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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

杨凤城  叶子豪

摘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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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的内在联系，指明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科学路径。中国

式现代化从物质基础、制度保障与思想支持三个方面推动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中华文明则为中国式现代

化孕育出内生性文化要素，赋予中国式现代化鲜明的民族特色与文化根脉。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相互

融通、相互成就，创造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复合型的文明形态，

是现代文明、社会主义文明与中华文明三种文明要素相互融会而形成的文明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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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3 年 6 月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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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的内

在联系，高度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同中华文明相互融通、彼此成就的历史经验与实践逻辑，将中国式

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同中华民族的文明复兴紧密结合起来，揭示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科学路径。

党的二十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基于百余年艰苦奋斗的历史经验、理论创新与伟大成就，不断完善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持续深化对中华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深

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②等科学论断。因此，厘清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的内在关联，阐明

中华文明赖以不断焕发生机、走向复兴的坚实基础，揭示中国式现代化持续推进的内在动因，对于新

时代新征程上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

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产物，代表着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

总和。文明的发展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

运动所决定。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古老文明，在世界工业革命的浪潮中曾一度落后，

并因此而历经磨难。但是，不甘落后的中国人民也在努力追赶时代潮流，矢志通过工业化、现代化路

径，实现民族复兴，重塑文明辉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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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现代化是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生态文明发展变迁的过

程，它推动社会变革和文明转型。中国对现代化的探索与追求，是中华民族从前现代社会迈向现代社

会的积累和变革过程，是适应世界现代化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趋势而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国式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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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充分体现在它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提供现代物质基础、现代制度保

障、现代思想支持三个方面。

（一）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提供现代物质基础

文明存续最根本的基础是物质生产力，先进的物质生产力为文明的发展进步提供强大的推动力，从

而使文明得以传承发展。得益于农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古老而悠久的中华文明曾长期昌盛不衰。按

照雅斯贝尔斯“轴心文明”的说法，中华文明作为“轴心文明”之一，同样是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

物质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的产物。秦汉时期，以铁器农具为代表，中华文明的物质生产力走在世界前

列，开辟了具有世界意义的丝绸之路。唐宋时期，生产力的发达程度已有“唐宋变革论”等诸多研究成

果，为中外学界所公认。明清时期，中国虽未能自发形成技术革命，但农业与手工业生产技术仍长期保

持世界先进水平，国内生产总值依然长期居于世界前列。然而，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农业社会，错失了工

业革命的机遇，从而大幅落后于时代。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文明由盛转衰，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

苦难。

当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近代无数先进的中国人不屈不挠，苦苦寻

求现代化之路。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振兴中华”，从实业救国到建设工业国，这些方案都是要

解决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现代物质基础问题。从客观上讲，以开办工矿企业、开放口岸与修建铁路为

标志的早期工业化具有进步意义。但是，没有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中华民族不可能独立自主地走上

工业化道路。承继近代中国无数仁人志士的尝试，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

产党人身上。

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中国人民，百余年来艰辛探索并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而艰苦奋斗，深刻改变了过去“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真正解决了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

现代物质基础问题。从确立“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到开辟改革开放的发展道路，从提出建设小康

社会、“三步走”发展战略到明确“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辟了中国式现代

化的康庄大道，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

就，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特别是经过新时代十年的奋斗，我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国内生产总值从 54 万亿元增长到 114 万亿元，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 18. 5%，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从 39800 元增加到 81000 元；建成世界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机场、港口、水

利、能源、信息等基础设施规模巨大；城镇化率达到 64. 7％；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不断加强；脱贫攻坚

战取得全面胜利，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①；等等。这些伟大成就，验证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

践伟力。伴随着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华文明再度焕发荣光。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发达的现代科技为中华文明的研究、展示、体验、继承和转化等实践活动，提

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与物质支撑。现代科技在探寻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考古与典籍工作中发挥着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遥感技术、数字技术、智能技术等新技术手段得以广泛应用。盛世修文，文明探

源，中华文明传承发展所依赖的考古与文化事业，同样离不开坚实的物质技术条件支持。

（二）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提供现代制度保障

一个国家与民族得以生存和发展，制度是最具稳定性的保障。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作为支撑中华

文明延续数千年的上层建筑之一，以王朝制度为中心，形成了高度稳定的“大一统”政治环境与中央集

权的行政体制。中华文明自身孕育的制度体系巩固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政治秩序，造就了稳

定的社会生产和生活环境，促进了古代中国物质文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

形成。但是，鸦片战争以后，处于前现代文明阶段的旧制度无法适应现代化的时代潮流，古老中国在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的报告》，《求是》2022 年第 2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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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

面对危局，近代先进的中国人紧跟时代潮流，接续探索适用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现代制度。辛

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中国实现了从王朝政治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中华

文明以共和国的制度形式出现在世人面前。然而，辛亥革命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未能改变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命运。近代中国并未建立起稳定、统一的现代政治体

系，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外部依附、内部纷争的政治环境中，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缺乏强有力的政治整

合与制度后盾。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缔造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逐步确立并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政治前

提与现代制度保障。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备强大的政治优势与制度

优势，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能够确保社会长期稳定，从而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

础和稳定的社会环境。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推进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重大命题，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就此指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是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是人类制度文明史上的伟大创造。”①新时

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汲取革命、建设、改革不同历史时期的制度建设经验，根据新时代国内国际形势

新变化和制度实践新发展，在党的全面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

代化等方面持续完善、提升，积累了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实践良性互动、有机结合的丰富治理经验和愈

益丰硕的制度成果，从而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提供了与时俱进的制度保障。

伴随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推进，中华文明积累的丰富政治经验与优秀治理理念，在现代国家制度

和国家治理中得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而使中华文明同现代政治体系有机结合起来。习近平

总书记明确指出：“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

的。”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把中华文明中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优秀思

想时代化，让中华文明与生俱来的“民为邦本”“为政以德”“德法合治”等优秀传统政治思想，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安排与治理实践中焕发活力。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与现代治理模式，

使得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具有强大的制度保障与厚重的实践土壤。

（三）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提供现代思想支持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思想文化的繁荣发展，表现为人

类在精神上突破原始的野蛮状态，因自我意识的觉醒而追求更崇高的价值理念。雅斯贝尔斯根据不

同文明同一时期思想家的精神活动，抽象概括出文明的“轴心期”，认为“轴心期”思想家的精神活动深

刻影响着人类文明的进程，并指出“人类靠当时所产生、所创造、所思考的一切生活到了今天”③。从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到儒释道三教合流，中华文化始终保持开放活跃的姿态，各家思想不断生成、交流和

发展，创造了世界文明史上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文化典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

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思想文化，记载了中华民族在长期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

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④

近代以后，中华文明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下进入文化激荡的时期。近代的先进知识分子从救国救

民的愿望出发，积极传播自由、民主、平等、个性等现代思想观念，批判封建专制制度，批判封建“礼教

① 习近平：《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求是》2019 年第 23 期。
② 《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年，第 84 页。
③ 卡尔·雅斯贝尔斯：《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李雪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14 页。
④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牢记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  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

鉴》，《人民日报》2014 年 10 月 14 日，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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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常”，矢志于“国民性改造”，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但是，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在现代思想的

社会化、大众化传播和普及方面作用有限，愚昧迷信的保守观念仍有很深的社会土壤，现代思想远没

有内化为中国人普遍的精神价值追求。

为了救亡图存，实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真理。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

时期，我们党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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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中华文

明获得新的滋养、新的血液、新的灵魂。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进程带来了思想解放，成就了中

华文明的新形态、新生命。马克思主义科学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般规律，为实现

我国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文明新生提供了思想指引。历史表明，中华文明的思想文化变革同中国式

现代化进程相随相伴，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深刻而持久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精神风貌与价值

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弘扬者的中国共产党人，高

度重视并有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开创性地提出了“第二个结合”的重

大命题，使中华文明在中外古今的汇通中焕发新的荣光。

立足于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探索，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总结新

时代文化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呼唤文化固本、文化铸魂、文化赋能。因此，我们必须做好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

工作。“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

陈出新。”①“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生命力。”②习近平文化思想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科学的行动指南，汇

聚起深远持久的精神力量。

总之，“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这一结论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文明迈

向了现代转型的复兴之路。中国式现代化使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现代物质基础不断厚植夯实、现代

制度保障进一步完善定型、现代思想支持更加坚强有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

史进程。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华民族的

历史命运，中华民族迎来了“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的三次历史性跨越，走向了建设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的光明前景。

二、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人类文明进步的

必经阶段。现代化的发展规律表明，文化是现代化道路的“根”与“魂”，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差异深

刻影响着这些民族和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中华文明经历数千年传承发展，形成了一整套独立、稳

定、系统的思想体系与文化传统，根深蒂固地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民

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理论与实践均表明，数千年的文化积淀和海纳百川的文化借鉴，塑造了中华民

族特有的文化基因，造就了迥异于西方现代化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概言之，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

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③。

①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年，第 323—324 页。
② 《习近平在福建考察时强调  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上展现更大作为  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福建篇章》，

《人民日报》2021 年 3 月 26 日，第 1 版。
③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的报告》，《求是》2022 年第 2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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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反思：现代化的内生性文化要素

现代化的起源及其发展是一个包罗宏富、错综复杂的过程，文化要素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矛盾运动的辩证关系。他们指出，一定的上

层建筑对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具有不容忽视的反作用。“这并不是说，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

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而是说，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

础上的相互作用。”①他们明确否定了片面的“经济决定论”：“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

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②马克思

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并非单一地强调机械化、电气化等物质生产技术对于现代化的作用，人

类社会的思想观念、伦理道德、意识形态等文化要素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构成部分，在推动现代化发

展方面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

20 世纪初，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文化要素进行了研究。韦伯在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儒教与道教》两书中，集中探讨了资本主义兴起的文化根源与东亚社

会的现代化问题。学术界普遍将韦伯的研究观点概括为“韦伯命题”③。“韦伯命题”具有视欧洲社会

特定思想观念与宗教文化为所谓“普适性”的倾向，它先验地论断现代化是西方文明专属，缺乏西方文

化特质的非西方文明无法自发实现现代化。但在 20 世纪后半叶，东亚现代化的历史实践有力地打破

了“韦伯命题”的理论预设，促使人们进一步思考东方文明实现现代化的文化动力问题。

中国学者立足于中国与东亚“四小龙”的现代化模式，对“韦伯命题”提出了质疑：现代化模式是否

并非一元而是多元？非西方文明能否走上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实际上，早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

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曾经以《独立评论》与《申报月刊》为主要阵地，展开了关于现代化问题的讨论。

他们认识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互补关系，但受限于当时的客观历史环境，这种认识还比较肤

浅。历经长时间现代化知识的积累与现代化实践的考察，改革开放后，以罗荣渠为代表的学者深入分

析了中华文化圈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他们以中国及东亚“四小龙”为依据，认为“现代化的扩

散与文化圈之间可能有某种关系”④。罗荣渠的现代化理论的核心是“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的现代

化范式，他依据文明形态与发展水平的多样性提出了现代化模式的多样性。中国本土的现代化理论

摒弃了以“韦伯命题”为代表的西方现代化解释教条，总结了东亚尤其是中国现代化的经验教训，凸显

出中华文明内在的儒家文化传统对于东亚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二）中国实践：中国式现代化内含中华文明的文化根基与价值追求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一条文明延续和发展的探索之路，蕴含着中华文明薪火相传、血脉不断的文

化根基与价值追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

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⑤传承中华文明既是中国式现代化

得以不断推进的重要因素，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迥异于西方现代化的鲜明底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

为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涵养了中国式现代化内在的文化根脉。

中国式现代化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集中表现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中国特色与中华文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649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604 页。
③ 关于“韦伯命题”，按照国内学者的总结，其主要内容有二：一是在韦伯看来，“新教伦理及理性精神产生现代性”，即他认为新

教的教理赋予了一种追求商业资本的社会文化；二是在韦伯眼里，“非西方的儒教文化阻碍现代性”，即他认为东方社会文化

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韦伯还认为，“重道德、轻实利”的儒家思想不利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出现。参见王结发：《从“韦伯

命题”看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社会主义研究》2023 年第 4 期。
④ 罗荣渠、董正华编：《东亚现代化：新模式与新经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第 21 页。
⑤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4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年，第 3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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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五大突出特性之间的内在相通，它们共享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基因①。诚然，在中国式现代化的

五个中国特色与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之间，存在着历时性与共时性的交错，其相互间的逻辑关系

也并非一一直接对应，但从哲学而论，事物的特征、特性是由事物内在规定性的属性所决定的，不同事

物在特征与特性上的相互关系充分反映了它们的逻辑关系。因此，考察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与

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之间的关联性，可以使两者之间深层次的内在逻辑关系得以揭示。“中国式现代

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②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

文化性格、精神品质和价值追求，渗透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中国特色之中，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何

以具有“中国特色”的内在维度。

1.连续性是中华文明的内在灵魂，贯通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方方面面

连续性是中华文明最为根本的特征，也是中华文明得以存续至今并一直生生不息、繁荣发展的核

心特质，是中华文明的内在灵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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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立足于中华文明五千

年、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余年、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的宏大的历史视野，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了“大历史观”概念，其核心要义之一就是把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奋斗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结合起来，把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实践和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联系起来。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具体

呈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它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历程中，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和民族精神，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知耻而后勇、兼济天下等；其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

的宇宙观、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等，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中国特色赋予了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

底蕴。例如，“大一统”“民为邦本”之于“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兴天下之同利”“不患寡而患不均”

之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之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相协调的现代化”；“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合一”之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和而不同”

“修文德以来之”之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总之，“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

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④。延续不断、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留下了丰富的优秀精神资源与文化遗产，

贯通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方方面面。

2.统一性是中华文明的固有基因，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符合“人口规模巨大”的国情实际

统一性是中华文明与生俱来的固有基因，体现为中华民族经由五千年的生息繁衍，不断发展壮大，

各民族的文化、利益等具有多元一体的特征。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人口庞大、国土辽阔、统一的多民

族国家，特殊的国情环境塑造了中华文明的“大一统”理念。“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

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⑤具有高度统一性的中华文明决定了必须实现十四多亿人口整体迈进现代

化社会，开辟出一条地广人多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现代化之路。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

任务艰巨、挑战众多，需要始终坚定不移地贯彻中华民族“大一统”理念，汇聚中华民族全体力量，为实

现中国式现代化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坚持“大一统”理念不仅需要维护国家统一、民

族团结、领土完整，更重要的是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

核心，统一全体意志，协调各方利益，是团结带领各族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最高政治领导力量。

①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中国特色，即“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

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走和平发展道路”。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

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② 《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人民日报》

2023 年 2 月 8 日，第 1 版。
③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 年第 17 期。
④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 年第 17 期。
⑤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 年第 1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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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创新性是中华文明的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式现代化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相协调”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不竭动力

创新性是中华文明不断发展进步的精神品格，是中华文明不断自我完善、与时俱进的内在禀赋，

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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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进取和变革的文明创新史。在应对

五千年来内外环境变化的过程中，创新求变精神活跃于历史上的各个时期，体现着中华文明“穷则

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强大创造力。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开新图强，勇于突破

教条与本本的束缚，持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开创性地提出了“两个结合”重大论断，谱写了不

同于其他文明的现代化新篇章。“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批判并突破了西方现代化固有的两极

分化、贫富悬殊以及形式上的公平正义，使现代化成果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融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

想，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相协调统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

代化”摒弃了高资源消耗型的“先污染后治理”老路，统筹好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

探索后发国家现代化永续发展的道路。这些中国式现代化革故鼎新的伟大创造，都离不开中华文明

源源不竭的创新驱动力。

4. 包容性、和平性是中华文明的价值追求，孕育了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文化

传统

包容性与和平性是中华文明身处世界文明之林的伦理支撑与价值追求，二者各有侧重，相互渗

透，构成了中华民族处世伦理与交往理念的两个方面：“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决定了“和而不同”的和平

性，“协和万邦”的和平性离不开“交流互鉴”的包容性。五千年来，中华民族始终坚持不同民族、信仰

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中华文明始终维护世界和平、全球发展和国际秩序，追求合作共赢。从“天下

一家”的思想观念到“求同存异”的文明理念，从“以和为贵”的交往性格到“和平、和睦、和谐、和合”的

人类秩序，包容性与和平性孕育于中华文明的基因深处，积淀为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在五

千年至今的历史中不断地具体展开。源自于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的开放胸怀与和谐大同的价值追求，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受、坚持并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真理，学习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

走上了和平发展的道路，造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文明是兼收并蓄、和平发展

的文明，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必然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继承和发扬了五千

年来中华民族开放包容、热爱和平的文化传统。面对当今世界剧烈变动的复杂局面，相互包容、维护

和平不只是中华文明的价值追求，也是其他文明的广泛共识。

总之，“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这一结论表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式现

代化筑牢民族根基、文明之魂。“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

路”②。我们开辟出别具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是由我国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所决定的。因

此，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我们需要不断传承并发扬中华文明五千年来独有的优秀文化传统。

三、在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相互成就”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由上观之，中国式现代化有力推动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鲜明的中国

特色，二者不断焕发出旺盛蓬勃的生命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式现代化与

①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 年第 17 期。
②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牢记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  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

鉴》，《人民日报》2014 年 10 月 14 日，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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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相互成就”、交互砥砺。中国式现代化所代表的先进的物质生产力、制度形态、思想文化，与

中华文明中蕴含的优秀历史文化传统相互结合、有机聚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即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一个复合性概念，这种复合性体现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深刻积淀了中国式

现代化的时代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创新以及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文明智慧。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既是“两个结合”的深刻反映，又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明成果，还是现代文明、社会主义文

明、中华文明三种文明要素相互融会而形成的复合有机体。这三种文明要素的结合并不是拼盘式的

大杂烩，而是各自体现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内在的“经济-政治-文化”结构中：现代文明所代表的先

进物质生产方式，社会主义文明所代表的先进社会制度形态，中华文明所代表的本土地域与历史文化

形态。“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一种人类文明新

形态，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般趋势，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由传统、落后的欠发

达状态走向现代化的时代变革趋势，由资本主义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演进趋

势，居于后发地位的不同国家、不同民族走向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文明发展趋势。总之，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这一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深深植根于中华大地，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它借鉴吸

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

（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现代文明的物质生产方式，在文明的发展阶段上代表了生态文明的

进步方向

从文明的发展阶段而论，物质生产方式的变革是文明演进的根本动力，它表现为人类在自然环境

中谋求生存发展方式的变革。根据物质生产方式的变化，人类文明大体经历了以渔猎采集为标志的

原始文明、以农耕生产为标志的农业文明和以大机器生产、能源革命为标志的工业文明。人类的物质

生产方式决定了人类文明所处的阶段。尽管世界各民族的文明演进历程并不都是以同样的方式经历

了上述各个阶段，但从渔猎、农耕到大机器生产的物质生产方式变化，反映了人与自然界之间物质依

存与变换方式的变革趋势。人类的生产创造“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

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②。人类文明不论发展到何种阶段，自然始终处于基础性

的地位，人类文明的发展建立在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和有效保护之上。人与自然的关系，曾经历了

依赖和顺从周围自然环境的原始状态、以人的需要为中心最大限度改造自然的异化状态。伴随着人

类生产力的发展，最终二者将走向相互依存的和谐共生状态。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生产力发展到更高阶段的产物，代表着工业文明后一种更先进的生态文明

发展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③等重要论断，多次强调“生态

文明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成果”，“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

谐发展的新要求”④，“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⑤。生态文明承继并发展了原始文明、农

业文明、工业文明以来对先进物质生产力的要求，是对传统生产力发展观的超越。它从对物质生产

“量”的重视转为对“质”的追求，代表着一种绿色优先、节能集约、低碳发展的生态生产力。作为现代

生产力的新样态，生态生产力统筹物质生产与生态保护，既具备扩大物质财富总量的生产力普遍特

性，又增添协调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的时代要求，能够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为创造人

类文明新形态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

①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 年第 17 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207—208 页。
③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年，第 6 页。
④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第 6 页。
⑤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4 卷，第 437—4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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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①总之，生态文明是生产力发展到更

高阶段后的现代文明形态，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全新的物质生产方式。

（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社会主义文明的制度形态，在文明的社会性质上体现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根本性质

从文明的社会性质而论，社会制度形态是文明的有形载体。人类社会形态的更替内嵌了人类文

明的更替
②
，人类文明基于社会形态的更替而由低级向高级、由旧形态向新形态不断发展。按照马克

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学说，社会主义文明作为共产主义文明的过渡阶段，是取代人类最后

一个剥削阶级社会的新文明形态。扬弃资本主义文明，走向社会主义文明，具有人类历史发展和人类

文明进步的必然性。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创造出的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社会主义文明

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在本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从世界

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大视野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是世界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中国版本”。它

立足于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社会主义的漫漫征途，贯穿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余年、新中国成立七十

余年、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时又

从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出发进行创新创造，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

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基本经济制度；形成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

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等等。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明的制度形态更加科学化、体系化，在党的领导这一根本领导制度的统领下，我国的根本制度、基本

制度、重要制度以及具体制度，在国家治理的各领域各环节充分发挥作用，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的优越性，从而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本土的地域、历史与文化形态，在文明的文化类型上蕴含了中华民族

的文化基因

从文明的文化类型而论，一定的文明总是生发于特定的地域环境基础上，不同的民族以本土的地

域环境为依托创造了不同的历史与文化，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多样文明。换言之，文明类型的多样性取

决于在特定时代、特定地域形成的特定民族历史、特定民族文化的多样性。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

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

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③西方学者曾以不同标准归纳出历史上存在过的人

类文明类型，如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列举了 26 种存在过的文明类型。这虽然呈现了人类历史的多

样性样貌，肯定了全球文明的多样性特征，但具有“西方中心论”及“单线进化论”的弊病。“世界上不存

在十全十美的文明，也不存在一无是处的文明，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④每一种具体文明都承载

着特定的民族特征，这些特征体现在某一民族的历史传承、宗教信仰、文化习俗之中。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是中国共产党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文明创造，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培育了丰厚土壤与民族文化基因。

作为一个传承五千年之久的古老民族，中华民族在中华大地上形成了自身独有的民族历史与文化，积

淀出深厚而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领航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

民族从近代以后的深重苦难中走向伟大复兴，为中华文明开辟了通向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光明道路。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的报告》，《求是》2022 年第 21 期。
② 黄建军：《唯物史观视域中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社会科学》2023 年第 10 期。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470—471 页。
④ 《习近平谈“一带一路”》，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年，第 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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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在近代中国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坚

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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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①。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登上历史舞台表明，西方文明的发展老路并非绝对化的唯一标准，世界上其他民族同样可以发展创

造出具有本土文化特色且繁荣进步的现代文明，共同彰显文明的创造之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创造的新文明形态，蕴含着中华民族鲜明的文化基因，彰显着中华民族高度的

文化自信。

综上，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最新成果，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现代文明、社会主义文明与中华文

明三者有机融合与创新发展而形成的复合文明形态。其中，现代文明指向生态生产力的物质生产方

式，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文明指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后

盾，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中华文明指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为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赋予厚重的民族文化底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创

造，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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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成果，还是

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实践产物，它充分汲取多样性的优秀文明养料，创造面向未来的人类文明

新形态。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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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深刻论

断立足于不断推进与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锚定新时代新文化使命的历史方位，既科学揭示了中国式现

代化与中华文明的辩证关系，又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把握现代化发展规律与人类文明发

展规律的历史主动与理论自觉。总括起来看，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相互融通、相互砥砺，二者具

有深刻的内在联系。中国式现代化有力推动中华文明的现代化转型，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鲜

明的民族特色。在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的“相互成就”中，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与中华文明

传承发展的历史逻辑紧密结合，共同指向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必由之路。建设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既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也是人类文明形态不断发展更新的必然结果。在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进程中，中华文明必将不断焕发现代生命力，

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伟大中国必将重回世界舞台的中央。面对世界文明发展风险与挑战加剧的形

势，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立足中国本土，赓续中华文明血脉，紧跟时代潮流，谋求现代发展。它在打

破西方文明的“普世”幻象、拥抱世界文明多样性图景的同时，书写着人类文明美美与共、共同发展的

新华章。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4 卷，第 5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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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nd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Yang Fengcheng Ye Zihao
（School of CPC History & Party-build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On June 2， 2023， Xi Jinping， the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delivered 
an important speech at the meeting on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emphasizing that “Chinese 
modernization invigorates Chinese civilization with modern power， while Chinese civilization supports 
Chinese modernization with cultural sustenance. ” This remark succinctly summarizes the inher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 reveals the underlying 
logic behind their mutual mergence and mutual achievement， and shows the scientific path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odern Chinese civilizatio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lucidate the above conten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history and reality， as well as theory and practice.  “Chinese modernization invigorates 
Chinese civilization with modern power” indicates that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promotes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towards the road to revitalization through modern transformation.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has achieved rapi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established strong political integration 
and institutional supports， and promoted ideological liberation and the revitalization of national culture.  It 
has endowed Chinese civilization with modern strength from the three levels of material basis，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and ideological support.  “Chinese civilization supports Chinese modernization with cultural 
sustenance” indicates that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s deeply rooted in the cultural soil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Chinese civilization has five characteristics： consistency， uniformity， innovation， inclusiveness， 
and peacefulness.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lso has five characteristics， namely “modernization 
of a huge population，” “modern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modernization of material 
and cultural-ethical advancement，” “modernization of harmony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and 

“modernization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 The way of thinking， cultural character， spirit， and values 
unique to the Chinese nation are embodied in the fiv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which has 
endowed the f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with distinctive national features and a 
solid cultural foundation.  The advanced material productivity， institutional form， ideology， and culture 
represented by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organically integrate with the regional civilization 
represented by Chinese civilization to form a new form of human advancement — the modern Chinese 
civilization.  It is a comprehensive form of composite civilization， integrating three elements of civilization： 
modern civilization representing advanced way of material production， socialist civilization representing 
advanced social institutions，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 representing regional history and culture.  These three 
elements of civilization together support the “economy-politics-culture” structure of modern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modern Chinese civilization is not only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but also a result of integrating the basic tenets of Marxism with China’s specific realities and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t is， as well， a product of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the great revit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China， a great country with a history of five 
thousand years， is set to return to the center stage of the world.
Keywords：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Chinese civilization； Modern Chinese civilization；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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