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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文化的价值特性和核心价值观构建 

郭维平 

(嘉兴学院平湖校区，浙江嘉兴 314200)    

摘要:文化具有客观价值性，其价值主要体现在文化与人发展的关系、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这两个维度。浙江在历

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了独特的文化传统和人文精神，在改革开放中充分体现了其价值特性:时代 h'}和历史性相统一，

人文传统得到现代转换;现实性和思想性相统一，价值共识得到凝练;主体性和客观性相统一，经济与社会得到快速

发展。浙江优秀传统文化是核心价值观的基源意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浙江文化具有整合与统领作用，应在传

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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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现象”是因浙江显著的发展绩效而出现的新名词。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作为一个资源小省迅速崛起为一个经济与文

化大省，经济总量从全国第 12 位很快跃升到第 4 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连续 20 多年保持全国各省区第 1 位，被公认为是经

济增长速度最快、各方而最富有活力的省份之一。浙江持续高速增长现象的背后是什么?生机盎然的发展活力来自哪里?浙江并

没有先发的工业化基础和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或资源优势，也没有特殊的国家政策扶持，“浙江现象”的出现不在于物而在于人，

是其独特的人文精神和价值理念在起作用，是浙江优秀传统文化中积极的文化因子深深地影响了浙江人的思想观念和认知方式，

形成了与社会发展相一致的核心价值观，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那么，浙江文化有哪些价值特性?与核心

价值观建构有怎样的关系?本文拟从文化的价值性视角来进行探讨。 

一、文化的价值性 

(一)文化的本质 

文化是人类劳动创造的、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中国大白科全书》社会字卷说:’“厂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产

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狭义的文化专指语言、文学、艺术及一切意识形态在内的精神产品。”川事实上，现代社会对文化普遍做

出的是狭义的理解，认为文化专指人类的精神现象和精神产品，自 20世纪以来，人们己逐渐倾向于从经济、政治、文化三者并

列的角度使用文化概念。唯物史观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化作为精神活动及其产品是经济、政治的反映。毛泽东在

《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曾作过科学的阐述:“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

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

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心〕文化的外延是文化现象，主要有文字、语言、艺术、自然科学技术、

经济思想和理论、法律、伦理道德以及宗教信仰、哲学和社会学说、教育、新闻出版等。 

人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创造物。文化从源头上说就是人化，即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财富和文明成果，包括物质文

明成果、精神文明成果等。文化从功能上说就是化人，即教化、内化、提升、丰富人的涵养与素质，使人以人的方式而不是以

动物的方式生活着，这是文化最根本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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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的价值 

文化是一种价值现象，具有客观价值性。一般认为，价值是指现实的人(主体)同满足其某种生存或发展需要的客体之间的

一种关系，即指客体对于主体的某种适用与意义。文化的价值性相应地是指:文化作为客体对于现实的人的文化本性和需求的某

种适用与意义，它主要体现在文化与人的发展的关系、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这两个维度。 

1.文化与人的发展的关系 

对个体而言，文化起着塑造人格、实现社会化的功能，即“文化化人”，这就是人文价值。人在使外部世界“文化”的同时，

也使自己逐步“人化”，与原本“自在的、混沌的、蒙昧的自然状态”相区别，形成“人的状态”“社会的状态”。文化的这种本

性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把“尽可能完整的全而的”人生产出来。川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以教化立人”也是这个意思，使人

“生而有礼”，有仁爱之心、道德之心，懂廉耻、知进取，成其为真正的人。这是人之为人的本性需求，可见，人文价值是文化

的首要价值。特定的文化可以熏陶人、培养人、引导人、改造人，把人身上的野蛮动物本性改造掉，把与社会不相适应的思想

和习性消除掉，使人有“人性”，并按照一定的方向发展，以符合社会的文明标准和发展状态。 

2.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人是群居动物，文化的核心问题就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问题。“以文化之”的人必然产生文化之思维和思想，以

人文价值统领、覆盖物质世界，进而就有了文化的思想价值、情感价值、生活价值、民生价值等。其中最核心的是思想价值，

表现为价值观念的整合与引导:文化能够融合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不同的思想观念，使之趋于基本一致。因为人具有从众心理，总

是力图从所处环境中寻求支持，避免陷入孤立状态，所以凡是社会文化及舆论普遍肯定的事物与行为，必然会被大多数社会成

员认同和追求，反之亦然。这就使文化能对不同的社会群体发挥目标引领、行为规范、意见整合的作用，进而起到社会整合与

导向的作用。一个社会(或是民族、地区)的主导文化有其相对独立的思想价值观念和规范体系，在它长期的熏陶、教化和培育

下，整个社会(民族、地区)的思维习惯、情感表达、价值追求、道德信仰也会逐渐趋同，从而聚合成一种群体效果和社会现象，

表现为一种整体性的社会文化境界，比如浙江精神和浙江现象，比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直接影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三)文化价值的规律 

我们用价值率来描述社会价值增值的速率。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的基础是经济，政治是经济的产物，经济的价值效果

可以直接度量，政治的价值效果却要通过相关的经济活动来体现。而文化是经济和政治的产物，政治是经济与文化的中介，所

以，文化事物的价值效果要通过相关的政治(或经济)活动来体现，由经济学中“广义价值规律”的推论可得:文化事物的价值率

围绕它所影响的政治(或经济)事物的价值率上下波动，当文化事物的价值率大于它所影响的政治(或经济)事物的价值率时，就

会促进该事物的发展，反之就会阻碍该事物的发展。也就是说，文化价值的正负由它所影响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情况而定。 

另一方而，由于文化包含了语言、文字、艺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一切人类的精神现象和精神产品，所以它实际上就

是调整与控制所有经济规则和政治规则之规则，虽然源于人的实践活动，又规范与导引着人的实践活动。这种高层次规则的改

变会在更深的层次上影响和制约着社会各种矛盾的现实状态和发展方向，影响着社会各方而的利益关系，甚至能间接地改变社

会财富的增长速度，因而文化以间接方式创造着财富，是一种广义的社会生产领域。尽管决定整个社会而貌的是经济，但文化

在其中的作用是巨大的、重要的、不可缺少的。文化行为相对于经济政治等其他行为而言具有更大的全局性、长期性和高价值

层次性等特点。 

二、浙江文化的价值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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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素称“文物之邦”，在长期社会发展过程中己积淀成了独特的浙江精神和文化性格，在浙江经济

社会发展中充分体现了其价值。 

(一)浙江传统文化与人文特点 

文化传统是对先人的传承与重新选择。浙江人在特有的地理资源环境、生产生活方式和历史背景下，传统文化不断得到传

承和扬弃，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传统和人文特点。 

1.敢闯敢创且刚柔并济的文化性格    浙江总体人多地少、资源医乏，为了开辟生存之路，逐渐形成了敢闯敢创的精神，

出外谋生者众。浙东相对而言山地多生存环境恶劣，还存留着一些古老百越族悍勇、质朴和大胆进取的心理特征，驻勇坚韧、

敢为人先，向外拓展意识强，文化性格偏向“剑”的刚性。浙西是平原和水网居多，交通、农业均较发达，因而这里的民风相

对平和，商品经济意识强，经营上精管理、巧安排、善思虑，文化性格偏向“萧”的柔性。绵长的海岸线还使浙江人养成了心

胸开阔、敢于闯荡、和衷共济的}h}格。     

综合而言，浙江人既有山里人驻勇坚韧、顽强拼搏的硬气，又有滨海人勇于开拓、敢于闯荡的胆气，还有水乡人善于谋划、

豁达变通的灵气，可谓是敢闯敢创且刚柔并济。     

2.工商为本与义利并举的文化传统     

浙江人一贯重视工商，有长年外出经商谋生的传统。在唐宋时期，浙江己有商船出海贸易，成为全国工商业发达的地区之

一;黄宗羲早在明末就提出了“工商皆本”的思想，促进了经商之风，浙江龙游商帮和宁波商帮成了明末清初我国十大商帮中的

两大帮。鸦片战争后，温州、宁波、杭州均被开辟为商埠，近代又毗邻大都市上海，加速了经商贸易的发展，使浙江人工商为

本的意识进一步发展，且在长期经商中养成了精明的商业头脑，养成了诚实守信的群体性格，崇尚义利并举，还形成了强调现

实主义、注重经世致用、倡导重视工商的“永嘉事功学派”，继承并发展了传统儒学中“外王”和“经世”的一而。今日“浙商”

成为我国历史上晋商、徽商之后的第一大商帮而享誉中外。     

3.崇文厚德包容和善的文化特质     

历史上“安史之乱”等引起的三次南迁之潮带来了南北文化的大交流，造成了江南文化的繁荣;另外，1840 年后宁波、温

州、杭州相继辟为通商口岸，使浙江人处于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前沿，接受他国文化熏陶较早较多。中西方文化孕育了浙江人向

外开放的接纳心态，使浙江文化繁盛发达，耕读传家，名人辈出，具有崇文重学的文化底蕴。总体而言，浙江文化具有一种向

内求生存的忧患意识和敢为人先的气魄、向外开放的接纳心态和开拓进取的精神。 

(二)浙江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特性及体现     

浙江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源远流长，流淌在浙江人民的血脉里，构成了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在浙江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

不仅体现了文化的一般价值性，还有其价值特性。尤其是在改革开放气候下，“给点雨露就发芽，给点阳光就灿烂”，其文化价

值性得到充分体现。     

1.历史性和时代性相统一—传统文化得到现代转换     

优秀传统文化能否超越时空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发展，对文化的价值实现十分重要。中国的改革开放促使浙江传统文化内部

范式发生更新，价值因子发生创造性转化，在传承与创新中实现了现代转换。比如改革开放激活了浙江人敢闯敢创、勇于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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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精神，转换为排山倒海式的创业激情，“创业了”“下海了”成为浙江 20 世纪 80 年代的社会潮流，一个创业者社会开始

呈现，千百万浙江人尝试着新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使浙江率先启动民营化、市场化改革，成为改革开放排头兵。改革开放

也激活了浙江人工商为本的文化基因，使之转换为求富图强的社会心理和经商大潮，浙江人很快呈现出特别能创业、特别能发

现商机的能力，从全省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在成就了浙商群体形象的同时，也成就了浙江作为市场大省的经济特色，无处不

在的专业市场和务实守信的市场原则成为浙江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成为浙江非公有制经济持续发展的沃土。“崇文厚德、包

容和善”的传统，现代转型为开放、开明、开通的社会风尚以及和善、和睦、和谐发展的共同体价值，促进了思想开放与文化

包容，还使诚实守信、见义勇为、尊老爱幼等传统美德代代相传，被誉为“浙江好人，德行天下”，促进了精神文明建设与社会

发展。     

2.思想性和现实性相统一—人文精神与价值共识得到提炼     

如果能将处于混沌、碎片式的人文思想在实践中提升为一种明确的、激励民众的人文精神，必将提高文化本身的价值率。

浙江传统文化在改革开放中得到了充分的凝炼和提升，使思想性和现实性得到了统一。改革开放之初，为了实现脱贫致富的目

标，浙江人自发形成了“历经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走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的“四千精神”，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发

展难题。2009年，为推进浙江经济转型升级，在党和政府引导下，浙江人又提出了以创业创新为核心的“新四千精神”，激发出

新的活力，引领经济转型。2000 年，浙江精神被概括为“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16 个字;2006 年，浙江

精神被进一步界定为“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12 个字;2012 年又提炼出社会认同率最高的“务实、守信、崇学、向

善”8个字作为浙江人民共同的价值观。这过程是以传统文化为基源不断提升浙江人文精神与价值共识的过程，也是浙江经济社

会从自发发展到自觉发展的转变过程，更是浙江民众思想境界与素质不断提高的过程，尤其是形成了能凝聚浙江力量的价值共

识，使浙江具备了独特的区域人力资源优势，这是一种文化精神与价值观的优势。     

3.主体性和客观性相统一—经济与社会得到快速发展     

法国经济学家佩鲁指出:“经济体系总是沉浸于文化环境的汪洋大海之中，在这种文化环境里，每个人都遵守自己所属群体

的规则、习俗和行为模式。意义比较明确的价值使某些目标处于相对优先的位置，对这些目标的追求，激励着每一个人对经济

和社会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川根据价值规律，当文化事物的价值率大于它所影响的政治(或经济)事物的价值率时，就会促

进该事物的发展。浙江精神促进了经济与社会大发展，主观意志与客观结果相统一。1979-2007年，浙江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13. 

2%，比同期全国平均年增长率 9.8%高出 3. 4 个百分点，居全国第 2 位;人均 UDP 年均增长 12.1%，是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省市

中人均 UDP增长最快的地区。同时，制度和社会环境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浙江放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大胆探索公有制的实现形

式，形成了国有经济、集体经济、民营经济、外商等各种经济成分在市场竞争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局而，成为中国市场化

改革为导向的典型省份。而且经济与社会发展同步，浙江的社会发展同样稳步前行，其综合评价指数己居全国第 4 位。浙江一

没有特区政策，二没有国家重大项目，却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模范典型，走在了全国的前例。可见，积极的文化因子深深地影

响了浙江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使主观愿望变成了客观现实。浙江优秀文化传统是该区域的突出优势，是最深厚的软实力。 

三、在浙江文化的传承与扬弃中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文化是社会的灵魂，价值观则是文化的核心，文化价值的集中体现在于核心价值观对社会思想的引领。在价值观日益多元

化的今天，如何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分重要，但核心价值观不是空中楼阁，在浙江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与浙

江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相结合。     

(一)浙江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源意蕴     

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是在历史进程中被一个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所认可的、或居于统治地位和主流地位的价值观，也是



 

 5 

该社会所特有的文化、文明的精神实质和显著标志。显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反映我国社会各种价值观内容的最大公约数，

是在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凝炼、提升、创新而成的，这里有着无法割断的历史文化血脉和价值传统。深入分析可

见，一方而，浙江优秀的传统人文精神与我们党提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极大的同一性。比如前而提到的“敢闯敢创、

敢为人先”的文化传统，“自强不息、坚韧不拔”“诚信和谐、开放图强”等浙江精神，蕴含的价值目标就是民富国强、文明和

谐，与核心价值观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建设目标完全一致;浙江素有追崇科学和平等经商之风，那种“工商为

本、义利并举”的文化传统，“经世致用”“求真务实”与“开放开通”的精神，与核心价值观倡导的“自由、平等、公正、法

治”社会原则完全吻合;浙江人“崇文厚德包容和善”的文化特质，耕读传家、爱国爱家的传统，“从善如登，从恶如崩”的修

养之道，“诚实”“守信”“向善”等内在的传统价值因子，与核心价值观中“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公民价值准则完全一致。另

一方而，正因为浙江优秀传统文化与浙江精神符合社会主义的价值诉求，与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具有高度一致性，

所以其中所蕴含的价值目标、价值准则与价值追求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直接来源，24 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从

浙江和各地的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因子中提炼、提升而成的。也就是说，浙江优秀文化传统与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与

建构的文化精神本源之一。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浙江文化传统的整合与引领作用     

浙江区域文化在具有先进的特点和优势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局限性。浙东重血缘、人缘、关系缘的传统和以家庭

为单位的小农意识根深蒂固，家庭控制企业居多，思想的高度和气度不够，导致产业层次比较低，高尖精产品不够多;浙西“鱼

米之乡”相对富裕，民风偏向安逸，容易满足，存在求稳怕乱的守成心态，官本位意识、本土意识都较强，在创业中比较保守，

成大业者不算多。这些地域文化的局限性使今天的浙江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呈现出新的矛盾与问题，主要是在文化心理上气魄不

够大，经济上容易满足于“富、低、小”，导致“标兵渐远、追兵渐近”。而要解决这些问题不能单靠行政命令，也不能就经济

论经济，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思想文化观念与价值导向问题，需从根本上加强先进文化的引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

文化的整合与统领作用，促进文化观念的改变，提升价值目标与社会心理。作为先进文化内核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辩证

唯物主义立场揭示了国家、社会与个人的一体性，呈现出一种开放的、包容的、创新的精神，一种民族气魄和共同理想，促使

民众心中有大气、有国家、有世界、有境界，视野开阔，锐意创新。事实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念和内容正在或己经影

响着浙江民众的思想意识与价值取向，比如富国强民的大局意识，改革创新的品牌意识，平等公正的法治意识，爱国敬业的奉

献意识等正在逐渐增强，文化整合正在实现，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一致的浙江民众统一共享的文化价值观正在形成。     

(三)在浙江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浙江的培育和践行必须和浙江传统文化的进一步创造性转化与发展相结合。价值观的形成是一种思

想观念的“解构”与“建构”，不仅与现实的经济社会环境有关，还与自身原有的思想文化观念有关。瑞士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

理论体系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是图式，根据他的观点，客体只有通过主体结构的加工改造才能被主体所认识，而不同的主体对客

体的认识程度是不同的，这取决于主体原来的认识图式是怎样的。可见，浙江民众原有的文化观念与价值理念直接影响到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与践行。所以我们应大力挖掘浙江人文传统中那些优秀的、积极的因子，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实现创造

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比如勇于创新、开拓进取、谋富图强、讲求实效、诚实守信、自强不息等，使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相融合，与当下经济社会建设相结合。同时需坚决摒弃原有文化传统中那些与时代发展不相适应的内容，比如重血缘重关系，

目光短浅、小打小闹、一富就收，满足现状、贪图安逸等，使之没有存在的市场。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

成为民众共识。这里文化环境的营造十分重要，因为从心理学角度而言，社会心理具有摹仿、趋群性等特性，这种天生的从众

心理可称为“意识的趋群性”，这是人们的价值观念能受主导价值影响得以整合的潜在动力。文化既影响人们的直觉和情感，也

影响人们的语言与习俗，更影响人们的价值判断。所以我们要在先进文化环境营造上下功夫，以优秀传统文化为底蕴，在文化

引领、文化传播、文化生产和文化管理诸方而共同努力，形成良好氛围，比如目前的“文化礼堂”“最美活动”“红船文化活动”

等，进而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浙江人文传统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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