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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的二十大正式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新征程。“伟大而艰巨的事业”之成功推进，有赖于培养“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

、增进自身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时代新人在价值层面上全面追求“真”“美”“善”与“正

义”，在人格形象上全面整合知识之人、情感之人、意志之人与生活之人。据此，以培养时

代新人为基本目标的公民道德养成实践，也必然涵盖公民道德知识养成、公民道德情感养成

、公民道德意志养成以及公民美好生活建成等四个方面，这四者既分别构成了公民道德养成

的观念基础、内在动力、根本任务以及实践依归，又积极引导公民追求道德知识之真、道德

情感之美、道德意志之善以及公民生活之义，进而在认知迭代、情感升华、意志砥砺与生活

淬炼的过程中，顺利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符合人的全面发展要求、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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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正式开启了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与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新征程，这“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前途光明，任重道远”[1]（２６）
。伟大使命的圆

满完成有赖于“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2]（３４）
，其根本在于“立德”，在于公

民道德之实践养成。一方面，培养时代新人既是新时代公民道德养成的基本目标，也是评价

公民道德养成之成败得失的重要尺度；另一方面，新时代公民道德养成不仅为培养时代新人

提供了最全面、最有效与最基本的涵育理路，也在实质上直接决定了培养时代新人的模式、

层次与水准，从而在战略上为新时代新使命的顺利完成提供了最为关键的人力资源。鉴于此

，2019年印发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将“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确定为“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任务”，“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满

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迫切需要”以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

[3]（３１）
。在此语境中，时代新人的时代使命主要涵盖内向度的“人的全面发展”，外向度的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等

。其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顺利完成外向度的时代使命的逻辑前提与主体保证，更是时代

新人的本质特性与公民道德养成的实践指南。 

作为时代新人的本质规定性，人的全面发展必然是“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

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4]（１２３）
。亦即，时代新人不仅追求认知维度的



“真”、情感维度的“美”、意志维度的“善”以及生活维度的“正义”，更致力于将自身

正确的认知、充沛的情感以及坚韧的意志落实与转化为具体的以正义为价值旨趣的美好生活

，最终，在美好生活中“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由此，以培养时代

新人为基本目标的公民道德养成，也必然涵盖公民道德知识养成、公民道德情感养成、公民

道德意志养成以及公民美好生活建成等四个方面，这四者分别构成了新时代公民道德养成的

观念基础、内在动力、根本任务以及实践依归。总之，以培养时代新人为基本目标，新时代

公民道德之养成旨在积极引导公民追求道德知识之真、道德情感之美、道德意志之善以及公

民生活之义，进而在认知迭代、情感升华、意志砥砺与生活淬炼的过程中，顺利培养出一代

又一代符合全面发展要求、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一、时代新人：公民道德养成的基本目标 

在历史唯物论视野中，社会与时代决定着人的存在，不同时代对置身其中的公民有着特

殊的道德要求。诚如马克思所言：“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５６）
“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

”[5]（６８）
。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毅然走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与“全面推

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征程。面对新时代新使命新征程，党的十九大将“培养担当民

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以及公民道德建设的主要目标，时代

新人由此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者的典型形象，也被

确立为公民道德养成的基本目标。具体而言，时代新人这一话语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意义主要

体现在主体性、时代性与现实性等方面。在主体性方面，时代新人是建设主体与受益主体两

方面的有机统一。作为建设主体，时代新人承担了时代赋予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促

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重大使命，在此过程中奉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青春岁月与艰辛劳动

；首先，必须强调的是，时代新人所创造的一切建设成果，都是由他（她）们自己所享有的

。这是与人类历史上其他制度的建设群体与受益群体相分离的情形迥异的，新时代的时代新

人是为了建设他（她）们自己的美好生活与幸福前景而努力拼搏的。其次，在时代性方面，

时代新人之“时代”特指“新时代”，这是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

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2]（９）
。在新的历史方位中，时代新人可以超越

那种割裂过去、现在与未来之传统的时间观，赓续过去经验、立足现在语境、面向未来愿景

，在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的相互对话与积极融通中，全面推进国家建设、社会发展与自我

成长。最后，在现实性方面，时代新人兼顾了理想性与事实性。经验表明，理想主义往往因

偏执“应是”之端而深陷浪漫主义之泥淖，事实主义则因偏爱“所是”之端而难逃相对主义

之困境，一言以蔽之，缺乏事实支撑的理想是虚幻的，不以理想指引的事实是盲目的。“时

代新人”这一话语成功扬弃了过去的要么“应是”、要么“所是”之非此即彼的做法，在充

分吸收理想层面的价值意蕴与事实层面的现状描述的基础上，在理想的“应是”与事实的“

所是”之间找准最佳定位，夯实“能是”层面上的现实性基础。由是观之，时代新人从主体



性、时代性与现实性等三个维度，在宏观上共同指向了“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与“人的

全面发展”：一是建设主体与受益主体之间的有机统一，捍卫了人之人格样态的全面性；二

是融通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做法，整合了人之时间样态的全面性；三是兼顾理想性与事实性

的现实性定位，促进了人之发展样态的全面性。 

当然，从主体性、时代性与现实性三个维度构建“人的全面发展”可以大致勾勒出时代

新人的价值意蕴，却无法深入剖析时代新人内在要素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生成机理。在马克思

人学视阈中，既然人的全面发展是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以一个“完整的人”的身份“占

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那么，作为一个“完整的人”之全面的本质应当也必然涵盖了知识

、情感、意志与生活等四个方面，时代新人也应当被具体化为知识之人、情感之人、意志之

人与生活之人。知识之人旨在“求真”，是人的实质样态与观念要素，体现了时代新人的精

神属性；情感之人旨在“审美”，是人的本真样态与动力要素，展现了时代新人的自然属性

；意志之人旨在“崇善”，是人的本质样态与德性要素，体现了人的品德属性；生活之人旨

在“合义”即“合乎正义”，这是人的本源样态与品行要素，彰显了时代新人的实践属性。

总之，时代新人的全面性体现为价值与人格两个层面，即全面地追求真、善、美与正义等价

值理想以及完整地塑造知识之人、情感之人、意志之人与生活之人等人格面相。 

不言而喻，时代新人之全面性的价值追求与完整性的人格形塑，为公民道德的实践养成

提供了有效的价值指引与充分的主体保障。在新时代，公民道德之养成内容由此可以具体化

为道德知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以及美好生活四个方面。其一，公民道德知识是对当代民

主生活中的公民道德、道德价值、道德规范、道德品德与美好生活等论题的理性透析、观念

凝练与理论总结，它为道德情感、道德意志与美好生活的养成奠定了厚实的认识论基础。其

二，公民道德情感是指在当代民主生活中，在具体、深入且全面的观察、参与、体悟与反思

的基础上，公民在道德价值、道德规范、道德品质与美好生活等方面，所产生的积极的或消

极的情绪与态度等主观心理状态。积极的道德情感，例如，崇敬、信任、同情、快乐等，对

公民道德认知、道德意志与美好生活的养成起到正面的促进作用；消极的道德情感，例如，

疑惑、反感、鄙夷、痛苦等，对公民道德认知、道德意志与美好生活的养成发挥着阻碍作用

。其三，公民道德意志是指在合理的道德认知基础上，在积极的道德情感推动下，公民根据

特定的道德价值体系、道德规范体系与道德品质境界要求，在调整认知、控制情感与调节行

为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坚韧、果断与节制等品质与能力。其四，公民美好生活在价值上以正

义为趣旨，具体是指在正确的道德知识指引下、在充沛的道德情感的推动下、在坚韧的道德

意志的保障下，依据特定的道德价值、道德规范与道德品质所实际展开的生活方式。公民美

好生活的建成，意味着正义价值的充分实现，表征着公民道德知识、道德情感与道德意志的

全面养成，也从根本上持续且有效地推动着公民道德的养成与时代新人的育成。 

二、道德知识：公民道德养成的观念基础 



时代新人的实质样态与观念要素指向了真理与知识。自人类诞生之日起，真理与知识就

被确立为应当不懈探求的价值目标。在认识论中，属于工具性价值范畴的知识是指主体判断

与客观对象相符的内容，它为人类认知世界、探索社会、理解自我乃至实践活动，提供了稳

定的世界图景、有序的交往网络以及合理的生活指南。在价值论中，知识属于目的性价值范

畴，在一些情境中，人们追求知识仅仅为了知识本身，而非为了知识带来的成效或后果。从

泰勒斯的“仰望星空”、苏格拉底的“省察同胞”到斯宾诺莎的“磨镜苦差”乃至布鲁诺的

“殉道”等，都是为知识与真理而求真的伟大典范。在存在论层面，知识属于生存性价值范

畴，是此在（缘在）确证自我的重要依凭。马克思曾指出，人“必须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

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
［4］（１６９）

。海德格尔将此观点更简明扼要地表述为：“此在

在真理中”，真理与知识是一种此在的生存方式，即“揭示状态和进行揭示的存在”“在这

种进行揭示的存在是此在的一种存在方式”[6]（２５３）
。总之，知识兼备了工具性、目的性以

及生存性价值，三者相辅相成，共同刻画着时代新人的知识形象。 

在新时代公民道德养成的实践中，时代新人的知识向度必须具体化为公民的道德知识向

度，其逻辑前提是“道德知识”何以可能？在柏拉图的《美诺篇》中，借助“美德能教吗？

”之问，苏格拉底较早地发起对道德知识的讨论。起初，他认为道德是“通过神的恩赐而来

”
[7]（５３６）

，不是知识；随后又隐晦地指出，“正确的意见也是正确行动的向导”
［7］（５３２）

，

道德似乎又发挥着类似知识的功能。相较于苏格拉底的犹豫不决，柏拉图的立场非常坚定：

既然已经可以一探形式（理念）世界之究竟、一瞥形式世界之至善，哲学家当然已经获得了

关于道德的形式（理念），道德知识也借此获得了坚实与可靠的认识论支持。与其恩师相反

，亚里士多德拒绝将道德视为一种知识，“因为如果某人知晓了公正的本性，并不立即就是

公正的”[8]（２６２）
。这样的判断并不准确，他既混淆了“知”与“行”两个不同领域，对“

知”提出的要求与期待也大大超出了“道德知识”的功能范围。事实上，道德知识只能为人

们认知与理解道德生活提供观念体系、分析框架与知识图景；即便道德知识与道德行为之间

的背离情形并不鲜见，也不能抹煞道德知识的积极意义。在道德实践中，公民道德知识在公

民道德养成方面所发挥的指引作用，固然很难与公民道德情感以及公民道德意志相比拟，但

也不能就此武断地否定道德知识本身及其所能发挥的认知功能与指引作用。公民道德知识不

仅在道德行为与道德生活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引导作用，更为公民道德情感、公民道德意志以

及公民美好生活的养成奠定了厚实的观念基础。 

所谓公民道德知识，是对当代民主生活中的公民道德、道德价值、道德规范、道德品德

以及道德生活等主题的理性透析、观念凝练与理论总结。公民道德知识首先指向了对公民道

德本身的认知：广义的公民道德旨在规范日常生活的所有领域，涵盖了社会公德、职业道德

、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等，属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范畴；狭义的公

民道德指向了公民身份、公共生活以及政治参与等，其核心是“激发或促成广大公民对政治

活动及公共事务的投人，并以理性、合法的方式去解决政治参与中的各种问题”[9]。在新时



代公民道德养成实践语境中，对公民道德的界定应取狭义视角，据此，所谓公民道德是指在

当代中国公共生活中，为了更好地参与政治生活、协调主体间关系、实现自我价值，在平等

交往与理性协商的基础上，公民就必须具备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以及公共品德等所达成的

共识。据此，公民道德知识涉及对道德价值、道德规范、道德品德与美好生活的正确认知，

公民道德唯有同时拥有道德价值、道德规范、道德品德与美好生活等向度才是完整与有效的

。其中，公民道德价值是公民道德的实质内容，它从应然与观念的维度对政治制度、道德规

范、参与行为、公民品德乃至公民生活等，进行价值引导、价值调节与价值评判，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新时代公民道德价值的主要内容；公民道德规范是公民道德价值的

现实化与具体化，旨在通过特定的道德权利义务体系调整公民间关系、规范公民行为、创建

公民美好生活，《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是构建公民道德规范体系的主要依据；公

民道德品德是公民道德的人格要件，它是指在当代民主生活中，为了更好地参与公共生活与

实现自我价值，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公民间就各自应具备的品德德目而达成的共识。此外

，公民美好生活是公民道德的实践形态，美好的道德生活意味着道德价值、道德规范与道德

品德的充分实现。综上所述，新时代公民道德知识为公民道德养成提供了坚实的观念基础与

正确的思想指引。 

三、道德情感：公民道德养成的内在动力 

时代新人的本真样态与动力要素归结为充沛的道德情感。经典作家们一贯重视人之情感

的生存论与工具性价值。在生存论层面，情感是人认知自我与确证自我的本质力量与动力来

源。马克思指出：“人的感觉、激情等等不仅是在［狭隘］意义上的人本学的规定，而且是

对本质（自然）的真正本体论的肯定”[10]（１０７）
，“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

象世界中肯定自己”[11]（３０５）
。既然情感是沟通自我与世界、自我与社会、自我与他者、自

我与自我的主要桥梁，那么，每个人都可以从世界、社会、他者与自我的视角认知自我、确

证自我。在工具性层面，情感是一种“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
［4］（１６９）

，马克

思曾强调：“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

、受制约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

他之外的；但这些对象是他的需要的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

的对象。”
［4］（１６７－１６８）

这就意味着，情感是人类从事求真、审美、崇善以及合义等自我

实现活动的动力源泉。总之，只有通过情感这一自然属性，时代新人才有可能获得认知自我

、确证自我与实现自我的本质力量与内在动力。 

进入新时代，“在国际国内形势深刻变化、我国经济社会深刻变革的大背景下，由于市

场经济规则、政策法则、社会治理还不够健全，受不良思想文化侵蚀和网络有害信息影响，

道德领域依然存在不少问题”
［3］（２）

。在此情形中，在严肃正视否定性情感的越来越大负面

作用的同时，更应重视公民道德情感养成的质量与效率。所谓道德情感，是指“个体根据一

定的社会道德规范和标准，评价自己和他人的思想、意图及行为时产生的内心体验”
[12]（３６



１）
。道德情感可以分为肯定性与否定性两类，前者包括幸福、热爱、自豪、敬佩、欣慰、快

乐、尊严等，后者包括羞耻、羞愧、憎恨、不安、痛苦、内疚等，“个人道德情感是引发伦

理行为的动力，是品德高低变化的动力因素、决定性因素”
［[13]］（１６０２）

。在公民道德养成

过程中，相较于道德知识，公民道德情感的作用更为重要。在日常生活中，一个拥有系统且

高深道德知识的伦理学家很有可能是个见利忘义、恩将仇报的小人，一位目不识丁、缺乏道

德知识的贩夫走卒却极有可能忠厚老实、淳朴善良。导致上述“知”与“行”严重分离的原

因在于，虽然在道德知识方面，伦理学家的理论储备与思维水平远高于平民百姓，但基于道

德情感上的强与弱之差别，两者在道德行为与品德境界等方面的表现也就判若云泥了。据此

，公民道德能否养成的关键在于道德情感能否养成。亚里士多德就曾明确表示：“德性还和

行为与情感有关”
［8］（３４）

。具体到与何种情感的关系最为密切，穆勒的结论是快乐，他分

析指出，道德标准甚至人生的终极目的“就是尽可能多地免除痛苦，并且在数量和质量两个

方面尽可能多地享有快乐”[14]（１４）
，考虑到心灵的快乐更持久、更有保障、成本更小等原

因，“理智的快乐、感情和想象的快乐以及道德情感的快乐所具有的价值要远高于单纯感官

的快乐”
[14]（１０）

。基于此，穆勒宣布：“做一个不满足的人胜于做一只满足的猪；做不满

足的苏格拉底胜于做一个满足的傻瓜。”
[14]（１２）

在日常生活中，由于个体需求、人生阅历、

生存境遇等不同，公民在道德情感方面存在着肯定性与否定性、高位阶与低位阶、强势与弱

势之别。公民道德情感养成的实质，就是完成由否定性、低位阶与弱势的道德情感向肯定性

、高位阶与强势的道德情感的转变与升华。 

在道德实践中，公民道德情感养成效果之高低，往往取决于公民对政体、价值与制度等

方面的认同程度。就政体认同而言，在资本主义民主中，公民被普遍地排除在公民道德的生

成过程之外，这就导致在道德价值体系的确立、道德规范体系的构建乃至美好生活方式的创

建等方面，很难反映民情、体现民意、遵从民愿。公民道德当然无法得到公民的广泛认同与

自愿遵守，公民道德情感更是无从谈起。与此相反，社会主义中国始终坚持将人民至上、人

民当家作主以及美好生活等理念“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15]（２９１）
，由此自

然而然地孕育出热爱、自豪、快乐等情感与情绪，公民道德情感也就能够得以顺利养成。在

价值认同方面，人民至上是公民道德情感养成的价值依据。人民至上价值理念主张“站稳人

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形成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

有”
[1]（１９）

的科学理论与民主实践。在社会主义公民生活中，人民至上理应成为社会主义公

民道德的价值实质，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坚守人民至上价值理念，是评判公民道德之好坏

与优劣的主要标准。以人民至上价值理念作为指引，公民道德的价值体系、规范体系以及品

德境界显然可以做到“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
［1］（１９）

，这必然能得到广大人民

群众的理性认可与情感共鸣，也能进一步涵养公民道德情感。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是公民

道德情感养成的规范根据。在新时代中国，以保障“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体现人民意志

、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
［1］（３７）

等为政治原则，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不仅



从制度与形式层面规范与调整着公民道德与公民道德生活，也从实体与程序两个层面为公民

积极参与道德价值体系确立、道德规范体系构建以及道德品德境界提升等，提供了完整且系

统的制度路径。在此情形中，作为道德价值、道德规范与道德品德的决定主体、建设主体、

受益主体与评价主体，时代新人的道德情感之养成也就顺理成章了。 

四、道德意志：公民道德养成的根本任务 

时代新人的本质样态与德性要素主要表现为坚韧的道德意志。在当代生活中，公民道德

知识与公民道德情感并不能自动现实化为自觉的目的性的道德活动，这是因为，公民道德知

识与道德情感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现实生活，主要取决于公民道德意志的坚韧性、

果断性以及执行力之强弱。所谓意志，是指“一个人自觉地确定目的，并根据目的来支配和

调节自己的行动，克服种种困难以实现预定目的的心理过程”
［12］（３８４）

。意志本身所具有

的支配与调节自己行动的功能主要体现在意志的能动性之中。这种由意志所支配与调整的行

动生发于由内向度的主观世界走向外向度的生活世界之中，意志也因此具有积极调节、支撑

与推动公民道德生活的实践功能。在公民道德养成实践中，道德意志主要包括当机立断、坚

贞不屈、坚韧不拔、不畏艰险、雷厉风行以及斗志昂扬等。 

在公民道德养成实践中，道德意志的养成主要通过现实生活中的确定目标与执行目标等

两个阶段予以推进。就确定目标阶段而言，“人的全面发展”价值理念与多元化的生活方式

必然导致更多样、更复杂以及更多变的价值目标：同时满足所有的目标，显然是不现实与不

可能的。这就意味着，公民必然面临着在诸多价值目标之间进行痛苦抉择的现实困境，目标

冲突由此产生。这些目标冲突在类型上主要包括双趋冲突、双避冲突以及趋避冲突等。一是

双趋冲突，即公民在面临两个同时出现、具有同等吸引力的价值目标时所产生的难以取舍的

心理困境。譬如，效率与公平是两种必要且重要的政治价值，但在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

，一些公民可能面临效率与公平两种价值目标何者优先的抉择困境。二是双避冲突即指在面

对同时出现的两个同等负面的价值目标时，公民往往会产生左右为难的困惑。例如，在参与

商品房价格听证过程中，公民可能会面临非常艰难的政策选择：价格过高会导致房地产泡沫

以及刚需购房者的生存困境，管制房价又极有可能影响经济增长速度以及广大业主的资产保

值。三是趋避冲突是指公民在面对特定价值目标时所产生的既想趋近又想回避的矛盾心态。

例如，一些公民对待福利政策的心态可能就是既希望享受更高的福利，又惧怕由高福利所带

来的高税收。应当说，在面对上述三类目标冲突时，要以公民道德价值体系为准绳、以公民

道德知识为依据，在每个公民内心的理性与道德法庭面前，将所有目标逐一审视，最终选定

可取的目标。在此过程中，当机立断、坚贞不屈的道德意志得以养成。 

执行目标阶段是公民道德养成的关键环节，也是充分展现、全面考验与有效强化公民道

德意志的养成过程。执行目标行为主要包括积极层面的行动发起与消极层面的行动抑制两类

。行动发起，是指公民积极参与道德实践，以便实现特定目标，例如，为了充分落实人民当

家作主制度要求，公民应当排除万难、矢志不渝地积极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



、民主管理以及民主监督等权利。行动抑制主要是指公民全力以赴地制止与预定目标相违背

的愿望与行动，比如，在参与城市公共决策过程中，公民一旦发现某项公共政策可能违背了

公共利益，就应当勇敢地行使民主监督的权利，以达到完善政策的目标。在现实生活中，被

执行的目标一般可以分为即时与长期两类。执行即时目标行为是指在相关条件基本成熟的情

形中，目标一旦确定，就立刻进入实施阶段。比如，在民主选举时，公民在确定支持目标后

，一般都会直接去投票站完成投票任务。执行长期目标行为，则指向了那些需要长期规划或

有待未来行动的目标，一般不会立即付诸执行。譬如，在参与民主管理过程中，某些公民就

降低城市碳排放目标问题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也非常希望将这些看法转化为公共政策，但一

般不会马上实施，因为可能有更紧迫、更重要或更必要的工作与任务需要即时或短期内完成

。通常而言，一旦进入执行目标阶段，公民很有可能会遭遇精神上的负担、价值上的困惑以

及利益上的干扰等困境，这就需要全面养成、充分磨砺公民的道德意志。一是由于从确定目

标到执行目标之间会有一定的时间间隔，期间，一些新问题与新情况可能会层出不穷地涌现

，这就需要公民必须善于审时度势、果断抉择。这个过程既是对公民的认知能力、情感调适

与实践经验等素质的挑战，更是对其道德意志的重大考验。二是在面临国家、政府、社会、

公民等主体之间的价值冲突与价值挑战时，如果缺乏强大的道德意志，可能难以承受智力、

精力和体力等方面的重压。此外，在执行目标过程中，也可能会出现因压力过大而消极动摇

、因其他价值目标的吸引而朝三暮四或因其他主客观因素而丧失信心等情况，这些均需要依

靠公民的坚强意志予以坚守与调节。总而言之，在执行目标的过程中，公民需要不断克服内

部与外部困难：内部困难可能包括知识匮乏、信心不足、性格怯懦、情绪消极、能力欠缺、

态度犹豫等；外部困难主要涵盖经济发展萧条、政治秩序动荡、自然条件恶劣以及保守势力

阻碍等。在克服内外种种困难过程中，公民自主、果断、坚韧与节制的道德意志就能得到系

统且有效地养成。其中，自主性意志是一种保障公民不受外部与内在的偶然性因素影响，以

便可以独立自主地选择目标与执行目标之品质；果断性意志即指公民应当善于抓住机遇、明

辨是非、快速有效地确定与执行目标之品质；坚韧性意志是指公民对自己选择目标的坚守与

捍卫，并能在道德行动中始终保持积极昂扬的精神风貌以及百折不挠的坚毅品质；节制性意

志即指公民能够自觉地控制自己的情绪与欲望、约束自己的语言与行动的品质。总而言之，

经由确定目标与执行目标等两个阶段，公民亲身体悟与积极追求道德知识、道德情感、道德

价值乃至正义生活，进而在认知升级、情感升华、价值萃取以及生活淬炼过程中，真正完成

公民道德意志的养成。 

五、美好生活：公民道德养成的实践依归 

时代新人的本源样态与品性要素指向了以正义为价值趣旨的美好生活。自泰勒斯选择“

仰望星空”以来，“美好生活”就开始成为哲学主题，因为“真正重要的事情不是活着，而

是活得好”
［7］（４１）

。有鉴于在正义主题认知上的严重分歧，对美好生活的追问乃至拷问从

未停歇。在古希腊，正义的主题是以真理为内核的灵魂生活，美好生活也就具体化为有序的



求真生活，至于正义的城邦生活只不过是真理的投射结果而已。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精

心构筑的美好生活就是一种捍卫灵魂秩序的正义生活，亦即正义的精神生活是一种由智慧统

摄激情与欲望的理性生活，由此，正义的城邦必须由有智慧的哲学王进行统治。亚里士多德

更是将真理生活拔高为“最高等的一种实现活动”[16]（３０５）
，甚至是一种“与人的生活不同

的神性的生活”
［16］（３０７）

。在漫长的中世纪，正义的主题是以道德为内核的宗教生活，基

于摆脱现世苦难、通向上帝之国的诉求，基督教的信徒们普遍按照宗教教义的指引，过上了

他（她）们所认定的美好生活即向善、崇善的宗教生活。在人文主义运动以来的西方社会，

正义的主题是以人性为基础的世俗生活，充分满足作为人之本性的自然欲望、情感需求以及

审美情趣等，自然成为正当与合理的要求，资本主义美好生活也就具体化为丰足的物质生活

、丰沛的情感生活以及丰富的审美生活。概而言之，在马克思正义观视阈中，古希腊以真理

为内核的沉思生活、中世纪以道德为核心的宗教生活以及近代以来以审美为核心的资本主义

生活，并未从完整的、全面的层面追求真、善、美等价值，均犯了以偏概全的谬误，其结果

只能是片面的、碎片化的正义生活，美好生活更是无从谈起。真正能够全面统摄真、善、美

等价值的正义生活与美好生活只能属于共产主义，也只有在共产主义这一自由王国中，脱离

了对人与物的依附关系的每个人，才有可能“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

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及其“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

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17]（１０４）
。不过，共产主义生活虽然美好，实现

共产主义的道路却是分外艰辛、格外漫长的，“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

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

[18]（９２６）
。前途可谓光明，道路可谓曲折。进入新时代，在建设美好生活时，既要坚定不移

地向着共产主义这一终极理想生活样态继续迈进，又要抛弃“毕其功于一役”的浪漫主义幻

想，立足新形势、剖析新问题、完成新使命。党的十九大报告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问题”与“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确定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两条主要路径，就

充分考虑了现实性与理想性两个维度的实践需求。其中，“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

题”旨在为建设美好生活夯实物质基础，“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则为建设美好生活提供了根

本的价值意涵：前者指向了富足的物质生活，后者展现了丰富的精神生活。 

建设美好生活，一方面应“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满足时代新人更高层

次的物质需求、建设更高水平的物质生活。马克思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

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9]（１４６）
为了保证个人生命与过好个人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

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

活本身”[20]（５３１）
。社会主义中国所要建设的物质生活，不能仅限于满足人民最低限度的温

饱，更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因之，贫穷不是社会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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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３７３）
。进入

新时代，在已经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重任的基础上，党的二十大报告又将“全面建成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确立为新时代的中心任务，并提出“两步走”的总体战略安排，即“

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

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1］（２４）

。时代新人，也只有时代新人才

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主体与“第一资源”。 

另一方面，建设美好生活也应“推动人的全面发展”，满足时代新人的精神需求。党的

二十大报告指出：“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

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
［1］（２２－２３）

经典作家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畅

想的共产主义生活，就是一幅物质富足与精神富有的生活愿景：“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

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

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

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
［20］（５３７）

可见，在促进“物的全面丰富”

的基础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才是美好生活的根本价值目标。这就意味着，在新时代公民道

德养成实践中，促进时代新人的“全面发展”具有双重意义。对于时代新人而言，促进“全

面发展”是他们的自身根本利益之所系，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表征着时代新人在“求真”

“审美”“崇善”与“合义”的过程中，完成了确证自我与超越自我的价值理想。对于美好

生活而言，“全面发展”本身既是对建设主体的根本要求，也是对美好生活的评判标准：发

展不全面的时代新人难以担负起建设美好生活的重大使命，发展不全面的生活也谈不上是一

种美好的生活方式。总而言之，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价值指向，建设美好生活、

培养时代新人与公民道德养成三者之间是相辅相成、三位一体的关系：时代新人是美好生活

的建设主体与享受主体，培养时代新人是公民道德养成实践的基本目标，建设美好生活又为

培养时代新人与公民道德养成提供了丰富且深沉的生发场域，进而，时代新人的育成也表征

着公民道德的最终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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