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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叙事
■钦林威（青岛出版集团副总编辑）

“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应运而生

1979年，伴随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凸显，借鉴苏

联发展模式的弊端显现，对“四个现代化”建设形成了

明显的阻碍，迫切需要对过往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反

思，倒逼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模式逐渐回归到中国实际

国情本身。

基于此，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式的

现代化”的概念。“中国式的现代化”发展的命题是与

中国发展的实际紧密结合的，“中国式的现代化”不再

追求高指标，而是回到人民生活的本身，侧重于人民

生活富裕的程度。“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的提出，逐

步打开了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1987 年，党的十三大制定了“三步走”的实现现

代化的战略思路，为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和

路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国际事件，给我国改革

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带来严重的影响。危急关头，党中

央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既不是苏联模式，也不是东

欧模式，而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992 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1997 年，党的十五

大提出了新的“三步走”发展战略。系列新的决策出

台，对系列问题的回答，为“中国式的现代化”持续推

进提供了理论支撑。

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并首次

把生态环境改善纳入发展范围。党的十七大提出“把

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总目标，“四位一体”的布局在新的发展阶段

丰富了“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内涵。发展的实践证明，

中国的现代化只能从具体的国情出发，坚持走自己的

路，这是“中国式的现代化”之必然要求和逻辑诉求。

历史形态下“中国式的现代化”的道路探索

“现代化”概念肇始于西方，也是在西方资本主义

现代文明的模式形态下实现的。中国对现代化的追

寻和探索，是在漫长的实践摸索中形成的，既有对西

方现代化模式的扬弃和超越，也有对“苏联模式”的突

破，更有对中国旧有道路的总结与发展。

让我们用历史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现代化道路的

追寻痕迹与中国式的现代化形成的土壤和必然——

1840年之于中国，不仅是历史时间的刻度，更是国家

发展的命运改写。与其说西方国家用“船坚炮利”强

迫打开中国封闭的大门，不如说是西方国家用其现代

化发展的需求，撕开了中国陈旧的发展道路和观念。

中国延续数千年的内生发展道路，在国家沦为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遭遇了“中国向何处去？”的

选择。

西方国家“船坚炮利”的侵入，深刻改变了国人的

意识和思维，开始思考民族和国家的未来。也有史学

家提出，“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

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国人开始探索属于自己的现

代化道路，但囿于意识思想和社会发展实际的限制，

西方的现代化模式成为主流的探索。无论是全盘西

化还是部分照搬，甚至到文化层面的“中学为体、西学

为用”的讨论，都没有改变“封建底色”。

学者李宗桂认为，洋务运动、维新戊戌变法、辛亥

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深层文化意义上都属于中

华民族对现代化探索的范畴。近代中国在现代化道

路上探索的失败，打破了国人对西方物质文明的既有

看法，让国人逐渐意识到，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

路并不能挽救中国，没有民族的独立，现代化道路的

追寻就没有根基。

直至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中国共产党人以新民

主主义革命道路实现了民族的独立，在根本的层面，

决定了追求现代化道路的方向和本质——就是为人

民谋幸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哲学叙事分析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是一条适合社会主义发展的

新道路。从文化传承角度看中国式的现代化追寻，文

化的底蕴影响体现在其对道路的探索过程中。我们

对中国式的现代化的追寻，成功规避了西方现代化的

陷阱和现代性问题，没有须臾离开过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滋养、创新和创造。

拥有5000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历经千年不衰，

得益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包容和积淀。可以说，中

国式的现代化孕育于中华文化土壤，饱含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基因，并以鲜明的特色，推动人类文明迈入

新的形态。

其次，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中国式的现代

化追寻的文化底色。几千年的文明发展，长期的农业

文明和农业种植，孕育了中华文化的“向内而生”“天

人合一”的内敛特征。同时，“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

而不和”“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些

充满辩证的文化思考，也给予了现代化路径的自然和

谐、和平共处的理念关怀。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追求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发展

道路，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也彰显了传统

文化对现代化建设的深度影响，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中“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这样的

思想基础与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相契合，不仅为中

国式的现代化找到了文化源头，也是创新、创造的根

本。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指向、新时代的新发展阶段，

逐渐清晰起来。

中国式现代化自有逻辑的超越

党的二十大报告给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

点描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

化。这五个特点本身就构成了一个系统的整体和自

有逻辑体系，在突破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唯一性”同

时，也超越了其历史局限，彰显出强大的活力和未来

发展指向。

从目前世界现代化发展道路来看，西方现代化道

路和中国现代化道路是百年来形成的最具代表性的

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创造性地将现代化、社会

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起来，着眼实现人的自

由全面发展，着眼“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具有独特

的优势和文明活力。

中国式现代化自有逻辑的超越，主要体现在以

下两个方面：

一是以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实现对资本主义

现代化模式的超越。首先，资本主义以物的形式规

定生产关系，加速了人与自然的分离和对立；其次，

贫富分化加剧、社会公平缺位等导致资本主义现代

化的局限和根本问题越发严重；再者，资本主义社会

的精神危机深化，各种拜物教加剧了单向度社会的

形成。与之相对的，中国则是积极引导规制资本的

发展，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充分发挥资

本和市场对发展生产力的推动作用，进而实现生产

力和物质基础的快速发展和积累，消除了人与自然、

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的之间关系对立，打破了西

方以资本至上逻辑的现代化原则，打破了西方中心

论的话语体系，实现了发展模式上的超越，以和谐发

展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给世界提供了现代化发展的中

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二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实现对旧有道

路的超越。中国共产党人果断选择摆脱苏联教条式

的现代化老路，通过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战略，实现

了对现代化概念的理解、构想的全新突破。回望百年

多的历史，中国式的现代化的自身富有生命力的逻辑

体系，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逻辑，构建了和谐

平等、共同富裕的社会机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了独特的成功发展模式

典范。

中国式现代化为出版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

党的二十大报告全面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

学内涵与本质要求。出版业作为文化建设中的排头

兵，应积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传播，树立中国式现

代化的出版话语体系。出版业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

阵地，应担负起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国人文

化自信的责任担当。

首先，我们要从意识形态的高度，构建中国式现

代化下的出版话语体系，推动学术和理论研究成果的

转化，切实行使好出版文化企业的责任担当，打造主

题出版的精品力作。

其次，我们要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出成果与出人才相

结合、抓作品与抓环境相贯通。”抓好自身人才队伍建

设，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

再次，我们要做好内容管理，深刻理解中国式现

代化的科学内涵，精心做好图书选题策划，以精品内

容回答时代之问，讲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同时加

快融入技术的迭代革新，推动出版的深度融合发展，

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传播叙事体系。

总之，我们要进一步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

度自信、文化自信，中国式现代化定会为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为人类世界的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本文主要从“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的提出，简要分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源头基础，认为中国

式现代化以其自有的发展要素自成逻辑体系，不仅超越了西方现代化模式，而且也是对旧有中国现代

化道路探索的扬弃。出版业要深刻理解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与本质要求，构建中国式现代化

的出版、传播的话语叙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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