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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值观是人类行为的内在伦理依据,是人类

行为的指导性观念,也是人们精神动力的根本源

泉。价值观作用的发挥,以人能够将价值观内化

于心为前提。价值观内化于心的方式有很多,可
以运用逻辑力量进行理性说服,也可以运用形象

力量达到情感悦纳,更有效的方式则是理性与非

理性融会形成人自觉行为的理想信念。确立价

值观的本体论依据是价值观实现内化的重要途

径。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宋明理学(不论是程朱

理学还是陆王心学)的代表人物给自己确定的核

心任务都是为儒家伦理价值观确立形而上的本体

论依据。在他们看来,没有本体论依据的价值观

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本体论依据,是当前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

使命。

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劳动

本体论的伦理旨归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指

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建立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本体依据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

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改革开放,我
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不断创新,
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

本体论的问题上,学者们以反思深受苏联《联共

党史·四章二节》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

体系为切入点,逐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

体论概念不是物质,而是人们的生产实践,即劳

动。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从物质本体论发展

为实践本体论,进而被确立为劳动本体论。事实

上,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谈

到自己的哲学与以往哲学的关系时也曾强调:
“我们在这里看到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本主义既

有别于唯心主义,也有别于唯物主义,同时是把

它们二者结合起来的真理。我们同时也看到,只
有自然主义能够理解历史活动。”[1]也就是说,马

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革命,终结了近代哲学唯

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历史,马克思主义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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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体论既不同于以往唯物主义的物质本体论,也
不同于以往唯心主义的精神本体论,它是将二者

结合起来的真理,超越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

对立。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者以客观物质为

本体,唯心主义者以主观精神为本体,不论是唯

物主义者还是唯心主义者,其本体论都在主观世

界和客观世界之间设置了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
这注定了他们都既不能很好地揭示客观世界的

规律,也不能很好地解释主观世界,特别是不能

真正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和人类社会生活的

秘密。马克思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

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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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3-504马克思主义

哲学之所以能够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

立,就是因为其哲学的本体论概念既不是纯粹客

观的物质,也不是纯粹主观的精神,而是沟通二

者的桥梁,即人类的实践活动,特别是生产实践,
即劳动。劳动本体论弥合了主观世界和客观世

界的鸿沟,劳动哲学不仅能够科学地解释世界发

展,而且能够科学地解释人类思想认识,更重要

的是它不仅能够解释世界,而且能够指导人们真

正地改造世界。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是劳动本体论。

对此有学者提出:“用始自亚里士多德的传统哲

学研究范式衡量,马克思围绕劳动而来的对人

类社会历史的看法,实际是人类思想上的全新

哲学本体论,即劳动哲学本体论。马克思并未

明确指出自己的劳动观就是劳动哲学本体论,
但把他有关劳动的思想加以梳理和综合便可发

现,马克思文献中存在劳动哲学本体论思想是

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从基于经验事实而来的

归纳角度看问题,劳动哲学本体论抽象层次最

高,处于理论内容的最上端;从理论形态存在的

角度看问题,劳动哲学本体论又处于最底层,是
马克思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其他理论因素都基

于它而来,以它为自己的哲学依据。劳动哲学本

体论 是 马 克 思 思 想 体 系 最 精 华 性 的 逻 辑 凝

结。”[3]我们之所以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

论是劳动本体论,是因为马克思从劳动出发建构

了自己的世界观、方法论和历史观、价值观。劳

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也是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归宿。
其一,劳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世界的出

发点。马克思认为以往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

点就是只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世界,
而不是从主体出发,把世界当作人的感性活动、
当作实践去理解。马克思从实践,特别是生产

实践即劳动出发认识世界,世界不再是纯粹的

客观世界,而是劳动的对象,自然作为劳动的对

象,是人化的自然,劳动实践对象之外的自然,
对于人来说没有意义。以往的唯物主义单纯从

客观世界出发,世界变成脱离人的僵死的世界、
没有能动性的世界。所以马克思说:“从前的一

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

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

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他们当作人的感性

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
因此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把

能动的方面发展了,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

唯心 主 义 当 然 是 不 知 道 现 实 的 感 性 活 动 本

身的。”[2]499

世界观就是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劳

动本体论为其劳动哲学方法论奠定了基础。从

劳动出发认识世界,其方法论必然是劳动辩证

法。当然,马克思的劳动辩证法也是其批判继

承黑格尔哲学的结果。马克思说:“黑格尔的

《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

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

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
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

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

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

动的结果。”[2]205可见,马克思是在批判继承黑

格尔劳动理论的基础上,对劳动进行了更加深

入的研究,并将其作为哲学的本体概念和核心

概念,建构了自己的劳动辩证法思想。也就是

说,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只是人的主观精神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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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规律;在马克思这里,辩证法则是人类认识

世界、改造世界的规律,是人的社会实践的规

律,是劳动的规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认

为马克思的辩证法的突出特点是实践辩证法或

劳动辩证法,没有实践、没有劳动,就没有主体

与客体的统一、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更没有辩

证法。
通观马克思的经典著作,马克思几乎没有

系统地阐述其本体论和方法论哲学,但是他在

认识社会历史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分析批判资

本主义社会时,贯彻了劳动本体论和劳动辩证

法,这种社会历史观就是唯物史观,准确地说是

劳动历史观。马克思的劳动历史观超越了以往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社会历史哲学,从实践、
劳动出发,从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出发认识世界,
真正解释了世界的秘密。正如马克思所说:“社
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诱入神

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

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2]505-506可
见,马克思的劳动哲学历来强调从劳动出发,在
主体与客体的对立统一中认识自然、社会、历史

和人,强调真理与价值、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其二,劳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世界的

归宿。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

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502以往的唯

物主义只是想解释世界,所以把世界理解为脱

离人而独立存在的客观世界。马克思创立自己

哲学体系的目的不仅是要解释世界,更是要改

变世界。马克思就是看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劳

动者的不幸境遇,认为劳动者遭受这种不幸境

遇是不公平的,所以,他要改变世界,改变劳动

者不幸的命运,消除劳动异化,使劳动回归为人

的本性活动。马克思在劳动哲学的基础上创立

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是为无产阶级劳动

者提供解放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为全人类勾画

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社会是建构在劳动

哲学基础上的,是以劳动神圣作为社会伦理追

求的美好社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旨归就

是创造一个真正属于劳动者的社会。

二、 劳动神圣与社会主义的

价值追求

  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核

心价值观。资本主义价值体系以私有财产为本

位,一切社会制度和社会文化的建设以尊重和

保障个人权利特别是私有财产权不受侵害为前

提、为核心,占有财富是个人自我实现的根本方

式。这种价值体系必然导致资本压抑劳动、劳
动异化、劳动者畸形发展。劳动者为了生存不

得不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主义社会是劳动者为自己建造的理想社会,社
会主义社会制度设计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尊重劳

动、尊重劳动者、保障劳动者的权益、劳动神圣、
劳动者神圣。

资本主义社会以自由市场经济、民主政治

作为最基本的社会制度。这种政治经济制度从

表面看来,突出强调人与人的平等、人人享有自

由权利,但是这种平等往往是形式上的、抽象的

平等。这是因为,现实生活中任何人的自由权

利都不能脱离物质基础而独立存在。而资本主

义社会不是将人们享有自由权利的物质基础作

为人们获得权利的基础,而是把它作为自由权

利的核心,社会制度以尊重和保证个人的私有

财产权为核心价值导向,其结果是谁掌握私有

财产所有权,谁就有自由。资产阶级是资本主

义社会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保障资产阶级的利

益就成为资本主义制度最根本的追求。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因为没有生产

资料,他们生产的产品越多,自己占有的财富就

越少,就越被自己生产的产品奴役。马克思说:
“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

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

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

界的贬值成正比……这一事实无非是表明:劳
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

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

对立。”[2]156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不是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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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自我实现的方式,而是扭曲劳动者的手段,马
克思说:“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
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

越有力量,工人越无力;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

笨,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劳动为富人生

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
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劳

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

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

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

生产 了 智 慧,但 是 给 工 人 生 产 了 愚 钝 和 呆

痴。”[2]158-159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在劳动中

没有创造的快乐,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
感受到的是肉体的折磨和精神的摧残。在资本

主义社会中,劳动异化的原因是人与人的异化,
马克思说:“如果劳动产品不是属于工人,而是

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那么这只

能是由于产品属于工人之外的他人。如果工人

的活动对他本身来说是一种痛苦,那么这种活

动就必然给他人带来享受和生活乐趣。”[2]165在
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劳动是被资本家强迫的,
工人不能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除了维持生存

的基本生活资料,其他都被资本家剥夺。资本

家拥有私有财产,不劳动,却占有和享受工人创

造的劳动产品。私有财产既是异化劳动的原因

也是异化劳动的必然结果。劳动是人自由自觉

的活动,是人的本质。因此,资本主义应该被推

翻。而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想社会应该是消

除劳动异化,还原劳动的本来状态,实现人性复

归的社会。因此,用来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

义就其本质而言,应是劳动人道主义,或曰劳动

社会主义。较之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

应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本质属性。
其一,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体是劳动者。资

本主义社会以资本为本位,社会主体是资本的

占有者,也就是资本家。没有私有财产的无产

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没有社会地位,是被压

迫、被剥削、受奴役的阶级,不是社会的主人。
社会主义社会以劳动为本位,社会主义社会消

灭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对立,社会大

多数成员成为平等的劳动者,劳动者翻身当家

做主,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体。社会生活中人与

人的异化基本消除,社会成员之间的矛盾主要

是人民内部矛盾、非对抗性矛盾。国家协调处

理社会成员的相互关系应该充分保障各不同社

会阶层的劳动者的利益,同时保证社会成员彼

此之间利益分配不是过分悬殊,协调处理社会

成员的关系必须以和谐统一的思维为指导,以
促进社会和谐、增进社会内在凝聚力为目标。

其二,社会主义社会是逐步消除劳动异化

的过程。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异

化表现为劳动行为异化、劳动产品异化、人的本

质异化和人与人的异化。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

逐步消除劳动异化的历史过程。中国现在处于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剥削阶级作为统治阶级已

经被消灭,大规模的阶级斗争不复存在,人与人

之间的异化基本消除,但是劳动行为异化、劳动

产品异化、人的本质异化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进一步消除劳动异化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目标,
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任务。

其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是劳动神圣。
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而马克思

主义的本体论是劳动本体论,劳动者是社会主

义的主体,社会主义的目标是消除劳动异化。
可以说,劳动本体论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基础。如果从劳动出发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劳动神圣、劳动者神圣就应是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尊重和保障劳动者权益则

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追求。

三、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建构于劳动本体论之上

  价值观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导向。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价

值取向。将马克思的劳动本体论思想作为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体论基础,就是要在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坚持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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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主义,坚持从劳动出发理解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基本观念。

2012年12月,党的十八大提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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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一,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是指导国家发展的价值观念。①富强就是

国富民强。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强调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不断提高人民

群众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富强是社会主义

的价值追求。从劳动出发理解和践行富强价值

观念,一方面,要强调通过劳动者的辛勤劳动实

现富强,更要强调通过劳动创新实现富强,社会

主义社会不可能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依靠对海

外落后民族的资源掠夺来获取物质财富,而是

强调通过劳动创造财富;另一方面,社会主义要

逐步克服劳动产品异化,经济发展、物质财富丰

富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条件,但不是社会主义发

展的唯一目的,在追求经济效益的过程中,不能

将富强作为唯一的价值追求,更不能使富强凌

驾于其他价值追求之上。在社会成员的价值追

求中,要倡导节制,克制物质欲望的膨胀,将对

物质财富的追求限定在理性需求 的 范 围 内。

②民主是人民当家做主。人民是一个历史概

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历史内涵,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人民就是广大劳动者,
既包括从事物质生产劳动的工人农民,也包括

进行精神财富创造的广大知识分子,还包括所

有的社会管理者和资产经营者。社会主义民主

建设是各阶层劳动者当家做主,国家应该充分

尊重各阶层劳动者的利益,给予各阶层劳动者

表达自己意愿的途径,并为劳动者通过自身努

力改变自身所属社会阶层提供上升渠道。③文

明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成就。文明进步的标准是

文化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更多的空间,也
就是说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文明的尺度和目

的。资本主义文明一定要被社会主义文明取

代,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导致劳动异化、人的畸

形发展。社会主义文明要逐步消灭劳动异化,

不断开拓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空间。劳动者个人

自由全面发展的水平是衡量社会文明的根本尺

度。④和谐是社会成员求同存异、和睦相处。
社会主义消灭了人与人的异化,为社会成员的

和谐相处奠定了基础。和谐作为价值观,要求

用合作统一的意识对待社会成员的相互关系,
放弃革命时期对立斗争的革命思维。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建设,前30年的重大教训之一就是将

指导革命的斗争哲学沿用到社会主义建设中,
邓小平同志领导改革开放,停止以阶级斗争为

纲,就是要将和谐作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建设的价值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谐从

根本上讲是劳动者和谐共处,但是和谐共处不

是消除劳动者的彼此差异,不是平均地享有社

会权益,而是要尊重劳动,确定以劳动质量和数

量的差异为社会权益分配的基础,劳动者在承

认劳动差异的基础上和睦相处。
第二,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主义社

会追求的价值观念。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在

资本主义社会同样被倡导。社会主义的自由、
平等、公正、法治与资本主义的根本不同在于,
它们建构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基础上,不
是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哲学为基础,不是以

物质财富特别是私有财产作为社会本体,而是

以劳动为本体,从马克思的劳动本体论出发理

解自由、平等、公正、法治。①自由从法学和政

治学的角度理解,其基本含义就是权利,国家赋

予公民什么样的权利,公民就拥有什么样的自

由。资本主义社会的主体是资产阶级,资本主

义社会国家制度设计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充分保

障资本所有者的权利,其核心是私有财产所有

权不受损害;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体是劳动者,国
家制度设计的根本宗旨就是要保障劳动者的合

法权利不受损害。②不论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还

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平等和公正都是社会成员

应该获得的最基本的权利,资本主义社会的平

等是金钱面前人人平等,所谓社会公正指的是

社会利益依据利润、地租和工资的方式进行分

配,是按照生产要素进行分配;社会主义则是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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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面前人人平等,社会公正更多地强调的是按

劳动分配。③不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都要依赖法律,以法治的方式来保障社会成员

的平等和公正,但是资本主义法律保障的核心

是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权,社会主义法律保障

的是劳动者的劳动权利。
第三,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社会成员在

社会生活中应该秉承的价值观念。爱国、敬业、
诚信、友善等价值观念几乎是历代社会不同民

族共有的价值观念,但是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

人赋予这些价值观念不同的内涵。①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社会成员表现自己爱国主

义精神的主要方式就是勤奋劳动。②劳动者要

把自己的劳动特别是职业劳动作为为国家经济

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的根本方式,劳
动者不仅要把职业劳动作为自己社会价值实现

的主要方式,也要把它作为个人自我实现的主

要方式,只有赋予职业劳动以神圣崇高的价值,
才能够培养真正的敬业精神。在社会主义社会

中,劳动者敬业的内在伦理依据不同于资本主

义社会和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神圣

是劳动者敬业精神的内在源泉,而且敬业本身

也体现为劳动神圣。③诚信和友善是更宽泛的

伦理概念。它们是人们在一切社会生活中都应

该坚持的伦理价值观。但在劳动关系处理中坚

持诚信和友善应该是基础。因为劳动关系是最

一般的社会关系。

本体论是价值观的形而上基础。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本体论是劳动本体论,以马克思主义

为指导思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劳动

人道主义,或曰劳动社会主义。因此,建构在马

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基础之上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也应是劳动本体论。从

马克思主义劳动本体论出发,认识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基本理念,首先强调的就是劳动神

圣,即将“劳动神圣”落实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制

度设计中,充分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其次是

从劳动出发,从劳动者的立场出发,理解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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