 。 在个人层面上 ， 应通过社会主义现 设的经验是我们的宝贵财富 ，教训也是另一种财富 ，

代化建设过程中 出现的 比较典型的正能量和负面现 他们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自 组织性的增强将

象给人们以道德教育 使这些基本的道德要求可操 提供重要支撑 。 实践是认识的源泉 ， 实践发展变化

作性增强 。 如果层次不清 眉毛胡子一把抓 没有轻 决定 了认识的发展变化 将实践 中形成的一系列经

重主次之分 ，则难以达到应有的培育效果 。 验和积极成分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过程中

三
） 联 系立体化 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去 ，是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代性 的又一重要

机体活力 源泉 。

系统相关性原理告诉人们 ， 在分析和处理问题 （
五

） 内涵生活化 ，
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时 ， 既要注意构成系统要素之间 的联系 ，也要注意系 稳固地位

统与环境之间的联系 ，要正确处理彼此 的关系才能 系统 目 的性告诉人们 ， 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使事物顺利发展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 由 国家 、 的过程中 ，保持稳定性是系统发展变化的根本 。 社

社会 、个人 个层面组成的 在 内容建设上不但要分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社会本质 的体现 ， 是

清层次 还要正确认识这 个层次之间 的关系 ，不能 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 的根本特征 ，保持其主导

就某个问题而谈某个问题 。 国家理想 的实现 离不 地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要求 。 毛泽东

开个人的努力奋斗 ，更离不开 良好 的社会环境 。 在 说
“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 ？ 是群众 ，是千百万真

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 中 ， 摆 出 的事 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 。 这是真正 的铜墙铁壁 ，

实 讲出 的道理 ，要像一条红线贯穿于这 个层面 。 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 。

“

人 民群众对于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立足于 中 国土壤基础上 的 ， 核心价值观的真正信仰就是新时期 的铜墙铁壁 ，然

所以 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也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而要使人 民群众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 自 己

观的养料来源 ， 因而我们需要立足传统 ， 推陈 出 新 ， 的实践指南 还需要一个过程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把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融人其中 。 在经济全球化的 观 个方面的基本内涵都是比较抽象的 对于一般

过程 中 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与碰撞 日 益激烈 ，社会主 的群众作到深层次理解 ， 还有不少的条件限制 。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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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我们要做的就是用丰富多彩的形式 ，生动活泼的 展决定了人们认识的进步 ，先进的认识又能推进实

语言 喜闻乐见的方式来表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践的发展 关键的问题是如何使人们掌握那些先进

使理论给人 民群众 的 日 常生活带来实实在在 的好 认识 。 毛泽东说过 ：

“

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 ，

一

处 ，使人民群众听得懂 、愿意听 记得住 、愿意记 用 旦被群众掌握 就会变成改造社会 、改造世界的物质

得上 、愿意用 。 人民群众的接受将会使社会主义核 力量 。

”

理论不可能轻轻松松走进人们 的 内心世

心价值观在意识形态领域 的主导地位真正得到坚 界 ，人们对于先进理论的掌握需要经过繁重的工作

持 这才是真正地发挥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社 才有可能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个字 ，语言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作用 。 炼 但相对抽象 在推进其大众化的过程中肯定会面

临不少困难 。 从系统论观点分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

观 ，是对于它的 内涵的一种解构 使其能够更详细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系统论解构 ， 是推进社 呈现于人们面前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系统性内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基础性工作 ， 对于社会 涵决定了系统性培育方法的必要性 ， 推进社会主义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众化有重要意义 。 社会主义核 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离不开科学的方法和艺术 ， 而系

心价值观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 中 国化的重大进展 ， 统论作为方法论的重要原则依据 有助于制定 比较

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标志 。 社会主义核 科学的培育方法 ，使人们较为稳妥地接受社会主义

心价值观内涵丰富 是运动和静止的辩证统一 ，是中 核心价值观 ，这也有助于从根本上巩固社会主义核

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指南 。 实践的发 心价值观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 。

参考文献 ：

贝塔朗菲 普通系统论的历史和现状 科学学译文集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

钱学森 论系统工程 长沙 ：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

马克思 ，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 卷 ） 北京 ： 人民 出版社 ，

拉兹洛 用系统的观点看世界 闵家胤 ， 译 北京 ： 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曾广容 系统的 目 的性 系统辩证学学报 ，

胡锦涛 坚定不移沿着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 中 国共产党第十八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北京 ： 人 民 出版社 ，

韩振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基本层次 光明 日 报 ，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 第 卷 ） 北京 ： 人民 出版社 ，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 第 卷 ） 北京 ： 人民 出版社 ，

：

；

； ；

；

： ； ；

责任编辑 李世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