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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需要视觉思维

———基于思维方式评价分析

郁有凯
(山东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是对社会主义价值本质的高度概括和最高

抽象,但这并不说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要割裂理性与感性,就要以纯粹观念或形而上思维看待

它的培育问题。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应考虑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主观认同,包括具象化认知、情感

化认同和理性化思考等方面。 基于思维方式评价而言,视觉思维是以视觉意象为媒介,感性和理性交汇

融合的创造性思维,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维方式,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感

性与理性融合的连续性探索过程,两者之间有着高度契合性。 视觉思维直接感知的探索性能够直接理

解核心价值观抽象性背后的事实性,是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关事实的直接感知和探索,减少了

理解抽象概念的思维过程;视觉思维发挥想象的创造性能够深化核心价值观认同的情感性,使人们能以

已有的经验知识为依托,在头脑中不断构造和生产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关视觉意象,引发情感共鸣

和思想感悟。 视觉思维唤醒“无意识体验”的现实性能够升华核心价值观践行的自觉性,打通人们原有

的无意识体验与自觉性意识之间的障碍,形成能够在践行过程中加以利用的现实性感悟和实践性知识。
这为深入探讨视觉思维在形象化地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作用和机制提供依据,有助于社会成

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理解和深度认同。 视觉思维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运作机制

体现为观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象选择和认知认同)、想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象重构和情

感认同)和构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象升华与行为认同)三个层面。 这三个层面是一个连续统一、
交叉融合的过程,表现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觉意象的选择为重构提供素材,重构则又指导和过滤

选择所获取的认知;视觉意象的重构为升华提供动力,升华则又表达重构,并鼓励和修正视觉意象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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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和重构。 发挥视觉思维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作用的三维路径也相应表现为活化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视觉符号,实现由“言”生“象”,积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觉图式、实现由“象”生“意”、激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觉意象,实现由“意”生“行”。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觉思维;视觉意象;观察;想象;构绘;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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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及其学术进路

2021 年 7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强调:“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

社会发展和百姓生活。” [1] 2021 年 9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网络文明建设的意见》,指
出网络文明建设要实现“文化培育取得新成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人民群众网上精神

文化生活日益健康丰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网络文化建设,广泛凝聚新闻网站、商业平

台等传播合力,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到广大网民中、传导到社会各方面” [2] 。 实践中,如何凝

聚主观共识是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研究的热点命题。 人们往往将核心价值观培育看成为

一个理论性抽象命题,习惯于理论方式的认同教育,忽视了图像时代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象化

培育的要求。 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调研时曾强调,“要注意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

化、具体化、形象化、生活化,使每个人都能感知它、领悟它,内化为精神追求,外化为实际行动” [3] 。
这明确指明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形象化问题。 在早期的西方学术界,格式塔心理学代表

人物阿恩海姆曾从审美直觉心理学角度提出的视觉思维概念,揭示了感性与理性之间的融通,化解

了知觉与思维的对立,在某种程度上为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撑,对
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觉化内容如何在社会成员头脑中展开思维运作提供了启示。

所谓视觉,即视知觉。 在传统心理学中,知觉是对外界刺激物的直接反映,思维是对外界刺激

物的间接反映,两者之间有着明显界限。 而哲学史上著名经验论和唯理论的论争,从认识论上看,
也不过是对感性和理性作用的片面强调。 20 世纪美国学术界存在一种现象:追求感性力量的艺术

家拒斥理性,崇尚理性权威的科学家藐视感性。 于是,在感情和理性、艺术和科学之间产生一条鸿

沟,将人类对真理的探索引向了狭窄和局限。 美国艺术心理学家鲁道夫·阿恩海姆从这个意义上

开启了弥合感性与理性之间裂缝的研究历程,提出“一切知觉中都包含着思维,一切推理中都包含

着直觉,一切观测中都包含着创造” [4]的研究论断。 显然,阿恩海姆关于视觉思维的基本思想,为我

国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新思路。
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关注视觉元素或图像,并对其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等思想政治工

作上的运用进行了论证,取得了一定成果。 从本质上讲,图像元素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应用不乏关

涉视觉思维运作问题。 这其中的代表性人物是西南大学周琪教授,她对思想政治教育与图像进行

了系列研究,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图像化转向问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图像化构建、图像

实践和创新进行了研究,并对中国古代核心价值观图像实践和创新进行了分析,认为“从古代社会

的价值观图像实践中发掘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图像逻辑和图像资源,有助于推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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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5] ;武汉大学骆郁廷、孙婷婷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象化,就
是把抽象的价值观念转化为具体形象,让人们通过生动具体的形象更好地感知、领悟、内化、效法、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6] ;闫卉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分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象

化的基本内容,提出从艺术形象、生活形象、实践活动来传播、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7] ;
刘晓荷、董小玉等认为,“图像世界”和“图像转向”对教育发展产生深刻影响,教育领域的图像转向

的向度在于养成视觉素养以探求图像之真、丰富审美体验以感悟图像之美和引导积极价值观以确

立图像之善[8] ;张萌萌和唐俊认为,厘清视觉文化在大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用中

的基础、原则和路径,对高校落实好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具有重要现实意义[9] ;王迎新认为,当前视

觉文化中的精神内核影响青年群体价值观走向,把握好视觉文化与青年价值观之间的双向互动关

系,能够为当前青年价值观教育和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提供有力的现实启示[10] ;朱敏和李兵强调,图
像叙事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重要形式,少数民族文化和生活中蕴含丰富的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图像叙事资源,开发和利用这些图像叙事资源,是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化、形象化、
生活化的有效方式[11] 。

从上述文献分析中可以看出,视觉元素及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关系和应用研究已

成为一种主流性研究方向,且本质上都要依赖人们视觉思维的运作。 但目前的相关研究更多聚焦

于视觉元素表现和效应研究方面,探讨为何能培育、如何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探讨培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视觉思维之间关系这一本质问题的成果并不多见。 为此,笔者立足于思维

方式尤其是视觉思维方式评价角度,期待阐释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中大众思维运作机理,
指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象化培育问题是遵循大众视觉思维运作规律的,能为相关研究提供一

定的依据和支撑,是对主流学术研究的深化和进一步创新。 鉴于此,本文学术思路主要从三个部分

依次展开:一是对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视觉思维之间的高度契合性进行评价阐释,为本研究

提供科学依据和论证基础;二是对视觉思维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运作机制进行阐释,指
明视觉思维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的运作规律,以论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视觉

思维的内在机理和深层原因;三是对发挥视觉思维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作用的路径及其

具体策略研究,目的在于激发视觉思维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作用的发挥。

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视觉思维的科学依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 [12] ,是
对社会主义价值本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13] 的高度概括和最高抽象,但这并不能说明培

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要割裂理性与感性,也不能说明就要以纯粹观念或形而上思维看待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问题。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立足于实践来源,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入脑入心,并付诸行动的过程,理应考虑人们的主观认同,包括具象化认知、情感化认同和理性化

思考等方面。 “价值观的学与教,不同于知识技能的学与教,很难以直接的方式(如口授和训练)加

以教授” [14] ,唯有真理的力量和道义的力量的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深入人心。 视觉思维

以视觉意象为媒介,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感性与理性融合的连续性探索过程,两者之

间有着高度的契合性,这种契合性为深入探讨其作用和机制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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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跨越认知障碍:视觉思维直接感知的探索性能够直接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抽象性背

后的事实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抽象语词并非是冰冷的词汇组合,其背后是立足于现实的事实性依据,对
核心价值观的认知和理解总是依赖于具体的事实基础。 唯有联系核心价值观所依托的生动化事

实,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才是具体的、细致的。 而当前理论界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凝练和表达存在不同观点,这些不同见解标准多元,多见于抽象概念之间的逻辑演绎和论证,
表达方式过于繁琐,造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旨内容表达抽象,且不够集中,主导精神难以有

效传播,进而导致人们认知上的障碍。 视觉思维以直接感知为基础,对视觉信息的获取具有从“未

知”向“知”发展的探索性,这种直接感知和探索性总是要立足于视觉内容的具体化的事实呈现才能

得以实现,体现着从感性事实向理性认知的发展,这一过程顺应了主体的视觉思维运作规律,有助

于主体发挥能动性和选择性,实现自由量裁、思索与评价,从而帮助人们理解抽象的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跨越认知障碍。 如果说思维需要借助某种媒介运作的话,逻辑思维的媒介是语词或概念,
而视觉思维的媒介便是视觉意象。 在以语词为媒介的逻辑思维中,主体面对的是已经纳入既有规

范体系的知识,难以感受到其背后鲜活的意象,难以发挥主动性进行探索。 阿恩海姆借助大量事实

证明,“意象”是人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会以知觉的选择作用生成“心理意象”。 这种意象总是能够

抓住事物的本质和总体特征,是心灵阐释感性事物本质的产物。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抽象语词

借助视觉意象的呈现过程就是对概念的诠释过程,是对概念的具体化、生活化,是一种事实呈现,为
人们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事实性依据、生活化细节和探索性方向,体现为人们内在思维

过程中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关事实的直接感知和探索,以及直接借助具体的事实性意象理解

抽象性概念,减少了人们理解抽象概念的思维过程。
(二)跨越情感障碍:视觉思维发挥想象的创造性能够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情感性

培育核心价值观是入脑入心的过程,离不开情感的催化。 情感认同在人们认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心理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正是人们的情感反应才能更好激发其强烈认同的本质力量。
同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涉人们的生活实践,这本身内蕴着巨大的情感力量,充分挖掘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与人们的情感契合,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关键所在。 然而,当前尽管培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力图运用简洁通俗的大众语言深化群众的情感体验,“却仍然没有跳出宣传路

径政治化的取向。 这种宣传路径与人民群众所期待的通俗化、生活化取向存在一定偏差” [15] ,导致

政治化路径与社会性诉求之间的冲突,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某些宣传活动因为缺乏情感性

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凌驾于人们情感诉求之上的“文化空谈”。 视觉思维具有理性思维功能,能够

进行有意识想象,深化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情感认同。 在阿恩海姆看来,视知觉并非像照

相机一样纯粹是对外物的机械复制和被动接受,而是一种积极的理性活动,是一个连续性的思考过

程,这一过程是从对信息的感性捕捉到对概念的理性思考的统一过程,而这一过程的每一阶段都有

着想象的作用过程,正是想象催发了主体的情感体验,使主体通过有意识想象对视觉意象进行自由

组合和创造。 想象并非凭空产生,总是依托于一定的感性材料,“即使是理论性概念的抽象,也不能

放弃它由之而来的背景,不能脱离从感知渠道得来的有血有肉的具体材料” [16] 。 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视觉内容的情感呈现过程便是一个立足现实具体材料,并能够使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视觉意象结合自身诉求进行自由组合和重构的过程,这一组合和重构能够引发人们的情感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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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觉内容立足于人们生活中的具体实践材料时,便能够激发人们由此

及彼,结合自身情感诉求展开想象,使人们能以已有的经验知识为依托,在头脑中不断构造和生产

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关视觉意象,引发情感共鸣和移情,从而引发理性思考,产生思想感悟。
这细化和延展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范围,这种理解范围掺杂了个体的态度和体验,是基

于个体情感诉求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情感认同的不断深化。
(三)跨越实践障碍:视觉思维唤醒“无意识体验”的现实性能够升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

的自觉性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终目的在于引导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将其转化为行为价值导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离不开一定的行为动机,但这种行为动机并非是轻易产生的。 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不可避免地要与物质生产和经济利益相关联,这对产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行为意愿带来阻力,造成了践行核心价值观的行为意向和物质利益两者间价值选择难题。
一方面是来自精神层面的道德拷问,另一方面则是来自物质层面的利益诱惑,两者的权衡和考量影

响着人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行为意愿是否能够形成。 视觉思维具有产生顿悟或者直觉的

现实性,能够唤醒人们的无意识心理,产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性意识,生成行为意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非是高高在上的道德准则和空中楼阁,它来源于人们的生活,体现在人们的

思想行为中,以一种隐性方式渗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那么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感知首

先就是来自社会现实,但这并没有形成系统化的抽象理论体系,而只属于意会性知识,具有无意识

性体验特征。 人们的观看过程是一种直接性交流过程,这一过程带有直接感受性,在视觉思维的作

用下,存在使主体头脑中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这种无意识的经验性知识突然升华为直觉、产生

某种顿悟的可能性,从而打通人们原有的无意识体验与自觉性意识之间的障碍,使人们对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无意识认知”迅速转化为自觉性意识,并形成能够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

中加以利用的现实性感悟和实践性知识。 其中的直觉或顿悟是使人们头脑中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意会知识向实践知识转化的现实表达方式,本质上是人们感知、理解、想象和认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感性思维与理性思维的交汇和融合。 当形成和产生自觉性的践行意识时,便可能在

人们内心建立起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行为意愿,但这并不能保证在实践中就一定会无时无

刻践行之,这只是内在条件的满足,还需要良好社会环境的积极影响。

三、视觉思维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运作机制

美国心理学家麦金认为,“视觉思维借助三种视觉意象进行”,分别是“人们看到的” “我们用心

灵之窗所想象的”和“我们的构绘,随意画成的东西或绘画作品” [17]13,并将整个视觉活动看作是观

察、想象和构绘的相互作用过程。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键在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

是认知认同、情感认同和行为认同的连续性过程。 从心理学视角看,这三种认同与视觉思维的作用

过程具有一定的对应关系。 充分厘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与视觉思维活动之间良性作用的内

在机制,对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
(一)观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象选择与认知认同

在传统观念中,观察作为一种收集信息的方式,被看作是一种低级的感知活动,难以将其与思

维相联系。 实际上,观察是一种主动的创造性的视觉思维技术,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创造性,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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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识别、填充、配相、归类、推理、综合等富有智慧性的空间操作功能” [17]13。 观察是一种外化思

维,能够巧妙运用实物结构。 我们都知道,计算机的处理方式是将认识对象的部分拼凑成为整体,
且这种整体是部分的机械组合,是纯数量关系。 而观察发生于神经系统中,外界刺激物激发出的

“力”都在这一生理机制的“场”中互相作用,那么对刺激物的感知就不是像计算机那样的机械化,而
是按照这些“力”的倾向,把握事物的结构特征或者说组织为一种简化的整体式样,从而实现对视觉

信息的整体认知。 由此看来,观察并非是对外界信息的机械复制和刻板反映,总是带有一定的意象

选择性和创造性,“是人的本能性反应同意识反应调和后的产物” [18] 。
认知认同是指个体通过学习形成对价值观正确全面的理解和认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

同的起始阶段。 只有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4 字的熟知和深刻理解,才能使这种公共性价值观逐

步进入个人理解的内在神秘空间。 “观察”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入个人理解的神秘空间提供了

视觉意象选择性特权,使人们关注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觉图像的整体性,寻求的是其背后关

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结构真理”,而非拘泥于表面的“事实真理”,从而避免了细节化视觉元素

过度纠缠,使人们在对核心价值观视觉内容的整体性结构和特征的关注中,产生反应真实需要的感

悟。 质言之,观察的过程就是理解和认知的过程。 具体看,一是观察获取的直接性的感觉材料,为
思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丰富食粮。 意象是人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在感觉材料的帮衬下,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抽象语词才能转化为认知的具象形式。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翔实,关联

着一切优秀的历史文化和发展成就,大到国家形象塑造,小到个体人格故事,为人们思考其具体内

涵提供了丰富材料。 二是观察对实物的巧妙运用,能够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人们突然而至的

快乐感相融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念演绎易带来枯燥之感和理解的空洞化倾向,而观察将具

体可感的实物呈现眼帘,具有代入感,吸引人们注意、引发人们兴趣和快乐的审美享受,进而“把灰

色的转化为彩色的,把枯燥的转化为动情的,把紧张的转化为轻松的,把烦恼的转化为愉悦的” [19] ,
使人们在审美享受和愉悦中认知核心价值观,提升人们认知价值观的轻松度和快乐感。 三是观察

所接触到的直接内容,能够使人们产生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直接的现实的感想。 直接性的

视觉内容包含了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生活细节,具有冲击性和直接感受性,使人们的认

知遵循了关联生活化命题的小、细、实的思考路径,从而使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转化为现

实化、具象化的感想。 其四,观察的外化思维特征,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评价、可见、可感提供

了共享的实物,有助于产生集体性共识。 外化的思维结构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置于可见可感的

视觉化实物之上,当观察所获取的信息关涉大众敬业奉献的典型实物时,便将“敬业”是“怎么回事”
这一命题实现了外显和共享,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共同评价和可见可感理应如何坚守岗位、敬业奉献

的式样和模板,便于集体性评价、选择和认同。
(二)想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象重构与情感认同

想象是一种心灵的内在意象活动,其实质特征在于对观察得来的意象进行组合和重构。 格式

塔心理学家认为,人的视知觉总是具有着对完美的事物的追求倾向,并称之为“完形”,而之所以会

有这种趋向是因为人的机体能够进行自我调节,以最大限度地获得内在机体平衡。 从这个意义上

讲,人们心灵中对意象的想象,总是通过积极主动地对意象的重构和补足来实现,“首先是放弃把呈

现的部分(形状)视为一个完整的整体,继而把它视为一个更大的和在结构上更完美的整体的一个

部分” [20] 。 那么,视觉画面所呈现的也就并非仅是可供审美的视觉形象,也要提供能够进行意象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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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想象空间。 这正如伊瑟尔所言:“我们只想见本文中没有的东西;本文写出的部分给我们知识,
但只有没有写出的部分才给我们想见事物的机会;的确,没有未定的部分,没有本文中的空白,我们

不可能发挥想象。” [21] 由此看来,优秀的视觉作品会提供一个可供观者想象的空间,以引导观者体

会、感悟和认同其中未尽之意。
情感认同是指个体在充分理解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将其与自我价值观念进行比照,并根据需

要进行评价选择,产生不同情感反应和情感态度。 只有实现情感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从

个人理解的神秘空间中转为个体内心成熟价值观念。 “想象”以其独有的重构功能,将观察所得意

象进行补足,一方面基于有意识想象,引导个体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自我认知、自我体验、自我

生活等相联系,寻求视觉意象背后的价值指向,从而产生基于自身需要的情感反应。 另一方面基于

无意识想象,经过外界刺激不由自主地展开想象,这种想象具有感染性,能产生情感共鸣和移情。
其一,想象重构了新情境,实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情境转移,有助于深化情感体验。 想象总是

派生于特定的情境,“观察意象”为个体激发想象力提供了情境条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视觉

再现总是依托于现实性情境,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个体头脑中生活情境、体验情境、学习情境

等相遇时,它便从原来的情境中走向个体想象的新情境,这种新情境是个体自身情感诉求与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一种关系性存在,能够实现两者的有机融合,并以其特殊性和个体性催发多种

情感体验。 其二,想象重构了新知识,实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念的个体化样态。 个体在面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视觉呈现时,两者之间观念上的碰撞便成为必然。 由此,个体便以生活经验

为依托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客观性知识样态向个体所理解的样

态发展是良性趋向,而想象为两者的磨合重构了基于日常经验的个体化知识样态,从概念层面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小、落细和落实。 基于生活实践性的概念认知,个体会形成国家、社会、个体层

面的新的相对稳定的价值体系知识框架,从而能够结合自身正确判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其三,
想象联系了个体需要,实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自我的融合。 想象要关涉自身需要,聚焦和整

合个体的经验和行为,这体现着一种“我我”对话。 在这种对话关系中,个体在想象中与自己的过往

经验和未来可能展开对话,这显然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标尺的,在理解、认知、判断、选择的

一系列心理活动中,实现核心价值观与自我之间的对接,从而产生自豪、羞愧、悔恨等情感态度,这
种体验能够加深个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情感认同。 其四,想象重构了“我”与“他”之间的情

感联系,实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情”。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视觉呈现难免要关涉“自

我”与“他人”的道德关系,而“自我”看不见、摸不着,唯有通过想象建构一种来自他人的人格同一

性,才能实现由人及己、由己及人,体验他人情感,并唤醒自身,是自我与他人达成共识的“同情”。
(三)构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象升华与行为认同

构绘是“一种产生新设想的视觉思维技能,它是想象的外化和延伸” [22] 。 构绘的本意是借助绘

画产生笔下之意象。 这里强调的是其引申义项,即构绘的目的是基于视觉想象,不断概括和升华视

觉意象的深层之意,寻找和开发开展行为实践的设想。 这种设想并非是直接性的对外参与,而是主

体的一种行为意愿,具有行为参与的导向性。 构绘是思维活动中的自我对话,它的运作是在初步想

象中形成假设性的概念或意图,不断寻找和选择现实世界能够与之匹配的具体例证,从而将现实世

界与自身认知世界之间的各种相互分离的意象关联起来,并归置于这一设想中。 当然,这种选择和

寻找并非是随意的,对视觉意象整体特征和结构的深度概括和升华,决定了它需要反复比较现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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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典型材料可以与假设性概念或意图相适宜,哪些是模糊不清的,从而不断完善和修正这种设

想。 构绘是一个不断反馈循环的修正过程,先概括、后检验,循环往复,从而获得一个最大限度接近

完美的设想,为个体行为实践提供心理准备。
行为认同是指人们自愿将价值内容作为行为准则来指导自身行为,是践行核心价值观的心理

准备状态。 想象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还局限于情感层面,缺少实践性。 行为认同能够保证

情感层面的认同转变为行动层面的认同,从而将核心价值观真正纳入个体价值体系中。 构绘不断

抽象和概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觉意象的内在意义,但这种抽象和概括又脱离不了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在个体行动世界的具体显现。 构绘正是在抽象与具象的互相作用过程中产生的行动前

的创造性设想。 这种特质也就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行为认同提供了心理准备状态。 其一,构绘

描绘了一个即将行动的观念世界,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良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事实性基础和生活化来源是构绘得以生成的重要条件。 形象地讲,构绘如同行动前的策划方案,已
在个体头脑中进行了无数次论证和演绎,是个体揣摩自我、现实、意象、价值观之间相互关系的结

果。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然要依据个体头脑中的这一观念世界来展开。 其二,构绘深化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生活世界的微观联系,有助于学以致用。 构绘意象是立足于“观察意象”和

“想象意象”基础上,又联系生活世界的种种意象而形成的高级形态。 它明显超越了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基本视觉意象,已经与生活世界中那些与核心价值观有关的种种意象发生了关系。 这种

联系是微观具体的和现实的,是普遍性基础上的特殊性的确立,这使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

盲目、随机和非系统的,而是结合不同个体和生活现实的、具有一定目的性的“学以致用”。 其三,构
绘以行为旨向鼓励观察,并提出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观察需求。 构绘作为联系现实世界的

纽带,总是会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现实问题相结合,并依据现实问题产生践行的各类思想矛盾

和诉求,这类诉求导向可以鼓励个体回归观察之初,不断反思观察体验。 观察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会

形成张力,这种张力体现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与自身观察得来的信息之间的矛盾性内驱

力,而这是提出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观察需求的重要动力和内容。 其四,构绘将三种意象充

分融合,激发个体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行为顿悟。 构绘意象实现了三种意象的融合,也就实

现了抽象与具象的融合,正是这种“恍兮惚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的特征,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表现为具体可感的现实之物,又表现为一定的价值导向。

当然,视觉思维的内在运作是一个连续统一的过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觉意象的选择、重
构和升华彼此之间是交叉融合的。 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觉意象的选择为重构提供素材,
重构则又指导和过滤选择所获取的认知;视觉意象的重构为升华提供动力,升华则又表达重构,并
鼓励和修正视觉意象的选择和重构。 当三者之间互相发生作用时,便会催发个体心中的内驱力,激
发个体表达观点、态度和形成判断、指向,那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便表现为认知认同、情感认

同到行为认同的不断深化。

四、发挥视觉思维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作用的三维路径

(一)由“言”生“象”:活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觉符号

马克思曾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 [23] 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意”,并非是以思辨为出发点,而是要由“言”生“象”,正所谓“立象以尽意”。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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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是立足于丰富多彩的生活事实和具体细节的抽象观念,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觉符号旨在替

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词和概念的具体性、形象化事物形态,是对群体间价值意义的关联和约

定,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抽象到具象、从观念到现实、从思想到生活、从理性到感性的回归。 它

物化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词和概念,将抽象的概念具象化、将具象的知识形象化,是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由“言”生“象”的外在形式。 可以说,核心价值观视觉符号运用的好与坏直接决定了人

们是否有兴趣关注、有能力理解、有印象记忆、有意识传播,是人们以“观察”方式理解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首要影响因子。 因此,必须活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视觉符号,使其具有可视性,能被

观看、理解和认知;具有注视性,能够吸引注意力和产生兴趣;具有探究性,能从不同层次深入分析;
具有记忆性,能被普遍性、长时间的记住;具有传播性,能被有效的、迅速的传播和共享。 其一,要继

承与重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觉符号。 古代仁义礼智信忠孝的图像原型,历经千年而不曾发生

意义变迁的部分是传统价值观图像符号中的最有生命力的部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觉符号

的生命源泉。 当然,也有部分传统图像原型远离了当今时代的社会意义,对此则要结合时代发展和

民众心理,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从传统文化、革命成就、日常生活中继承和重塑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视觉符号,坚持灵活性原则,选择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联系密切的视觉符号,提炼

视觉元素,进行巧妙组合、重构和表达,赋予其新时代价值。 其二,要有效发挥象征、隐喻、叙事等视

觉修辞方法的作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觉符号并非是与一定的价值观知识相关联的纯粹记

号,它理应是面向人们的一种可感、可知、可理解、可分析、可认同的视觉表达,这就要求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视觉符号要能够有效运用象征、隐喻、叙事等视觉修辞方法,实现视觉呈现的灵活性、多元

性、层次性和技巧性,不断丰富视觉表达方式,并能够做到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不断催发探究性的

意识,唤醒人们内在情感自觉和文化记忆。 其三,要处理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觉符号伦理性和

功利性之间的关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觉符号的建构实质上是在可预期与不可预期之间寻找

一种连结方式。 正是视觉符号模仿、复制和虚拟的特殊性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预期呈现人

们所要坚持和信奉的生活规划和价值追求,从而发现、理解和追求生活真谛。 而不可预期性表现为

市场和资本逻辑下对美好价值向度的破坏性。 因此,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觉符号,需要处理

好伦理性和功利性之间的关系,有意识地主动地将规约置于功利之上。
(二)由“象”生“意”:积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觉图式

由“象”生“意”强调的是内在心灵在对视觉形象的感知和体验中领悟视觉文本的深层意思。 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觉图式是人们凭借对“象”的识别而抵达深层的“意”的重要依据。 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视觉图式是指人们在实践中产生的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知经验或者结构在头脑中

形成的大量积淀。 它决定了人们如何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象”,又决定了如何理解其中的

“意”。 要完成这种思维活动,“知觉对象必须较为清晰地把刺激客体呈现出来(忠实于客体),同时

又必须与某相应种类的记忆形象高度相似” [24] 。 这也就是再现和再认的过程,再现是核心价值观

视觉符号的建构,再认则是核心价值观视觉图式的匹配,记忆形象便是人们关于核心价值观在过去

历史现实中的认知存储,带有一定的稳固性和现实性,是人们关于核心价值观视觉图式的积淀。 由

此,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象”的接受和理解是通过自身头脑中的记忆形象来识别的,当能够

找到核心价值观与人们的家庭、学校、社会等生活中的具体情境、可感故事、典型人物等之间的契合

点,那么便能使人们产生体验和认同。 换言之,只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象”与个体头脑中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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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图式相匹配,才能保证产生深层的“意”。 为此,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觉表征要能够反

映人们已有的核心价值观视觉图式,提高匹配度;另一方面则要不断丰富完善和积淀人们头脑中关

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视觉图式,提升思维水平。 其一,要深入大众日常生活,从中提取形象,反
映大众核心价值观视觉图式。 马克思曾指出:“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

来解释观念的形成。” [2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日常生活实践为基础,人民群众是其践行主体,人
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经验便来自日常生活实践,并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一段时期

固有的认知心理结构,形构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觉图式,深深刻在人们头脑中。 因此,要深入

日常生活实践,从中挖掘身边人和身边事的典型视觉形象,同时面向不同职业、民族、年龄群体,有
针对性地契合不同群体的认知结构,实现“大众性”匹配与“精准性”匹配相结合。 其二,要借助与大

众已有视觉图式的关系,创新视觉图式,引导大众调整并建立新的核心价值观视觉图式。 脱离大众

认知范围的“象”是抽象的,只有建立起与人们原有视觉图式的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象”才

能够被理解。 但这种关系并非全盘复现,而是带有一定发展性和未知性,这样才能调动人们的视觉

兴趣和视觉期待,引导人们基于头脑中的核心价值观视觉图式去思考、选择、评价和概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视觉意象的本质特征,形成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的视觉图式,并加以识别、调
整和建立。 这就需要结合视觉技术,挖掘传统文化、发展成就、日常实践等大众认同的核心价值观

相关内容,诉诸于艺术形象、生活形象、自然形象和虚拟形象等大众共享的形象,并将认同性的价值

观内容与共享性的视觉形象相融合,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升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视觉图式的认知水平。
(三)由“意”生“行”:激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觉意象

核心价值观形象化培育旨在将观念的东西现实化,也就是不仅要改变人们的主观世界,而且要

推动客观性实践活动,改造人们的客观世界。 “就单个人来说,他的行动的一切动力,都一定要通过

他的头脑,一定要转变为他的意志和动机,才能使他行动起来” [26] 。 践行核心价值观依赖于激发人

们行动起来的行为意愿。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觉意象是人们将核心价值观知识内容联系实际又

经过思维创造后的指涉物,是连接理性思维与感性知觉的桥梁、融合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媒介,
激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觉意象能够使人们产生践行动机。 当然,这种激活要融汇贯通三种意

象,将感性与理性、文本与现实进行意义连接,将核心价值观的视觉意象与主体经验进行匹配,在视

觉思维的不断整合中唤醒主体的无意识心理,产生行动的自觉意识,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

供心理准备,实现由“意”生“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觉意象的功能取决于视觉意象与个体和

表达物之间的关系,因此要把握好抽象与具象之间的尺度,从操作层面讲,则是要处理好现实实际、
个体诉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觉文本之间的关系,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觉意象能被连续

性生成和激活。 其一,内部条件在于满足和激发个体需要。 个体需要是外化于行的原动力,从观

察、想象到构绘的过程,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觉意象的激活均依赖于个体需要的不断向上发

展。 低级性感官需要影响个体是否选择观看,高级性探究需要影响个体是否深入想象,而发展性行

动需要影响个体是否产生行为意愿。 发展性需要能够引发低级需要,从而贯通和激活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三种视觉意象,而低级需要难以引发发展需要,易造成注意力转移和思考的浅尝辄止。
因此,一方面要研究人们的需要心理,满足不同需要,遵循需要发展规律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视觉呈现;另一方面要积极反映人们关心的社会议题和价值诉求,因势利导启发人们对社会主义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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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价值观的高级精神诉求。 唯有如此,才能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觉意象与大众实践相统一,实
现大众头脑中视觉意象的连续性生成和激活。 其二,外部条件在于构建良好社会制度、营造良好社

会风气。 理论只有得到社会实践的有力支持才具有说服力。 只有建立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社会制度,营造出人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风气,才能催发人们对高尚价值观念的向

往,从而使人们在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觉呈现时,能以实践反照视觉意象,激活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视觉意象在视觉文本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媒介作用,不断寻找两者之间的有机联系,自觉将

自身纳入其中,结合自身诉求产生行为意向。 因此,一方面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的

组织化、常态化和制度化,形成全社会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另一方面则要不断改革创新治理体系

和制度体系,使其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 只有当治理体系和制度体系本身的贯彻

理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一致时,才能够更好地营造良好社会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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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ivating
 

core
 

socialist
 

values.
 

It
 

provides
 

a
 

continuous
 

exploration
 

process
 

of
 

the
 

integration
 

of
 

sensibility
 

and
 

rationality
 

for
 

cultivating
 

core
 

socialist
 

values 
 

and
 

there
 

is
 

a
 

high
 

degree
 

of
 

coincidence
 

between
 

the
 

two.
 

The
 

exploratory
 

nature
 

of
 

direct
 

perception
 

of
 

visual
 

thinking
 

can
 

directly
 

understand
 

the
 

fact
 

behind
 

the
 

abstraction
 

of
 

core
 

values.
 

It
 

is
 

people s
 

direct
 

perception
 

and
 

exploration
 

of
 

the
 

facts
 

related
 

to
 

core
 

socialist
 

values 
 

reducing
 

the
 

thinking
 

process
 

of
 

understanding
 

abstract
 

concepts.
 

Visual
 

thinking
 

gives
 

full
 

play
 

to
 

the
 

creativity
 

of
 

imagination 
 

which
 

can
 

deepen
 

the
 

emotion
 

of
 

the
 

identification
 

of
 

core
 

values 
 

enable
 

people
 

to
 

continuously
 

construct
 

and
 

produce
 

visual
 

images
 

related
 

to
 

core
 

socialist
 

values
 

in
 

their
 

minds
 

based
 

on
 

existing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and
 

trigger
 

emotional
 

resonance
 

and
 

ideological
 

perception.
 

Visual
 

thinking
 

awakens
 

the
 

reality
 

of
 

 unconscious
 

experience   
 

which
 

can
 

sublimate
 

the
 

consciousness
 

of
 

practicing
 

core
 

values 
 

break
 

through
 

the
 

obstacles
 

between
 

people  s
 

original
 

unconscious
 

experience
 

and
 

consciousness 
 

and
 

form
 

realistic
 

perception
 

and
 

practical
 

knowledge
 

that
 

can
 

be
 

used
 

in
 

the
 

process
 

of
 

practice.
 

These
 

provide
 

a
 

basis
 

for
 

in-depth
 

discussion
 

of
 

the
 

role
 

and
 

mechanism
 

of
 

visual
 

thinking
 

in
 

cultivating
 

core
 

socialist
 

values 
 

and
 

help
 

social
 

members
 

to
 

effectively
 

understand
 

and
 

deeply
 

identify
 

with
 

core
 

socialist
 

values.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visual
 

thinking
 

in
 

cultivating
 

core
 

socialist
 

values
 

is
 

embodied
 

in
 

observation
 

 image
 

selection
 

and
 

cognitive
 

identity
 

of
 

core
 

socialist
 

values   
 

imagination
 

 image
 

reconstruction
 

and
 

emotional
 

identity
 

of
 

core
 

socialist
 

values 
 

and
 

construction
 

 image
 

sublimation
 

and
 

behavior
 

identification
 

of
 

core
 

socialist
 

values  .
 

These
 

three
 

levels
 

are
 

a
 

continuous 
 

unified
 

and
 

cross
 

integration
 

process 
 

which
 

is
 

manifested
 

in
 

that
 

the
 

selection
 

of
 

visual
 

images
 

of
 

core
 

socialist
 

values
 

provides
 

materials
 

for
 

reconstruction 
 

while
 

reconstruction
 

guides
 

and
 

filters
 

the
 

cognition
 

obtained
 

by
 

selecti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visual
 

images
 

provides
 

power
 

for
 

sublimation 
 

and
 

sublimation
 

expresses
 

reconstruction 
 

encourages
 

and
 

corrects
 

the
 

sele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visual
 

images.
 

The
 

three-dimensional
 

path
 

of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visual
 

thinking
 

in
 

cultivating
 

core
 

socialist
 

values
 

is
 

also
 

reflected
 

in
 

activating
 

the
 

visual
 

symbols
 

of
 

core
 

socialist
 

values 
 

realizing
 

the
 

generation
 

of
 

 image 
 

from
 

 word  
 

accumulating
 

the
 

visual
 

schema
 

of
 

core
 

socialist
 

values 
 

realizing
 

the
 

generation
 

of
 

 meaning 
 

from
 

 image  
 

activating
 

the
 

visual
 

image
 

of
 

core
 

socialist
 

values 
 

and
 

realizing
 

the
 

generation
 

of
 

action 
 

from
 

mean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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