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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本内涵与鲜明特征
——— “第十六届全国马克思主义青年学者论坛” 综述

孟小非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２４—２６ 日ꎬ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与广西师范大学联合主办ꎬ 广西

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期刊分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研究» 编辑部、 广西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区域实践研究中

心) 共同承办的 “第十六届全国马克思主义青年学者论坛” 在桂林召开ꎮ 会议设置主旨报告、 主题

发言和自由交流等三个基本环节ꎮ 会议主题为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本内涵与鲜明特征”ꎬ 围绕

这一主题ꎬ 来自全国高校、 科研院所的 ９０ 余位专家、 青年学者从习近平文化思想与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建设、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涵与意义、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的实践路径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讨交流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辛向阳、 广西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莫坷、 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副社长兼期刊分社社长梁艳玲出席开幕式并致辞ꎬ 论坛开幕式由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常务副院长田旭明主持ꎮ 辛向阳在致辞中指出ꎬ 全国马克思主义青年学者论坛迄今已举办了十六

届ꎬ 聚集了一大批青年英才ꎬ 培养出了一批青年学者ꎬ 也形成了一批优秀成果ꎬ 希望借助今天参会

的各位专家学者的智慧ꎬ 助力全国马克思主义青年学者论坛越办越好ꎬ 让更多青年人在这个论坛上

能够崭露头角ꎬ 为青年成长发挥桥梁纽带作用ꎮ
莫坷在致辞中指出ꎬ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ꎬ 与会专家学者聚焦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本内涵与鲜明特征ꎬ 展开深入研讨ꎬ 这不仅是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

文化思想的生动实践ꎬ 更展现了新时代理论工作者和研究者的文化使命和担当ꎬ 必将进一步深化我们

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认识ꎬ 也必将进一步产出更多

高质量研究成果ꎬ 展现马克思主义强大的真理力量ꎮ 梁艳玲在致辞中指出ꎬ 此次论坛的召开是对习近

平文化思想的深刻学习和积极实践ꎬ 广大青年学者应该勇担使命ꎬ 砥砺奋斗ꎬ 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智慧和力量ꎬ 共同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作出新贡献ꎮ

１.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方法论

辛向阳围绕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方法论作了主旨报告ꎬ 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ꎬ 运用守正创新的科

学方法推动文化发展ꎻ 要运用规律分析的科学方法推动文化建设再上新台阶ꎬ 把握文化建设的一般

规律、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普遍规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特殊规律ꎬ 努力满足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ꎻ 要运用系统观念的科学方法推动文化的整体发展ꎻ 要把文化建设放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战略全局来谋划ꎬ 坚持系统观念ꎬ 一体推进ꎬ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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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ꎮ
２. 习近平文化思想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指引意义ꎮ 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院长史小宁论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的方法标识、 时空标识和场地标识等特征ꎬ 阐发了加强党的

领导ꎬ 坚持 “第二个结合”ꎬ 壮大主流思想文化舆论ꎬ 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实践要求ꎮ 云南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尹占文副教授从文化自信、 文化他信、 文化间信和文化创新力、 文化生命力、 文化贡献

力等几个维度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内容进行深入分析和解读ꎮ
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万秀丽教授深入探讨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背景、 内在逻辑和鲜明

特征ꎬ 主张从 “两个大局” 出发把握政治背景ꎬ 从创新性方面把握内在逻辑ꎬ 从人民性的角度把握

鲜明特征ꎮ 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秦志龙讲师从意识形态逻辑、 现代化强国逻辑和文明逻辑

论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逻辑ꎬ 并主张这三层逻辑是一个彼此连接、 互为支撑的体系ꎮ
３.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内在相关、 彼此成就ꎮ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

长赵义良从历史主动精神的维度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层逻辑ꎬ 一是深入挖掘历史主动精神具有的

方法论意义ꎬ 主张历史主动精神是顺应历史发展规律ꎬ 创造美好未来的主体性和主动性精神ꎬ 是历

史辩证法在人的主体层面的运动和展开ꎬ 是推动现代化和人类文明终极目标实现的内在动力ꎮ 二是

着眼历史主动精神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关联ꎬ 提出在现代化的整体进程中ꎬ 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中

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发挥历史主动精神奋力开创的结果ꎮ
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于慧颖教授探讨了中华文明对中国式现代化生成的深刻影响ꎬ 其

中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滋养ꎬ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动力ꎬ 中国

式现代化是吸收借鉴文明成果的人类文明新形态ꎮ 南京市委党校政治学与法学教研部何良副教授聚

焦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解读ꎬ 具体分析了当前话语体系面临的挑战ꎬ 话语领域的舆论斗争和自身

存在的短板等问题ꎮ 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原野助理研究员深入社会思潮内部着重分析了当

前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误读ꎬ 主要包括霸权主义理论、 实用主义理论和 “脱社会主义” 理论ꎬ 并对

这三种错误思潮的本质进行了分析ꎮ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王琳副教授从人的现代化角度来理解中

国式现代化的逻辑主线ꎬ 具体阐释了为什么是人的现代化发展、 什么是人的现代化发展、 如何实现

人的现代化发展三个主要问题ꎮ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路子达助理教授从农业现代化的角度ꎬ 着

重阐释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相关论述ꎮ
４.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内涵的多维解读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内涵丰富ꎬ 需要从多个维度加以解读ꎮ 中共广西区委党校 (广西行政学院)
常务副校长牛先锋从社会矛盾尤其是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关系来理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ꎬ 他提出

人类文明就是在解决问题ꎬ 尤其是供需平衡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ꎬ 现代化就是现代文明的集中体现ꎬ
并且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有效解决供给与需求矛盾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方案ꎬ 在这一意义上展现

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一种新曙光ꎮ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陈培永分享了他理解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的四点思考ꎬ 即现代文明和前现代文明的关系问题ꎬ 中华文明与非中华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问

题ꎬ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问题ꎬ 以及文明的限度问题ꎮ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陶

文昭提出从 “第二个结合” 的角度来理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ꎬ 并主张对 “第二个结合” 进行概念澄

清ꎬ 既要研究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ꎬ 又要研究清楚与什么样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ꎬ
还要思考清楚应该如何有效 “结合” 的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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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刘琼豪教授阐释了理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伦理维度ꎬ 主张从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基础和指导思想ꎬ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推进基点ꎬ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对

于现代性缺失的补充等三个方面来具体呈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伦理维度ꎮ 天津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李云峰副教授论述了 “第二个结合” 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全人类共同价值观的指导

意义ꎬ 阐发了文化载体的重要性ꎬ 并主张从价值形态、 文化形态和文明道路等维度深化对 “第二个

结合” 的认识ꎮ 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梁红秀副教授具体阐发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自身特

征、 现代境遇、 实践基础与世界历史意义等ꎬ 并提出要思考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何以可能的问题ꎮ 清

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洪乐为助理研究员聚焦 “第二个结合” 这一问题ꎬ 主张从中华传统的自省观

和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批评观的角度来理解 “第二个结合” 的重要内容ꎮ
５.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意义的多维阐发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意义重大ꎬ 需要从不同层面加以阐发ꎮ 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董

慧教授分析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世界意义ꎮ 她提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彰显了全人类共同价值ꎬ
体现了全球文明秩序构建的重要价值追求ꎬ 深化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意义ꎬ 拓展了人类文明的新

境界ꎬ 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明意蕴ꎮ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韩强提出中华民

族现代文明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就是政治文明ꎬ 而中国政党文明又是政治文明的核心组成部分ꎬ 因

此他从为世界政党提供中国方案、 为世界政党文明提供实践经验、 为世界政党政治廓清迷雾等方面

重点阐述了中国政党文明的世界贡献ꎮ
６.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路径的多维探讨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系统复杂ꎬ 需要深入地探讨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邓纯东研究员

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路径展开思考ꎬ 他提出要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ꎬ 正确对待中国传

统文化ꎬ 正确对待人类文明的全部成果ꎬ 始终坚持在守正创新中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等四个主要方

面着手ꎮ 桂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瑞教授聚焦于习近平关于党的青年工作方法论的重要论述ꎬ 从战

略思维、 历史思维和系统思维分析了习近平关于党的青年工作的方法论ꎬ 以党的青年工作助推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建设ꎮ 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成副教授阐述了新质生产力推动新质文明的思考ꎬ 他认为新

质生产力的目标之一就在于创造新质文明ꎬ 并进一步探讨了创造新质文明的方法路径ꎮ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易星同副研究员主张从先秦儒家的思想当中挖掘出构建中

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启发性内容ꎬ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典籍中提取出能够回应当代现实实践问

题的思想智慧ꎮ 哈尔滨工业大学 (深圳) 马克思主义学院高斯扬副教授在探讨数字劳动概念泛化问

题的基础上ꎬ 界定了数字劳动的本质与内涵ꎬ 并探讨了数字时代劳动发展的基本原则ꎮ 湖南理工学

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何爱爱副教授从政治保障、 强劲动力与核心要义的角度论述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的实践路径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邓潘祎博士生也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

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进行了阐述与探索ꎮ
在论坛闭幕式上ꎬ «马克思主义研究» 编辑部主任李建国作大会总结发言ꎬ 河南理工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院长郑小九作为下一届论坛承办单位作了表态发言ꎮ 此次论坛的成功召开ꎬ 不仅为广大

青年学者搭建了学术交流平台ꎬ 开拓了新视野、 传递了新思想ꎬ 而且还深化了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的基本内涵与鲜明特征这一重大理论问题的思考与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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