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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价值观是什么？
价值观有什么用？
价值观和我有什么样的关系？
中国人的价值观是个什么样子？
它有哪些内容呢？
以上或许是读者第一眼看到本书时忍不住要提出的一系列问题。
接下来，当稍稍理解了本书的主旨和研究范围后，“中国人到底为什么会有那样的价值观”或许就成
为读者在阅读本书之前和之中最感兴趣的问题了。
实实在在地说，对价值观问题的谈论很多时候都会被当作十分严肃的学术话题和理论问题。
人们探讨价值观时也常常是通过一些让人看后觉得十分玄奥且始终不能摆脱模糊感的理论解释来处理
的。
这样一来，“价值观”这三个字在人们头脑中的第一印象就常常是“空泛、不可捉摸的”。
因此，除非是专业人士，否则对于价值观这样的话题，人们往往会讳莫如深、避之不谈。
即便有所谈论，也往往如雾里看花，难解其真意，或者如蜻蜓点水，流于表面。
不过，在我们多数人知识视野所及的范围内，或者是曾经看到或听到过的范围内，也的确有一些谈论
中国人价值观的作品，这些作品主题虽然没有直接写价值观，但内容中渗透着价值观。
这些作品多为文学性和历史性的作品，它们风格清新、笔调轻松，读完后让人似乎有所得，有所感，
也有所悟。
这是表现价值观的常见方法。
这样的作品大多都来自作者的心得，是能够经得起读者的检验，耐得住从思想上细细反思，值得从感
觉上慢慢靠拢、从心理上逐步接近的。
这样的作品，即便只算那些近年来仍在流行之列的，数目也不在少数。
我们可以随便举出不少的例子，比如辜鸿铭的《中国人的精神》、林语堂的《中国人》、罗家伦的《
中国人的品格》、柏杨的《中国人史纲》，等等。
不过，摆在诸君面前的这本著作，却与上述作品有所不同。
这种不同，实际上也正是本书的立意所在。
概括起来说，这种不同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直接命题的不同。
显而易见，《中国人的价值观》这本书，处理的主题是价值观。
我们知道，价值观不同于文化，也不同于文化人格，严格来说也不等同于人格精神。
价值观是标准，是文化的内核，也是人文精神的内核。
它并不是中性的，而是带有指向性和裁决性的。
任何一种价值观都对应着价值，也都包含着对价值的判断。
但是，进行价值判断却是很复杂的活动，它与人本身、人所处的环境以及人所具备的情感、知识、素
质和格调都有关系。
价值观渗透和体现在人们生活、生产、学习、工作和交往的方方面面，要写价值观很难人手，难就难
在价值观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无人不存、无事不及的，但同时又很难直接用准确的语言描述。
因此，我们平时所见以价值观为题目的著作，要么归于学术化，要么归于生活化，前者非大众所能读
愿读，后者又失于形散和神散，不容易得出印象深刻的直观结论。
这样一来，要在这样两种风格中取道中庸，实现学术与生活的有机结合，显然会难度较大。
不过，本书愿意做些尝试，所致力做的就是以价值观为直接命题，把一些抽象的理论化和研究性的学
术观点转化为平民化、大众化的可接受的语言和知识。
当然，这是笔者的祈愿，至于效果如何，尚待读者评判。
    其二，主体对象的不同。
本书涉及的主体对象是中国人，但不是历史和传统中的中国人，而是当代的中国人。
如果说前人的作品提供了一幅活动在历史上或生活在传统中的中国人的镜像的话，那么在本书中这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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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的镜头就转移到了当代。
这里的当代，指的是当下，也就是现在的中国人。
当然，从文化的角度说，当代的中国人不能完全脱离传统文化的束缚和缠绕，因为文化是一种特殊的
生命连接体，它所具有的绵延性和辐射性，往往不是时代所能完全割裂和断开的。
伟大思想家马克思曾经把过去的意识传统比喻成纠缠着活人头脑的“梦魇”，认为新时代的思想、精
神是在对过去传统的继承和改造中发展的。
当代中国人的价值观与中国历史传统中孕育并延续下来的价值观有着密切的联系。
如何既找到其中的联系，又能体现当代中国人在价值观上的创造和改变，这是本书的主旨所在。
一言以蔽之，本书寻找的是体现着现代性的国人价值观。
    其三，构思维度的不同。
前面所提到的那一类作品，是把价值观隐藏在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中来进行“旁敲侧击”式研
究的作品。
这类作品的成功之处在于此，但这也很容易给读者带来含混不清的观念认知。
因为，在这样的作品中，人们往往只能隐约地捕获形象化的价值观信息，至于这种价值观生发的根源
以及其精确的表现，则很难捕捉到。
在学术圈中，很多研究价值观的作品往往会把价值观分解成不同的层级和类别，尽管针对这种分类目
前并没有达成共识，但这种分类法无疑是目前最好的能够细化、深化和拓展对价值观研究的办法。
本书依照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从生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几个维度对价值观做出划分。
这种维度，是对当代中国人生活、生存和生命总体观不同侧面的镜照，虽然未必完美，但可以关照到
当下我国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现实。
在这样的分类维度中彰显出的价值观，无疑就是中国人的生存价值观、政治价值观、经济价值观、文
化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
    秉探究精神，作平实直言，不求通达于天下，但求细致入精微，抱着这样的态度和精神，笔者把《
中国人的价值观》奉献给当代中国人，以及关心中国、希望了解中国和中国人的朋友们，希望这幅刻
画中国人的精神和价值观的画卷能够公正客观、传神达意，不失中国人在精神愿望和价值追求上的真
面貌。
    宇文利    201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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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认识中国·了解中国”书系：中国人的价值观》准确地把握了中国人的价值观由传统到当代
的发展演变线索和历程，立足于揭示当代中国人的价值观概貌，对中国人在生命、政治、经济、文化
和社会维度上的价值观内容进行发掘，重点突出当代中国人的“生”、“和”、“礼”、“义”、“
惠”、“进”、“美”的核心价值观，展示中国人的精神风貌和价值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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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饮食如此，服饰也同样如此。
在中国，饮食是一种文化，服饰同样也是_种文化。
旗袍、唐装、中山服；开襟、水袖、大马褂；有粗布，有丝绸；有棉织，有玉衣⋯⋯在中国历史上，
历朝历代都有自己的服饰；在中国地域中，各民族也都有自己独特的衣装。
饮食服饰的不同，既是自然地理因素使然，更与风俗习惯、文化追求有关。
譬如，红色的衣装往往在婚庆和喜庆的日子穿，披红挂彩意味着喜庆和福禄；白色的衣服往往在祭奠
和丧葬的日子穿，穿白戴孝意味着厄运和悲祭；如此等等。
饮食和服饰包含着中国人的喜怒哀乐，代表着中国人的福禄寿喜，传递着中国人的知情意行。
一句话，在中国人饮食和服饰中潜藏着风俗习惯与文化追求，也裹挟和包藏着价值观。
    (三)建筑景观    建筑是人化的构造，它是物质的，也是人文的。
这不仅是建筑学家们的共识，似乎也已经成为社会上所有人的共识。
在人类社会中，在世界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很多种建筑体系，每一种建筑体系都代表了不同的文化追
求和价值观念。
中国的建筑是与欧洲建筑、伊斯兰建筑并称为世界三大建筑体系的建筑群落之一，其延续时间长，流
传范围广，成就辉煌夺目，令世界建筑爱好者痴迷，也吸引着世界各地旅行者，令他们难忘。
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过无数盛美的建筑景观，虽然有些因为历史的风雨而坍塌了，但留
存至今的，仍堪作中国风格和中国气度的代表，建筑景观也是中国人价值观的一种写照。
    城池、宫殿、庙宇、寺观、佛塔、民居、园林，从古代一直绵延至今的万里长城，从横贯南北的京
杭运河到今天的三峡大坝，从数不清的桥梁楼宇到看不完的陵墓园林，从木结构、砖石结构到现代金
属结构，从立柱、纵横梁到网状轴线体，中国人的建筑无不包含了中国人的认知、价值、精神和品位
，也无不书写着中国人的制度、礼法、审美和习性。
贯穿各种建筑景观之中的，说到底，就是中国人的价值观。
    城墙和城池是为了保护和防御，既反映了封建领地时代的分封制度，也代表了追求和平、围城自保
的观念；宫廷是封建皇权威仪和肃穆的象征，意味着一种不可侵犯的至上性；民居中有舒适，园林里
有骄奢，佛堂中有清静，景观背后无不包含着价值信息。
以民居为例，北方的瓦脊、南方的天井、屋前的影壁、屋中的屏风、屋后的余园，各有各的讲究，各
有各的妙用。
天窗是为了采光，地漏是为了排空，除了各有自然因素的机巧外，更多的还是人的感觉和心情，是为
了私密、为了便捷、为了舒适，也为了某种人们认定的价值标准。
北京的四合院在布局和寝宿安排上既考虑了家庭成员之间的次序，又重在和合、方便，讲求一家人的
和美团结。
陕北黄土高原上的人们就地取材、因地制宜，依山靠坡建成的窑洞，冬暖夏凉，隔音效果好，造价低
廉而又舒适美观，反映了这里人们与自然融合的观念。
广东和福建的土楼、游牧蒙古族的蒙古包、土家族的吊脚楼、侗寨的鼓楼、羌族的碉楼和傣族的竹楼
等，无一不是本族人、本地人结合着当地的实际、风土的要求，特别是自己的价值判断作出的最佳选
择。
在这些选择中，无一不包含着他们对自然、对社会、对时空以及人的因素的价值考量。
    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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