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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
了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同时也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
谐文化的根本的重大命题。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上又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做出重大战略部署，
他明确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
争的重要因素”，并特别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谐文化”、“弘扬中华文化
”、“推进文化创新”等是当前和今后的重大战略任务。
我们欣喜地看到，近几年来，我国理论界的同行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以十七大精神为指导，在建
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方面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
展。
　　我认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研究和探索还需要向深度和广度拓展，才能适应深入贯彻落实
科学发展观和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要求。
“深度”是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要深入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也就是要用言简意赅的表述告诉广大干部群众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广度”是指要重视深入研究和谐文化。
相比较而言，近几年对和谐文化研究的力度还不够，成果也不能满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实际上，“和谐文化”是继我们党提出“小康社会”、“以人为本”、“和谐社会”之后，又一个具
有重大凝聚力和吸引力的理论与实践的命题。
深化对和谐文化的研究并要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决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是要费尽革命思想家心血的
崇高的创造性的科学工作”（邓小平语），是要靠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的。
使我们高兴的是，王少安、周玉清同志所著的《大爱精神与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一书就是属于研
究这个重要命题的很有自己特点的阶段性成果。
　　本书作者已著有《大爱精神与大学文化建设》一书。
该书可以说是我国理论界系统研究“大爱精神”的最早专著之一，并已经涉及对和谐文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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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爱精神与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作者已著有《大爱精神与大学文化建设》一书。
该书可以说是我国理论界系统研究“大爱精神”的最早专著之一，并已经涉及对和谐文化的研究。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
了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同时也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
谐文化的根本的重大命题。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上又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做出重大战略部署，
他明确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
争的重要因素”，并特别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谐文化”、“弘扬中华文化
”、“推进文化创新”等是当前和今后的重大战略任务。
我们欣喜地看到，近几年来，我国理论界的同行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以十七大精神为指导，在建
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方面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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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36篇，出版专著和规划教材6部，获省部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和科技进
步二等奖4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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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委员、河南省高校研究生教学理事会理事。
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教学、研究工作。
主持完成教育部、河南省社科规划课题十余项，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38篇，出版专著和规划教材7部，
获省部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科研奖励多项和河南省优秀教师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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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而构成人类爱文化的发展史——基于这样的认识，本书把中国社会主义大爱精神看作是中华民族
传统爱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而中国社会主义大爱精神和大爱文化本身的发展也有从不完善到比较完善
的过程。
　　再从人类社会的空间维度看大爱精神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
从空间意义上讲大爱精神的普遍性，就是贯彻“无处不有”的原则，即在人类社会生活的环境中，凡
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大爱的需要和属性、大爱的意识和爱的文化（当然也有完全泯灭人性的亡命徒
式的例外），因为大爱是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本质需要，任何人的生命都无一例外地需要自己或他
人的关照与呵护。
从空间意义上讲大爱精神的特殊性，就是遵循“群体差异性”原则，即不同的社会群体（阶级、阶层
、组织）在不同类型的社会条件下有着爱的差异性，在同一种类型的社会条件下也有着爱的差异性；
即使同一社会群体，在不同类型的社会条件下也有爱的差异性。
这种不同社会群体各具特点的爱的意识和文化，是缘于他们各具特点的生存方式、生存环境特别是利
益的实现方式。
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大爱精神而言，其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表现为社会主义大爱精神的全
社会性（全民性）和不同社会群体（阶级、阶层、组织）大爱精神的差异性的关系。
社会主义大爱精神的全社会性是社会主义大爱精神的共性，不同社会群体的大爱精神是社会主义大爱
精神的个性，社会主义大爱精神的共性和个性相互依赖、相互包含、相互贯通、相互转化——基于这
样的认识，本书在第四章将着重论述社会主义大爱精神引领和谐文化建设的一般性论题；在后六章，
将按照社会主义大爱精神的共性和个性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从执政群体、农民群体、市民群体、职
业群体、婚姻家庭群体、慈善群体等各自不同的生产、生存方式，生活环境以及利益实现方式的具体
情况出发，结合社会主义大爱精神的一般原则和各自的群体文化传统，分别就我国的执政大爱精神、
职业大爱精神、婚姻家庭大爱精神、慈善大爱精神、农村大爱精神以及城市大爱精神引领和谐文化建
设的各具个性的论题加以论述。
　　在认识大爱精神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的理论方面，有一个特殊敏感的理论问题，那就是争论已
久的关于爱的全人类性和阶级性的关系问题。
在有阶级对立和斗争的社会里，关于爱的全人类性和阶级性的关系问题或者有没有全人类爱的问题，
既存在于时间视角中，也存在于空间视角中。
在这个问题上，本书既然确认爱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原则，也就确认在阶级社会有全人类之爱
，认为在阶级社会里爱的全人类性和阶级性是统一的。
把阶级社会特殊的爱放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看，它不过是人类之爱的一个阶段和形态；从阶级社会
内部的阶级关系看，不同阶级之间的爱的道德既有对立的一面，又有统一的共通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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