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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
历史逻辑、实践路径与价值导向

康　　震

摘　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逻辑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我发展和传统文

化现代化的时代发展两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是传统文化真正走向现

代化的实践路径。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主动姿态进入世界历史

进程，开始重新定义现代化与现代性的价值内涵与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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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
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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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只有深刻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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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民日报》２０２３年６月３日，
第１版。



历史逻辑、实践路径与价值导向，才能真正深刻领悟 “两个结合”特别是 “第二个
结合”的思想内涵，才能坚定文化自信自强，扎实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社会主

义文化强国建设。

一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逻辑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我发展和传统文化现代化

的时代发展两方面。传统文化的自我发展呈现出若干重要文明特性。从时间坐标看，

传统文化以历代王朝的接续传承为主体，体现出文明的连续性特征。周秦汉唐等大

一统王朝是推动中华文明持续发展的强大力量。中国古代的编年体通史、纪传体通
史系列，完整记录了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突出展示了这一文明特性。从空间分布

看，传统文化以多元一体的文化地理区域为主体，体现出文明的统一性特征。追求

大一统格局是历代王朝的政治共识。董仲舒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

之通谊也。”① 华夏大地的若干文明区域独立发展又彼此交汇，逐步形成齐鲁、燕

赵、巴蜀、荆楚等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它们秉持 “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等华夏
一体的文化价值观念，奠定了中华民族一统天下的文明基础。从发展更新看，传统

文化以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创新创造为主体，体现出文明的创新性特征。《礼记·

大学》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② 革故鼎新的思想是历代制度、科技、艺

术革新创造的思想遵循，也是推动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强大动力。从形态类别来看，

传统文化以多类型文化的多元共生为主体，体现出文明的包容性特征。从先秦至明

清，儒墨道法各家学说彼此融通，胡汉文化彼此融汇，儒释道思想彼此融合，造就
了中华文明活跃、丰富与包容的特性。从格局立场来看，传统文化以多民族和谐共

处为主体，体现出文明的和平性特征。中国古代崇尚万物和谐共生的状态：“万物并

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③ 强调不同类别事物的平衡协调方能推动万物共

生：“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④ 强调处理

族群、民族、国家间关系应遵循 “和”的原则：“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

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⑤ 这些观念造就了中国人谦和良善、讲求调和、

崇尚和平的民族性格，使得中华文明与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文明形态长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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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相处、和平共处，彰显和平性的文明特质。

应当说，在西方工业文明兴起之前，中华文明已走过了几千年独立发展的道路：

中国大陆板块东向大海，西临高原、戈壁，可以有效阻挡外来势力的侵扰。而大陆
板块内部区域广阔，气候适宜，农业、手工业、工商业成熟发达，呈现出独立、完
整、成熟的文明主体性特征。

二

１８４０年，资本主义世界霸主英国对清政府发动了鸦片战争。随着西方殖民统治
及其意识形态的强制入侵，封建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已经无力应对、解决千年未有之
大变局下产生的新问题、新危机、新挑战。这就迫使清政府不得不放弃以 “中央之
国”自居的封闭立场，不得不关注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意识形态，不得不探求
传统文化的新生之路，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历史逻辑也就此展开。

魏源提出 “师夷长技以制夷”，① 表明传统文化的价值立场开始从 “以夏变夷”

的华夏中心立场，向着更为开放的立场转变。清政府开启洋务运动，试图 “以中国
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② 但 “中体西用”的本质不过是想以资本
主义的先进科技挽救朽败的封建制度。维新派主张君主立宪，希望创造一种 “不中
不西即中即西”的文化，③ 其本质其实是调和乃至融汇资本主义文化与封建主义文
化。洋务派与维新派都在客观上引导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但其自身的局限性决定
了他们的方向不可能是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正确方向。２０世纪初，革命思潮替代改良
思潮成为时代主潮，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发起新文化运动，意在彻底颠覆 “无独
立自主之人格”的 “儒者三纲之说”，构建以 “恢复独立自主之人格”④ 为目的的新
型道德价值体系。在新文化运动对于传统文化剧烈而彻底的抨击声浪中，传统文化
才真正开始挣脱封建主义的桎梏，开始走向现代化的进程。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深痛创伤引发西方学者对资本主义文化弊端的反省。梁启超
等中国学者进一步质疑 “西方中心论”，对中国文化复兴充满期待。与此同时，受俄
国十月革命感召，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主将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指出，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中国不应复兴封建文化、

歌颂西方文化，而应当拥抱 “新兴的无产阶级的文化”，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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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坚信，传统文化的根本出路在于通过民主革命为自身发展开辟全新的现代化
道路。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推动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会所面临的存亡危机，是中华文明在危急关头渴求新生与复兴的强烈期
待。然而，无论是洋务派、维新派、文化复古派还是 “全盘西化”派，他们关于传
统文化现代化发展逻辑及其前途的主张，都不可能有任何前途。历史证明，传统文
化要真正走向并实现现代化，这个理论的逻辑，必须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实
践进程的引领下，才能真正转化为现实的逻辑。

三

五四运动以后，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伟大历程，也开启了传统文
化真正走向并实现现代化的伟大历程。百余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成
为中国文化发展创新的主流，也成为传统文化现代化实践的主导方向。

毛泽东指出：“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
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
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① 然而，“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
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终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
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
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②

马克思主义从来都不是案头哲学，而是改造世界的思想与现实力量。李大钊、

陈独秀认为，应当 “发挥马克思实际活动的精神，把马克思学说当做社会革命的原
动力”。③ 应当 “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以研究怎样成了中国今日政治经济的情状，我们应
该怎样去作民族独立的运动，把中国从列强压迫之下救济出来”。④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
国，其根本任务就是要改变中国的命运，让中国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实践，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成为中
国彻底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推动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真正科学的实践路径。

换言之，要推动传统文化以主动而非被动的姿态走向并实现现代化，以全新的文化形
态、文化形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彰显中国文化的独立性、主体性，就要从根本上
改变中国受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压迫的现状，而要完成这个改变，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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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进程中才能得到真正的实现。

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
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
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
性”。① 这里一再提及的 “民族形式”“中国特性”，其实就是包含传统文化在内的具
有中国特色内涵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伟大实践。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方法审视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以此更科学、

准确地认识、指导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使马克思主义真正中国化，真正解决中国
问题；同时，又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智慧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内涵与形式，
使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传统文化现代化，

是同一实践进程中的两个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传统文化现代化实践的遵循与
方向，现代化的传统文化则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实践的民族内涵与形态。也正因
为如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得以成为现实，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得以形成和不
断发展，并指导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和现
代化建设的胜利。这就是百余年来中国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实践路径，传统文化
现代化的实践意义也正在于此。

四

回顾历史，聚焦当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绵延传承、传
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双重发展逻辑中走来的，是从近现代以来不断扬弃传统文化，

认知批判资本主义现代化、现代性的危机中走来的，是从百余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艰苦斗争与具体实践中走来的，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伟大实践中走来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代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人类文明
新形态的价值导向。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出鲜明的民族性；在现代
化的洗礼中展现时代新内涵新形象，体现出鲜明的现代性；在积极建构文明内涵与
思想体系的进程中，以主动的姿态与世界对话，体现出鲜明的主动性；在人类共同
发展宏大格局中建构人类文明新形态，体现出鲜明的主体性。中国式现代化改写了
现代化的世界历史、现实格局与理论谱系，实现了对西方式现代化的超越。中国式
现代化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类文明新形态，开始以主动的姿态进入世界历史
进程中，以中国式现代化的立场、态度、方法重新定义现代化与现代性的价值导向。

马克思指出，一部资本扩张的历史，就是一部殖民与奴役的历史。同时，他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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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揭示了 “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① ———它创造了空前的世界市场、社会财富，

创造出具有高度文明素质的人本身。在资本的统治下，劳动也成为异化劳动，并导
致人的异化：“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对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
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还生产出他人对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对
这些他人的关系。”② 毋庸置疑，以资本为中心的西方现代化，对百余年来中国的现
代化进程发挥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同时也暴露出资本与异化劳动的局限性，即难
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实现 “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

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对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
家等等向自己的人的存在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③ 因为 “全面发展的个人……在产
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
普遍性和全面性”。④ 而这也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
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⑤

中国式现代化将中国人民的自由全面发展确定为最高价值目标，就是要以人的
自由全面发展的逻辑驾驭、制衡资本的逻辑、异化劳动的逻辑，使 “建立在个人全
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⑥ 这也正是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以及传统文化现代化的价值导向。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及其成果实现。经
历马克思主义洗礼后的传统文化，拥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面
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中华
民族现代文明的本质内涵，它致力于破解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危机、挑战，

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宏大叙事与
实践的积极展开。这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历史逻辑、实践路径与价值导向发展的必
然结果，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明史、世界史、社会主义史意义也正在于此。

〔责任编辑：张　跣　马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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