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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习近平提出了 “激活中华文明” 这一全新的理论命题ꎮ “激活中华

文明” 是指激活中华文明的生命力ꎬ 其本质内涵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ꎬ 为中华文明注入

新内涵、 提供文明新道路、 开辟文明发展新方向ꎮ 激活中华文明在实践中体现为改变中华民族历史命

运、 彰显中华文明的价值、 展现中华文明和人类文明的光明前景ꎮ “激活中华文明” 具有总体性、 发

展性、 条件性三个理论特征ꎮ 这一命题的提出深化了对中国共产党历史成就的认识ꎬ 提供了认识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内涵的新视角ꎬ 深化了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认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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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习近平站在人类文明史、 中华民族历史、 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高度ꎬ 对中华文明

作了许多重要论述ꎬ 并且进一步提出了 “激活中华文明” 这一全新的理论命题ꎮ 系统梳理习近平关于

“激活中华文明” 的重要论述、 进一步揭示这一命题的丰富内涵和理论特征、 理解这一命题提出的重大

意义ꎬ 对于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ꎬ 进而理解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ꎬ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ꎮ

一、 习近平关于 “激活中华文明” 重要论述的提出过程

众所周知ꎬ 习近平高度重视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强调坚定文化自信ꎮ 其实ꎬ 他还反复

提到 “激活中华文明” 这个命题ꎬ 并且围绕 “激活中华文明” 作出了许多重要论述ꎮ 系统梳理习近平

关于 “激活中华文明” 重要论述的提出过程ꎬ 是准确理解这一命题深刻内涵的前提ꎮ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７ 日ꎬ 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指出: “中国人民在实现中国梦的进

程中ꎬ 将按照时代的新进步ꎬ 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ꎬ 激活其生命力”①ꎮ 他强调要着

眼于实现中国梦的现实ꎬ 使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 文物、 遗产、 文字符合时代要求ꎬ 让中华文明为人

类作出更大的贡献ꎮ 在这里ꎬ 习近平首次提出了激活中华文明生命力ꎬ 也是他在党的十八大以来首次

就激活中华文明作出论述ꎮ
在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ꎬ 习近平讲道: “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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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性发展ꎬ 激活其生命力ꎬ 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ꎬ 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

引”ꎬ 要让世界知道 “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①ꎮ 习近平这次关于激活中华文明的论述具有更为深

邃的历史纵深ꎬ 他阐述了中华文明的重要价值ꎬ 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华文明的深远影响ꎬ 同时也再

次强调了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对于激活中华文明生命力的重要意义ꎬ “两创” 既是激活中华文明的

实现路径ꎬ 也是激活中华文明的重要内涵ꎮ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９５ 周年大会上ꎬ 习近平指出: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胜利ꎬ

使具有 ５０００ 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全面迈向现代化ꎬ 让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新的蓬勃生

机”②ꎮ 这里所说的使中华文明 “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 实际上就是激活中华文明的问题ꎬ 而且相比较

之前提出的激活生命力更进了一步ꎮ 习近平这里的论述还包含了三个方面的深层含义: 一是使中华民

族迈向现代化、 使中华文明焕发新的蓬勃生机ꎬ 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ꎻ 二是使中

华文明焕发新的蓬勃生机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实现的ꎬ 突出了激活中华文明的历史逻辑ꎻ 三是焕发新

的蓬勃生机指的不是中华文明生命力的简单 “重启”ꎬ 而是更加突出了新实践带来中华文明的新发展ꎬ
进而揭示了激活中华文明的实质ꎮ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２０ 日ꎬ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 “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又造就了历史

悠久的中华文明新的历史辉煌ꎮ” “在近代中国最危急的时刻ꎬ 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ꎬ
并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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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 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ꎮ”③ 这是习近平对激活中华文明作出的经典阐述ꎮ
在讲话中ꎬ 习近平从中华民族 ５０００ 多年的历史和中国近代以来历史、 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高度ꎬ 将中国

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激活中华文明作为历史性成就ꎬ 提出了造就中华文明 “新的历史辉煌”、 用

“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 激活中华文明等重要观点ꎬ 展现了中国共产党、 马克思主义、 中华文明三者

彼此交融、 相互影响的历史逻辑ꎮ 需要说明的是ꎬ 习近平这里论述的重点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以及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ꎬ 这一语境也是我们理解习近平关于 “激活中华文明” 论述的重要依据ꎮ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１ 日ꎬ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１００ 周年大会上指出: “１８４０ 年鸦片战争以后ꎬ 中

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ꎬ 国家蒙辱、 人民蒙难、 文明蒙尘ꎬ 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

难ꎮ”④ 在这里ꎬ 习近平提到的 “文明蒙尘” 实际上指出了激活中华文明这一历史课题提出的时代背

景ꎬ 也指出了 “激活中华文明” 相对意义上的一个新命题ꎬ 为理解激活中华文明的含义和重大意义提

供了宽广的历史视野ꎮ 此外ꎬ 习近平在这次讲话中还强调: “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ꎬ 推动

物质文明、 政治文明、 精神文明、 社会文明、 生态文明协调发展ꎬ 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ꎬ 创造了

人类文明新形态ꎮ”⑤ 在这里ꎬ 习近平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角度讲了激活中华文明ꎬ 强调中

国共产党协调推进五大文明建设ꎬ 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ꎮ 这些论述既表明了激

活中华文明的正确道路ꎬ 也揭示了激活中华文明取得的成就ꎮ 需要注意的是ꎬ 在这次讲话中ꎬ 习近平

已经将激活中华文明上升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ꎬ 将论述激活中华文明的理论视野由总结历史经验、
概括历史成就、 坚定发展信心提升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ꎬ 从而进一步丰

富了激活中华文明的理论内涵ꎬ 揭示了激活中华文明的重大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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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ꎬ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习近平多次讲到了激活中华文明的问题ꎬ 并且形成了 “文明蒙尘” “激
活生命力” “焕发新生机” “造就新辉煌” “创造新形态” 等一系列的标志性命题ꎬ 使激活中华文明的

理论内涵不断深化ꎬ 理论特征不断得到彰显ꎮ

二、 “激活中华文明” 的理论内涵

“激活中华文明” 是一个内涵丰富的理论命题ꎮ 在习近平的系列重要讲话中ꎬ 这一命题又包含着

“文明蒙尘” “激活生命力” 等相关命题ꎮ 这就需要我们全面把握 “激活中华文明” 的理论内涵ꎮ
从字面意思来看ꎬ 所谓 “中华文明” 包含狭义和广义两种含义ꎮ 它在狭义上是指中华民族历史上

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ꎻ 广义上的中华文明除了上述方面外ꎬ 还包括中华民族的生产方式、
生活方式、 行为习惯、 价值观念ꎮ 其中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内容ꎮ 而所谓 “激活”
是指 “刺激机体内某种物质ꎬ 使其活跃地发挥作用”ꎬ 也可以指 “刺激某事物ꎬ 使活跃起来”①ꎮ 因此ꎬ
激活中华文明的直接含义就是使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创造的文明成果活跃起来ꎮ

从文明的本质属性来看ꎬ 文明是一定社会经济基础、 上层建筑的综合体ꎮ 它既受经济基础决定ꎬ
又带有自身的相对独立性ꎮ 文明的这一特点ꎬ 使它不会出现生物意义上的消亡ꎬ 即使是历史上的文明

也仍然会以不同形式对人们的思想行为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ꎮ 所以ꎬ 文明遭受危机说到底是文明生

命力的危机ꎬ 并由此导致文明的存在方式发生改变ꎬ 文明的影响力受到削弱ꎮ 如果一种文明的生命力

长期不足ꎬ 就有可能导致文明发展的中断、 文明进入休眠状态ꎬ 文明的存在形式则由现实的存在转变

为历史记忆的存在ꎬ 这也可以视为文明在一定时期内形式上的 “消亡”ꎮ 这种现象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上

是时有发生的ꎮ 回顾历史ꎬ 近代中国面临许多影响中华文明生命力的因素ꎮ 比如ꎬ 国家、 民族作为文

明传承的主体面临灭亡的风险ꎬ 文字、 器物等文明载体面临被否定的声音ꎬ 异质文明的强势入侵带来

中华文明被取代的危机ꎮ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１００ 周年大会上讲到的 “文明蒙尘”ꎬ 形象深刻

地揭示了中华文明近代以来面临的状况ꎬ 即中华文明像被 “灰尘” 覆盖一样ꎬ 制约了文明的生命力ꎬ
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ꎬ 中华文明将会面临发展中断、 休眠甚至被历史湮没的风险ꎮ 因此ꎬ 从文明的特

质来看ꎬ 激活中华文明就是将中华文明从近代 “文明蒙尘” 的状态挽救出来ꎬ 激活中华文明的生命力ꎬ
使中华文明恢复生存和发展的能力ꎮ

需要说明的是ꎬ 激活中华文明的生命力ꎬ 不是在中华文明原有的基础上进行简单的修修补补ꎬ 使

其恢复生机活力ꎬ 而是通过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ꎬ 为中华文明注入新的生机ꎬ 开辟中华文明新的

发展前景ꎮ 从历史上看ꎬ 挽救中华文明的命运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历史课题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近代以

来所有仁人志士为改变中华民族命运进行的抗争也包含着激活中华文明的强烈愿望ꎮ 但是ꎬ 这些抗争

大都由于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ꎬ 也就无法找到正确道路ꎬ 甚至在对待中华文明的立场上还一度出现复

古主义、 全盘西化的极端观点ꎮ 在艰辛的探索中ꎬ 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中华文明

就成为历史和人民的必然选择ꎮ 在实践中ꎬ 马克思主义不仅解决了激活中华文明的指导思想、 实现方

式等问题ꎬ 还使激活中华文明不再是简单的文化复古ꎬ 而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正确

认识和对待中华文明ꎬ 为中华文明注入新内涵、 开辟新道路、 提供新动力、 创造发展新方向ꎮ 这是激

活中华文明的本质内涵ꎮ 习近平讲话中提出的 “造就新辉煌”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ꎮ
当然ꎬ 激活中华文明也不仅仅是文化领域或者上层建筑层面的事情ꎮ 作为社会发展综合体的文明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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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激活最终要通过社会发展进步才能实现ꎮ 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看ꎬ 无论是激活中华文明的生命

力ꎬ 还是 “造就新辉煌”ꎬ 都是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实现的ꎮ 因此ꎬ 激活

中华文明更是文明形态的发展ꎬ 即通过创造新形态拓展文明发展的空间ꎬ 使古老的中华文明在现代化

的进程中发展为现代文明成为可能ꎮ 在这个意义上说ꎬ 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ꎬ 激活中

华文明实际上就是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ꎬ 就是创造中华文明和人类文明的新形态ꎮ
总之ꎬ “激活中华文明” 是个内涵深刻的理论命题ꎮ 在具体实践中ꎬ 激活中华文明以丰富的形

式表现出来ꎮ
第一ꎬ 激活中华文明体现在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ꎮ 文明的命运和文明主体的命运息息相

关ꎮ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ꎬ 既是中华文明的实际创造者ꎬ 也是中华文明的传承者ꎮ 作为文明主体

的中华民族的存在状态及其精神面貌直接影响着中华文明的生命力ꎬ 进而影响中华文明的历史命运ꎮ
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就是要谋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ꎬ 改变中华文明的命运就是要激活中华文明ꎮ 这

两个历史性课题的提出背景、 解决路径、 实践历程都是一致的ꎮ 经过中国共产党 １００ 多年的持续奋

斗ꎬ 特别是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伟大实践ꎬ 中华文明实现了从 “文明蒙尘” 到 “激活中华文明”
的历史性变化ꎬ 中华民族面貌也发生了历史性变化ꎬ 中国人民正朝着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迈进ꎮ

第二ꎬ 激活中华文明体现在中华文明的自身价值不断彰显ꎮ 这是激活中华文明的有力证明ꎮ 一

方面ꎬ 中国共产党在 １００ 多年的奋斗中ꎬ 始终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ꎬ 从时代特征和实践

需要出发ꎬ 推陈出新、 古为今用ꎬ 既坚持中华文明的合理内核ꎬ 又赋予中华文明以新的时代价值ꎬ
使中华文明体现时代性、 富于创造性ꎬ 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繁荣和发展ꎬ 同时用中华文明涵养当代中

国精神ꎬ 为人民提供了丰厚的精神滋养ꎬ 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鲜明的历史底蕴、 文明底蕴ꎮ 另一方

面ꎬ 中华文明在被改造和赋予时代价值的同时ꎬ 也作为积极的力量实现了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ꎬ 为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文明土壤ꎬ 它自身也成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

想来源之一ꎬ 成为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得以发挥的重要条件ꎮ 从这个意义上讲ꎬ 中国共产党用马克

思主义激活了中华文明ꎬ 也用中华文明激活了马克思主义ꎬ 使马克思主义获得了强大生机活力ꎬ 激

活中华文明的过程ꎬ 也是激活马克思主义的过程ꎮ 这是中华文明价值得到彰显的深刻体现ꎮ 我们可

以进一步展望ꎬ 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不断推进ꎬ 中华文明、 马克思主义以及党领导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将在实践中获得更大的发展ꎮ
第三ꎬ 激活中华文明体现在中华文明、 人类文明呈现出光明前景ꎮ 文明发展是社会发展进步的

缩影ꎮ 中华文明发展前景的开辟ꎬ 是通过开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道路实现的ꎮ 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

克思主义为指导ꎬ 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认识ꎬ 成功开辟、 拓展、 深化了中国式现

代化ꎬ 形成了物质文明、 政治文明、 精神文明、 社会文明、 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格局ꎮ 这不仅指明

了中华文明从传统文明发展到现代文明、 从农耕文明发展到全面文明的发展道路ꎬ 为中华文明的发

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ꎬ 更指出了人类文明的光明前景ꎬ 为解决当今世界文明走向问题提供了新的方

案ꎮ 实践证明ꎬ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激活中华文明、 展现中华文明光明前景的正确道路ꎮ 激活中华

文明不仅解决了中华文明命运的历史课题ꎬ 更昭示了中华文明、 人类文明的光明前景ꎮ

三、 “激活中华文明” 的理论特征

“激活中华文明” 是个内涵丰富的理论命题ꎬ 体现了中共党史、 中华民族史、 人类文明史的宽

广视野ꎮ 我们要在把握其内涵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其理论特征ꎬ 以深化对这一命题精神实质的理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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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ꎬ “激活中华文明” 具有总体性ꎮ 文明本身就是总体性的概念ꎬ “激活中华文明” 也必然是

个总体性的命题ꎮ 它包括激活文明的生命力、 文明的主体、 文明的价值ꎬ 也包括激活文明的发展前

景ꎮ 因此ꎬ 激活中华文明是中国近代以来社会进步的反映ꎬ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实现伟大社会革

命、 推进中国社会历史进步的缩影ꎮ 近代以来ꎬ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奋力实现了 “四个伟大飞

跃”ꎬ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ꎬ 中华文明实现了全面、 深刻的变革ꎬ 其生命力不断得到彰显ꎬ 中华文明

的内涵进一步扩展、 发展路径更加明确、 发展前景更加广阔ꎮ
第二ꎬ “激活中华文明” 具有发展性ꎮ 激活中华文明不是简单的文明回归和恢复ꎬ 而是体现在

历史、 现实、 未来三个维度的高度统一ꎮ 从历史看ꎬ 激活中华文明以 ５０００ 多年的中华文明成果作为

积淀ꎬ 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百年奋斗取得的伟大成就为基础ꎬ 是 １００ 多年来的伟大实践的缩影ꎻ
从现实看ꎬ 激活中华文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正在进行的中国式现代化事业ꎻ 从未来看ꎬ 激活中

华文明指出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光明前景ꎬ 激活中华文明的事业要体现在对人类文明作出更大

的历史性贡献ꎮ 因此ꎬ “激活中华文明” 必将是贯通历史、 现实和未来的具有发展性的理论命题ꎮ
从这个意义上说ꎬ 中华文明已经被激活ꎬ 但是这个进程还没有结束ꎮ 今天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

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激活中华文明的伟大实践ꎬ 就是要进一步总结历史经验ꎬ 坚持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坚定道路自信ꎬ 使中华文明以及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

态不断为人类发展进步发挥积极作用ꎮ
第三ꎬ “激活中华文明” 具有条件性ꎮ 中华文明的激活不是一个自发的历史过程ꎬ 而是在一定

条件下实现的ꎮ 中华文明的特质是激活中华文明的内在条件ꎮ 中华文明具有开放、 包容的特点ꎬ 其

中很多理念、 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的契合性ꎮ 因此ꎬ 马克思主义能够实现中国

化ꎬ 并且作为真理的力量激活中华文明ꎬ 这与中华文明自身的特质是分不开的ꎮ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是激活中华文明的根本条件ꎬ 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激活中华文明的关键条件ꎮ 有了中国共产党的自

觉担当ꎬ 激活中华文明才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ꎬ 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ꎬ 激活中华文明就有了正确

的方向ꎮ 着眼于未来ꎬ 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激活中华文明的条件性ꎬ 既要增强中华文明发展进步的

信心ꎬ 也要自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ꎬ 要看到中华文明自身特质、 党的领导、
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这三个至关重要的条件ꎮ 否认了这些就会犯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ꎮ

四、 “激活中华文明” 提出的重大意义

“激活中华文明” 是个意义重大的理论命题ꎮ 它的提出深化了对中国共产党历史成就的认识、
深化了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内涵的认识、 深化了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认识ꎮ

第一ꎬ “激活中华文明” 的提出ꎬ 深化了对中国共产党历史成就的认识ꎮ 以往我们认识中国共

产党百年奋斗的成就ꎬ 总是不自觉地以中国近代作为历史起点ꎮ 这当然是正确的ꎮ 但是历史的发展

具有连续性ꎮ 当时ꎬ 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考验ꎬ 也面临着中华文明能否赓续的考验ꎮ 中华民族近代

以来的抗争ꎬ 既有生死命运的抗争ꎬ 也有文明命运的抗争ꎮ 正是这两重考验交织在一起ꎬ 近代以来

中国人民的两种抗争才愈发坚定ꎬ 实现民族和文明振兴的愿望才更加强烈ꎮ 这也告诉我们ꎬ 理解近

代以来的救亡图存运动不能仅局限于近代民族危亡的那个历史时刻ꎮ 中华民族 ５０００ 多年的文明正是

近代以来民族解放课题提出、 广大仁人志士不懈奋斗的深层历史原因ꎮ 我们理解中国共产党的百年

成就ꎬ 也不能止步于中华民族近代史ꎬ 而应该将理解中国共产党历史成就的时间起点进一步向前推

进ꎮ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不仅挽救了中华民族ꎬ 也实现了中华文明从 “文明蒙尘” 到 “激活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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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 的飞跃ꎮ 这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贡献ꎬ 更是体现了对 ５０００ 多年中华文明的重

大贡献ꎮ 所以ꎬ “激活中华文明” 的提出ꎬ 扩展了我们理解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成就的历史跨度和

理论深度ꎮ
第二ꎬ “激活中华文明” 的提出ꎬ 为认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新的视角ꎮ 随着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进程的推进ꎬ 准确认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涵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ꎮ 从

主流观点来看ꎬ 有的学者从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角度理解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ꎻ 也有人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条件来理解ꎬ 如实现祖国统一、 经济社会发展、
综合国力提升、 军事力量强大等ꎻ 还有的从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为人类作更大贡献的角度来界定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ꎮ 总体而言ꎬ 目前我们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界定标准还不够明确ꎮ “激活中华

文明” 的提出为我们进一步理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涵提供了新的视角ꎮ 这是因为ꎬ 激活中华文

明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历史进程上是一致的ꎬ 激活中华文明所要实现的目标与中华文明的历

史地位、 历史贡献也是高度吻合的ꎮ 可以说ꎬ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本质上就是要激活中华文明ꎮ
同时 “激活中华文明” 的提法ꎬ 具有更大的概括性和包容性ꎬ 更具有 “软实力” 的特点ꎬ 对于开展

文明对话、 引导国际社会正确看待中国共产党的奋斗成就、 看待中国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ꎮ
第三ꎬ “激活中华文明” 的提出ꎬ 深化了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认识ꎮ 人类文明的发展有其规

律性ꎮ “激活中华文明” 的提出正是对这个客观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ꎮ 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程来看ꎬ
资本主义在推动人类历史进步、 人类文明发展的同时ꎬ 也带来了资本主义文明的扩张ꎬ 进而引发了

人们对人类文明走向的高度关切ꎮ 马克思恩格斯在 «共产党宣言» 中就深刻地指出: “资产阶级ꎬ
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ꎬ 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ꎬ 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

来了ꎮ” “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ꎻ 它迫使它们在

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ꎬ 即变成资产者ꎮ 一句话ꎬ 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ꎮ”
“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ꎬ 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ꎬ 使东方从

属于西方ꎮ”① 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论述深刻地告诉我们ꎬ 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既为人类文明作出了积

极的贡献ꎬ 同时也蕴含着人类文明的危机ꎮ 很多西方学者政客正是不承认这一点ꎬ 才会片面地夸大

资本主义文明、 西方文明的优越性ꎬ 才会得出所谓 “历史终结” 的谬论ꎮ 激活中华文明使古老的中

华文明被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的内涵ꎬ 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ꎬ 不断激活中华文明ꎬ 也

进一步拓展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式ꎮ 这不仅有利于打破西方国家推行的 “文化霸权”、 破除对资本

主义文明的迷信ꎬ 也有利于我们深入理解人类文明的发展规律、 促进文明交流互鉴ꎮ 不仅如此ꎬ 中

国共产党在用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激活中华文明的过程中ꎬ 也振兴了科学社会主义事业ꎬ 使马克思

主义的真理性得到检验ꎬ 使两种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新的变化ꎮ 我们有理由相信ꎬ 在当前人类文明问

题错综复杂的时代背景下ꎬ 马克思主义必将为回应人类文明走向、 指导人类文明进步发挥作用ꎬ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式现代化也必将为推动人类文明共同繁荣提供新的选择ꎬ 为人类文明进步贡

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ꎮ
综上所述ꎬ 习近平关于 “激活中华文明” 的重要论述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和深厚的历史底蕴ꎮ

从理论逻辑来讲ꎬ 激活中华文明就是激活中华文明的生命力ꎬ 造就中华文明新辉煌、 创造人类文明

新形态ꎮ 从历史逻辑上看ꎬ 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激活中华文明的过程ꎬ 也是推进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ꎮ 从实践逻辑来讲ꎬ 激活中华文明就是要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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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觉自信ꎬ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使中华文明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ꎮ 习

近平关于 “激活中华文明” 的重要论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ꎬ 这一命题的提出深化了对

中国共产党历史成就的认识、 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认识、 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认识ꎬ 也有利于

我们进一步认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ꎬ 从而为

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 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重要依据ꎮ

参考文献:

[１] 刘建军: «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ꎬ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２０２１ 年第 ６ 期ꎮ

[２] 杨金海: «人类文明新形态提出的深远历史意义»ꎬ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２０２１ 年第 ７ 期ꎮ

[３] 张波: «人类文明视阈下的中国道路自信»ꎬ «马克思主义研究» ２０２１ 年第 １０ 期ꎮ

[４] 吴宏政: « “人类文明新形态” 的世界历史贡献»ꎬ «马克思主义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ꎮ

[５] 邹绍清: «论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ꎬ «马克思主义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７ 期ꎮ

(编辑: 张晓敏)

(上接第 ５１ 页) 持和运用问题导向ꎬ 成为新发展阶段推进和深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ꎬ 顺

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ꎬ 中国共产党不断践行初心和使命的必然选择ꎮ 而这要求我们在新征程

中ꎬ 一是把坚持问题导向和其他五个 “必须坚持” 进一步融会贯通ꎬ 提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有机性、 整体性ꎬ 进而使坚持问题导向能更好地发挥作用ꎻ 二是把坚

持问题导向和历史担当、 历史自觉、 历史耐心更好地交融ꎬ 形成更为坚定的战略定力、 清醒的战略

判断、 积极的战略主动去把握和解决重大问题ꎻ 三是在坚持问题导向、 不断解决问题中ꎬ 实现与唯

物辩证法的更好融合和转化ꎬ 推动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良性互动ꎬ “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

理念新思路新办法”①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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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２２ 年ꎮ

[２]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４ 卷ꎬ 北京: 外文出版社ꎬ ２０２２ 年ꎮ

[３]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２１ 年ꎮ

(编辑: 梅　 岚)

６６

«马克思主义研究» ２０２３ 年第 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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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２２ 年ꎬ 第 ２０ 页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