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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正

[摘　 要] 时代性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理论品格。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

分, 是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伟大实践成就, 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

相结合、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是立足历史与现实、 理论与实践、 当下与未来的开放性、 时代性命题, 是对民族、 文明、 国家的整体性阐释,

在辩证统一中阐述了中华民族、 中华文明和新时代中国的历史成就、 价值理念与前进方向。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理论与实践的繁荣发展离不开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华民族、 中国人民和中国国家形态整合一体、

牢固凝聚, 并发生伟大变革、 实现伟大成就的关键。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代性特征是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 守正创新时代品格的实践结果, 是伟大建党精神和新时代中国精神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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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 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 开创了党和国家事业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是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与实践成果, 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 守正

创新的时代品格。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①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

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 建设文化强国、 建设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 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②。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是中华民族和新时代中

国的重大时代课题。 为了更好地肩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我们不仅要研究阐释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的深刻内涵与科学体系, 而且要在对中华民族、 中华文明和新时代中国的整体性把握中, 领

悟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代意蕴, 把握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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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实事求是的实践探索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对中华民族、 中华文明和中国国家形态发展进程的整体把握、 深刻总结

和殷切期待, 铸就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事求是的理论品格。

中华民族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 一万年的文化史和 5000 多年的文明史。 在波澜壮阔的历史

进程中, 中国的广袤土地上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 创造了兼收并蓄的中华文明、 铸就了统

一多民族的伟大国家。 中国的民族史、 文明史和国家史是人类历史辉煌璀璨的篇章, 中华民族古

代文明在经济、 政治、 文化、 科技等方面成就不凡、 领先世界, 为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 展

现出鲜明的历史特点与时代特征。 民族是文明和国家产生发展的实践主体, 文明是民族和国家延

绵不断的精神动力, 国家是民族和文明守正创新的重要载体。 中华民族、 中华文明和中国国家形

态在历史进程中高度融合、 荣辱与共, 产生了 “国土不可分、 国家不可乱、 民族不可散、 文明

不可断”① 的共同信念, 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能够始终保持强大的向心力, 始终整合一体、 牢固

凝聚, 实现延续统一。

近代以来, “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 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 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

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②。 鸦片战争后, 古老的中国被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在西方列

强的坚船利炮下, 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华民族、 中华文明和中国的国家形态遭遇

3000 年未有之大变局, 到了最危难的时刻。 为了避免陷入民族灭亡、 文明消散、 国家解体的悲

惨命运, 无数仁人志士艰难探索, 尝试各种救国方案, 但均以失败告终。 中华民族璀璨辉煌的古

代文明急转直下, 以一种相对落后的姿态走入近代世界。 直到中国共产党的出现, 中国革命的面

貌才焕然一新, 中国历史掀开崭新篇章, 中华民族、 中华文明和近代中国开始了现代化探索与转

型。 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终于迎来了百年屈辱后实现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在中国共产

党百余年的坚强领导下, 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取得了世所罕见的伟大成果, 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成

为名副其实的 “对人类有比较大的贡献”③ 的世界主要大国。 新时代以来, “我们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推动物质文明、 政治文明、 精神文明、 社会文明、 生态文明协调发展, 创造了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五位一体” 总体布

局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稳步发展, 为新时代中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奠定了坚实的物质

基础和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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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 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

思想的时代。”① 明确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命题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这是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历史和时代制高点, 对社会主义发展史、 中国共产党史、 中华人民

共和国史、 改革开放史、 中华民族发展史的深邃洞察、 科学把握、 准确研判, 是站在世界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时代方位上, 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中国式现代化、 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

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进行的体系化阐释和时代表达, 以文明立场科学回答了中

国之问、 世界之问、 人民之问、 时代之问, 以历史厚度和理论深度展现了实事求是的理论

品质。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拥有深厚的优秀传统文化积淀, 也不回避沉痛的屈辱挫折记忆, 更具有

鲜明独特的新时代标识; 不仅是对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和自强不息的中华文明的高度认同, 而且

是对近代以来迂回徘徊、 曲折艰难的国家境遇的深刻反思, 更是对新时代中国伟大突破、 伟大变

革、 伟大成就的系统总结, 蕴含着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华文明再现辉煌、 新时代中国繁荣昌

盛的殷切期待。

二、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与时俱进的文明形态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新时代中国对人类文明的伟大探索, 也是社会主义文明的伟大实

践, 更是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在新时代中国的理论成果, 彰显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时俱进的理论

追求。
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指出, 文明是人类认识与改造世界中一切物质和精神活动的总和, 并赋予

其价值、 实体、 关系、 实践等多个维度的意涵。 在 5000 多年中华文明深厚积淀基础上开辟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是必由之路。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传统文明经由 “两个结合”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建设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②

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形态的划分有 “三形态” 和 “五形态” 等多种方式, 但不论以哪种划分方

式为根据, 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的未来形态。 社会主义形态所孕育的社会主义文明是人类发展史

上迄今为止最先进、 最科学的文明。 正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 不是别的什么主

义”③,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文明形态。
人类社会形态的发展规律表明, 文明发展与生产力进步具有本质联系。 “为了不致丧失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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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取得的成果, 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 人们在他们的交往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

时, 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① 近代以来, 西方国家率先实现现代化,
借助世界市场将资本主义文明强行推向世界。 这也是近代以来资本主义文明代表的先进生产

力轻而易举地战胜封建主义文明代表的落后生产力的经济原因。 尽管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文

明的扩张在客观上促进了世界历史的形成, 但他同时也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文明野蛮、 残暴、
贪婪、 血腥的本质, 资本主义文明 “是在 ‘恶性循环’ 中运动, 是在它不断地重新制造出来

而又无法克服的矛盾中运动”②。 马克思在考察人类历史的过程中发现, “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

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③。 这一情况在具有深厚文明底蕴的古老国度的历

史中得到印证。 “在长时期的征服中, 比较野蛮的征服者,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都不得不适应

由于征服而面临的比较高的 ‘经济状况’; 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 而且多半甚至不得不采用

被征服者的语言。”④ 这一重要发现, 不仅揭示了人类文明史上的 “二律背反” 现象, 而且表

达了古老文明的吸引力、 包容力和创新力, 也为古老文明应对变局、 摆脱困境、 赓续重塑埋

下了伏笔。
马克思恩格斯曾对中国问题作过专门研究, 看到了中华文明重焕荣光的可能性。 恩格斯在

《波斯和中国》 中指出, “过不了多少年, 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
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⑤。 文明赓续与创新是历史性、 时代性的大课题。 一方面, 文明本

身要具有能够实现赓续的突出特性。 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 创新性、 统一性、 包容性与和平性的

突出特性, 这决定了中华文明能够自我发展、 回应挑战、 开创新局, 中华民族能够历经千难万险

而实现复兴; 另一方面, 文明的赓续不是简单的延续和存在, 也不是挣扎徘徊在世界舞台的边

缘, 而是要与时俱进地对文明进行不断更新, 不断增强文明主体性和生命力, 使文明生机盎然、
朝气蓬勃, 并达到新的历史高度。 一个生产力水平落后于时代的民族和国家, 是无法实现文明赓

续重任的。 因此, 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实现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是文明赓续的首要任务和重要前

提。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看到了中华文明赓续的希望, 但受时代条件限制, 他们并未能准确判断近

代中国通过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现生产力飞跃发展的光明未来, 也没有详细描述中华文明传承

更新的发展前景。 在近代中国这样的国土面积辽阔、 人口规模巨大、 经济社会落后、 深陷内忧外

患的东方古老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

有说过, 500 多年的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也没有成功案例作为参考, 这是摆在中华民族面前必须独

立自主探索实践的新课题。 与此同时,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提出并发展了 “跨越卡夫丁峡谷”
的重要论断, 并在相关社会主义国家的具体实践中得到印证, 这为中华民族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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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科学理论和实践信心。
生产力的进步水平决定了文明赓续的进程, 生产力的进步方式决定了文明赓续的底色, 生产

力的发展速度和质量则取决于对现代化道路、 现代化模式的选择。 近代以来,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通过历次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率先实现工业化, 并走上现代化道路, 打造了现代化的西方模式。
但是西方现代化模式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和顽疾, 现代化与殖民掠夺、 压迫剥削相伴而

生, 对内不断压迫本国农民、 工人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 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增殖; 对外

推行殖民扩张, 掠夺生产资料, 抢占世界市场, 给世界各国家各民族造成了巨大伤害和深重苦

难。 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世界各国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 殖民主义世界秩序迅速瓦

解。 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 以跨国贸易、 金融垄断等隐形方式为主要内容的新殖民主义更加深

化了。 冷战结束后, 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 但西方先发现代化国家一方面通过新殖民主义继

续掠夺后发国家的资源与财富, 另一方面通过实施经济、 科技等方面的严格限制, 企图封锁后发

国家的现代化发展。 与此同时, 西方先发国家还采取了文化殖民等手段, 企图摧毁后发国家的文

明特性, 消磨其民族意志和精神, 对后发国家的生存与发展造成了严重威胁。 只有结合时代条

件, 以高度的文明文化自信和民族自强, 发挥历史主动精神, 与时俱进地探索符合时代潮流、 符

合历史大势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才能推动文明赓续。
新时代,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举旗定向, 领导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团结奋斗, 实施

了一系列战略性举措, 推进了一系列变革性实践, 实现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 战胜了一系列风险

性挑战, 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取得了历史性成

就、 发生了历史性变革、 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新时代党和国

家事业伟大变革和伟大成就进行了全面总结。 新时代的伟大变革和伟大成就, 在理论、 制度和实

践等层面上都具有开创性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社会迈入现代化的中国方案, 是实现跨越发

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 打破了 “现代化等于西方化” 的迷思, 避免了西方现代化的 “恶行”
与 “恶果”, 为其他后发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树立了成功典范。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

邦新命, 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①

文明与社会形态是辩证统一的, 社会形态的跨越发展, 必然要求并促进文明形态的跨越发

展。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 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② 中国

式现代化为推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奠定了物质基础, “两个结合” 为推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提供了思想指引和行动指南。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党和

国家的事业之所以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发生了历史性变革,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坚持了 ‘两
个结合’。”③ 从这个意义上讲,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是中华民族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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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结合”, 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与时俱进的文明成果。 “时代是思想之

母, 实践是理论之源。”① 站在新时代的伟大成就和历史方位上, 我们要以中国道理总结中国经

验、 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 运用中国理论指导中国实践, 不断与时俱进地丰富与发展中华

民族现代文明。

三、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守正创新的文明成果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文明由古老文明向现代文明更新的结果, 是坚守 “两个结合” 根

本要求、 坚守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 坚守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文明成果, 体现了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的理论立场。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关键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党的领导是中华文明赓续发

展和全面繁荣的根本保障。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对中华民族、 中华文明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的整体性阐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从现在起到本世纪中叶,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是全党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②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意味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复

兴, 而要夙愿成真, 就必须建设文化强国、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既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结果, 又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得以建成的基本标志。 因此, 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赋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特定的文化意蕴”③。 中国是历史文明悠久璀璨的统

一多民族国家,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和统一性, “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

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④。 事物的发展有其客观规律, 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就是要在整体中把

握重点, 在全局中把握关键。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⑤ 中国共产

党领导是中华文明突出统一性 “向内凝聚” 的首要特征和重要保障, 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新时代中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决定性作用与重要

意义。 只有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贡献, 才能在理解古代中国的基础上, 理解现代中国和

未来中国。 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中华民族、 中华文明和新时代中国才能守正创新、 走

向未来。
国家富强、 民族复兴、 文明兴盛, 三者辩证统一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中国共产党的成

立, 对于中华民族、 中华文明和中国都具有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国产生了共产党, 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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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① 为

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和历史责任。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

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伟大斗争, 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是中国历

史由衰落走向强盛的历史拐点, 旧中国一盘散沙、 落后挨打的命运从此被改写, 一扫近代以来国

家蒙辱、 人民蒙难、 文明蒙尘的百年阴霾, 掀开了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开辟了中国历史和世界历

史的新纪元, 中华民族、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中华文明踏上了重焕荣光的光明大道。 马克思

主义先进理论的科学指导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滋养, 使中国共产党始终能够在重要历史关

头保持高度的历史自信和历史主动、 准确把握历史前进方向、 进行科学的历史判断。 百余年的中

国共产党历史、 70 多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 40 多年的改革开放史表明, 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

全面领导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华文明的延绵兴盛才有了

领导和保障。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文明守正创新、 繁荣发展的根本保障, 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培根铸

魂。 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是中国共

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取得各项事业巨大成功的最大法宝。 中国共产党不仅是马克思主义

的忠实信仰者和践行者, 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

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 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

弘扬好。”②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中, 中国共产党始终在马克思主义的指

导下, 结合社会主义革命、 建设、 改革的不同历史条件, 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建设和

发展中华文明。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伟大变革和伟大成就的历史条件下, 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 结合新时代历史方位, 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使命。 建设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需要强大的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源于文化主体性。 “任何文化要立得住、 行得远, 要有引

领力、 凝聚力、 塑造力、 辐射力, 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③ 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上, “创立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④。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科

学理论和行动指南。
人无精神则不立, 国无精神则不强。 时代命题的出现体现了时代精神的追求, 时代精神

又为破解时代命题提供了精神动力。 “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 伟大精神铸就伟大梦想。”⑤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 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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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 奋勇向前。”① “坚持真理、 坚守理想, 践行初心、 担当使

命, 不怕牺牲、 英勇斗争, 对党忠诚、 不负人民”② 的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

源。 “中国人民伟大创造精神、 伟大奋斗精神、 伟大团结精神、 伟大梦想精神”③ 的伟大民族

精神 “为中国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④。 伟大建党精神和伟大民族精神辩证

统一, 共同作用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伟大事业和历史使命。 伟大民族精神在波澜壮阔

的历史进程中孕育了伟大建党精神, 伟大建党精神在引领历史前进方向中重铸了伟大民族精

神。 伟大建党精神与伟大民族精神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统一于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⑤。 伟大建党精神与伟大民族精神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构筑了精神内涵, 为推动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精神动力, 为铸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马克思主义之 “魂”、 培植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 “根” 提供精神保障。 伟大建党精神和伟大民族精神

在新时代突出表现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热爱祖

国、 强根铸魂是所守之 “正”, 与时俱进、 开拓进取是所创之 “新”。 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是

我们守正创新的坚实精神支撑, 为我们在新起点、 新征程上开创新局面、 取得新成就汇聚了强

大精神力量。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不仅是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文化使命, 而且

是人类文明史、 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宏大事件, 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在新时代伟大

实践中, 只有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 坚持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 才能准确把握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 守正创新的时代意蕴, 才能清晰阐释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的丰富内涵、 科学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论体系、 有效拓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的实践路径。

(方正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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