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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3月 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

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

话，他强调：“让有信仰的人讲信仰。”[1]这一重要论断

不仅对讲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

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价值观教育

的实效性具有重要意义。这一重要论断启示我们：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需要认知、认同，需

要榜样的示范带动，而且需要广大人民群众“以身体

道”，身体力行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于日常

生活、学习和工作。

一、“以身体道”的意蕴与特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种价值理念，不仅

是一种价值理念，而且是一种活的价值理念，它的生

命力在于千百万“以身体道”者的坚守、践行与传

递。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大会上

的讲话中指出：“中国社会发展，中华民族振兴，中国

人民幸福，必须依靠自己的英勇奋斗来实现，没有人

会恩赐给我们一个光明的中国。”[2]事实正是如此，没

有千百万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的流血牺牲、英勇奋

斗，人们就不会知道什么叫共产主义运动，也不会有

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诞生，不会迎来中华民族由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1.“以身体道”的意蕴

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以身体道”作为引导

人们认道、修道的一种特殊的范式或路径，居于重要

地位且广为后世所关注。“以身体道”的“身”，是自

我、自己、自家等；“以身体道”的“体”，是体验、体悟、

体贴、体证；“以身体道”的“道”，是道理、道德、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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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理想、信仰、价值观等。“以身体道”是把自己信

仰的“道”通过行为展现出来，按照“道”的要求去践

行，成为一个遵道、行道的人。程颐在谈到读《论语》

时说，读圣人书，要对每一句话，熟读玩味，“将圣人

言语切己”，学以润身，放自己身上，切己体察，“不可

当一场话说”，以为这句话好理解，轻飘飘放过了。

他说：“如读《论语》，旧时未读时是这个人，及读了后

又只是这个人，便是不曾读也。”(《二程集》)徐阶在

《王文成公全书》序中指出：“凡读书者，以身践之，则

书与我为一；以言视之，则判然二耳。《论语》之为书，

世未尝有不读，然而一贯之唯，自曾子以后无所闻

焉。岂以言视之过乎?自公‘致良知’之说兴，士之获

闻者众矣，其果能自致其良知，卓然践之以身否也?
夫能践之以身，则于公所垂训，诵其一言而已足，参

诸《传习录》而已繁。否则，虽尽读公之书，无益也。”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范

畴。而我们这里所说的“以身体道”的“道”，则主要

是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指24个字的价值理

念及其所体现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民

族精神、时代精神等。

2.“以身体道”的特征

第一，主体性。“以身体道”的“身”，是“己”，也就

是主体。回答的是“体道”的主体，即谁来体道的问

题。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

渊》)“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
又说：“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

者。”(《论语·里仁》)在孔子看来，行仁义是人之由己

的事，不能由他人替代。孟子也明确指出：“求则得

之，舍则失之。”(《孟子·尽心上》)仁义礼智不是从外

面强加给自己的，而是自己需要的，决定权在自己，

不必凭借外力。儒家“求在我者”的思想具有积极的

意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

主体是人，“体”道的“体”强调主体自己去体验、体

悟、体贴、体证，任何人无法代替。这说明，将人“体

道”的积极性、能动性调动起来是关键。

第二，个体性。“以身体道”的“身”，是千差万别

的，儒家用了一个很特别的概念“独”来表示，如“独

行”“独其心”“良知即独知”“慎独”“独则形”“不独则

不形”等都意在强调作为个体的人，其内心生活是具

有差异性和独特性的。正是每个人的“独行”“独立”

才构成纷繁复杂的社会。《礼记·中庸》中说：“诚则

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这里

所说的“诚”是一个标志人性或人的存在价值实现的

概念。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或价值观，一定会通过形

象表现出来，表现出来就会逐渐显著。显著了就会

发扬光大，发扬光大就会感动他人，感动他人就会引

起转变，引起转变就能化育万物。孔子用“修己以安

百姓”“修己以安天下”说明了通过“己”的形象来感

动化育他人的道理。由此可见，个体性的修己、慎

独，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德性。修身是个体的事情，不

能替代。

第三，共通性。“以身体道”的“身”，虽是单个的

人，但这里所说的人并不是完全与世隔绝的人。不

同的人能体悟到同样的道，说明人具有共通性。李

景林指出：“‘独’之真实的价值实现，首先要求独特

性的个体性表现，但它内在保有‘通’性，使它非脱离

开它的具体社会生活情景的抽象的‘单子’，相反，它

要在具体的历史性中达到其独特性和超越性的双重

实现。”[3]185“儒家的所谓‘独’，乃是一种人的内在性、

独特性和个体性的实现；但它不是一个孤立、抽象实

体性的，或完全脱离普遍性规定的感性情欲化了的

个体，而是一个处于‘创造性转化’历程中的开放系

统。”[3]197荀子指出：“千万人之情，一人之情也。”(《荀

子·不苟》)人之心、人之情、人之理是相通的，因此可

谓人同此心、人同此情、人同此理。如此推论，千千

万万的人之心、人之情、人之理，就是一人之心、一人

之情、一人之理。“治海内之众，若使一人”(《荀子·不

苟》)，即治理偌大的四海之内的民众，其实好像是在

治理、使唤一人。在荀子看来，“圣人何以不欺?曰：

圣人者，以己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

度类，以说度功，以道观尽，古今一也。类不悖，虽久

同理，故乡乎邪曲而不迷，观乎杂物而不惑。”(《荀

子·非相》)正因为人性的普遍性，人们之间才会有共

同的情感，才能沟通、感通，才会取得共识，达成一致

的行动。不仅如此，程颢提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

一体。”(《二程集》)“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二程集》)
天、地、人都是相通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

都是贯通的。《庄子·齐物论》也讲“道通为一”。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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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的抽象，它必然是贯通的。

我们今天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一种

“道”，它的三个层面、24个字是一个互相联系的整

体，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属性，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起中轴作用，贯穿于社会生活

的方方面面，是我们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是国家发

展的重要稳定器。正因为它是普遍的、贯通的，才能

够为人们所认知、认同，为人们提供共同的行为标

准。我们通常说“道不远人、人能弘道”，正体现了人

与道的共通性。

二、既要“道问学”更要“尊德性”

李景林在《教化的哲学》一书中指出：“儒家的心

性之学，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尊德性’与‘道问

学’。‘道问学’指理论的反思与讲论，‘尊德性’则注

重文化理念在人格上的落实与成就。”[3]457受此启发，

笔者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有这两个层面，它

既有知识论(认知或理论方面的研究)的层面，也有德

性论(道德践履或“践行”活动)的层面。这两个层面

都需要“以身体道”。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个理论体系，具有

一个认识论的体系。三个层面主要回答了建设什么

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

问题。每一个层面由四个概念构成，这四个概念本

身具有丰富的内涵，四个概念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

联系，构成一个小的子系统。三个层面结合构成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系统。所谓对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认知，就是在理论上了解这个结构、这个

系统。从认知建构上看，存在着一个认知主体和对

象之间的联系，了解它、把握它，是一门学问，也需要

下一定的功夫。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价值论上回答了我们要

坚持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一系列根本问题。2019年4月15-17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时提出“中国共产党为什

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为什么‘好’”[4]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价值问题。我们应以“好学”的精神学习和研究

它，只有在理论上学懂、弄通，才能增强实践的自觉

性。要真正学进去，使其入脑、入心，也有一个“以身

体道”的问题。这里的“身”就是学习的人，这里的

“道”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我们自己的经

验、个人的生活叙事来体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

小见大，体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规律性和科学

性。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

话中指出：“理想信念的坚定，来自思想理论的坚

定。认识真理，掌握真理，信仰真理，捍卫真理，是坚

定理想信念的精神前提。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

念，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

基础上，建立在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崇高价值的

基础之上。我们坚定，是因为我们追求的是真理。

我们坚定，是因为我们遵循的是规律。我们坚定，是

因为我们代表的是广大人民根本利益。”[5]习近平告

诫党员领导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创新理论，

要“不断领悟，不断参透，做到学有所得、思有所悟，

注重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

题，真正做到对马克思主义虔诚而执着、至信而深

厚”[6]5。我们现在讲“守正创新”，守正是创新的前

提，离开守正，创新就可能偏离方向。如何守正?就
是要知道、明道。《二程集》指出：“知之而后可守，无

所知，则何所守也?故学莫先乎致知。穷理格物，则

知无不尽，知之既尽，则守无不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12个范畴，都包含一些

知识性的学问，也都蕴含一定的道理，必须弄清楚、

讲明白。譬如爱国，就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

知。“欲知大道，必先为史。”(龚自珍《古史钩沉论》)爱
国不仅仅是热爱国家的土地，更重要的是热爱祖国

的文化，文化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正是在这样

的意义上，梁启超先生说：“史学者，学问之最切要者

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7]为什么出国

后更爱国会成为今天国人的感受?就是因为爱国不

仅涉及与自己国家历史的纵向比较认知，还涉及与

其他国家的横向比较认知。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

新中国成立70周年来，我们取得了世所罕见的历史

性成就，与一百年前的中国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和国家治理体系外，没有任何一种国家制度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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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体系能够在这样短的历史时期内创造出我国这

样的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除了中

国共产党，没有任何别的政治力量能够带领中华民

族走向伟大复兴。

要使学习有效，不仅需要全身心的投入，而且要

躬行。儒家所讲的学，绝非空学。荀子说：“君子之

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荀子·劝

学》)为己之学是完美自身，小人之学是将之作为财

富的象征，“以为禽犊”，实际上是将学问当作家禽、

小牛之类的礼物去讨人好评。“小人之学也，入乎耳，

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二程集》)小人之学是

从耳听从嘴出，相距不过四寸而已，怎么能够完美他

的七尺之躯呢?“君子之学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

四体。”(《荀子·劝学》)“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是

一种充满身心的学习，这是学问上的一种“以身体

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是一个理论体系，还

是一种道德体系。习近平明确指出：“核心价值观，

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8]我们把握理解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体系，还应该了解其德性的要

求。古代把“德”“行”合用，寓意深远。它告诉人们，

德是要通过行动来验证的。我们说一个人是善良的

人，是人格高尚的人，是通过这个人的一系列行为证

明的。就像雷锋、焦裕禄这样的先进典型，是他们的

德行感动了我们。道德实践是将道德规范落实于生

活的活动，没有这样的行动，谈道德就不过是“坐而

论道”。

在尊德性和道问学的关系问题上，古代儒家是

将“尊德性”放在首位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

民，在至于至善。”(《礼记·大学》)王阳明强调：“未有

知而不行者也，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传习录》)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问题上更是如此。

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着事物”、在

“事上磨”

儒学不离事而言道。同样道理，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落到实处，必须践行，即“以身体道”。这里的

“体”，是体悟、体验、体贴、体证、践行，在实践中表现

道、证明道。如果一个人不打算“以身体道”，这个道

与他的联系就是外在的，甚至是可有可无、没有什么

影响的。

1.“以身体道”要“着事物”

道不可空论。道应当体现在做事情上。生活是

事情的集合体，离开事情的生活是空洞的，没有意义

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落实在生活中，也就是

落在具体的事情中。譬如什么是友善?必须通过具

体事情来理解。2020年春节前后，湖北武汉暴发新

冠肺炎疫情，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紧急动员，

打响了一场抗击疫情的人民战争。全国 346多支医

疗队，42600多名医护人员驰援湖北，这些逆向而行

的医护人员不计报酬、不畏生死、舍小家为大家，谱

写了一曲社会主义友善的精神赞歌。正是这些冒着

生命危险的医护人员在与时间赛跑，将很多危重病

人从死亡线上救了下来，遏制了疫情继续蔓延的势

头。还有成千上万的基层社区工作人员、铁路司乘

人员、公交司机、快递员、出租车司机、志愿者等，都

日夜奋战在抗疫一线。全国19个省份对口支援湖北

16个市州，全国各地的物资源源不断地驰援湖北，党

员干部和普通群众纷纷捐款捐物，形成一方有难、八

方支援的感人局面。

可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12个范畴，都需

要人们的行动即“体道”彰显出来。我们讲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要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这个外化的过程

也就是“体道”的过程。

2.“以身体道”要在“事上磨”

在“事上磨”“能克己方能成己”是王阳明心学的

重要修炼方法。王阳明《传习录》记载：

问：“静时亦觉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

如何?”
先生曰：“是徒知静养，而不用克己功夫

也。如此，临事便要倾倒。人须在事上磨，方能

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

这里记载的是陆澄与王阳明的对话，陆澄问：静

守时我觉得自己的想法很好，但一遇到事情，就不同

了。为什么会这样呢?王阳明回答说：这是由于只知

道在静养中修养，却没有在克己上下功夫，这样遇到

事情就会不稳。人必须在事情上磨炼自己，才能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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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立足，才能做到静亦定、动亦定。

这段对话十分重要，对我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具有重要启迪。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生活，而生活是矛

盾的集合体，往往会遇到“鱼与熊掌不能兼得”的情

况。2015年年初，习近平在与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

修班学员座谈时明确指出：“廉洁自律是共产党人为

官从政的底线。我经常讲，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当官

发财两条道，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要

始终严格要求自己，把好权力观、金钱关、美色关，做

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6]11

总书记的这段话告诉我们：选择从政就不要想发财，

选择发财就不要当官。在生活中落实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往往会面临两难的抉择，而这恰恰是“以身

体道”不能回避的。

在“事上磨”，必须正确对待欲望。食色，性也。

欲望是人的自然属性。人是感性的存在物，有身体

就一定有欲望，但人必须学会克制自己的欲望。正

如英国教育家洛克所指出的：“我们人类在各种年龄

段有各自不同的欲望，这不是我们的过错。我们的

过错在于我们不能使我们的欲望接受理智的规范和

约束。这中间的区别不在于有没有欲望，而在于有

没有管束欲望的能力和不为欲望所惑的功夫。”[9]朱

熹在《朱子近思录》中指出：“伊川先生曰：大抵人有

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与道难一。”

在“事上磨”，必须正确看待情感。人非草木，孰

能无情?如何对待亲情、友情、爱情，是对人的严峻考

验。无数革命先烈面对敌人威逼利诱能够始终坚定

革命立场，而最难割舍的就是亲情。1936年8月2日
赵一曼在被押解的火车上给儿子陈掖贤写了一封

信，这封信中充满了母亲对儿子的歉疚与期望，而一

句“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则表达出

赵一曼为国捐躯、虽死犹生的坚定信念。 [10]在革命

战争年代，很多被捕的共产党人在敌人的严刑拷打

面前，只要招供、投降、叛变，就可以与亲人团聚，但

以赵一曼为代表的许多共产党人却选择了割舍亲

情，这种抉择没有坚定的信念是很难做到的。毛泽

东的亲戚朋友中有人给他写信，要求进京，安排工

作、安排职位的，但毛泽东给自己定下三条原则，即

“念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济亲，但

不以公济私。毛主席如此，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也如

此。”[11]谁都有情，但只有共产党人能够做到情为民

所系，将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在人民需要的时

候，割舍亲情，甚至牺牲自己。

3.“以身体道”应“一以贯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做人的价值规范，而做

人是终身的“职业”，是一辈子的事情，不能请假，不

能让别人代替。因此“以身体道”必须一以贯之、持

之以恒，方能见真功。中国古代用“惟精惟一”来形

容这种真功夫。

王阳明《传习录》记载：

问：“‘惟精’‘惟一’，是如何用工?”
先生曰：“‘惟一’是‘惟精’的主意，‘惟精’

是‘惟一’的工夫；非‘惟精’之外复有‘惟一’

也。精字从米，姑以米譬之。要得此米纯然洁

白，便是‘惟一’意；然非家舂簸筛拣‘惟精’之

工，则不能纯然洁白也。舂簸筛拣是‘惟精’之

功，然亦不过要此米到纯然洁白而已。博学、审

问、慎思、明辨、笃行者，皆所以‘惟精’而求‘惟

一’也。他如‘博文’者即‘约礼’之功，‘格物’

‘致知’者即‘诚意’之功，‘道问学’即‘尊德性’

之功，‘明善’即‘诚身’之功，无二说也。”

上述论断告诉我们，只有心无旁骛、持之以恒地

修养，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做任何事情，目标一旦

确定，就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心浮气躁，缺少定

力，就会半途而废，最终被淘汰出局。中国共产党的

奋斗史说明：要做到一以贯之地坚持党的初心使命，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很多人在考验面前忘记了

来路，而走入了歧途。毛泽东与黄炎培的“窑洞对”，

毛泽东与周恩来的“赶考对”，都是要解决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的问题。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

出：“要深刻认识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的考

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外部环境的考验的长期性和复

杂性，深刻认识党面临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

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危险的尖锐性和

严峻性，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推动全面从

严治党向纵深发展。”[12]应对“四大考验”“四种危

险”，必须做到一以贯之，“赶考”永远在路上，不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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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丝一毫的懈怠。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

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

称《决定》)深刻阐述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问

题上“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

的政治问题。《决定》明确指出：要建立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的制度，“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加强党的

建设的永恒课题和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形成

长效机制，坚持不懈锻炼党员、干部忠诚干净担当的

政治品格”[13]。这充分说明，在关系党的安身立命的

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必须一以贯之、持之守恒，不

受任何干扰。《决定》还提出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统领文化领域的制度建设，这实际上是用制度

来保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常态化，对于新

时代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十分重要

的指导意义。

4.“以身体道”的群体应不断扩大

李景林在《教化的哲学》中指出：“教化、教养体

现为传统文化、哲学理念于现实人格生命中的落

实。但这不是一般的落实。这个落实要有一群‘以

身体道’的阶层作为它的活的肉身性的体现……任

何一种文化的理念，都必须有一群体作为这种‘以身

体道’的承担者，这样，文化才是活的、有生命的存

在。”[3]30也就是说，任何事业的成功、理想的实现，都

必须有为这个事业、为这个理想而奋斗的人。中国

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是千

百万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用奋斗和牺牲践行理想信

念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

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

大。”[14]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入推

进，必须靠亿万群众的积极参与和践行。《礼记·大

学》指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这启示我们：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重

视重点人群的基础上，还应该尽量地扩大“以身体

道”的群体。

王阳明说：“道必体而后见。”(《传习录》)这是说，

只有在体验、受用、经历中理解、通达这个道，它才能

成为人的安身立命之本。“以身体道”的意义在于激

发每个人的参与意识、践行意识。“以身体道”人群的

不断扩大，必将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效性不

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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