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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有申∷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观

内容提要 有中回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观 ,在 价值主体的认定上认为 ,中 田人民

作为创造价值的主体.,在 建设、改革中不仅创着客砚的社会价值 ,也 在能动在地改变主

体 自身 ,多∷层面地展现自身的主体性质。这一价值观 ,以
“
共同富裕

”
为核`心 ,将

“
把我国

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回
”
作为价住 目标体系;将 邓小平提出的

“
三个有利于∵作为价值评价标准。  ∷

关键词 申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 价值主体 价值
目标体系 价值评价标准

随着建设的发展,改革的深化,社会生活的各个层而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 ,现实的
矛盾、观含的冲突也不断展现在人们而前。在这样一个充沽矛盾的社会转型变革时J钥 ,确 立一种
合理、科学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对社会进行正确的价值导向,激励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和积极
性 J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具有十分重耍的、意义。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9以 邓小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笫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及其后继者,在带领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推进具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丰义建设实跺中∷也在努力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建设。这种正在形成中

屮价傅观。正在以其鲜叨的时代性、科学性和务实粘神向世人展示它崭新的面貌,并在社会主义
建设中发挥它积极的价值导向作用 ,日 益成为人们关注和探讨的重要问题。鉴于此,本文试图对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价值主体的认定、价值目标体系、价值评价标准等问
题作一初步探讨 ,以就教于关心这一问题的师友。

在社会主义社会 ,创造价值的主体是人民群众 ,或者说人民l丫众是作为价值目标和价值手段

柑统一的主体而存在着。以马苋思主义的价值哲理为依据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观认为 ,

中国人民作为创造价值的主体 ,在建设改革中不仅创造着客观的社会价值 ,也在能动地改变主体

自身 ,多层面地展现自身的主体性质。

首先 ,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体是
“
个人

”
和

“
集体

”
的辩证统∵。承担社会活动、创造社会价值的

人,总 是有
“
集体

”
与

“
个人

”
之分。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曾经指出:现 实社会中的

“
集体

”
与

“
从事实

际活动
”
的

“
个人

”
之问在本质上是一种双向的相互关系。然而由于旧式分工和阶级的出现 ,发生

古
冂延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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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异化 ,具有阶级对抗和阶级压迫性质的
“
冒充柒体

”
和

“
虚幻集体

”
,“ 忘、是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

使自已与各个个人对立起来
”El)。 只有在个人获得自曲与全面发展的条件和手段的社会中,集体

才成为
“
真实集体

”、“个人
”
与

“
集体

”
的利益才获得了根本的一致 ,从 而使得两者相互协调地发

展。社会主义社会的
“
柒体

”
与

“
个人

”
关系就属于后者。但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以后

的很长一个时问里 ,由 于
“
左

”
的错误指导思想的影响 ,曾 经片面强调

“
集体

”
和作为社会

“
整体

”
代

表的国家的利益 ,忽 视具有一定自主性的
“
个人

”
主体及英特殊的价值迫求 ,影 响了众多

“
个人

”
主

体创造性和积极性的发挥。纠正了
“
左

”
的错误思想后 ,我们党的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集体从中国

的实际出发 ,始终强调社会主义社会中在维护国家整体利益的前提下 ,应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

的利益 ,并 努力创造条件使之有机结合起来。在当前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进程中,我们党和国家

采取种种特施来激励和调动每个职工、每个公民
“
个人

”
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维护个人应有的尊严

与合法权益 ;又 通过嫂强经济上的宏观调控能力与完善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 ,使众多的
“
个人∵

与
“
集体

”
有序地整合为充满活力的创迕价值的社会整体主体。

其次 ,在社会主义社会 ,价值主体是以“多维
”
形式存在莆。这是因为 ,在社会主义建设改苹的

进程中,作 为主体的人民群众在日益增强自己驾驭社会和自身的力量的同时 ,也必然会在创造价

值的实践中不断扩大自己参与活动的广度和深庋 ,以 主人翁的身份参与多种形式、多种领域、多

种层次的社会实践活动。他们不仅耍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 ,还 要成为政治活动、文化活动的·

主体 ;不仅要成为回家的主人,社会的主人 ,也 耍成为各部门、各单位的主人 ;不仅耍为社会为集

体作出贡献 ,还 要实现自身的价值迪求。这些既是解决当今中回时代问∷题冉勹内在要求 ,也是马苋

思主义创始人设想的消除阶级社会的异化现象 ,培 养出
“
全而发展

”
的人的客观要求。事实业已证

明,那种把一切都束缚在
“
政治

”
这根杠杆上 ,以 J叨 撬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做法是不切实的 ;ˉ

些人把价值主体仅仅归结为部门和单位所有的人也是不正确的。只有在多维的价值实践中逐步

培育出
“
多维

”
的价值主体 ,才 能在创迕社会价值又实现个人价值相统一的进程屮推动历史不凼i

向前发展。也正因为这样 ,在 当前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契机的深化改革进程中 ,我们

正在改变过去那种单靠行政指令对社会运行进行调整的做法 ,积极采取多种形式”从多种方面 ,

对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社会实践活动进行引导 ,进行调控。而广大人民i洋众也正在多层次交叉

的价值关系网络中 ,以 各种不同身份 ,不同角色参加到多种形态的社会实践活动中 ,形成相互交

钳的多级责、权、利关系l洋 ,从而日益展示出革富多彩的主体
“
多维·性质。

再次 ,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主体是主体力量不断提高和升级的主体。对于创选价值、进行实

践的主体不仅可以进行定性分析 ,也可以进行定量分析 ,即 对一定社会主体的主体力量发展俚度

进行分析。从一定意义说 ,人作为主体的主体力显的发展程度是衡量人类争得解放、获取自由与

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尺。也正因为这样 ,可以说 ,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就是为了维护和高扬广大人民

群众作为历史活动主体的主体性和做人的尊严 ,不断提高和增强 f也 们的主体力量。过去 ,尽管人

民群众已经成为社会和自身的主人 ,但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枝式存在的条件下 ,人 们在各个领

域中很难作为真正臼主、自为、自徘的主体而存在 ,能 动创造社会价值和实现自身价值的主体力

量也很难增强。党的十一属三中全会以后 ,l青 况发生了根本变化。随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企业和个体的生产经营者都正在被推向市场 ,在 竞争中求生

存 ,求 发展 ,其他领域的单位和个人也在发挥出更大的自主性、创造性。遇事就
“
Π艮Ⅱ苻向上

”
;一有

困难就
“
等、靠、要

”
,再也行不通了。不同层次的主体都耍在不同范囤发挥自已的主体性 ,发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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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的主体力量者解决问趔 |克服困难,去拼搏,去竞争,去经风雨、见世面ρ在这一过程中,作为不

同层次主体的人民群众也在不断磨炼和增强自身的主体力量,使 自己成为
“
能量

”
不断增加,更加

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主体。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又△重要内容 ,是建设改革中正在形成的以
“
共同富裕〃为核心 ,

“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Ez彐 的价值目标体系。它作为当代国人解

决时代问题的科学表∷述 ,具体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的统一。

笫工 ,物质价值与精神价值的统一。人们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迫求和实现价值。而这种价值

迫求 ,既有物质的方:面 :也有桁神的方面。如何看待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的关系 ,历来是各种价值

观争论的一个焦点。对此 ,马 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曾经指出 :“ 人们为了能
‘
仓刂选历史

’
,必须能够生

活。但是为了生活,苘先就需耍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笫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是这些

需耍的资料 ,即 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E3〕 这一段话向我们昭示了两个相互关联的客观事实 :一是从

社会微观的角庋看丿广大人民群众在物质生活方面的价值追求是他们从事实践活动的首要基本

动因;二是从社会宏观的角度看 ,社会物质生产方式特别是社会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

量。对于象中国这样
一

个人民长朋经受战乱之苦 ,社会生产力很不发达的国家来说 ,认识到这一

点是十分巫要的 ,尤其是在进入了和平发展的社会主义时J阴 更是如此。但在
一

个长时问里 ,由 于
“
左∵白勹销误思想的影响 ,有的人片而夸大柿神的作用 ,忽 视人民11丫 众对于物质生活改善的价值追

求 ;有的人更提出
“
共产主义主要是在精神方面

”
的论调 ,把入民群众在物质方面迫求宙裕的思想

和行为当作
“
资本主义

”
来批判 ,因而极大地伤害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对于这种错误思想 ,我们

党在拨乱反正中进行了尖锐的批评。邓小平同志更是明确地指出:不重视物质利益 ,对少数先进

分子可以 ,对广大群众不行 ;一段时问可以,长期不行。
“
如果只讲牺牲桁神 ,不讲物质利益 ,那是

Ⅱ住心论
'’

E43。 也正因为这样 ,我们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导向上 ,十分注意科学地对

待物质价值与精神价值的关系。一方面充分肯定物质价值在当代中国人民价值迫求中的首要地

位 ,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认为只有在不断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使人民群

众的物质需求得到不断满足 ,才 能为发展桁神文明,满足其粘神需求奠定物质基础 ;另 一方面 ,也

不忽视桁神价值:白勺迫求 ,uI确 地指出:只有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 ,才能

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提供栉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在现实的价值实践中,我们党和

政府在积极发展生产 ,进行经济建设 ,推进物质文明发展的同时 ,也十分重视宣传思想工作 ,重视

发展教育 ,发展科学文化哥T业 ,积 极推进以共产主义道德焖l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粘神文明建

设 ,使其与社会主义的物质文叨建设互为条件 ,互为目的 ,相互促进 ,以 实现人民群众物质价值与

粕神价值相统一的价值迫求。

第二 ,经济价值与政治价值的统∵。人们的价值迫求特别是物质方面的价值迫求 ,总 是与特

定的社会经济活动相联而表现为∵定的经济价值的迫求 ,或者说耍以经济为中介使自己的价值

迫求得到满足。这在商晶经济条件下尤为明显。同时 ,自 有阶级的社会出现以后 ,一定阶级、阶层

或集团在迫求与实现其经济价值时 ,必须有以政权为核心的上层建筑为保障 ,由 此人们产生了掌

握政治权力、维护政局等政治方面的价值迫求。对于这两种价值迫求的关系,唯 物主义的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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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在-般的意义上 ,人 们对于经济价值的迫求是迫求政治价值的根源 ,“政治权力本赶是用来

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
”匚5]。 但是政治价值又是经济价值实现的必娈前提 ,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工定

的政治价值实现以后,人 们追求的经济价值才能真正实现。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的一段

时间里 ,由 于未能正确分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人 民群众对经济价值

和政治价值追求的具体内容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 ,因 而出现了片面夸大政治的社会功能柚人们

对政治的价值迫求 ,把巩固和维护政权作为至高无上的任务,用 国家的行政指令来调控社会经济

运行的各个环节 ,认为人们进行生产建设及其相关的种种活动不是首先实现一定的经济价值 ,而

是为了完成上级派给的政治任务。在价值迫求上 ,政治与经济关系的颠倒,带来了社会实践活动

的失序和混乱。正是有鉴于此,经过拨乱反正以后的党的笫二代和笫三代领导集体,科学地考察

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环境,认真分析了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的主耍矛盾和人民群众的现实愿望,在

价值导向上逐步确立起经济价值迫求和政治价值迫求内在统一的价值目标。这种内在统⊥的具

体表现之一是指明翻身作主的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价伍追求与政治价值是完全同一的:社会主

义的本质是
“
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 灭剥削,消 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
。它既是中

囝人民的根本经济利益所在,又 是当代中国的
“
最大政治

”。具体表现之二是强调社会主义条件

下,社 会诸多政治目标的捉出及其存在的理由都在于实现经济的价值,坚持
“
四项基本原则

”
,保

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而,转变政府职能等,从根本上说都是为了创造有利的政治条件来促进和像

证人民群众的经济价值迫求的实现。具体表现之三是指出社会主义条件下政治价值目标的实现 ,

归根结底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经济价值的实现状况。比如社会主义民主的扩

大、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平等的实现等,说到底还是有赖于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使社会主义生

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断完善和发展 ,“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消灭一切阶级差别,逐步消灭二切主

要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足而造成的重大社会差别和社会不平等
”E6]。 离开了经济价值追求的实

现,一切关好的政治设想都将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海市蜃楼。

笫三,长远价值和近期价值的统一。人们的价值迫求在时序上有长远价值和近期价值之别。

这两种价值迫求是互相区别又互桕统一的。一方面,近期价值是前提 ,是条件,只 有近J叨 价值目标

不断实现才能激励人们为实现长远的价值追求准备必要条件。另一方面,长远价值是近瑚价值迫

求的归宿,是价值迫求的根本。人们实现一系列的近期的价值迫求,就是为了实现κ远的根本价

值 ,只 有实现了长远的根本的价值 ,人 们为实现一系列近期价值迫求的努力才有了真正的意义。

正是鉴于这两种价值追求的关系,在新时期我们党笫二代领导集体及其后继者,始终注意把社会

主义建设的根本价值目标和人民群众在当前的价值迫求统一起来,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按

照时序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入民群众的价值追求规划成一个由近及远的序列。1982年 召开的党

的
“
十二大

”
提出了从 1981年起

“
分两步走

”
,在二十年内使社会工农业生产总值

“翻两番
”
的战略

目标。接着在 1987年 召开的党的
“
十三大

”
进一步提出

“
分三步走

”
的发展战略,要求在本世纪的

二十年分两步走 ,前十年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 ,是为
“

/J、 变
”
;后 十年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是

为
“
中变

”
;在此基础上再经过三十年到五十年的时问,即 到下个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

代化 ,接近和达到中等发达回家水平 ,是 为
“
大变

”
。然后再继续发展。在 1992年召开的党的

“
十

四大
”
,对这一“

小变
`“

中变
”
到
“
大变

”
的社会发展战略给子了充分的肯定 ,并作了详细的部署。

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这 种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国情,把人民群众的近期价值目标和长远价值追求

结合起来的举措,既一步一步地实现了人民1洋 众切近的价值目标,给 人民群众带来了看得见、摸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 ) 总第 101期

得着的利益 ,又 不断激励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长远的根本的价值目标的创造性∷、积极性 ,使近期

的价值目标和宏伟的价值理想实现了动态的统一。

笫四 ,追 求公平与迫求效率的统一。什么是公平?在一定的意义上 ,公平是指一种应有的社

会状况。曲于它反映了社会成员的权利和义务 ,行为和效应之问相适应的关系 ,从而成为人们永

恒的价值追求。但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 ,人 们所理解、所追求的公平是很不一样的。丫希腊人

和罗马人的公平观认为奴隶制公平的d789年资产阶级的公平观则耍求废除被宣布为不公平的

封建制度
”E7〕 。在我国由于传统的

“
均贫富∵思想的彩响 ,加上受制于长期的革命战争条件下形成

的特殊体制和思维摸式 ,一些人把社会主义公平片面地理解为利益分配上的平均 ,把社会主义所

追求的
“
共同富裕

”
理解为同步宙裕和同变宙裕。因而在实践上把公平与效率绝对对立起来 ,严重

损害了人民群众的拼搏、进取糈神 ,损害了人民l丨丫众的创选性;m积极性。为了纠正这种钴误思想 ,

在建设改革中,我 们党正确闸∷明了公平作为社会主义时期的价值迫求 ,就是耍消灭剥削 ,消 除两

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宙裕 ;而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公平特别是最终达到共同宙裕 ,就必须讲求

效率 ,切实递循社会生活运行的内在规徘 ,建立和健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效率机制 ,

做好各项工作 ,不渺i地 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把效率原则作为达到社会主义公平的捷径 ,佼公

平与效率有机地统丁起来。为此 ,我 们党在领导中口人民进行宏伟的社会主义价值实践过性屮 ,

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进程里 ,采取种种描施来打破平均主义 ,正 确贯彻按劳分卩{已 和社会主义

物质利益原则 ,提侣和鼓励一部分地区、部门、单位和个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 ,从

而调动了广大城乡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选性 ,使以经济建设为屮心的社会生活出现了前所未有

的良好运行状态。但与此同时 ,我 们党又沽醒右到 ,山 于我们正处于一个社会仝面转型时瑚 ,各种

新的矛盾和问题不断产生 ,各方而的法徘和规革制庋还很不涎仝、从而出现了以权谋利、、贪污腐

败和违章经营、非法牟利等现象以及山此而产生白1¨ 暴宙
”
。这些为丿、民群众切齿痛恨的

“
社会不

公
”
,不仅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 ,也极大地挫伤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 ,破坏了社会主

义的效率机制。为了消除这种新的
“
社会不公

”
,我们党和国家在积极推进经济建设的同时 ,大力

加强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建设 ,反腐侣廉 ,打击社会生活特别是经济生活领域 n勺 犯罪活动 ,积

极运用经济、法徘和行政等各种手段 ,对社会生产、分配等各个领蜮进行强有力的宏观训控 ,真正

做到
“
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

”
,使社会主义公平 /f·rl效 率原则在社会生活的运行中实行最住的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具有它特有的价值评价标准 ,它 集中表现为 1992年吞邓小平同志

在南巡谈话中指出的
“三个有利于

”
标准。这就是

“
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 ,要 以是

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

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标准
”E:彐 。对此 ,可以从相互联系,依次递进 n勹 三个层而去理解。

笫一 ,“ 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
”
,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根本价值

标准。这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依据的价值观对一切工作进行价值评阶必然引出的论点 ,也是

中国共产党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中回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正如前文所述 ,

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认为 ,物 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首要前提 ,也是人类从事其他

社会活动的基础。而人类要从事物质生产 ,就必然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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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生产关系的总和作为社会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之问发生的i矛 盾 ,构成推进人类社会不断发
^π

的基本矛盾。其中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因比.我 们在

认识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时 ,“ 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

度 ,才 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
”匚9〕 。正是曲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变

萆决定了社会其他要素的变革和社会的发展水平 ,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 ,特别是在经历

了
“
文革

”
十年动乱之后 ,我们党一再强调全党和仝国人民耍把四个现代化建设 ,努 力发展社会生

产力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在 1987年 召开的党的
“
十三大∵更是明确提出:|应当把是否有利

于发展生产力,作 为我们考察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ェ作的根本标准。
”
党的十∵届≡屮

全会以来围绕这一“
中心”

而进行的建设改革及其所取得的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雄辩地证明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的这一根本价值评价标准的科学性。

笫二 ,“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
”
,是有中田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中介性

价值评价标准。社会生产力作为社会价值评价的根本标准 ,对社会中的一切领域都具有普遢的、

最终的意义。但是山于社会分工的不同,在社会的不同领域、不同部门和行业中 ,又 有各自不同的

具体价值评价标准 ,只有这样才能使价值评价具有可操作性。因此 ,生产力标准在对不同社会领

域、不同的行业和部门的活动及其结果发挥其价值评价的职能时 ,便需耍一个能涵盖社会各主要

领域、部门和行业 ,综合不同领域、部门和行业的具体价值评价标准的综合型标准作为中介。
“
综

合国力
”
标准就是具有综合性 ,可以作为中介的价值评价标准。这是因为 ,就 一般的意义说 ,综 合

国力包容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地理、资源、经济、科技、军事实力,以 及政治、教育和粘神素质、社

会凝聚力和对外活动能力等等 ,显示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实力的各个主耍方面 ,因 而这些方面的概

括与综合国力就成为当今世界通行的衡量一个国家,或 地区整体实力的主要标志。对于我们社会

主义国家 ,它是一个总、括社会各主要领域、部门、行业的具体价值评价标准 ,能够全面衡量社会主

义国家的国力,具有量化和可操作性优点。在当今世界上 ,不同国家的竞争和较量已山以前的那

种单纯的军事、政治实力的竞争转变为全方位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和较量。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

出 :“ 当今国际竞争的实质 ,是 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
”L"彐 我∮门提出以

“
是

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
”
作为衡量=切工作的价值评价标准,充分显示出我们要

面向世界 ,在国际竞争中求生存 ,求发展 ,自 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烈务实粘神和拼搏奋进椭神。

笫三 ,“ 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
,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最苘价伍评价坏

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认为 ,人 类进行的全部实践活动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类自身的物质文

化生活需要。但在几千年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社会 ,在统治阶级限里 ,创选物质财富和粕神财

富的劳动群众只是创造价值的手段 ,而不是与最终目的相缔合的
“
人

”
。只有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

会主义社会 ,人 民群众才笫一次使自己成为价值目的和价值手段的统一 ,真正成为与最终目的相

联结的
“
人

”
。正是依椐历史Ⅱ拄物主义的这一基本原理 ,我们党的笫一代领导人早在民主革命时

期 ,就强调指出 :“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jm行为 ,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 ,为最广

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
Ell彐 并告诫全党必须切实注意改善人民的生活。在进入社会主义

′′
岌 展时期以后 ,又 强调社会的主耍矛盾是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

生产力之问的矛盾。
“
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

”
,是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努 力发

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自身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并把可以量化为各种具体指标的人民物质文

化生活水平的提高状况作为社会主义社会价值评价的最高标准。实践证明,社会主义的建设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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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社会主义社会的各项工作都必须受到这工最高标准的评判和检验。忽视或偏离这一最高评价

标准-就有可能偏离社会主义道路,断送社会主义事业:在谈到世界上一些原社会主义国家发生

的问题时,邓小平向志曾经尖锐地指出:“ 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

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 活水平下降,长 期过紧日子。”E12u阝 小平同志的这△论述向我们

表明:把
“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
,规定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最高标准,既是社会主义

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新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科学总结。
i∷

综上三点,邓小平同志提出的
“三个有利于

”
,分别作为根本标准、中介标准和最高标准有机

结合而成的社会主义价值评价标准的系统,既是评价我们的建设改革和各项工作的价值标准,也

是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开拓创新 ,不断进取的锐利思想武器。        i

注释
∴ tl彐 E7]《 马克忠恩格斯全柒》第三卷笫84页 ;第四十八卷,笫 310页 。              ∶

∷ 匚2彐 E8△ 10]江泽民:在 屮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 E3]E5]《 马克思恩桁J折 仝尖》笫一卷,笫 32页 ;笫 四卷,笫 246页 。

E4△ 12彐 《邓小平文选》笫三卷,第 136页 ,第 354页 :

∷ E6彐《十一属三中全会以来且要文献选编》上册,笫 351页 。

E9彐 《列宁选柒》笫一卷,笫 8页。

Ell]《毛泽东j扯集》第三卷,第 1096页。

(本文为硕士学位论文的一部分。作者糸政法糸哲学砑宪生,指导教师扬黎华熬授)

书讯 ·

肖明翰著《大家族的没落》出版

四川师大外语系肖明翰教授所著《大家族的没落——福克纳和巴金家庭小说比较研究》已由广西师大出版

社出版 ,全 书共 z4万余字。

中国作家巴金和美国作家威廉 ·福克纳部是处在深刻的社会变苹时代的大作家。他们的最高艺术成就是他

们创作的那些关于大家族的没落的小说。他们以描写这些家族的没落来反映旧秩序的解体和旧时代的结束。本

书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从主题忠想i人 物形象、写作手法等方而对他们的家庭小说作了全面详尽深入的分析 ,并试

图从两位作家各自的社会、丈化背景和个人经历出发来分析他们思想上和文学创作中的异同。

作者留学关国7年 ,获英美文学博士 ,多年来致力于美国现代文学和福克纳的研究,收柒了大量研究福克纳

的△手资料 i同 时也参考了国内专家关于巴佥的研究成果。本书资料翔实,立论有据 ,条理滴楚 ,分 析得当。书后

附有详细的索引和参考书 ,以 供查阅。 (力 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