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大变局中的文化新使命与文明新形态

——— “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当代世界文化

与文明研究专业委员会成立仪式暨首届研讨会” 综述

贾庆文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ꎬ 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

教育ꎬ 更好把脉中外文化与文明交流互鉴ꎬ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ꎬ 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

更多智慧和力量ꎬ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３ 日ꎬ 由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 «当代世界»
杂志社、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联合主办ꎬ 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当代世界文化与文明研究专业委员

会ꎬ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科研处、 中国道路国际传播工作室共同承办ꎬ «马克思

主义研究» 编辑部、 «当代世界» 编辑部、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编辑部、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

报» 编辑部共同协办的 “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当代世界文化与文明研究专业委员会成立仪式暨首

届研讨会” 成功举办ꎮ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 清华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武汉大学、 山东大学等科

研院所、 高等院校的 ２００ 余位专家学者ꎬ 围绕 “世界大变局中的文化新使命与文明新形态” 主题进

行深入交流研讨ꎬ 达成了许多建设性共识ꎮ
１.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ꎬ 深化文化与文明问题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ꎬ 是我们分析问题、 认识问题、 解决问题的基本立

场、 观点和方法ꎬ 是观察分析当代中国与世界最锐利的思想武器ꎮ 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会长ꎬ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党组书记、 院长王伟光指出ꎬ 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的、 辩证的、 历史的

观点去研究长远的、 根本的、 发展的问题ꎬ 在科学分析当代中国与世界发展趋势的过程中不断地认

识规律、 把握规律和利用规律ꎮ 要自觉树立世界眼光和全球视野ꎬ 站在历史时代的最高点ꎬ 深刻总

结国际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ꎬ 向人类社会提供丰盈鲜活的 “中国智慧” “中国经验” “中国方案”ꎬ
以中国道路和发展理念引领塑造人类社会发展新未来ꎮ

中国式现代化除了要体现马克思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一般规律的揭示以外ꎬ 更具有新时代中

国发展的特殊表征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 院长辛向阳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

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具体体现ꎮ 在他看来ꎬ 政党政治新文明是其重要体现ꎮ 作为现代化事业的引

领和推动力量ꎬ 政党的价值理念、 领导水平、 治理能力、 精神风貌、 意志品质直接关系国家现代化

的前途命运ꎮ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 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进程中ꎬ 一直强调借鉴吸收一切人类文明成果ꎬ 中国式现代化也正是在与人类其他文明的

交流互鉴中发展起来的ꎮ
文明是人民创造的ꎬ 是世界各国、 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ꎮ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

中心原主任田心铭认为ꎬ 各种文明都是一定社会形态下的文明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这一人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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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新形态ꎬ 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ꎬ 从中国实际出发创造的ꎬ 又为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的发展提供

了深厚实践基础和丰富历史经验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龚云认为ꎬ 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通过新时代的伟大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在 ２１ 世纪的科学性、 有效性ꎻ 中

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回答了 ２１ 世纪世界往哪里去和人类文明到底走向何处的问题ꎬ 是对中国之

问、 世界之问、 人民之问、 时代之问的回答ꎮ
２. 坚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观ꎬ 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

深化研究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ꎬ 通过文明交流交融破解 “文明冲突论”ꎬ 能够为人类文明新形

态实践进一步提供深厚学理支撑ꎮ 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侯惠勤认为ꎬ 文化与文明是面向未来

的大题目ꎬ 面对诸如文化与文明的关系ꎬ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关系ꎬ 社会主义与

资本主义两条道路、 两种形态在文明与文化上的斗争与较量等理论和实践上的难题ꎬ 需要我们具备

理论的、 科学的探索精神ꎬ 还需要有非常坚韧的斗争精神和敏锐的政治判断力ꎬ 更需要我们能够脚

踏实地地不断开拓创新ꎮ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常宇提出ꎬ 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ꎬ 深化中外

文明多样性交流与合作ꎬ 对于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ꎬ 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取得新进展、 新突破ꎬ 为人

类发展进步作出更大贡献具有重大意义ꎮ
文明的交往互动丰富了文明的多样性ꎬ 塑造了文明发展的可能性ꎮ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 «当代

世界» 杂志社社长、 总编辑吕学军指出ꎬ 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ꎬ 充

分证明各国只要立足本国国情、 坚持人民至上与和平发展ꎬ 积极与其他文明交流互鉴ꎬ 推动文明在

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ꎬ 就能够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ꎮ 北京市社会科学

院党组书记谢辉认为ꎬ 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当代世界文化与文明研究专业委员会的成立ꎬ 是用实

际行动响应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 建设文化强国、 建设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 的号召ꎬ 必将助力中华文化与中华文明走向世界ꎬ 进而让世界更好地认识中国、 理解中

国ꎮ 杭州师范大学艺术教育研究院特聘教授李庆本认为ꎬ 通过交流互鉴、 取长补短ꎬ 一种文明才能

保持旺盛生命活力和发展动力ꎬ 但是文明交流互鉴应该是平等的、 多元的ꎮ
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中心原副主任杨晓春认为ꎬ 我们既需要与各国共同开展世界文化与文明研

究ꎬ 又要将研究成果落实到深化世界各国人民人文交流的实践中ꎮ 当前ꎬ 形成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

的国际话语体系是十分迫切的任务ꎮ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金伟指出ꎬ 中国式现代化既具有现代

化的一般特征ꎬ 又具有自主探索、 符合国情的中国特色ꎬ 是中国特色和现代化一般特征的综合性再

造ꎮ 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体系是聚焦其叙事基础、 叙事逻辑、 叙事意义等多方面内容的叙事体系ꎮ
中国传媒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刘东建认为ꎬ 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生成和传播逻辑具有高度的契

合性ꎬ 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丰富多彩的中国故事传播好ꎬ 要加快构建中国叙事体系和现

代传播体系ꎮ
３. 坚持 “两个结合”ꎬ 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根基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ꎬ 这是我们在探索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ꎬ 也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ꎮ 会议期间ꎬ 习近平总

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学者热议ꎮ 侯惠勤指出ꎬ “两个结合” 要从既是新问题、
又不完全是新问题的判断上把握ꎬ 要从意识形态和观念文化两个层面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相结合ꎮ 他强调ꎬ 不能把马克思主义视为外来文化ꎬ 也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外来宗

教的本土化相提并论ꎬ 而要致力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一体化ꎮ
不同国家、 不同地区各具特色的现代化道路ꎬ 植根于丰富多样、 源远流长的文明传承ꎮ 湖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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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科学院党组书记、 院长钟君认为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人文主义精神以人为中心ꎬ 注重人

的价值尊严和权利ꎬ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ꎬ 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大

精神力量ꎮ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林进平认为ꎬ 现代性是西方现代化的文化前提ꎬ 却不是现

代化的前提ꎬ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ꎬ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内容ꎮ 中国社会科学

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林建华指出ꎬ “两个结合” 的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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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庄文城指出ꎬ 坚

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推动中华文化立足世界的方向路径ꎬ 赓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历史基因是推动中华文化立足世界的血脉渊源ꎬ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践是推动中华文化

立足世界的现实力量ꎮ
外交学院院长王帆认为ꎬ 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外交工作带来深刻影响ꎮ 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所

铸就的大历史观ꎬ 使得我们善于从宏观的角度、 长远的角度来思考问题ꎬ 与西方个人主义的出发点

不同ꎬ 我们强调集体主义ꎬ 具体体现在外交工作中则表现为主张多边主义ꎬ 反对霸权主义ꎮ 故宫文

化创意研究所副所长刘辉认为ꎬ 传统文化遗产是非常宝贵的文化源泉ꎬ 需要当代人把今天的意识、
思想、 内容、 技术融入其中对其进行重新激活ꎬ 使其对当代文化产生更积极影响ꎮ

４.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文明的多样性、 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ꎬ 是在世界变局中进一步被确证的历史趋势ꎮ 中共中央对

外联络部原正局级参赞柴尚金认为ꎬ 中国式现代化将现代化的发展逻辑、 社会主义的发展逻辑与中

华文明的发展逻辑内在统一ꎬ 其所蕴含的独特的世界观、 价值观、 历史观、 文明观、 民族观、 生态

观ꎬ 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的重大创新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冯颜利认为ꎬ 加强当代世

界文化与文明的研究ꎬ 有助于提升我们自己的文化自信ꎬ 也有助于帮助其他国家ꎬ 特别是东南亚和

非洲国家人民增强本国的文化自信ꎬ 创造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ꎮ 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

副院长孙敬鑫提出ꎬ 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ꎬ 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ꎬ 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ꎬ 深化文

明交流互鉴ꎬ 是对 “西方中心论” “文明冲突论” 和 “中国威胁论” 最直接、 最有力的回应ꎮ
中国式现代化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ꎬ 整体关切人类文明发展走向并为人类文明发展

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ꎮ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副校长郑承军提出ꎬ 中国式现代化既是民族的ꎬ 也是世

界的ꎻ 既造福中国人民ꎬ 又促进世界共同发展ꎻ 既是我们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ꎬ 也是中

国谋求人类进步、 世界大同的必由之路ꎮ 北京化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贾钢涛指出ꎬ 既要重视

优秀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ꎬ 也要兼具全球视野和胸襟ꎬ 充分吸收外来文化的有益成果ꎻ 既让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植根中国大地ꎬ 又要拥抱世界ꎬ 在世界文化交流激荡中ꎬ 彰显文化强国的力量ꎮ 南

京审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赵欢春提出ꎬ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贡献集中体

现在守正和创新两个方面ꎮ 从守正的角度看ꎬ 既尊重现代化的一般规律ꎬ 更重视其目标道路要从中

国国情出发ꎬ 走出一条有别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ꎮ 从创新的角度看ꎬ 在格局、 动力、 模式

等方面都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的超越ꎮ

(作者单位: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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