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实践与理论的重大创新。这一具有
时代标识意义的重大创新，是从我们
自己脚下、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奋斗走
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中国
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生生不息
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没有中国历
史也就不会有中国式现代化，抹掉
了中国历史也就抹掉了中国式现代
化。正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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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
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
己的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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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
重要论述，富含着深刻的哲理，即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对

立统一原理。历史与当代、传统与
现代彼此相连，延续至今，既有差
异和不同，又有通融和整合，是不
可分割，也分割不了的一个整体。

在认识和把握历史和当代、传
统 和 现 代 的 问 题 上 ， 绝 不 能 用 孤
立 、 静 止 、 片 面 的 形 而 上 学 的 观
点，而必须用历史、联系、发展的
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既要看到历
史和当代、传统和现代的差异和不
同，又要看到它们彼此的联系和相
通 ， 以 对 立 统 一 的 整 体 观 去 认 识 、
去把握，由此洞见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脉，确
立时代的文化自觉、自立、自信、自
强，并转化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强
大精神动力。

当代现代从历史传统中走出来，
是一个确凿无疑的客观事实，决定了

当代现代与历史传统的不可中断和割
裂。问题不在于要不要、有没有历史
传统，而在于历史传统以什么样的姿
态出现。任何时代、任何阶段、任何
民族、任何国家都会面临历史传统的
问题，都会有一个如何继承、利用和
发展历史传统的问题。历史是发展
的，传统是变化的，生生不息，绵延
不断。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进
步，在历史发展中，有悖于时代发
展、不合时宜、陈旧落后的传统消失
了、涤除了，而和时代合拍、相随、
同进的传统，经过时代的筛选和实践
的陶冶、改造和继承，得到新的发
展，焕发出勃勃的生命力，融入当代
人和现代社会的生活之中。望眼大千
世界，没有例外。从欧洲、北美等一
些先行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再到亚洲
几个被称为“腾起小龙”的现代化国

家和地区,没有一个丢掉和失去自己国
家和民族历史传统的。

毛泽东同志说过：“今天的中国是
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
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
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
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中华
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
历史久远，恢宏昌茂，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中的诸多重要元素——天下为公、天
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
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
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
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
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
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
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
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讲信修睦、
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等等，铸就塑造
出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
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所有这一切历
史的、传统的中华文明的硕果，无可置
疑地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

中华文明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

谢建龙

不久前，由中国历史研究院
指导，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和宁波
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共宁波市委
宣 传 部 、 宁 波 市 社 会 科 学 院

（联）、中共余姚市委、余姚市人
民政府承办的“黄宗羲学术思想
的当代价值研讨会”在余姚举
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
齐聚一堂，深入研讨黄宗羲学术
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探索推进马
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
结合的务实举措。现将相关观点
综述如下。

一、黄宗羲“以民为本、天
下为公”的新民本思想是中国近
代民主思想的开端，充分说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鲜明的民
主政治基因。浙江省儒学学会名
誉会长吴光认为，“天下为公”
是黄宗羲新民本思想最核心的内
容之一，黄宗羲的民本思想已经
超越了孟子以来“以君为主”的

“尊君重民”式民本思想的旧范
式，而创立了“民主君客”式的
新民本理论，其思想已具有朴素
的民主启蒙性质。中国社会科学
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古代通
史研究室主任赵现海认为，黄宗
羲继承了“天下为公”的思想观
念，并进一步加以阐发，倡导以
民为主体的“公天下”政治思
想，反对以君为主体的“私天
下”政治观念。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理论研究所国家治理史研究
室副研究员常文相认为，黄宗羲
所撰政论著作 《明夷待访录》 反
思明亡原因，总结施政教训，阐
发了以抑制君主私权、伸张天下
公权为核心的一系列政治、社会
诉求，展现出鲜明的民本观念，
至今依然彰显重要的时代意义。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
和宗教委员会主任王伟光认为，黄宗羲的“民本”思
想，是在传统儒家“民本”思想深化和拓展基础上形成
的，认为“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
之忧乐”，把万民是否安乐作为治乱兴衰的根本目标和
标准。

二、黄宗羲倡导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是明清之际唯
物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有
着精神上的契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黄爱平
认为，黄宗羲生活于明清易代之际，目睹明末以来学术
界“束书不观，游谈无根”这种空疏学风带来的危害，
他特别强调读书，倡导实学。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副所长、研究员张宏敏认为，黄宗羲的实学思想内涵丰
富，独树一帜，集“经世实学、实体实学、心性实学、
实测实学、启蒙实学、考据实学”等实学诸种形态于一
体，可谓传统实学的集大成者。吴光认为，黄宗羲提倡
的“必以力行为工夫”“工夫所至即其本体”的哲学思
想，是一种重视实践的哲学。王伟光认为，黄宗羲是具有
求实态度的思想家，在哲学思想上具有唯物主义的特征，
在知行关系上强调“致良知”的“致”就是行，具有正确
的历史观点。

三、黄宗羲“日新不已”思想蕴含强烈的改革理念，
阐释了中华民族不惧挑战、求变应变的无畏品格和创新精
神，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内在创新基因的体现。浙大宁
波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执行院长蔡亮认为，黄宗羲讲到小
疑有小悟、大疑有大悟、不疑无所悟，这个时候的质疑就
成为推动浙学发展的基石。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李国强
认为，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从历史深处挖掘好黄
宗羲思想的丰富内涵，以多学科融合的理论和方法，研究
好、阐释透黄宗羲思想的精神实质和理论意义。王伟光认
为，黄宗羲具有的反封建专制的民主理念、求实态度、批
判精神和立足改革的自觉意识，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

“士志于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人文精神和历史使
命感，成为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宝贵财富。

四、黄宗羲以赓续文脉为己任并在反思中开辟新境
界，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实践，对增强
中华民族文化自信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
史研究所研究员、清史研究室主任林存阳认为，黄宗羲不
仅深度审视了当时社会的诸多弊端，提出对症之方，而且
对历史与现实做了贯通性的思考，意在通过文脉、学脉、
道脉的赓续，彰显儒者之学的大意义、大关怀、大格局。
李国强认为，要赋予黄宗羲思想更加鲜明的时代价值、更
加鲜活的时代特征，致力于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
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更加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王伟光认为，加强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可以回答“我们是谁”以及“我们
从何处来”这一根本性的民族根脉和源头问题，切实将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

五、黄宗羲学贯中西的治学品格及其学术思想的国际
传播，充分说明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吴
光认为，黄宗羲在长期哲学探索中总结出来的“一本万
殊，会众合一”的辩证思维方法，具有开放性、兼容性思
维的特征，对于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促进文明互学互鉴、
推动文化创新、提升人文精神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黄爱
平认为，面对西学，黄宗羲同样抱着一种认真学习、虚心
吸纳的态度，努力会通中西，思考中西文化关系，并且试
图作出解答。蔡亮认为，黄宗羲的思想对中国历史和文化
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思想传播并未局限于中国本土，而是
超越了地域和语言的限制，逐渐传播到了海外，其在自我
修身、个体主义、民本主义和政治理念等领域的贡献受到
西方学界的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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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源泉
张晓林

观点提示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
化博大精深。在五千多年中华文
明深厚基础上，我们走出了中国
式现代化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在
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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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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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重要论述，不
仅是对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
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实
践的根本遵循，也是理解中国式
现代化之文化底蕴的重要指南。
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
要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深
厚文化底蕴，不断夯实中国式现
代化的文化根脉和道路根基。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文明升华与
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必将造就现代
中华文明。中华文明的现代性，之于
自身的历史传统，是继承与发展的关
系。历史的继承，绝不是“全盘复
制”历史；现代的发展，也绝不是

“ 全 盘 删 除 ” 历 史 。 对 于 过 往 的 历
史，是在否定中继承，在继承中发
展,从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赋予中华文
明以新的时代内涵和特征。

中华文明的现代性对于自身的历
史传统，确实具有否定性的一面，但

绝不是形而上学的否定，而是马克思
主义的辩证的否定，正如毛泽东同志
所 强 调 的 ：“ 古 为 今 用 ”“ 推 陈 出
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
条件下继承发展，获得新生，焕发
现代力量的例子，比比皆是。最能
说 明 问 题 的 是 ， 人 们 经 常 使 用 的

“实事求是”。东汉班固的 《汉书》
讲“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其意是
说做学问要注重事实根据，才能得
出正确结论。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
这 个 思 想 ， 在 《新 民 主 主 义 论》
中，用它来阐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要义：“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
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
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
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
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
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
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
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
地公式地应用它。”强调科学的态度
是“主张实事求是”。用毛泽东同志
的话说就是，“‘实事’就是客观存
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
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

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
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
从其中引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
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
我们行动的向导。”

此外，我们常用的不少成语和典
故，如“刻舟求剑”“守株待兔”“墨守
成规”“郑人买履”“夜郎自大”“缘木
求鱼”等，尽管讲的都是古代的故事，
但生动形象，对于讽刺、针砭现今社会
中的消极丑陋现象极为尖锐，具有很强
的说服力和冲击力，为人们所喜爱和乐
道。这是时代发展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以现代力量的活生生的例证。历史优
秀传统文化流传至今，行于当下，活在
社会生活中，展现出新的生命力和蓬勃
活力，是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

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相得益彰，互相成就，形成一个
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建设和
造就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里的关键
在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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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
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是必由之路。

“第一个结合”我们已经耳熟能
详，问题在于怎样领悟和理解“第二
个结合”。应该说，“中国具体实际”
包含着中国文化的实际，把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
合”，自然要“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相结合”，这是分不开的，是题中应
有之义。把“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相结合”，与“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
合 ” 相 提 并 论 、 成 为 “ 第 二 个 结
合”，毫无疑问提高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地位和重要性，明确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领导的革
命 、 建 设 、 改 革 的 百 年 历 史 进 程
中，在创立形成中国道路、中国理
论、中国制度的历史进程中，具有
不 可 缺 少 、 不 可 替 代 的 重 大 作 用 。
这一方面说明，我们党对于马克思
主义的“结合”理论和思想的继承
和 发 展 ， 既 一 脉 相 承 又 与 时 俱 进 ；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突出强调和
彰显我们的文化自觉和自信，说明

“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
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
刻 把 握 ， 表 明 我 们 党 对 中 国 道 路 、
理 论 、 制 度 的 认 识 达 到 了 新 高 度 ，
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
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
觉性达到了新高度。

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今天的
历史条件下，有着特殊的现实意义和
时代涵义，这就是坚定和彰显我们的
文化自信。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
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
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从国际上看，世界百年变局加速
演进，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显著上升，
风险挑战接踵而至。国与国之间的竞
争博弈日趋激烈尖锐，文化软实力的
竞争博弈是重要方面，而且分量越来
越重。一个民族和国家要想在竞争博
弈中，立稳脚跟、掌握主动、赢得优
势，就必须坚定文化自信，以民族和
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凝心聚力，增强影
响力、感召力和竞争力。我们的中华
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延
续几千年未曾中断，不仅是我们独一

无二、绝无仅有的宝贵精神财富，也
不仅是中华民族安身立命之处，更是
我们文化自信的深厚根基，是我们坚
定和彰显文化自信的独特优势和“文
化名片”。我们有责任梳理保护和继
承弘扬这笔丰厚的文化遗产，取之于
精华，用之于当今，成为固本培元、
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优
势、道路优势、制度优势的文化优
势。

从国内来看，统筹国内国际两个
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的任务艰巨繁
重，新情况新变化新挑战不断出现，
各种思想文化的碰撞和激荡多发频
发，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肩负的凝心聚
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使命更
加突显。“倡导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
治 ， 倡 导 爱 国 、 敬 业 、 诚 信 、 友
善”，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
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
同和行为习惯，聚合形成推动中国式
现代化的磅礴伟力至关重要。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积极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头活水和丰富
滋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继承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坚定和彰显我们的文化自

信，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必然要求，
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内生动力。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继承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坚定和彰显我们的文化自信，
建设中华现代文明，有着极强的现实针
对性。我们曾是有着两千多年封建历史
的国家，进入近代以来，由于内外部原
因 ， 特 别 是 由 于 外 国 列 强 的 炮 舰 政
策，逐步演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
国 家 。 半 殖 民 地 半 封 建 的 历 史 过 去
了，但产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
旧观念、旧意识并不因此而终结。这
种历史的余音还可能遗留于我们现时
代的生活之中，并且干扰侵袭我们。历
史遗留给我们的旧观念中，既包括封闭
保守、因循守旧、夜郎自大的心理意识，
也包括否定自己、低人一等、盲目崇外的
心理意识。对于这两种极端错误倾向，历
史的警惕和批判从来没有停止过。在改
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在推进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中，我们仍然要借鉴历史的经验，既要
反对封闭僵化、夜郎自大的封建保守意
识，也要反对否定自己、低人一等的盲
目崇外的意识。站在这个视角看问题，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相结合”，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坚定和彰显文化自信，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所具有的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
一目了然的。

（作者系求是杂志社原总编辑）

坚定文化自信，建设中华现代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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