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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美好生活重要论述探究

———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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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师范大学，甘肃 兰州 730070)

摘 要: 新时代中国背景之下，美好生活的叙事显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时代语境。共建美好生活源自人类对

美好社会的追求，从词源上对“美好生活”话语进行追溯确有必要。“美好生活”话语是贯穿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现实主线，呈现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全部内容。深入探究美好生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二者间的辩证

关系，回应中国特色的现实逻辑问题，有助于正确把握“美好生活”话语整体性的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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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好生活”的词源追溯

新时代背景下的美好生活既是一种美德目标，

也是伦理意义上的一种指南，而对于个体来说，每一

个中国人都是美好生活构建过程中的重要参与者与

见证者，他们所向往的美好生活所呈现的样态是什

么? 回答该问题，需从“美好生活”词源进行追溯，

从美好生活的本质探源，而在阐释美好生活基本内

涵方面，哲学家对这一问题的分析鞭辟入里。

“美好生活”是什么? 首先需要我们廓清美好

生活的边界。在汉语中，“美”与“好”皆是会意字。

在《说文解字》一书中，对“美”与“好”二字都有所

涉及:“美，甘也。从羊从大。”“美”字由上“羊”下

“大”构成，意为“国土辽阔、人民驯顺”。“好，美也。

从女、子。在《庄子·盗跖》一书中出现的“美好”一

词是指女子容貌姣好，后来才在含义上发生了引申。

总而言之，在汉语的语境中，“美好”是指美丽的东

西能让人身心舒畅，“美好生活”指的是能快乐、愉

悦的生活，这与中国文化悦纳万物、享受生活的乐感

特质相得益彰。

儒家是信奉孔子学说的哲学学派，孔子为创立

者，孟子所发展，荀子则为所集其大成者。儒家思想

涵盖内容丰富，至今仍具有学术生命力。在儒家思

想体系中，对“美好生活”一词也有所提及。在《论

语》中，孔子在对《韶》乐和《武》乐的评价中提到过

“美”字。孔子谓《韶》: “尽美矣，又尽善也。”《武》

“乐尽美矣，未尽善也”。“美”在这里指的是乐曲声

音及形式好，同时也提到了“善”，意指乐舞的思想

内容好。后来对“美”字的涵义逐步演变为“好”。

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这里的“美”

便是好的意思。而“好”字的涵义大多指向喜好、喜

爱的意思。如子曰: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

于事 而 慎 于 言，就 有 道 而 正 焉，可 谓 好 学 而 已。”

“好”从女、从子。“好”字指的是人们对于幸福生活

的感受，没有标准。“生”字与“死”相对，指的是生

存、活。《论语·颜渊》中的“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

死”及《孟子·告子下》中也提及过“生”字，“然后

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两处提到的“生”字皆

与“死”字相对，指的都是人的存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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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生活”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被赋予了不

同 的 涵 义。在 希 腊 语 中，“美”字 被 翻 译 为

Ομοριá，用来形容女子的美貌。古希腊哲学家苏

格拉底与诡辩家希庇阿斯曾就美的本质即什么是美

问题展开过激烈讨论，在这场讨论的最后，苏格拉底

认为定义“美”是很难的，原因在于他发现任何定义

都难以概括美的本质。苏格拉底关于“美”的看法

同其“至善”理论相关联，他认为美既非主观又非客

观，心中没有境界便不会产生美的现象。“好”字被

翻译为 Καλó，同英语中“good”意思相近，皆指好

的。而“美好”一词则被翻译为 μορη，同“beauti-

ful”一样都被用来形容女子的美貌，这同中国传统

文化对“美好”二字的诠释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亚

里士多德在讨论美德与幸福的过程中曾对“好”字

进行了解释，他认为万物存在目的在于某种“好”，

人类也在追求“好”，这里的“好”指的便是幸福。只

有好人之“好”才是真的好。“生活”的希腊语为 Η

ζω ＇η，同“the life”一样都指向人生活的历程，从出生

直至死亡。

至于“生活”二字的涵义可从苏格拉底与其学

生柏拉图的谈话中寻求答案，“什么是生活”这是柏

拉图追问苏格拉底的问题，苏格拉底让其到树林中

寻找，并要求带回一支最好看的花，但柏拉图三天两

夜未出树林，而是在花的旁边安营扎寨，苏格拉底赞

许柏拉图已寻求到生活的真谛。由此可见，“生活”

意指一种不断寻求美的过程，最终呈现一种美的状

态。古希腊作为西方文明的源头之一，其文明存在

于世约 650 年，但却早已对“美好生活”提出了内含

哲理的诠释。苏格拉底虽未对“美”进行概念上的

概括，但“美”与“好”共有相似之处，皆指幸福的样

态，而所谓“美好生活”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意

指人们所处于一种幸福的状态。

虽然“美好生活”所处的历史阶段不同，但不同

的阶段赋予了其鲜明的时代特征。纵观时代发展的

不同历程，“美好”二字多被理解为一种幸福、喜爱

的心理指向，而“生活”也被一致诠释为人类生存的

状态。历经岁月长河的洗涤，“美好生活”的内涵不

断扩展，时代性与哲理性不断凸显，从“美好生活”

的词源进行探究确有必要。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

发生转变，标志着我国发展已进入新时代，“美好生

活”话语的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国家层面上以期实

现富强，社会层面上期望实现进步，而从个人角度则

是希望达到幸福的状态。美好生活实现的主体在于

人，它是每一个人未来生活状态的实际表达。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美好生活实现的行

动指南

追求美好生活是每一个存在于社会联系之中个

体的目标指向，也是社会得以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

每一个个体既是以现实的个体存在，也是存在于群

体、社会与国家之中的一种社会存在。个体对于美

好生活目标的实现必然要与群体、社会及国家产生

内在的关联。而这种关联要以个体所处的现实背景

为依托。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国社会的主

要矛盾已发生转变，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求也呈

现出多样化的增长，发展的不平衡与不充分则上升

为制约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因素。人民对于美好生

活的向往并不是只停留在空想的阶段，而是将这种

向往与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不断追求美好生活，这

正是体现了美好生活规律的内在要求。在社会主要

矛盾转变的过程中，将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也

纳入其中，既是对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彰显，也是集

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是体现了中国

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党对人民美好生活规律性的

正确把握。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只有过上美好生

活，他们才能充分发挥自身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

性，共同推动国家的发展，才能使得国家的发展具备

足够的动力与韧性。回归至个体，个体实现美好生

活需以价值观为支撑，而价值观正是实现个体需要

的反映与产物。从价值观的性质与基本内容方面分

析，人的需求与社会发展水平对其起着直接决定性

的作用，而受需要决定与制约的价值观对“美好生

活”话语具有强大的导向作用。一个民族、一个国

家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以历史和文化发展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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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基础，从现实的角度出发，人民群众实现美好生

活离不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在理论维度

上，美好生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属性，而

实践维度上，美好生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

与践行的现实基石。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构成为基点，美

好生活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基石，有其

必然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人民对于美好生活

的追求呈现密不可分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理解，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对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

另一种表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应

以“以人为本”作为基本原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就是要始终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彰显

人民主体的价值取向，要把人民的美好生活作为发

展的目的与归宿。因此，要实现人民对于美好生活

的向往，首要前提是实现与维护好人民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与最现实的利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

人民主体地位的价值观所进行的高度的凝练表达与

支撑，而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正是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现实基石。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基石是美好生活，

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全部内容要以其为依归。

换句话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属性是美好

生活，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全部内容

都是围绕美好生活这一主题而展开的，并以追求和

实现美好生活为目的的。因此，对于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理解与把握，不能离开美好生活这一本质

属性，离开了这一本质属性，便意味着很难将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与其他价值观进行明确区分，也会模

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具有的现实指向与价值意

蕴。［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思想渊源上进行追溯，

有着多方面的来源，在承继传统的基础上与实际进

行结合与创新，是对新时代中国人的精神追求与精

神脉络的集中反映。要继续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意涵及外延，同时，也需立足于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深入探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人民美好

生活之间的逻辑关系，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

牢牢扎根于人民的生活实践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已进入新时代，

在继承与发展马克思劳动幸福思想的基础上，结合

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中国提出了一种彰显中国特

色的美好生活观，是对马克思主义美好生活观在中

国现实中的进一步创新与发展。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谱系中关于美好生活的表述居

于核心位置，它是一个长期的概念，具有很强的现实

针对性、工作导向及实践要求。我们既要把握“美

好生活”话语的理论渊源、思想特质及比较特色，更

需把握这一话语的现实品格。这种现实品格突出地

表现为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体验与评价

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密联系在一起。人民是历

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命运的根本力量。

各个时代的人都有对各自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

求，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目的在于实现人民对于美

好生活的向往，只有把这一内在联系牢牢把握住，紧

紧抓住这一现实基石，才能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有更为准确的理解与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

国家、社会与个人三个层面对当代中国精神进行了

高度凝练与概括，是对全体人民共同价值追求的集

中表达，承载着每一个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三个层

面相互渗透、相互支撑，共同推进美好生活的逐步实

现。

三、美好生活的现代建构

充足的社会条件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奠

定了建立基础，一方面，各项条件的充分发展需要人

民群众共同创造社会财富，另一方面，它也对国家在

财富分配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家需不断满足

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诉求，而这种满足不能仅停留

在物质层面，更需体现在对精神需要的满足。共同

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而这一要求也是全体

人民共同需求指向的客观反映。美好生活的实现首

先是对物质基础的夯实，也是对物质文明的提升，进

而整个国家的富强。［2］

人民向往的美好生活需以经济基础作为强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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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后盾，将富强从国家发展的宏观目标纳入到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内容中，不仅是对“贫穷不

是社会主义”的历史矫正，而且也是对财富追求的

正当性确认。［3］民主同样贯穿于中国历史发展的逻

辑主线，经过长期的历史探索建立了符合中国实际

的民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民主提供了肥沃

土壤，民主是政治民主、经济民主与文化民主三者的

历史性统一，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实现党的

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才能把

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此意义理解，

民主是构建美好生活的先决条件。而文明同样是衡

量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文明既是对传统文明

发展作出的阶段总结，也是对现今文明状态的集中

呈现，更是对未来文明样态的向往。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的重要特征之一便是文明，它为构建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体系提供了正确指向，同时

也是对社会主义文化的高度提炼与概括。文明是美

好生活理想实现的重要支撑。美好生活的实现需要

建立在社会和谐的基础上，而衡量人民生活是否幸

福的重要指标也在于社会的和谐，它是建成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体现。只有生活在安定有序、

充满活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国家，人民才能真正

体会到生活的幸福与美好。

在马克思的人的发展理论中，人的自由占据了

主要地位，在其《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其终生追

求和建设的社会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全面

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4］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将自由作为其基本要素，标志着人

民的自由观已进入到自觉建构的新阶段。人民对于

美好生活向往的实现，是自由的根本价值取向，只有

实现过程自由与机会自由、形式自由与实践自由的

有机统一，在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助推自己的

自由全面发展，才能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

美好生活的实现也需要平等。社会层面的基本

价值导向之一便是平等，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平等

观在中国的创新发展，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

的实践要求。现阶段，既要注重形式平等，也要逐步

实现实质平等，确保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平等享有

政治权利与社会地位，推动社会主义平等向更高质

量发展。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发生转化，使得人

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求更为多元、更为迫切，

而这种需求的实现需以公正作为实践保障。一个社

会全体成员之间恰当关系的最高概念便是公正，它

体现“个人权利同他人( 社会、公众、政府或个人) 权

利的和谐关系”。［5］美好生活的实现需要公正的保

障，要在实践中通过有效的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不

断促进社会的公正，推动社会的共享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构建，离不开马

克思主义为其奠定的坚实理论基础，同时也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提供了方法论与法哲学观。

“你们的法不过是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

志”，［6］马克思主义创立的阶级分析法为人们认识

“法”这一社会现象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与工具，

同时也为社会主义法与资本主义法的区分提供了辨

别依据，是构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体系的

理论基础。“法治”作为一种价值观，只有与美好生

活紧密结合，才能更加凸显其深刻的内涵，彰显法治

的独特作用。只有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要

求转化为刚性且具有约束力的法律规定，才能为构

建美好生活构筑坚硬的法治保障。自由、平等、公正

与法治是社会层面上价值追求的反映，也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属性，为实现美好生活提供

了社会条件和重要支撑。

马克思指出: “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7］人

具有自然属性，表现为自然存在物。而“爱国”正是

人自然属性的内在要求的自然呈现，也是美好生活

实现的精神支柱。奋斗的方向由爱国决定，而奋斗

则书写爱国历程。中华民族正在实现由站起来、富

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些成绩的取得正是人

民爱国奋斗的结果。美好生活的实现离不开人民的

爱国精神，只有在新时代继续弘扬爱国的奋斗精神，

坚持民族团结与祖国统一，坚持构建与推动人类命

运共同体，才能在更大程度上凝聚人民群众的力量，

共同开创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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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认为，劳动态度的价值追求和观念表达，

正是“敬业”精神的集中体现。“在意识层面逐渐发

展起来的这种对对象化的活动的尊重和崇敬，就是

敬业精神。”［8］只有劳动者以执着的信念与高度的

使命感对待自己的岗位，以尽心尽职的态度对待自

己的事业，逐步彰显职业对社会、对国家、对民族的

重要价值，才能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在对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进行批判与揭露的过程中，马克思指出

经济信用是诚信体系构建的基础，在一定的社会历

史条件下，诚信是人与人之间形成的利益平等关系

的社会准则。

同时，随着时代的变化，也对“诚信”提出了时

代要求，实现市场经济持续健康有序的发展，必须建

立诚信体系，各类市场主体应积极遵守诚信规则，确

保经济活动正常进行，才能构建和谐的美好生活。

友善的内涵指的是由善心、善性、善言及善行所构成

的文明素养。［9］它作为一种价值观，对其的培育与

弘扬要及时切入到新时代的历史进程和现实场域

中。友善价值观的培育和弘扬在新时代背景下正发

生着历史性的变迁，中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攻坚期、

社会发展的加速期，各类矛盾与问题较为复杂，从而

使得对公民文明素养的培育成为关乎美好生活实现

的核心任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中国公民

要以文明友善的良好形象走向现代化和世界的舞

台，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全体中华儿女共

同构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有必要将

友善的精神渗透其中，延伸到发展中国人民与各国

人民的友好关系中，共同助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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