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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内涵、特质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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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既是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经验在文化思想上的凝练和升华，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不断前进、深化的新维度。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以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为思想路标，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精神

赓续，通过“两个结合”在继承发展中不断焕发活力；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强调精神上的独立自主，秉承以人

民为中心的理念，以及开放包容、和谐互鉴的交往观；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面对西方文化叙事的各类挑战，凝

聚全人类共同价值。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内涵、特质及价值既是对文化的多维度诠释，也为文化自信奠定了

坚实基础，更昭示着中国文化发展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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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form of Chinese-path to modernization: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value 

LIU Qinmin, LI Dongyang 

(School of Marxism,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The cultural form of Chinese-path to modernization represents both the distillation and elevation of China’s 

practical experiences in modernization into cultural and ideological frameworks, as well as a new dimension propelling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and deepening. Guided by the Marxist perspective on culture and rooted in the enduring 

spirit of China’s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cultural form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iton continually revitalizes itself 

through the “Two Integrations” (integrating Marxism with China’s specific realities and integrating its traditional culture). 

It emphasizes spirtual independence and autonomy, upholds a people-centered philosophy, and advocates an open, 

inclusive, and harmonious approach to cultural exchange and mutual learning. In confronting challenges posed by 

Western cultural narratives, it fosters the shared values of humanity. The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value of 

Chiense-path to modernization offers a multidimensional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solidify the foundation for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signal charting a new cours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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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代化与文化的关系来看，阿历克斯·英格尔

斯认为现代化不仅是经济发展，也是政治发展，还

是文化发展[1]。罗荣渠认为现代化使工业主义渗透

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

社会变革[2]。可见，现代化不仅是对经济、科技、

政治的全面革新，更是文化和文明层面的深刻转

型。特别是新时代以来，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文化发展更是科学技术发展创新的观念性动

力。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能否不断提供强劲的精

神动力，直接影响到中国式现代化的成败。 
目前，学界围绕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相关

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讨论“两个结合”

与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关系。如黄一兵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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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程中处于关

键地位，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是对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的“结合”和创新[3]；张伟从理论、历史、

实践等维度解析了“两个结合”与中国式现代化文

化形态的关系[4]。二是对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进

行解析。俞思念从思想根源、系统视角、前进趋势、

动力机制等多个方面对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进

行阐述[5]；沈江平等则从建构路径、基本内涵、精

神价值层面解析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6]。三是分

析习近平文化思想与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建设的逻

辑互动。胡大平等论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中国式

现代化文化建设的根本指南、话语体系与方法论，

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建设要从实践层面进一步丰富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内涵与时代特色[7]。四是从

自主知识体系的视角解析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

洪波解析了打造可持续的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

的理论路径[8]。 
纵观现有文献，学界对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

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仍缺乏深刻的理论性分

析与系统性思考。对于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理

解，关乎中国正在进行的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建设实

践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自强，所以，

有必要从整体视域出发对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

的内涵、特质及价值进行论述，以增进中国式现代

化文化形态的理论研究，这对于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文化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内涵 

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不断推进，中国社会经济

在高速发展的同时，逐步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

化形态。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必然会影响文化这一维

度，文化的现代化本就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部

分，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诞生有其必然性。中

国式现代化同西方现代化有着质的不同，中国式现

代化文化形态有着自身独特的文化内涵，其以马克

思主义文化观为思想路标，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

赓续，坚持“两个结合”的贯通融合，成为推动中

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 
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以马克思主义文化观

为思想路标，强调文化在实践中的构建性。马克思

主义文化观以唯物史观为基点。马克思认为，“人

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

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

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

样”[9]。文化是社会实践中物质活动的直接产物，

物质活动直接决定作为“精神生产”的文化。人类

的精神活动与物质活动作为实践活动共同促进了

文化的发展演变，文化的变迁实质上反映了人类实

践活动的转变。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新的文化形态

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产生，反映出新的生产

关系特征，具有明显的进步性。随着社会的进一步

发展，这些文化又会显现出其局限性。所以，马克

思认为，“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

生产的改造而改造”[10]之外，什么也没证明。马克

思强调文化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发展的，随着社

会的发展变化而不断调整和演进。马克思明确指出

资本主义文化的局限性在于对资本的病态崇拜，其

进步性在于“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

的国家”[10]，并最终理性地吸收资本主义文化中有

价值的东西。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也并非“飞来

峰”，而是中国人民在现代化进程中通过实际行动

和智慧创造逐步形成的实践产物，其与经济发展、

科技进步、社会变革等因素紧密交织、彼此影响。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随着时代变

迁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并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发展，

最终形成以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为内核的中国特色

现代化文化体系。 
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为精神赓续，强调文化在历史中的传承性。列宁强

调：“新文化不可能脱离过去时代的一切物质和精

神财富而在空地上创造出来。”[11]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不断更新、不断构建

的活文化体系，其鲜明的民族特征和厚重的历史精

神是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所特有的文化认同

和文化基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

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

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

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

文明断裂的产物。”[12]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深厚联系，表明现代化并不

是对传统的简单否定，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的

创新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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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源头。其以深厚的

历史积淀和独特的精神内涵，在中华文明的形成和

发展过程中不断演化，既成为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

进程中不懈奋斗的精神支柱，也成为中华民族发展

壮大的重要文化根基。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历经沧

桑，始终团结在一起，靠的正是这一共同的文化血

脉和精神追求。这一文化基因贯穿于中华民族的历

史发展中，成为凝聚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纽带，无

论身在何处，中华儿女身上都带有鲜明的中华文化

烙印和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中国式现代化之

所以能够形成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就在于这一独

特的精神标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民族自信

心和凝聚力的精神之源，更让中国式现代化始终扎

根于自己的文化土壤，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化

底色。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过程中不断提炼其内涵，使之与现代化建设

相结合并成为推动现代化进程的文化动力。从科技

创新到社会治理，从经济发展到文化产业，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内在于整个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既是经

济发展的润滑剂，更是社会和谐的基石。中国式现

代化文化形态的繁荣发展，带动人们的观念更新，

提升文化道德的综合水准，实现经济现代化与文化

现代化的同步推进，形成既具有民族特色又适应全

球化发展的现代文明。 
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在于“两个结合”的贯

通融合，在继承发展中不断焕发活力。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

能够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关键就在于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12]。“结合”

首先要契合中国具体实际，教条主义式的简单复制

或机械移植显然是不行的，不能是一种不顾国情实

际、不具体分析情况的空想式结合。马克思主义引

入中国以来，它与中国的社会、文化和历史条件之

间并非天然吻合，两者的紧密结合面临着许多现实

的困难和矛盾。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成

功结合，必须从中国具体国情和现存的客观规律出

发，准确把握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

的实际情况，以此推动“结合”进一步深入并具有

更强的生命力。“‘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

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
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

态。”[12]“第二个结合”注重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结合，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二

者相辅相成、相互成就、密不可分，厘清马克思主

义如何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之灵魂，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又如何作为马克思主义“魂脉”之

根。一方面，要通过马克思主义为传统文化的现代

转型赋予新的思维方式和实践逻辑，形成一套符合

当代中国发展需求的文化体系。另一方面，要通过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丰厚的文化

养分，推动其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形成有

鲜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理论，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华文化

和中国精神的精华所在。打破传统与现代的对立，

强调继承与发展的统一，注重“结合”的方式方法，

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相互成就，

打造独具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 

二、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特质 

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从文化维度描绘出中

国式现代化的具体特征，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思

想路标。这一文化体系基于其文化内涵表现出既符

合民族特色又具有时代特征的文化特质，集中体现

为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以人民为中心，互鉴融合、

和而不同。 
一是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

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12]

独立自主的精神源于坚定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不

仅是对自身文化价值的认同与坚持，更是对未来发

展道路的明确和自觉。当代中国的发展任务是前无

古人的伟大事业，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直接借鉴。

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是对中国文化主体性的有

效构建，必须在传承与创新中坚守自身的文化主体

性。文化主体性的生成强调内部自省与对外独立的

结合。内部自省要求文化建设者有自知之明，能够

自省并推进文化的自我革新。通过文化的内省机制

形成文化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并借由文化的自我觉

醒和理性审视达致文化自觉。对外独立则强调在本

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交流时，更多地保持本土文化的

主体独立性，能够对外来文化形成批判性的认知。

这要求本土文化的建设者能够抵制历史虚无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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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其对传统文化内在价值的否定，以文化自信、

自强的姿态同外来文化交往。要言之，文化主体性

就是文化及其建设者不能仅仅是被动的接受者，更

应该是积极的塑造者，通过内部自省和对外独立的

动态互动，形成一个独立而又自持的文化体系。坚

持文化主体性不是无源之水，而是基于对自身文化

和理论的深刻认知和自豪感。此外，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百余年革命奋斗史，也是文化自信的磅礴底气

所在。这段历史不仅见证了中华民族从苦难走向辉

煌的历程，更塑造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勇往直前、

独立自主的精神品质。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正是

基于对历史文化的自信、对马克思主义的自信、对

中国共产党革命史的自信，从而切实地实现了精神

上的独立自主。 
二是以人民为中心。“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

代化”[13]，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以人民为中心的

特质尤为突出。这一特质不仅是对现代化本质的深

刻理解，也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

根本区别所在。西方的现代化通常以资本逻辑主宰

着其发展的主要方向，优先考虑经济增长和资本积

累。但这种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往往忽视了人的

全面发展和身心健康，在物质丰富的基础上却呈现

出精神的饥饿状态，导致人类发展逐渐异化，背离

了现代化的宗旨。而中国式现代化则以人民为中

心，注重内外兼修，追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

调发展，将人的发展作为起点和终点。一方面，在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环境中，人民不仅是文化的享

受者，更是文化的创造者和推动者。人民群众的创

造力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推动了中国式现

代化文化形态的形成和发展。创新的文化理论也回

应了人民的呼唤，满足了他们最迫切的精神文化需

求。人民群众的创作热情和推动力量是中国式现代

化文化形态不断深化的内在动力，其不断深化的最

终归属也在于人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着眼满

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

求，提升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能力，增强人民

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14]中国式现代化文化

形态深刻的人民性，促进个体的主观精神力量转化

为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实践动力，是中国式现代化

文化形态立足的根本所在，也是其得以持续发展的

动力源泉。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以其自身的实

践完成了对传统民本思想的继承发展。古有云，“政

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15]、“民

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6]、“夫霸王之所始也，

以人为本”[17]、“民惟邦本，本固邦宁”[18]，这些

论述民心所向与政权兴衰之间关系的思想，强调了

人民的重要性，使重民思想深入人心。中国共产党

成立以来，就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指出，“我们这个

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

益工作的”[19]。而后在党的七大上，“为人民服务”

被正式写入党章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执政理念。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继续强调“人民至上”

的执政理念，“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

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20]。这一重民的

态度与理念，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得到了延续和

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以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为目

标。党在制定和实施政策时，始终关注人民的福祉，

倾听人民的声音，努力满足人民的需求，通过各项

方针政策践行以人为本的理念。党的根基在人民、

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因此，坚持“人民至上”

不仅是党执政兴国的根本价值理念，更是中国式现

代化文化形态的本质所在。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式

现代化文化形态，提供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

范式，始终将人民放在最高的位置，展示了一个国

家如何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尊重

人民意愿、体现人民价值。 
三是开放包容、和谐互鉴。鸦片战争失败后，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开始起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

得不“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的知识，从西

方科技到西方制度再到马克思主义，一步步探索符

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路径。中国在探索现代化的进

程中，逐步认识到必须要保留自身的文化特质，同

时借鉴外来文化的有益成分。“中华文明自古就以

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

断焕发新的生命力。”[21]古语有云：“夫和实生物，

同则不继。”[22]文化多样、和而不同在中国悠久的

历史中早已得到验证。和谐并不意味着千篇一律的

同一，而是对其他文化的兼容并蓄。只有在承认不

同文化的差异后才能实现文化的交流互通，才能不

断自我更新和完善并以此增强自身文化的生命力。

从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到汉唐时期的丝绸之路，

http://www.baidu.com/link?url=-yciAqvLJkjTUh4vmnU7_ASkU8rO1QRP7Y2YB_xRud_DBsx2ZMDYJ3R_dcdTQzNC16ZTiZBPoi9_ZxrPuqcdFT6rUMqT9kA05sLunZfvuQ9PiRfj19KmJdLv1H6Qw6yDoQnGnTN247zkY2L--e0cinnkV97vSoswNhKSw4Mwn2ENaiEKAPXhZxIJLC6jvxlNRDyI7yhlP61FDW3BD34lrPHwxHmhFej9IFi-WGHns8uKltDVLawdQnm-ESPGJDdowPVQNqAKCXGY2a6PBKq4mK
http://www.baidu.com/link?url=-yciAqvLJkjTUh4vmnU7_ASkU8rO1QRP7Y2YB_xRud_DBsx2ZMDYJ3R_dcdTQzNC16ZTiZBPoi9_ZxrPuqcdFT6rUMqT9kA05sLunZfvuQ9PiRfj19KmJdLv1H6Qw6yDoQnGnTN247zkY2L--e0cinnkV97vSoswNhKSw4Mwn2ENaiEKAPXhZxIJLC6jvxlNRDyI7yhlP61FDW3BD34lrPHwxHmhFej9IFi-WGHns8uKltDVLawdQnm-ESPGJDdowPVQNqAKCXGY2a6PBKq4mK
http://www.baidu.com/link?url=nB4SAg3EiqaHizI_xDCD7YdOZy7zHJgd7VPItCN9EGe2QztfAEzyhOR4GC3sHCZ2OZ6EuBOBYRHTMvBCXdMAc79GwKVzKWOlVlWyBxKM-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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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到明代的海上丝绸之路，各个不同民族的文化相

互融合交流，经过上千年的历史演变方才形成如今

中华文化独具特色、开放包容的文化结构。这足以

说明，中华文化的开放包容性是中华民族繁荣和进

步的关键，缺乏同外界的交流只会导致文化停滞不

前。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尊重世界各国不同的历

史经验和文化传统，通过文明间的对话与合作，超

越单纯的竞争与对抗，坚持自身文化的独特性，将

更广泛的世界文化资源整合到自身的发展中，形成

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现代化文化

形态。如今，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深入，中国式

现代化文化形态更注重对文化养分的汲取以丰富

自身的文化内涵，强调吸收一切外来优秀文化为我

所用的“会通精神”。通过互学互鉴超越文化冲突，

借由文化包容跨越文化优越，关注并吸纳不同文化

中的优秀元素，打造更具活力的中国式现代化文化

形态。 
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最新文

化成果，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核心要义。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文化现代化建设的

经验总结，规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理论框

架和具体原则[6]，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在学

理上和体系上的重大成果[23]。习近平文化思想为中

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明确了理论方向，描绘了中国

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未来蓝图，科学地阐释了中国

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如何从领导权、地位、使命、主

体、道路、领域、动力、方法等维度进行建设与发

展，为其进一步同经济、政治、社会、生态文明等

多方面多领域的深度融合提供了理论指导。 

三、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价值 

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辉煌成就，绝非仅仅局限

于物质层面的经济社会建设，其对世界的精神文化

价值也同样巨大。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不仅为中

国式现代化建设赋能，更能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中

国智慧。所以，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既要直面当

代西方文化叙事的各类挑战，明确自身的文化叙

事，还要凝聚全人类共同价值，以中国的文化“软”

实力，为世界提供“硬”智慧。 
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直面当代西方文化叙

事的各类挑战，展示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文化成

就。西方国家依靠先发优势，掌握了先进的文化数

字媒体技术，借此稳坐文化话语权第一位，并假借

文化讨论之名，将西方文明描绘为世界文明，宣扬

西方文化先进论，将西方的“普世价值”看作世界

的唯一价值，把文化霸权主义演绎得淋漓尽致。同

时，西方借着文化霸权，肆意散播文化虚无主义，

贬低或唱衰与之相异的文化叙事，以此消解其他国

家的文化主体性与文化自信，进行“攻心为上”的

意识形态渗透，使其他国家的人民为其意识形态叙

事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从文化叙事上否定

了文化虚无主义，否定西方文化的“文明唯一论”。

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通过建构严密的逻辑体系

及理论架构，明确新时代文化使命，在实践中开展

文化宣传工作并加强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把控，加

强建设中华民族自己的精神家园，避免掉入他人的

文化陷阱与意识形态圈套。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

通过系统化、理论化、科学化的文化叙事展示中国

式现代化的独特路径和成就，从文化角度理解和把

握中国式现代化，将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取得的

成就、遇到的问题及未来的发展方向系统地展现出

来。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将理论阐释融入大众的

日常生活，让人民群众能够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文化实践成就，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

态建设，提升人民群众的文化自信，以文化自强消

解西方文化霸权的负面影响，以文化自觉筑牢人民

群众的思想防线。 
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凝聚全人类共同价值。

纵观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史，社会形态发生了数次

重大变迁。但无论如何变化，和平与发展的共同诉

求始终未曾改变。当前，多元主体在全球的互动交

流日益频繁，交流的广度得到了更加广泛的拓展，

全球利益交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各地文化在

这种互联互通的过程中，不断地相互激荡、交融发

展。地域性文化愈发超越了某一地区或民族的特定

存在，其流动性与互动性不断强化并逐步融合成为

世界性、全球性文化。文明共存和共同发展愈发成

为不可或缺的价值理念，对于凝聚全人类共同价

值、构建共同体的追求也变得愈加迫切。这既证明

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生发必然性，也为构建全人类

共同价值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全人类共同价值反映

着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与需要，为多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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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相互理解与共鸣的空间，使人类能够超越单

一价值观或文化背景的限制，从整体上观照自身的

命运。其目的在于化解分歧与冲突，达成文化间的

和谐共生。“全人类共同价值与文化认同相互依存、

同向同行。”[24]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正是站在人

类整体利益的高度，顺应世界的未来趋势和时代的

现实需求，通过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

主、自由这些全人类共同价值，积极寻求凝聚全人

类共同价值，形成了一种新兴的文化形态。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

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25]。在人类文明的

发展历程中，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鉴为世界文

化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要在多样性中实现融合并

寻求全球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中国式现代化文化

形态以“求同存异”“和羹之美，在于合异”来推

动世界文明的优势生长，进一步发挥了世界文化主

体交往的合力效应，推动不同文明之间互补共育、

共同发展，主张在多元文化中寻找共识，在全球层

面上形成更为广泛和深刻的人类命运与共的价值

理念。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复杂的国际关系和矛盾

冲突无法借由对抗和斗争真正解决，只有互信合作、

协同发展，才能够为人类带来更大的福祉，创造更

加和谐美好、充满希望的世界。中国式现代化文化

形态正是以文化为核心纽带，将全人类共同价值具

体化、现实化并以此为推动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构建

贡献力量，为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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