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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共同价值说明了在某一具体的历史发展阶段，人们有共同的价值理念、

价值理想、价值追求，因而共同价值是适用于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地域的，

这与“普世价值”所鼓吹的超越时空、超越地域、永恒存在的价值有根本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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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价值”争论走向“共同价值”凝练
张艳涛

2016 年“普世价值论”的新动向

与以往相比，2016 年“普世价值论”的争论，中国要素明

显增加，中国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日渐

增强，中国话语体系建构、中国话语权和中国意识形态安全提

升提到日程。

从批判别人逐渐走向关注中国自身，这是一个重要的进步。

当前，我国发展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

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我们要准确把

握战略机遇期内涵的深刻变化，更加有效地应对各种风险和挑

战，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这也是在国际上树立起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重

要支撑。一个国家的外部崛起，本质上是其内部力量的外延。

中国发展的目标绝不止于“强国富民”，而应是“建构现代文

明秩序”。只有在建构现代文明秩序方面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

中国才能真正由“大国”走向“强国”，也才能更加赢得世界

的尊敬与尊重。

从解构逐渐走向建构，建构中国话语体系和提升中国话语

权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重大现实问题。在全球秩序转型期和中

国发展关键期，西方在话语、模式和规则等方面依然占据主导，

西方处处“借势设阱”，中国理应“顺势而为”。正如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的，“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总是企图让我们党改

旗易帜、改名换姓，其要害就是企图让我们丢掉对马克思主义

的信仰，丢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而我们有些人甚

至党内有的同志却没有看清这里面暗藏的玄机，认为西方‘普

世价值’经过了几百年，为什么不能认同？”这表明，建构中

国话语体系和提升中国话语权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重大现实

问题。

从沉默失语到发出中国声音，逐步认清价值观争论的本质

和核心。“普世价值”绝非单纯的学术概念，在浓密的学术外

衣包裹之下，则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全球话语霸权

及其强势政治诉求。西方宣扬和推行“普世价值”的一个重要

方式，是将“价值性知识”包装为“真理性知识”，进而试图

垄断自由、民主、正义等的解释权。西方把他们的“民主国家

体系”和“自由体制”视为全人类的共同追求，因此其他国家

和民族都要向西方看齐。可是，所谓“普世价值”后面其实是

利益诉求、制度特质和意识形态。因此，深层次的问题是政治

和文化，而非经济和社会，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把握价值观

争论的本质和核心。

从妄自菲薄到坚定自信，坚定中国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资本主义民主、自由、平等、人权，作

为反对封建制度的价值观是进步的，但它是以私有制基础的，

其结果必然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和人权。归根结底，

西方国家倡导的“普世价值”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是资产

阶级私有制和资产阶级利益在价值观上的显现。因此，绝不能

把个别和特殊的价值观说成是普遍和普世价值观，也不能把“之

一”当成“惟一”，更不能把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一切成果

归因于“普世价值”，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是向资本主义的“价

值回归”，这是典型的“西方中心论”。中国已在新的全球化

条件下独立自主地走出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对此，我们要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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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自信。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所谓“普世价值”有本质区别。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民主，是人民民主、是人民当

家作主；自由，是人民民主专政下的自由，是同纪律有机统

一的自由；公正，是人人平等、人人享有的公正；法治，是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法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每个关键词，既根源于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又充分吸取了现代人类文明的优秀思想，实际上回答

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

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与西方价值标准有着清晰分野。

就此而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

重要贡献，也是中国对人类文明包容互鉴所做出的郑重承诺。

从“普世价值”争论走向“共同价值”凝炼，打造人类命

运共同体。针对西方国家的“普世价值”概念，中国提出了“全

人类共同价值”的概念，是十分必要、十分重要的。在由世

界大国走向世界强国的征途中，中国要积极倡导共同价值，

努力打造人类价值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然而，命运共同体

打造过程中要有效防止一国的“偏好”沦为对他国的“偏见”。

共同价值不同于“普世价值”，共同价值说明了在某一具体

的历史发展阶段，人们有共同的价值理念、价值理想、价值

追求，因而共同价值是适用于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地域的，

这与“普世价值”所鼓吹的超越时空、超越地域、永恒存在

的价值有根本的区别。共同价值体现的是国与国发展中的共

性，揭示了当今时代不同国家息息相关、紧密相连的命运。

“普世价值论”争论要注意的三个问题

首先，防止陷入西方话语陷阱。简单否定自由、平等、民主、

正义等人类共同价值是缺乏自信的表现；盲目接受西方的自由、

平等、民主、正义等观念同样是缺乏自信的表现。正是因为缺

乏自信和迷信西方，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后，有一种声

音认为，中国终于接受了西方的“普世价值”，这是一种误解。

在当今西方社会占支配地位的主流价值观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

展而产生和成熟起来的。冷战结束以来，在西方价值观捣鼓下，

一些国家被折腾得面目全非。如果我们用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

系裁剪我们的实践，用西方资本主义评价体系衡量我国的发展，

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中国坚定走自己的路，揭露“普世价

值”的本来面目，并不意味着否定人类共同价值的存在。相反，

承认共同价值，才符合人类社会的基本事实和发展规律。共同

价值尊重文明多样性，主张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是不以人的主观

意志为转移的；而“普世价值论”打着人本主义的旗号，鼓吹“西

方文明中心论”。

其次，防止丧失中国文化自信。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

发展，中国人心态也发生了变化，开始以自信的方式谈论“大

国崛起”。然而个别人仰视西方文化，对西方文化顶礼膜拜，

这是中国文化最大的危机。面对日益复兴的中国，我们应充满

自信。民族复兴是民族文化繁荣的契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不仅要有特色，要体现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还要具有普遍的

世界历史意义，具备世界眼光、引领世界潮流。正如习近平同

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坚定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

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再次，防止丧失话语权意识。如果说历史的任务是历史提

出来的，那么现实的任务就是现实问题倒逼出来的。在 21 世纪，

现实问题倒逼中国进行话语体系建构和提升中国话语权。在全

球化和多元化时代，话语权斗争十分复杂、非常尖锐、相当严峻，

而且是长期的。如今，在世界范围话语权上“西强我弱”的格

局还没有根本改变，中国发展优势和综合实力还没有转化为中

国话语优势，中国话语体系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在一些方面

处于“失语”或“无语”状态。失语就要挨骂，无语即被边缘化。

由此可见，建构中国话语体系和提升中国话语权是我们必须解

决好的重大现实问题。在价值观竞争的背景下，一定要努力占

据价值观竞争的道德制高点，争夺价值观话语权。价值观竞争

是理想观念感召力、吸引力的竞争，只有站在制高点上，才能

赢得群众、赢得未来、赢得话语权权。防止西化、分化和僵化，

关键是改革创新，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真正把马

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清楚、讲明白。  

（作者为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注：本文系 2016 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全球视野下中国话

语体系建构与中国话语权提升研究”（项目编号：16BKS093）的

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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