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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蕴含“社会主义”的先进性、彰显“中华民族”的现代性、凸显“中国文化”

的主体性、展现“现代中国”的文明性。在探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

理论内核，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历史底蕴，以社会主义为道路选择，建构起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社会主义叙

事图谱，实现了社会主义指向、制度奠基、特色呈现和时代跃升。新时代以来，两个变局同步交织、相互激荡，

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未来叙事，立足于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反思，需要基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回

应“中华文明之问”的新命题、基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叙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实践，基于中华文明发

展规律巩固发展文化主体性，书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叙事的新篇章。

［关键词］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两个结合” 现代化 社会主义

叙事是历史、文化、时代精神和集体选择相结合的载体。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社会主义叙事

并不是“纯粹的‘哲学逻辑’和抽象的‘解释逻辑’”①，它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探

索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社会主义价值遵循、道路选择和实践方式。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社

会主义叙事中，社会主义构成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实践场域。在探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

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内核、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历史底蕴、以社会主

义为道路选择，自觉将其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项实践活动纳入中国的文明叙

事，建构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社会主义叙事图谱。

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涵特质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指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

导，以解决中国具体问题为导向，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

造的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作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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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明蕴含“社会主义”的先进性、彰显 “中华民族”的现代性、凸显 “中国文化”的主体

性、展现“现代中国”的文明性，具有丰富内涵。

( 一)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蕴含 “社会主义”的先进性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蕴含 “社会主义”的先进性，强调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及

其符合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大势。社会主义规约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性质与价值取向。可以

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在顺应世界历史发展规律，遵循文明发展有序渐进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

规律基础上的一种文明再造。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蕴含的 “社会主义”先进性强调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能够引领人类文明发

展进步，以克服西方资本主义所带来的 “文明的野蛮”。文明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文明的属性是

产生知识和艺术张力的对话、辩论和竞争①。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的“先进性”不仅为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还表现为社会主义发展方式的创新，即在实践中逐

步形成并完善在党的领导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可持续发展为路径，以发

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为目标，以和平发展环境为保障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式。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蕴含的社会主义 “先进性”还体现在其强大的号召力上。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作为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蕴含了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

价值”②。中国共产党人“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③，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爱好和平”的文明基因与社会主义价值的和平属性相融合，对内注重各民族的平等交流、共同

进步，对外注重与世界上维护和平正义的力量合作、共同繁荣，使得 “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

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④ 的社会主义先进性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和平与发展的价值彰显中展现了强大的文明号召力。

尽管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一样都是 “在回应内部多元性和进行外部交往的过程中逐渐进化

的”⑤，但是，相比较而言，后者在进化的过程中包容性和文明交往力更强，更能在不同文明的

交流碰撞中汲取有益滋养以反哺自身。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包容性，不仅表现为以高度的文化自

信关注不同文明的共通性，还呈现为在尊重文明差异的基础上推动世界文明各美其美，在推进

“共商共建共享”中实现人类文明的整体性发展，体现着科学社会主义的文明逻辑。

( 二)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彰显 “中华民族”的现代性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彰显 “中华民族”的现代性，意味着对中华民族作为现代性主体的确认。

中华民族现代性主体的确认不仅包括中国国家领土和主权的确认，也意味着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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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和国家意识的有效交融。国家领土和主权的确认是中华民族现代性主体确认的政治保障。没有

国家领土和主权的确认，中华民族不可能真正屹立于现代国家之林，更不会有现代国家的真正建

构。与前现代相比，现代性的主流叙事彰显的是以领土、主权、理性和个人自由等概念定义现代

国家的思维逻辑，现代民族国家是主权国家、民族性与现代性三者相融合的产物，其中主权的确

证，作为现代性的重要政治安排，是现代民族国家存续的基础。“领土型中国且负载国家主权的

现代性民族 /国族只有一个，就是‘多元一体’的整体意义上的中华民族。”①

依据费孝通先生的观点，“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

对抗中出现的”②。近代以来，主权沦丧、领土割裂的危机激发了中华民族的主体性意识，1902

年，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概念，并指出中华民族 “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③。新中国的成立使得

中国迈入由国民组成的、以中华民族为国家民族认同的、主权独立的现代国家体系之中。中华民

族的现代性建构，一方面，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与现代国家的建构高度统一起来，在国家主

权确立基础上建立起了与现代国家相符的经济政治架构、民族团结制度架构; 另一方面，建立起

与中国式现代化相契合的科学精神、人文精神和法治精神，以及凸显社会主义特性的、以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为内核、以集体主义和共同富裕为向度的现代性，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

识也在“民族共同体”的建设中得以有效交融。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彰显 “中华民族”的现代性，内含着中华民族精神的现代转型。习近平

指出: “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

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④ 作为一种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的、不

断累积的思想文化精华，中华民族精神以守正创新的动态形式存在着，既有世世代代持续的恒久

性内容，也有随着时代发展变化的变迁性内容。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精神面临着现代转型，通

过对传统的爱国精神、自强精神和探索精神等进行创新性发展，对来自西方的科学、民主、自由

和个人解放等精神进行创造性转换，特别是经由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以中国话语进行重新阐释，中

华民族精神被赋予了新的样态、融入了新的内涵。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培育出

新民主主义革命精神、改革创新精神和脱贫攻坚精神等，构建起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

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新时代更诞生了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锤炼着具有现代性特征的中华民族精神。

( 三)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凸显 “中国文化”的主体性

文明的主体性源于文化的主体性实践，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其传承、转型、创造乃至超越的过

程中又进一步凸显了“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不仅体现为在不同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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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撞过程中中国文化能保持自己的主体意识，而且体现在人民在全面参与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对其传

承的文化及其内含的文明价值、正在创造的新型文明的高度自觉，能够在批判中实现自我超越。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植根中华大地，“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① 而造就的新的文化生命体，

它集中凸显了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作为民族觉醒的自为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突出的

自觉性与民族性。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以精神上的自由、独立，“充分

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②，深化了对文化建设规

律的认识，推动了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既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滋养，又赋予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以现代力量，并经由 “两个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创造了新的具有强烈民族意

识、民族标识的现代文明形态。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在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实现文明形态的跃迁的，体现了交互主体性。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一种 “我 － 他互摄”的文明高度重新思索现代文明场域中自我与他者的关

系，在文明交流互鉴中致力于以主体间的交互对话实现世界文明的共同发展。在文明共存与交融

的多元场域，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对话交流中倡导和践行 “平等、互鉴、对话、包容”③ 文明

观，既以此丰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容体系、价值体系，也为其他国家摆脱文明困境、实现文明

发展提供新思路、新进路。在自我超越的实践场域，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有分析” “有鉴别”

“有选择”的“批判”态度对待他者文明，在批判西方现代文明虚伪本性的基础上，以主体间性维

度重新定义不同文明的功能与边界、交流与合作，不断印证着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应然指向。

( 四)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展现 “现代中国”的文明性

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

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④。这表明“现代中国”是文明意义上古代中国的延续。中国本身就

构成一种文明，是以 “一个具有数千年厚重历史的巨大 ‘文明’”而铸就的 “文明 － 国家”⑤。

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及其现代性的建构，中国愈加彰显着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独特标识的

文明特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具体的 “现实的人”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人的自由全面的发

展为价值追求，在以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不断满足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的过程中，也用这些文明成果赋能人的发展，并把 “现实的人”融入中华

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之中，彰显着“现代中国”的文明追求。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从文明道

路探索来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以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实践 “打破了 ‘现代化 = 西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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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①，而且以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文明观跳出了 “西方中心

论”“文明冲突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更加深远的意义上回答了如何促进文明发展的问题，

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现代文明提供了有益借鉴，进一步丰富了 “现代中国”的文明特质。从

文明生活方式来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塑造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好生活方式，这是人与自

身、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良性互动的表现，其实质是通过构建人的生活的整体性与和

谐性，使人们在日常生活实践中能够按照正确的价值观念和文明规范调整行为方式。

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叙事的社会主义指向

社会主义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叙事的基本指向，这种叙事以马克思主义为基本指导，以

“中国具体实践”为立足点，在实现“中华文明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开辟了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的新境界。

( 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社会主义定向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进步、为世

界谋大同”② 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在把握世界历史趋势和中国自身实际的实践中，选择“新民主

主义 － 社会主义的革命定向”③，为社会主义文明在中国落地生根创造了前提。

在马克思看来，西方主导下的世界呈现出 “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

“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④ 的格局。中国共产党认识到西方文明的虚伪性及重重危机，也看到了中

华文明的“已达炎热最高之度”的疾病和中华民族 “已臻奄奄垂死之期”⑤ 的命运，在 《东西

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中，李大钊提出了中华文明 “今犹能卷土重来，以为第二次之大贡献于

世界之进步乎”⑥ 的文明之问。在此基础上，陈独秀、瞿秋白等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强调，使中

华文化“濒于危险之境”的 “魔鬼”⑦ 正是资本主义，创建新文明就要 “颠覆世界帝国主义的

列强”⑧“中国的出路只能是社会主义”⑨。由此，中华民族选择了以新民主主义社会为过渡、以

社会主义为方向的新的文明道路。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叙事中，明确区分新、旧两种不同的民主革命，并将新民主主义革

命置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之中，提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必然是以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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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发展前途的; 科学解决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衔接问题，提出分两步走实现由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新民主主义社会再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作为 “重新考虑自己的问

题”① 的一种思想图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叙事擘画了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规划和具体

路径，明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基本纲领和 “三大法宝”等，从而赋予了社会主义前

途选择的历史合理性和价值正当性，指明了中华文明的发展方向。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叙事中，通过一系列推翻“三座大山”的斗争，建立属于人民的、

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 通过土地改革，实现农民土地所有制; 通过没收官僚

资本，为社会主义性质国营经济的发展奠定基础; 通过探索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解决

现代性的主体身份建构和社会主义文明的精神动力问题。这些实践从 “新政治、新经济、新文

化”② 的“整体性”视角为社会主义新文明从理想到现实奠定了坚实基础，而经过新民主主义

革命实践锻炼的中国共产党人也展现出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追求的历史自觉伟力。可以说，新民

主主义革命的叙事，构成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社会主义叙事的 “前文本”和“前叙事”。

( 二)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制度奠基

作为一种蕴含着社会主义先进性、彰显着社会主义本质规定的先进文明形态，新文明的建设

从根本上指向社会主义的实践场域，同时更离不开社会主义的制度支撑。一方面，社会主义制度

能够以其稳定性与长效性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开辟制度空间; 另一方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的建构离不开以公平正义为核心价值的社会主义制度保障。新中国成立后，一系列社会主义性质

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的制定和实施，也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奠基提供了根本的政治

前提和制度基础。

社会主义主要矛盾变化规制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探索的主要内容。从 1949 年到 1956 年，社

会主要矛盾由敌我矛盾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社会主义制度文明随之展开以 “人民当家作主”

为主题的叙事探索。在政治上，确立了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政治制度，以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基本政治制度的新型政治制度及各项重要政治

制度。在经济上，确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特别是以 “适合中国的路

线”③ 独立探索工业化道路，并提出 “三个主体、三个补充”④ 的经济体制改革设想。在文化

上，以“双百方针”为指南创作一大批体现社会主义元素、反映社会主义现实的社会主义文明

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党的文化工作统一领导体制及各级文化领导管理体制等。

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赋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价值理想的重塑。“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

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⑤，这就必须 “进行意识形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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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替”①。一方面，在全国范围内展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教育、普及工作

及学习运动，通过全社会大规模的“三反” “五反”运动及整风运动、对非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运

动、思想改造运动等，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全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另一方面，随着社会主义改造

的完成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推进，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宣传社会主义优越性、宣传党的方针政

策、宣传先进典型等动员式传播中愈加掌握群众，进一步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

地位。不论是“以人民当家作主”为主题的叙事探索，还是基本的制度框架建构叙事，都丰富发展

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社会主义制度叙事。这种“制度叙事”通过提供制度保障使得人民形成对社

会主义制度发展前景的客观预期，进而激发其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 三)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中国特色”的呈现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在 “历史连续性、历史继承性、历史创造性”② 有机结合基础上持续发

展的文化生命体，既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吸收借鉴了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在这个意

义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语境和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问题的展开，激发着中华文明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结合活力，使得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进一步呈现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路向。

以社会主义本质论为代表的理论创造凸显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社会主义理论特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③，社会主义本质既是中国特色的最好诠释，

也是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属性定位。一方面，社会主义本质论以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

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 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 僵化封闭不能发展社

会主义，照搬外国也不能发展社会主义;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法制也没有社会主义;

不重视物质文明搞不好社会主义，不重视精神文明也搞不好社会主义”④ 等反命题的形式建立起

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独特认知;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本质论从生产力和共同富裕的角度提出了社会

主义的本质内涵，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主线叙事中，创造了以社会主义本

质为核心，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代表的涵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小康社会” “共同富

裕”以及“可持续发展”“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等一系列不同领域的社会主义本质话语矩阵的

理论成果，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赋予了基于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理论特色和时代价值。

以“五个文明”总体布局为代表的实践创新凸显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社会主义实践特色。

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社会主义实践叙事中，“文明”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被置于中国

式现代化的“总体布局”之中，呈现出 “多向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特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物质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精神文明却滞后于物质文明的发展。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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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在进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同时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初步明确了中国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三位一体”的总体布局。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推进，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

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三位一体”拓展为“四位一体”，强调要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

明、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①，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了生态文明的概念，并强

调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下 “建设生态文明”②，为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正

式出场提供了重要条件。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极大地推动了 “五个文明”的共同发

展，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主义愈发通过 “五个文明”协调发展展现出优越性，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社会主义叙事的中国特色更加凸显。

( 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社会主义文明的新时代跃升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两个大局的同步交织、相互激荡以及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升，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人民开拓进取，实现了社会主义文明的新时代跃升。2022 年 10 月，

习近平首次提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概念，强调要“更深地学习理解中华文明，古为今用，为更好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借鉴”③，这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绘制了发展蓝图和行动指南。

在道路指向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新范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

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④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在中国式现

代化探索中形成的中华文明的最新形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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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一方面，在对西方现代化审视和反思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团

结带领人民探索出一条以社会主义为指向、以中国特色为本质规定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中

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断创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范式。另一方面，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勾勒文明新图景，既注重把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征程高质量发展的实践

中，也注重发挥“现实的人”的主体内生力以创造社会主义文明成果，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

新时代叙事提供主体动力和时代意蕴。

在文化交流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新遵循。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人类文明谱系的一

种新形态，并不是“以‘我’为表征的纯粹个体性的文明样态，而是以 ‘我们’为表征的互为

主体性的文明样态”⑥，即既要担当起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使命，“坚定文化自信”“秉

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⑦，又要彰显“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⑧ 的世界向度; 既要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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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文明交流互鉴应该是对等的、平等的，应该是多元的、多向的，而不应该是强制的、强迫

的，不应该是单一的、单向的”①，又要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

同价值，在坚持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 “新文明观”基础上秉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文明叙事，“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②，以 “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

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③ 的 “世界之问”，丰富和

发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涵。

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社会主义叙事的未来向度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进入 21 世纪，随着世界格局的发展

演进和新兴国家的崛起，必须站在人类整体生存与发展的立场，顺应世界历史发展潮流，从人类

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等方面探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社会主义叙

事的未来向度。

( 一) 叙事基点: 基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 “中华文明之问”的新命题

“中华文明之问”本质上是指“中华文明何能复兴以贡献于世界之进步”的问题，而中华文

明何能复兴、向何处去贯穿于新时代回答 “中华文明之问”的全过程，这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社会主义叙事的重要基点。

第一，中华文明何能复兴?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文明更新的结果，是在中国式现代化探索中

产生的文明新形态: 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为文明更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塑造文明形态的根

本力量在于生产力，在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物质成果，生产力是塑造文明形态最革命、最活跃的

因素。”④ 从生产力视角审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难发现，在生产力的推动下，文明形态呈现

出从低级到高级的演进特征，在螺旋式上升中不断突破原有的文明层级。在中国式现代化探索

中，中国通过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借助以信息化为特征的第三次产业革命、以智

能化为特征的第四次产业革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推动了现代文明的快速发展，为

实现文明复兴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从生产关系演进来看，文明形态的演进离不开生

产关系的变革，正是建立在不同生产力基础上的生产关系使得不同文明形态能够区别开来。在这

个意义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在一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交互作用基础上产生的，是中国共产党

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以具有中国特色的方式实现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关系的变革”过程中，

以“‘现实的人’的自我认识与自我解放”⑤ 为目的，而不断建设的文明新形态。面向未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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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民族现代文明社会主义叙事要以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为重要支撑，以生产力与生产

关系的良性互动为叙事主线，在新的起点上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图景。

第二，中华文明去向何处? 在新文化运动期间，李大钊曾提出 “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

三新文明之崛起”① 的论断，十月革命后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作为 “第三文明”的思想

指导，以求得民族独立和解放为己任，在文明去向的选择上开始由被动转为主动。之后，中国共

产党的成立以及新中国的成立进一步奠定了现代文明的发展方向，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式现代化

探索则进一步引发了中华文明深层次的变革，促成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形成。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以文明平等、文明交流、文明互鉴和文明共存为主要标识，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和世界历

史观的继承与创新，又是对“零和博弈”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和 “霸权性、一元性”交往方式的

超越，“在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上，创生一种能够开创中国和世界未来的新型文明，即超越现代资

本文明的社会主义文明，是中华文明复兴的核心取向”②。由此，面向未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社

会主义叙事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以承认各文明主体地位和文明的多样性为前提，以增进文

明交流、互鉴为叙事原则，以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对人类交往方式的片面规制，以开辟“后形而上学

时代”历史辩证法的人类生存论向度③为叙事场景，为“中华文明去向何处”作出深刻解答。

( 二) 叙事重心: 基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实践

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关注，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社会主义叙事的重心所在。如

前所述，审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进程，既能为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社会主义叙事寻求内在

支撑，更能为探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现实的解释路径。

一方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在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被创建出来的。文明并不是完全 “归

功于脑的发展和活动”④，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从先验理性主义来解释包括文明在内的各种观念

形态的认知模式以及将抽象人性论视为评判历史、文明等标准的做法，并从 “物质实践出发”，

提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⑤ 的文明实践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不仅

是文明创造的现实支撑和文明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检验文明选择正确与否、文明建设成

效的唯一标准。面向未来，通过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时代性把握和现实性回答，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社会主义叙事，叙事重心在实践，但其深层思想内核却指向文明，在实践中不断创新着马克

思主义文明学说，充实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话语，实现对现代文明困境的实践超越。

另一方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社会主义叙事更加关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实践。社

会主义建设规律是对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的规律性认识，是对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

主义”，如何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如何激发作为主体的人的积极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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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动性，如何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以实现共同富裕，如何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问题的深刻把

握和系统回答。面向未来，深刻认识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为文明实现跃迁创造条件，书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发展叙

事; “把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领导全面深化改革的价值逻辑”①，在 “各项改革

协同配合”② 推进中，赋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自我完善的内在动力，书写包含价值引领动力、利

益诉求动力、自我完善动力等在内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动力叙事，进而通过实践反思的方式对

“现实的人”的发展需求进行叙事追问，在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

要的中国实践中，以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凸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创新性。

( 三) 叙事指向: 基于中华文明发展规律对文化主体性的巩固发展

中国共产党在传承和创新中华文明的过程中自觉地总结中华文明发展规律，始终关注中华文

化的主体性地位，注重以自身文化性格应对外来文化冲击，不断巩固中华民族以及中华文明认

同。按照中华文明发展规律，无论文明形态怎样演变，中华文明的 “文明底蕴没有改变”，而

“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始终以国家形态传承发展着中华文明”③。当前，西方文明不仅以其资本增

殖逻辑在规制人类文明发展中加剧了世界的动荡、分化与对立，也在凸显自身的主体资格的同时

否定或弱化了发展中国家及其他被压迫民族的主体资格。而马克思主义主张尊重各民族的文化传

统和发展差异，并在肯定民族意识觉醒和对传统进行扬弃的基础上，提出只有确立主体性，才能

真正捍卫人类的共同价值和共同利益。因而，面向未来，进一步彰显中国文化主体性成为中华民

族现代文明社会主义叙事的指向。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 “伟大复兴的文明表达”④，需要文化主体性作为深层文化支撑，并

提供精神引领、创新动力和方向指引。这意味着，没有文化主体性，就不可能有文明复兴，更谈

不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

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⑤，促使中国人民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实现了 “对中国近代以

来文化自卑心理的超越”⑥ 及中国本土文化主体性的重构。历史地看，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实践已经进入关键期，这一伟大梦想的实现，有赖于文化主体性的巩固发展。文化主体

性是文明复兴的重要支撑，如果失去文化主体性，对内无法完成自我确证，对外难以实现平等交

流，结果文明复兴就可能在文化主体性的缺失下丧失生长根基。实际上，文化主体性、文明复兴和

民族复兴是相互支撑的，在观念层面和价值维度，三者具有内在契合性; 在行动层面和实践维度，

三者具有协同性与同构性，此种双重向度推动了三者基于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一体实践与共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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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文化主体性 －文明复兴 －民族复兴”实际上构成了新时代我们思考中华文明走向的参考坐标

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巩固发展中国的文化主体性开创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当代叙事图景。

“两个结合”是文化主体性建构的根本方法，确立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彰

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规定性，确立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社会主义叙事的未来路向。

习近平指出: “‘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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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一方面，文化主体性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确立了 “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

我”②。文化主体性恪守了“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

个根脉”③ 的逻辑，揭示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根脉”与“魂脉”的内在统一性，既坚守了马克

思主义作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引领，又遵循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高

度契合性，增强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社会主义底色。另一方面，文化主体性拓展了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的包容性、和平性和统一性，遵循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并非排外的

民族主义叙事，而是兼具中国特色和世界眼光、具有世界意义的总体叙事。文化主体性离不开对其

他优秀文明成果的吸收和借鉴，这种吸收和借鉴有利于民众在比较中强化对中华文明主体的认知和

对社会主义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的认同，在“参与世界”中丰富和发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面

向未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社会主义叙事要求把“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融入到建设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品格之中，以精神上的自主性坚定文化自信推进文化自强，进而以中国的

主体性解读中国实践和世界发展，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社会主义叙事中进一步展现中国智慧。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基准定位，更指引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现

实走向，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也在这种定位与走向中愈发体现 “社会主义”的先进性、彰显 “中

华民族”的现代性、凸显“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展现 “现代中国”的文明性。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的社会主义叙事既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所蕴含的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创新性等突出特征对新

文明图景进行反思性铺陈，也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所体现的文化主体性对新文明图景进行前瞻式

构建，以此不断擘画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叙事图景。

［潘娜娜系中国石油大学 ( 华东) 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李飞跃系中国石

油大学 ( 华东)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1 级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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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hering to the CPC ＇s Theories and Policies Concerning Ethnic Groups and Strengthening the Sense of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Wang Weiguang ( 4)……………………………………………………………………

In the great practice of leading China ＇s revolution，construction and refor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insisted on combining Marxist ethnic theory with
China＇s specific reality and continuously promoted the sinic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Marxist ethnic theory，forming a
theoretical approach，guidelines，and policies for understanding and addressing ethnic issues that are suited to China ＇s
national conditions，and thus pioneering a correct path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solving ethnic issues． Fostering a
strong sense of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is a significant original judgment made by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on
ethnic theory，and it represents the latest achievement in the sinic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Marxist ethnic theory and
serves as a guiding principle and basic rule in handling ethnic affairs in the new era． To promot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all respects，we must be guided by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strengthen the party＇s leadership，comprehensively implement the Party＇s ethnic theory and policies，and foster a
strong sense of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

The Socialist Narrative of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Pan Nana and Li Feiyue ( 11)…………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embodies the progressiveness of“socialism”，demonstrates the modern

character of“the Chinese nation”，highlights the subjectivity of the“Chinese culture”，and displays the civilizational
properties of the“modern China”． In the explor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with Marxism as its theoretical core，the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s its historical
foundation，and socialism as its chosen path，has constructed a socialist narrative typology of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maintained a socialist orientation，established systemic foundation，demonstrated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and achieved a leap of the era． In the new era，the two transformations have intertwined and interacted with each other，
profoundly affecting the future narrative of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While reflecting on Western
capitalist civilization，we need to respond to the new proposition of“the question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based on the
law of social development，narrate the new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based on the law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consolidate and develop cultural subjectivity based on the law of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and compose a new chapter for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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