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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式现代化是我国在现代化探索过程中内在超越的结果，中华民族当代文明作为新时代新的文化

使命，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系列重要讲话中提出的关于文化建设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建

设中华民族当代文明旨在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仅使中华文明实现了创新

与发展，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现代化道路贡献了中国智慧。在建设中华民族当代文明的过程中，中国始终坚

守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贡献的初心，努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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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rinsic implications and value purpose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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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hinese modernization is the result of my country's internal transcendence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exploration. As a new cultural mission in the new era, the contemporary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a new idea, new 
viewpoint, and new conclusion on cultural construction put forward by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in a series of important 
speeches.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ims to achieve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people and the all-round progress of society.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path 
not only enables Chinese civilization to achiev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but also contributes Chinese wisdom to the 
exploration of modernization paths by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the contemporary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China has always adhered to its original intention to contribute to the progress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d 
strived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realize a beautiful future of win-win 
and share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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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0 月 2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河南安

阳殷墟遗址时首次提出建设中华民族当代文明。2023
年 6 月 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

深刻阐发了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

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当代文明的新时代新的文化使

命[1]。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国文明交流互鉴日益

频繁，中华民族当代文明在吸收世界文明优秀成果的

同时，也面临着如何保持自身特色、实现自我超越的挑

战。因此，深入剖析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中华民族当代

文明的价值旨归，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现

代化进程的内在逻辑，也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提供了重要的文化支撑。 
1 中华民族当代文明的内涵、生成及特征 
中华民族当代文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社

会发展相结合的产物，其基本内涵体现了中华文明的

深厚底蕴与时代创新。从历史生成来看，中华民族当代

文明的形成源于五千年文明积淀与近现代历史进程的

交融，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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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实践，为其提供了坚实基础。其本质特征则表现为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文明与现代社会的协

调性发展、人民主体地位的坚持以及开放包容的国际

视野。这些要素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当代文明的核心

内涵，展现了其在新时代的独特价值与全球意义。 
1.1 中华民族当代文明的基本内涵 
中华民族当代文明的基本内涵深刻体现了马克思

主义文明观的核心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为中

华民族当代文明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强调

文明的发展必须与社会进步、人民福祉相结合，从而确

保了文明建设的正确方向。同时，中华民族当代文明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底色，汲取了五千年文明的精髓，

如“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等思想，赋予当代文明

深厚的文化根基和独特的精神气质。此外，中华民族当

代文明以文明交流互鉴为发展路径，在全球化背景下，

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积极吸收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

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合作，展现了中华文明的

创新活力与时代价值。通过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引领、

传统文化的滋养以及文明交流互鉴的实践，中华民族

当代文明在新时代展现出独特的内涵与强大的生命力。 
1.2 中华民族当代文明的历史生成 
中华民族当代文明的历史生成是一个复杂而深刻

的过程，其历史根源深植于中华五千年的文明积淀，尤

其是儒家思想、道家哲学、法家治国理念等传统文化的

精髓，为当代文明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基因和价值支撑。

同时，中华民族当代文明的生成也依托于中国近现代

以来的历史进程，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建

设和改革的实践，这些历史经验为当代文明的形成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中华民族当代文明的生成离不

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与实践，改革开放以

来，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快速

发展，为当代文明的生成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和制

度保障。最后，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不断吸收和借鉴

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现代化转型

与创新发展。通过这些历史根源、现实基础和国际影响

的交织与互动，中华民族当代文明得以在新时代焕发

出勃勃生机。 
1.3 中华民族当代文明的本质特征 
中华民族当代文明的本质特征体现在多个层面：

首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通过对传统文

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使之与现代社会的需求相适应；其次，中华文明与现代

社会的协调性发展，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华民族始终坚

持文明与社会发展的协调统一，既保持了传统文化的

核心价值，又积极吸收现代文明的优秀成果，推动了中

华文明与现代社会的深度融合；再次，坚持人民作为建

设中华民族当代文明的主体，体现了文明的人民性特

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发挥人民

群众的创造力和积极性，推动文明建设与人民需求的

紧密结合；最后，中华民族当代文明的开放性发展，在

全球化背景下，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积极吸收世界文

明的优秀成果，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合作，展现

了中华民族在新时代的文明自信与创新活力。这些特

征的有机统一，展现了中华民族文明在新时代的强大

生命力。 
2 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华民族当代文明提供文明底

蕴 
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探索和

实践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取

得的历史性成就，成功推动并拓展了一条符合中国国

情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对现代化

的理论升华和实践探索，不仅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了从

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性飞跃，而且推动

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孕育出了一种崭新的人类文明形

态，为中华民族当代文明的建设提供了发展动力、现实

指导和必要保障[2]。 
2.1 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华民族当代文明建设凝聚

发展动力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推动了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更为建设中华民族当代文明凝聚了强大的发展动力。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强调文化自信的重要性，这有助于

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造活力，从而推动文化的创新与

发展[3]。这种文化自信和创新精神为中华民族文明建设

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其次，中国式现代化注重文化

传承的连续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这为中国

式现代化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并为其提供了强大

的精神支撑。再者，中国式现代化促进了文化的包容性

发展，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持开放态度，兼收并蓄，这

使得中国文化能够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与世界各种文

化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最后，中国式

现代化还推动了文化的创新发展，在社会主义现代化

的进程中，我们不断探索中华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之间的结合点，通过守正创新，我们赋予了中华文化

以新的时代内涵，为中华民族文明建设提供了新的发

展机遇。因此，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华民族文明建设凝聚

了强大的发展动力，推动了中华文化的繁荣与进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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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2.2 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国民族当代文明建设提

供现实指导 
文化自信是建设中华民族当代文明的核心要素之

一。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始终坚守对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将其融入现代社会的发展

中，从而赋予中华民族当代文明深厚的底蕴和独特的

魅力[4]。其次，中国式现代化注重守正创新，这与中华

民族当代文明建设的基本要求相契合，这种守正创新

的理念，不仅有助于激发文化的生机与活力，还推动了

中华民族当代文明的持续发展。再次，中国式现代化实

践中所蕴含的和谐发展、以人为本等理念，也为中华民

族当代文明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这些理念强调人

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以及人的全面发展，与中华民族当

代文明建设的目标高度一致。最后，中国式现代化还为

中华民族当代文明建设提供了具体的实现路径。通过

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促

进文化交流互鉴等措施，我们不断夯实中华民族当代

文明建设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推动了文化事业的

繁荣和发展。总之，中国式现代化在多个方面为中华民

族当代文明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现实指导和借鉴经验，

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共同推动了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历史进程。 
2.3 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华民族当代文明建设提供

必要保障 
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华民族当代文明建设提供了多

方面的必要保障，这些保障使得中华文明能够在现代

社会中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首先，在政治保障方面，

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政治力

量，党的领导确保了国家政治稳定和发展方向的正确

性，为中华民族当代文明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也为

中华民族当代文明建设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支撑。其次，

在思想保障方面，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式现代

化提供了思想指引，也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当代文明

的建设。再次，在文化保障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注

重物质文明的进步，更重视精神文明的丰富和提升。在

这个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挥了重要的引

领作用，它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促进了社会和谐与文明进步[5]。最后，在制度

与实践保障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

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这为

中华民族当代文明建设提供了全面的制度和实践平台。

总之，中国式现代化从政治、思想、文化和制度等多个

方面为中华民族当代文明建设提供了全面而必要的保

障，推动了中华文明的持续发展和繁荣。 
3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当代文明的协同推进

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中华民族当代文明是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

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

底蕴[6]。中国式现代化同中华民族当代文明之间的双向

赋能，不仅体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战略意义，也揭示了

其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中国式现代化是一条符合中国

实际、具有鲜明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它赋予中华文明以

现代力量，推进其与时俱进。同时，中华民族当代文明

的建设也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精

神支持，使其在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道路上更加

坚定自信。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也面临着许多机遇

与挑战，需要不断探索和创新，以实现两者之间的良性

互动与协同发展。 
3.1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当代文明双向赋能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当代文明之间存在着双

向赋能的关系。首先，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华民族当代文

明的建设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支持。中国式现代化是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它强调的不仅是

经济的快速增长，更包括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

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和发

展，同时吸收了现代文明的成果，从而推动了中华民族

当代文明的构建。其次，中华民族当代文明的建设也为

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精神支撑。中

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现代化的进

程中，这些文化资源被激活并转化为推动社会发展的

精神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提供了重要的文化

支撑。同时，中华民族当代文明的建设也注重传统文化

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使得传统文化与现代

文明更好地融合，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

总之，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当代文明之间形成了

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良性互动关系。它们相互赋能，

共同推动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现代化进程。 
3.2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当代文明协同推进

的战略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当代文明协同推进的战

略意义深远而重大。首先，通过协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和中华民族当代文明建设，能够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

这是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基础。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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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中华民族当代文明的构建并

非对传统文化的简单抛弃或改造，而是要在传承中创

新，在创新中发展。通过协同推进二者的发展，可以确

保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得以延续，同时赋予传统文化

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价值，使其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

的发展需求。再次，二者的协同推进，有助于提升中国

的国家软实力，增强国际影响力。这不仅有利于塑造良

好的国家形象，还能促进文化交流与合作，推动人类文

明形态的多样性与共同进步。最后，在中国现代化与中

华民族当代文明的协同推进下，社会的整体文化素养

将得到显著提升，从而推动社会全面发展与进步。总之，

中国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当代文明协同推进具有重大的

战略意义，它不仅关乎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问题，更是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这

种协同推进的方式，我们能够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 
3.3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当代文明协同推进

中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当代文明协同发

展的过程中，中国面临着诸多机遇与挑战。一方面，随

着全球科技的不断进步，中国在许多领域已经展现出

强大的创新能力。例如，中国在可再生能源、生物技术、

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果，这为推动现代

化和民族文明的协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其

次，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

精神等宝贵财富。将这些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

结合，不仅有助于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还能为治

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 
最后，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等国际合作平台

加强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文化交流等，中国可以促

进自身现代化进程，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另一

方面，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确保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是一个重要挑战，在传承和发展中

华文化的过程中，如何在保持文化自信的同时进行创

新也是一个难点[7]。 
中国需要注重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强社会建设、

文化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

展，更需要在尊重历史传统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特点进

行文化创新，推动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总之，中国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当代文

明协同发展的过程中既面临着诸多机遇，也面临着一

些挑战。通过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应对挑战，我国

将会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为世界文明进步

作出更大贡献。 
4 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建设中华民族当代文明的

实践进路 
中国在推动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始终将建设中

华民族当代文明作为核心目标之一，通过一系列富有

前瞻性和战略性的举措，不断开拓实践进路。在新的历

史起点上，建设中华民族当代文明，不仅彰显了文化自

立自强的决心，也深刻体现了坚持“两个结合”的原则
[8]。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加强党的文化领导权，确

保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成为了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

这一实践进路不仅促进了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也为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

同时，加强党的文化领导权，确保了文化发展的正确导

向，为中华民族当代文明的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保

障。 
4.1 推进文化自立自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的灵魂。”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既是一部中华民族从

备受屈辱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发奋图强史，也

是一部中国人在精神层面自立自强的文化发展史[9]。习

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

提出了建设中华民族当代文明这一恢宏的历史命题，

为坚定文化自立自强，更好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

命，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当代文明和社会主义强国建设，

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在中国式现代化的

背景下，我们坚持文化自信，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使其与现代文明深度融合，焕发

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我们也积极推动文化的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中华文化在全球化的大潮中

站稳脚跟，展现出独特的魅力和强大的生命力。通过这

样的方式，我们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引领，不断推动中华

民族当代文明的建设与完善，既彰显了民族的自信与

力量，也为世界的文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

案。 
4.2 坚持“两个结合” 
中华民族当代文明，之所以能够在中华民族的历

史长河中孕育形成，关键在于坚持“两个结合”的基本

要求以确保中华民族当代文明的正确方向，关键在于

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彰显中华民族当代文明的

时代底蕴[10]。“坚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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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重大

论断，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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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大会上首次提出的，尤其是“第二个结合”，只有全

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坚持“两个结合”是我们

党百年奋斗历程中的宝贵经验，是中国式现代化取得

辉煌成就的重要法宝，也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

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服的认识达

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

新高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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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只有坚定不移

地坚持“两个结合”，我们才能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引领，

不断推动中华民族当代文明的建设与完善。 
4.3 加强党的文化领导权 
文化领导权是党的领导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

决定着文化建设的发展方向，而且关乎党和国家的前

途命运。“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在习近平文化思想中

居于首要地位，对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自觉担当，对

保证建设中华民族当代文明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一核心命题不仅体现了党对文化

建设的高度重视，也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转向提供

了根本遵循。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必须坚持马

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确保文化发展

的正确方向；必须用党的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提

高全党和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从而增强

对党的文化领导权的认同和支持；必须把握文化发展

方向，引领文化创新，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舞台中央；

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体现人民至上的原则，满足人

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必须积极推动中华

文化的传播和交流，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话

语权。通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措施，我们可以更好地将党

的文化领导权与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相结合，从而推

动中华民族当代文明的建设不断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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