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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 

张洁钰 

(东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1189) 

摘 要：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文化思想在理论深化、实践超越与价值表征维度鲜明

彰显着诸多原创性贡献。在理论维度集中表现为：阐明文化主体、形态与功能，深化对文化本质的科学认识；阐

发文化建设方法论、目标与路径，深化对文化建设规律的科学认识；阐论文明建设方法、道路与旨归，深化对中

华文明建设规律的科学认识。在实践维度集中表现为：明确首要政治任务为以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和教育人民，

明达文化使命即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明释原则遵循即融文化自信、开放包容与守正创新于一体，明晰施力要

求是促进“七个着力”的联结共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工作内容体系的新布局。在价值维度集中表现为：

以绘制人类现代文明新蓝本破解文明价值难题，以提供人类文明进步新遵循凝聚文明价值共识，以构建人类文明

发展共同体倡导文明价值秩序，表征着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的人类文明体系的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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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iginal contributions of Xi Jinping’s Cultural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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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presenting the latest milestone in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the needs of the times, Xi 

Jinping’s Cultural Thought distinctly demonstrates numerous original contributions in the dimensions of theoretical 

deepening, practical transcendence, and value representation. The theoretical dimension encompasses a profound 

elucidation of cultural subjects, forms, and functions, deepening the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the essence of culture. 

Furthermore, it delves into the methodology, goals, and paths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contributing to a nuanced 

comprehension of the governing laws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the practical 

dimension,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is highlighted by the clear identification of the primary political task: arming 

the entire Party and educating the people with the Party’s innovative theories. It comprehensively understands the cultural 

mission as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al civilization and explains the adherence to principles by 

integrating cultural confidence, openness, inclusiveness, and adherence to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It further elucidates 

the requirements for promoting the interconnected resonance of the “Seven Emphases”, forming a new layout for the 

content system of China’s socialist culture. In the value realm,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charts a new blueprint for 

modern human civilization, addressing challenges in cultural values. It provides a new guideline for human civilization 

progress, consolidates a consensus on cultural values by offering a new follow-up, and advocates a value order for human 

civilization development. This signifies a new paradigm for a human civilization system oriented towards the world and 

the future. 

Keywords: Xi Jinping’s Cultural Thought; modern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human civilization; original 

contributions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论指导，

站在历史自信、文化自信的战略高度，聚焦文化领

域，提出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创新和发展一系

列新原理，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顶层设计和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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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措作出新谋划、新部署，形成了深刻而系统的习

近平文化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科学性正来

源于其深刻学理和完备体系，学理化和体系化是坚

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方式[1]。推进习近平文

化思想的学理化和体系化阐释是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的重要学术任务。从总体上看，当前学界已有

研究成果主要涉及其生成逻辑、科学内涵、理论特

质、实践路径、创新贡献等方面。例如，张明提出

理论背景的“三要素”并勾勒出其内在逻辑关系[2]，

沈壮海提出以文化价值论、文化使命论、文化道路

论、文化领域论、文化精神论、文化领导论为核心

的内容体系[3]，荣枢论证了这一科学思想的辩证思

维方法[4]，马忠等从“七个着力”出发提出实践维

度的方向性、发展性、信息化、安全性和开放性要

求[5]，黄力之则阐论了这一科学思想对马克思恩格

斯文化思想的重构[6]。应当说，学者们对习近平文

化思想展开了视角各异、论域丰富的学理化阐释，

为这一思想的深化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然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研究阐释

党的创新理论就要将其“原创性贡献研究深、阐释

透”[7]。现有成果在原创性贡献研究层面表现出一

定不足，主要表现为：一是对原创性贡献的研究被

分散于科学内涵、实践路径、时代价值等部分，呈

现一定程度的碎片化；二是对原创性贡献的研究容

易局限于理论或实践等某一特定层面，呈现一定程

度的单一性；三是对原创性贡献的研究容易与科学

内涵或时代价值研究混为一谈，造成一定程度的偏

颇。事实上，习近平文化思想在理论维度、实践维

度及价值维度均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开辟了当代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新境界，推动着新型人类

文明范式的构建。有必要从理论深化、实践超越、

价值表征三重维度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

献予以立体化阐释，以利于进一步从总体上把握这

一科学思想的内在结构、精神实质和战略意义，推

动这一科学思想“深入人心”，激活其指导新时代

文化建设的实践伟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有

利文化条件和坚强思想保证。 

一、理论原创性贡献：达成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建设认识体系的新高度 

理论是阐释事物或现象产生缘由及过程的概

念系统，理论贡献的生成是概念创生、思想深化的

过程，亦是促使理论更具全面性和阐释力的过程。

习近平文化思想基于鲜明的主体意识和问题意识，

在继承与创新的辩证统一中，实现了概念首创，推

进了文化观点、思想的深化与延展。其形成彰显着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本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

设规律等方面形成了更为深刻、系统的理论认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认识体系得到进一步

丰富与完善。 

（一）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本质的科

学认识 

马克思恩格斯曾在严厉批判资本主义文化异

化的基础上，深刻揭示文化本质与重要意义，描绘

出由文化内涵、文化主体、文化功能等组成的文化

本质理论图景。他们一方面肯定文化作为观念上层

建筑具备先导性，另一方面揭示文化受制于并服务

于社会经济利益的意识形态性。同时，“文化上的

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8]120，恩格斯

对文化之于人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意义

进行了阐证。中华民族历来是重视“文采”“文饰”

“文气”的民族，“文”小可趋儒近雅、涵养精神，

大可承载民族精神、凝聚价值信仰、助力民富国强。

习近平总书记在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逻辑中，提出

一系列关于文化主体、文化形态和文化功能的突破

性观点。 

其一，明确文化主体。文化为民、文化利民、

文化惠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最根本的价值

立场。文艺价值的衡量标准在于能否以及在多大程

度上“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9]161。

其二，界划文化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本源

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10]34。

在历时态层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一脉相承；在共时态层面，其三者

的有机结合与辩证统一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的内涵本体。其三，阐明文化功能。从“个体

—民族—国家”的三维结构来看，“人类社会与动

物界的最大区别就是人是有精神需求的”[9]8，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能够为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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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提供源泉和动力，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

学文化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民族复兴绘就

蓝图、凝聚共识、构筑力量。同时，“远人不服，

则修文德以来之”，其作为中国精神的生动“所指”

和具象表达，更是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和中国国家

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窗口。 

（二）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

的科学认识 

人类历史在本质上是实践发展的历史，历史规

律就是一定社会形态下各种客观社会要素相互作

用而产生的，支配社会历史进程的客观必然性。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正是从党团结带领

人民推进文化建设实践过程中抽象出来的内在的、

本质的、必然的联系。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立足

基本国情，破旧立新、激浊扬清，在“实践—认识

—实践”的辩证循环中探索出一条正确而富有特色

的文化发展之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

足于新的时代方位，深刻总结文化建设经验，团结

带领人民开展一系列新的文化建设实践，进一步从

方法论原则、目标、路径方面，将党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科学认识推到全新高度。 

其一，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基础上，重

点突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地位及党对意识形态工

作的领导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

的工作”[11]147。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

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11]36

的工作，其在文化建设全局中无疑具有首位度。其

二，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基础上，以

中国式现代化统整文化建设目标。“中国式现代化

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11]19，深

厚的文化意蕴与人的全面发展在其中不可或缺。在

厘析中国式现代化文化逻辑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强化理想

信念教育，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为新时代

文化建设指明方向、谋划任务。其三，坚持“本来”

“外来”与“未来”相结合的基础上，充分强调塑

造“根魂”意识、深化交流互鉴及推进创新创造的

文化建设举措。从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

学习时首次提出的“文化自信”[12]56到党的二十大

报告中提出的“文化自信自强”[11]35，以及党的十

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的“坚守中华文化立场”[10]3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始终作为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

标识、作为中华民族的“根”与“魂”而被突出强

调。同时，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看，须坚持文

化开放、包容、互鉴，尊重世界文化多样性，兼容

并蓄、博采众长，方能实现世界文化“各美其美”

“天下大同”，加强国际传播能力、提升中华文化影

响力。不忘本来与吸收外来才能更好面向未来，在洞

悉本来与外来结合规律的基础上，要积极挖掘中华文

化中的积极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13]222，进一

步激活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提升文化创新创造水

平，促进文化繁荣发展。 

（三）深化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规律的科

学认识 

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文明本质即作为现实的

个人经由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所创造的一切成果，

并阐明人类文明进步是一个不断进阶、呈螺旋式上

升的历史过程。因此，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初级的

文明经验和高级的文明智慧相互交织、相互促进，

后者不断取代和超越前者[14]。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新

的历史起点，坚持并发展着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以

一种发展的历史尺度和视野格局，进一步深化对中

华文明历史方位和发展趋势的科学认识，兼具创造

性和创新性地提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有机统

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15]的建设理路，无疑将中国

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规律的认识推向

新的高峰。 

其一，揭示“两个结合”尤其“第二个结合”

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历史和现实

均已昭明，“两个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的制胜密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

上，“两个结合”作为开辟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新境界的方法论而被首次提出。在文化传承发展座

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结合”何以能够、如何

实现等重大问题展开全面阐释，并从激活文化主体

性层面深刻阐明其对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

重大意义。其中“第二个结合”的原创性表达更是

蕴含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规律。其二，

强调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建设的关键方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双

创”实践正是“第二个结合”的本质要求和题中之

义。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习



   

   

4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http://skxb.hunau.edu.cn/ 2024 年 2 月 
 

近平总书记就正式提出“双创”这一重大论断，此

后，更是在多个重要场合多次强调，唯有如此，才

能真正促进中华民族文明更新与现代转型。其三，

阐明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

价值旨归。“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16]

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总开

关”[17]，从更深层次上彰显着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

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特质。“对人

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15]，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承载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

精神，更彰显着人类文明精神。 

二、实践原创性贡献：形成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工作内容体系的新布局 

理论的实现程度取决于其对现实需要的满足

程度，这一过程内蕴实践与超越的辩证统一[18]。习

近平文化思想不仅实现了一系列文化理论的重大

创新和文明观点的重要突破，同样也形成了新征程

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工作的新布局和新部署，

体现着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高度统一，呈现出明

体达用、体用贯通的方法论特质[19]。具体而言，习

近平文化思想从明确政治任务、明达文化使命、明

释原则遵循及明晰施力要求等层面实现实践超越，

为新时代文化建设勾勒清晰路线图、制订明确任务

书，成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与科学行

动指南。 

（一）明确政治任务：以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

党和教育人民 

中国共产党始终是团结带领人民走好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坚强政治保障。以党的

创新理论武装全党和教育人民就是指，以一定形式

的理论学习、教育和宣传活动，将党的理论创新成

果转化为党和人民的理论素养、价值信仰。列宁曾

指出，无产阶级要形成阶级自觉、变成不可战胜的

力量，就需要依靠理论武装这一环节，“只有革命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才能成为工人阶级运动的旗

帜”[20]155。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理论武装在党和

国家事业全局中的重要意义，并正式将理论武装作

为新时代文化工作的首要政治任务加以强调。 

新时代的理论武装始终以原著、原文与原理为依

据和基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

蕴含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意

识形态工作是文化工作的政治生命线，筑牢这根红线

的内在要求和关键抓手就是“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

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工作体系”[11]36。在具

体实践中，一是要善于创新理论武装形式。要重点

做好普及化、生活化的相关工作，使理论接地气、

使原理成道理、使方法变办法[9]100。二是要完善和

发展理论武装的相关体制机制。通过建立健全理论

学习、理论宣传和理论研究相关体制机制，实现以

制度完善助推理论武装工作的规范化、常态化以及

走深走实。三是要着力强化理论思维和方法的实践

指导力。理论武装的成果就是实现思想力量向物质

力量的转化。一方面要善于以科学思想中蕴含的世

界观和方法论批驳错误社会思潮，阻止其对主流意

识形态的侵袭，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另一方面

要自觉自发将这一科学理论运用于中国式现代化

建设事业全局。 

（二）明达文化使命：积极推动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建设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化责任和文化担当，每一

代人都应当立足时代条件，与时俱进地推进文化建

设。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地带领人民开

展文化建设，不断辟新路、树新风、育新人，使中

华文明焕发全新生机，激活了中华文明的旺盛生命

力。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从整

体性视角正式提出“新的文化使命”这一重要命题，

赋予其“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

中实现文化进步”[10]36-37 的总体性内涵。在文化传

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新时代新

的文化使命的重要任务即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

步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15]。 

习近平总书记从方法论层面对这一新的文化

使命作出说明，为新时代文化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廓

清方向、划清重点。其一，以历史与逻辑的辩证统

一推动文化繁荣兴盛。立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

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的当下，

以大历史观视之，须深刻把握新时代新征程文化建

设的主题和主线，一方面从既往文化建设取得的重

大成就中汲取经验，另一方面进一步明确“继续推

动文化繁荣”在文化使命全局中的首位度，激发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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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在质和量的统一中兼顾

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其二，以战略与策略的辩证

统一建设文化强国。正确的战略需要正确的策略加以

落实，“战略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21]

是新时期推动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方法。须通过意

识形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社会文明

程度提高、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中华文明传

播力影响力增强等灵活具体的策略对这一宏伟战

略予以推进和落实。其三，以系统观念与问题导向

的辩证统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系统观念和问

题导向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基本方法，同样亦是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

重要方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一个由若干文明要

素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系统性范畴，其是一个不

仅包括中华文化之根，而且涵盖世界文明之精髓的

有机体系。因此，要始终以自觉的问题导向观照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全局，坚持以矛盾观点把握和

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核心环节，在破立并

举中解决好历时态视角下现代化文明因子如何激

活古老中华文明基因的问题；回答好在共时态视角

下中华文明如何在多元世界文明中完成交流互鉴

的问题。  

（三）明释原则遵循：融文化自信、开放包容

与守正创新于一体 

“一个民族的文化有待自己继承自己民族的优

良传统和吸取其他民族的优秀成果去自行创造”[22]59。

党领导人民推进文化建设的过程，是一个在中华文

化主体性导引下持续“走自己的路”的过程。习近

平总书记站在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历史与现实相结

合、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民族情怀与全球视野相

贯通的高度，深化凝练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工

作的原则遵循，对新时代新征程更好履行文化使命

和完成文化任务提出要求。从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

到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均将

“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

作为新时代文化工作的基本原则予以强调。 

作为新时代文化工作的行动依据，文化自信、

开放包容与守正创新是一个相互联结、相互依存、

互促共进的有机统一体。其一，文化自信是开放包

容、守正创新的前提条件和内在要求。没有中华五

千年文明就不可能有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自信内在凝结着民族的精神气质、文化品格，为

文化主体性的生成提供现实源泉、奠定情感根基。

只有文化自信，才可能在多元文明格局中树立文化

自我之标识，吸收文化他者之养分；只有文化自信，

才可能守得住民族之“正”和马克思主义之“正”，

使之绽放现代化的硕果。其二，开放包容是文化自

信的显著标志，是守正创新的动力源泉。中华文化

的生命力彰显于古今熔铸、中西汇通的过程。科学

对待文化的古今与中外关系，破解“古今中西之

争”，是坚守民族文化主体性的鲜明体现；同样也

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固本培元、赓续中华文脉，

洋为中用、培育文化硕果提供现实条件和不竭动

能。其三，守正创新是文化自信的巩固机制，是开

放包容的目标要求。“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

失方向，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15]，只有

守得住党的文化领导权和民族文化主体性，才可能

真正巩固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觉、走向文化自强。

同时，从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新形势的维度

协同发力，正是激活中华文脉、接续新时代文明使

命的基本诉求。 

（四）明晰施力要求：促进“七个着力”的联

结共振 

只有“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23]375，

才可能形成对问题的科学凝练和有效讨论。每一时

期、每一阶段的文化工作要求都要立足时代主题、

把握时代节奏。从“九个坚持”，到“两个结合”

“五个方面”，再到“十四个强调”，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文化工作的具体部署始终紧密围绕时代与

实践的发展，呈现出开放、发展、系统、前瞻等基

本特征。新时期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面临着一系列新

形势和新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对此作出一系列重要

指示，强调要有新气象和新作为，明确提出侧重清

晰、指向明晰、紧密相联的“七个着力”作为关键

的施力要求，为新时代文化工作的贯彻落实提供行

动指南。 

落实落细“七个着力”这一新时代文化工作的

“总抓手”，需厘清这一系统的基本结构与要素之

间的逻辑关系，以促进其同频共振、同向而行，生

发出引领文化工作的强大合力。其一，思想为基。

明确领导主体和指导思想是文化工作的第一环节，

事关文化工作的原则遵循，决定文化工作举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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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定什么向。应通过“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

化工作的领导”，为文化工作提供思想保证和航向

指引。其二，共识为要。凝聚价值共识是提升文化

认同感、激活文化向心力、促进文化再生产，在文

化建设全局寻求“最大公约数”的关键任务。应通

过“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

意识形态”，为凝聚价值共识提供根本保障；通过

“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凝聚

价值共识提供基本的价值表达；通过“着力提升新

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为凝聚价值

共识提供重要抓手。其三，发展为纲。在文化工作

整体布局中，推动文化繁荣发展、促进中华文化整

体升华始终占据核心地位，具有鲜明战略意义。应

通过“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进一步彰显中华文化

的民族精神气质，奠定中国式文化现代化的传统根

基；通过“着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

展”，不断释放文化生产力、创造力，提升文化供

给水平，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的需要，构筑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通过“着力加强国际传

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进一步把握中

与西、内与外的文化张力，提升文化软实力，塑造

良好中国国家形象，在全人类共同价值彰显中，推

动构建世界文明新格局。 

三、价值原创性贡献：表征面向世界和

面向未来的人类文明体系的新范式 

文明范式是由社会赖以运行的基本模式、价值

理念、秩序框架等构成的有机统一体。马克思恩格

斯正是以文明范式为重要线索，谱绘了历史唯物主

义的世界图景。在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展开审视与

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

不可避免的文明危机，并寻绎到一条符合人“自由

而全面发展”之本真价值的文明路径。习近平文化

思想深刻把握马克思恩格斯文明理论，在科学研判

人类文明发展局势的基础上，对关乎人类文明发展

的基本问题即“我们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将到

哪里去”[11]561作出创造性回答。习近平文化思想通

过破解价值难题、凝聚价值共识、倡导价值秩序，

表征一种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的人类文明体系新

范式，既绘制人类现代文明新蓝本，又提供人类文

明进步新遵循和构建人类文明发展共同体，擘画着

人类文明的崭新图景。 

（一）破解价值难题：绘制人类现代文明新蓝本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恒久主题，也是人类

社会孜孜以求的理想目标。何以走向现代化，抑或

说选择什么样的道路通达现代化，是世界各国都需

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其不仅关乎一个国家、一个

民族的社会变革，同样，它还是一种波及全球的社

会变迁。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不

可能孑然一身或免受其“扰”而踽踽独行。西方资

本主义文明“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24]566，但资本

主义的现代化进程向人们展示的是一幅靠殖民掠

夺、民族奴役、对外侵略而生成的血腥文明景象。

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与文明进步的价值悖论始终无

法被克服。诚然，凡能称为文明，则“一定具有其

内部的正义性”[25]，换言之，在这一历史时期，人

民在某种程度上暂时过上了良好生活。因为资本主

义文明同其以前的任何一种文明形式相比，都更有

利于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关系发展。资本主义文明是

人类文明辩证发展的必然环节。但从文明形态的演

进来看，现代文明成果与资本主义形式的分道扬

镳，因合乎历史规律而具有客观必然性，其与社会

主义新形式的结合融通正符合世界历史趋势。习近

平文化思想为破解人类文明发展的价值难题、生成

人类现代文明指明方向。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人类文明”篇生成于新时

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从表征、方式与目标方

面，为人类现代文明提供了新范本。其一，以促进

人与社会全面发展为人类现代文明的基本表征。资

本主义生成的是只见“资本”不见“人民”的文明

体系。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

本质特征，是与西方现代化相区别的显著标志[26]。

正因如此，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协同推进社

会各领域高质量发展和全面进步亦是题中之义。其

二，以克服资本弊端、发挥资本积极效能为人类现

代文明的发展方式。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物质文

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无法遏制资本贪婪本性

是西方国家日渐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式

现代化是对资本及其作用深化认识的逻辑结果，能

够促使资本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创造社会财富及增

进人民福祉[27]，并提升资本治理效能。其三，以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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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共产主义文明为人类现代文明的演进目标。马克

思恩格斯提出的共产主义文明形态真正开启了人

类文明新纪元，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方向指引。

中国式现代化正是以此为现实目标而超越世界现

代化的诸种形态，以理性精神打破现代化的西方一

元论、“历史”“地理”还原论，重建现代化的理

想形态，为谋求人类解放贡献新智慧。 

（二）凝聚价值共识：提供人类文明进步新遵循 

文明本质上所确立的是满足自我需要过程中

需要厘清的“边界”，是对人类公共福祉进行体认

并达成共识后确立的一种生存价值遵循。世界范围

内的各个国家和民族若能依据上述价值遵循，摒弃

各自可能存有的偏见，则能够以“集体智慧”共同

应对各类风险挑战，走向美好生活。正如习近平总

书记所研判，当前人类正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

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11]562。而西方不遗余力地输

出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以“共同

利益”和“普遍规范”虚饰对其他国家的认知操控

和价值诱导，掩盖其维护本国特殊利益及世界霸权

的本质。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人类文明的历史制高

点，切实站在维护全人类利益的价值立场，直抵文

明价值本质，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28]475，从根

本上扬弃和超越“普世价值”。 

习近平文化思想始终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出

发点和落脚点，致力于“扩大利益汇合点，画出最

大同心圆”[10]515，凝聚“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

同文化、不同地域人民”[29]435的文明价值共识。其

一，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人类文明的价值引领。价

值取向决定行动方向，建构新型文明关系首先要明

晰文明的价值思维、明确文明的价值内核。无论何

种历史、文化、制度下的人民，其对和平、发展、

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向往和期待是相同的[28]425。

要在理解、尊重、倡导的基础上，明确全人类这一

文明价值主体，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人类文明进

步潮流，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其二，

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人类文明的价值规范。一种真

正有助于人类文明发展的价值理念必然具有规范

功能，亦即，能够成为一定的价值尺度，为文明发

展提供基本的价值准则。这种行为准则就是以命运

与共的视角取代“本国优先”的逻辑，并对与之相

背离的行为予以规约，对文明矛盾予以调和，以此

深化对文明发展的共同价值确认。其三，以全人类

共同价值为人类文明的价值伦理。全人类共同价值

不仅凝结着作为“高线”的人类文明价值理想，同

样也承载着作为“底线”的人类文明价值伦理。从

本质上来看，其是在全球互动、交往中，在共同需

要、共同利益、共同发展基础上形成的“共善”，

是对全人类道德伦理的坚守和传承，因而能够表征

和激活不同文明之善的最大公约数。 

（三）倡导价值秩序：构建人类文明发展共同体 

亨廷顿指出：“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

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30]8。就人类文明发展而言，

同样如此。科学合理的秩序既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

要前提，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保障。“一个和平

发展的世界应该承载不同形态的文明，必须兼容走向

现代化的多样道路。”[10]515同时，形态各异的人类文

明又需要接受一定秩序即一定规则和制度的引导、约

束和规范，形成人类文明健康、有序发展的轨道。

人类文明要真正面向未来、实现可持续发展，就需

要走向以开放、均衡等为基本条件的“知识性文明”

形态[31]。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文明同一切生命有

机体一样，若长期自我封闭，必将走向衰落[29]469。因

此，应在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指引下，“以规则为基础，

以公平为导向，以共赢为目标”[29]447，着力在全球倡

导一种人类文明发展新秩序，一方面使人类文明的

多样性特征进一步彰显，另一方面使人类文明的复

合型结构得以重塑，以“类意识”和“类思维”构

建一种稳固的人类文明共同体。 

习近平文化思想始终坚持合目的性与合规律

性的有机统一，强调从多样性与整体性的统一来认

识人类文明，从开放性与均衡性的统一来谋划文明

发展路径，着力形塑人类文明发展的秩序正义。一

方面，坚持多样性与整体性的统一，以求同存异的

精神促进多样文明同放异彩。世界丰富多彩，文明

样态繁多，每一种文明都表征着一个民族国家的智

慧与追求，因而每一种文明都应被尊重和平等相

待，以更好生成“美的结晶”。世界各国都应着力

促进文化遗产保护，更好传承文明精华，共同绘制

人类文明的绚烂图景，达成文明的美美与共。与此

同时，人类文明形态的生成是以扬弃矛盾为基础的

更高程度的统一[32]，世界各国必须风雨同舟、共同

努力，在深化“类意识”的基础上，着力形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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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基于文明价值共识的“类文明”，从而使人类文

明发展呈现出共识性寓于多样性中并促进多样性

发展的和谐局面。另一方面，坚持开放性与均衡性

的统一，通过交流、互鉴、包容，使文明发展处于

“动态稳定”和持续进步的状态。从系统论的视角

看，文明自身就是一种耗散结构，其必须处于开放

状态，保持一定的外部信息输入，才能趋于稳定并

进一步发展。多样文明的交流互鉴正“可以为人类

社会进步提供强大动力”[29]457，“走入不同文明，

发现别人的优长，启发自己的思维”[29]470才是可持

续发展之道。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强调“以

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

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33]，对文明优劣论、文明

冲突论、制度对抗论等作出科学回应，重塑着人类

文明发展的秩序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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