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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言简意赅、意味深长，对于当代中国文化的问题给予

明确而坚定的论述。讲话中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

的文化形态”以及自觉地把“两个结合”融入关于中

国文化问题的理解中，值得着重领会和探讨。中国

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一个引起关注的新概念。现

有研究对此所做的阐释似乎尚未把握讲话核心，特

别是不能确切表达关于“第二次结合更为关键”的要

点，或者局限于“第一次结合”的眼光，与“第二次结

合是一次思想解放”的认识相距甚远。所以，站在人

类文明发展的高度，进一步厘清中国式现代化的文

化形态及其内涵，把握“两个结合”的重要性、自觉地

以“两个结合”来考察中国文化问题，才能真正理解

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实践及其文化形态的价

值。本文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从总体上

描述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真实面貌，在马克思

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结合的目标上，树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立与自信。

一、思想根源：数千年中国文明和文化的积累与

创造

当代文化无非是过去文化的延伸，是文明与文

化的延续。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从未间断的古老文

明，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传统。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

说的“传统”没有加“优秀”二字，即只要是千百年来

留存下来的东西，都包括在内。这正是我们今天适

应现代化潮流前行的行囊(其中也有“包袱”)，是掌握

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人们进行

文化“两创”(“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的基础。

正因如此，它不同于其他国家或其他民族的文化，而

是在各自土地上繁衍生息的人们的生存方式和精神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内涵与价值

俞思念

【摘 要】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创造的独特文化形态。应当依据历史唯

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从总体上描述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真实面貌，在“两个结合”上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文

化形态的内涵和价值。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根源于千百年来留存到今天的传统文化，

是数千年中华文明长河的积累与创造。从现实的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建立在当代中国的基本

制度之上的上层建筑，是依存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社会的反映和表达，由当代中国基本制度所制约，

同时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从未来发展的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源于中国人民进行的伟大实践，

是站在世界文明发展前头的不断焕发活力的文化形态。从当前文化建设的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建立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物质基础之上，是起着引领作用、先导作用的文化，是早已扫除弱势文化的余烬，

敢于向着世界文明巅峰迈进的文化。从世界文化的视域看，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与世界其他民族的文

化相互融合、相互借鉴、共存共荣的文化，既体现出民族性，又具有世界性，一起构成世界文化的宏大景象。

【关 键 词】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内涵；价值；“两个结合”

【作者简介】俞思念，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武汉 430079)。
【原文出处】《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1.5～12

·· 118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2024.4
THEORIE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存在，在国际文化多样性的舞台上有着独特的地

位。这必然是对我们所说的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

的第一位的观感。

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为什么与其他国家或民

族的文化不同？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化元素经过千百

年来的传承和演变，构成中国文化的基础。这包括

儒家、道家、佛教等多元的思想体系，中国书法、绘

画、音乐、戏曲、茶道、武术等各种艺术形式，以及关

于家庭、礼仪、道德、宗教等方面的传统价值观念。

这些传统文化元素在中国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它们不仅塑造了中国人的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还

影响了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例如，儒家思想强

调家庭和社会的和谐，佛教提倡慈悲和善良，这些价

值观促进了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其中，若干落

后的文化因子也会在流传中被抛弃，但无论社会的

接受程度如何，都会形成对社会的影响，成为时代的

宠儿或弃子。文化的演进成为社会进步的标志。

现代中国文化就是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的

“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这意味着中国文化

不仅要承继传统，还要适应现代化潮流，不断在变革

中发展。传统文化正是“两创”的资源和工具，是掌

握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人们，

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中国式现代化文化

形态，就是在历史的沉淀中成长起来的文化大树，根

深叶茂，万古长青，奥秘在于其立足这片古老的土

地，在于深藏在其中的创新性特点。

重要的是，我们强调“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

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

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

睦、亲仁善邻等”，“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

高度契合性”。①

当然，在传统文化的延续与创新之间，也存在文

化包袱(即文化的保守性与滞后性)。这些包袱包括

过时的观念、陈旧的制度、文化的狭隘主义等。这些

因素有时会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阻碍，需要在前

进中扬弃和取舍，以形成适应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

文化。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

道路就是其缩影，是中国文化内在的创新精神的

写照。

在资本主义列强对近代中国的入侵中，保守的

中国文化不能抵御西方的枪炮文明。先进的中国人

开始从欧洲社会学说中寻找思想武器。从西方传来

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在东方文明的中国生根开

花？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

革命实际，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契合。马

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与中国文化中反抗阶级压

迫、民族压迫的意识和实际相一致，可以说马克思主

义阶级斗争理论亦包含对中华民族历史上阶级斗争

规律的总结。中国历史上绵延两千年的农民革命

史，包含现代社会主义所总结的阶级斗争历史经

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就是被压迫者最早的呼

声，并由此形成一种被压迫者的文化，为后来的一次

次农民起义所承袭。而中国共产党人则更在现代社

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上解决中国革命的全部问题，把

马克思主义关于推翻旧世界、建设新社会的学说变

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也面临着文化多样性的挑

战。全球化和现代技术的发展使不同文化之间的交

流更加频繁，文化的碰撞和竞争加剧，在国际舞台上

崭露头角的中国文化既要坚守传统，又要适应多元

化的文化需求，为全球文化多样性和文化交流作出

贡献。为此，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面对文化包袱

和文化多样性，必须以创新性迎接挑战，在现代化潮

流中，调整发展战略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发展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以创造新时代文化的新辉煌。

二、系统视角：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双向互动

作为一个复杂而深厚的系统，中国式现代化文

化形态性质决定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马克思主

义为思想指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人民当家作主

·· 119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2024.4
THEORIE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的国家权力，因此不同于资本主义文化和其他类型

的文化，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文化，不是为少数人的

文化。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旗帜，是中国式现

代化文化形态的性质，反映了当代中国文化与经济、

政治、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发展

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

济、政治、社会紧密相连，它不仅是这些领域的反映，

同时也影响着这些领域的发展。

从经济来看，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仅塑造了文化，

也受到文化的影响。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引入市场

经济，这一经济体制的变革催生了商业文化、消费文

化、创新文化等新的文化现象。与此同时，中国的文

化产业也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

创意经济、互联网经济、数字经济等文化领域的发展

为经济注入了新的业态和广阔市场。

从政治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受到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制约。社会主义意识

形态、国家政策和规划在文化发展中起着重要指导

作用。中国文化在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想上承担了重

要责任，为政治稳定和国家统一提供了文化支撑。

从社会来看，社会变革和社会结构的改变也影

响着文化。中国的城市化、农村改革、教育扩展等社

会转型对文化形态产生了深刻影响。文化在社会中

起着社会凝聚、价值观传递、身份认同等方面的作

用，帮助塑造了当今中国社会和谐向上的整体氛围。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来看

我国文化发展。党在文化领域的领导地位是中国式

现代化文化的最重要特征。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发展

中的领导确保了文化的方向与国家发展目标的一

致。党的领导不仅表现在文化政策的制定与推行，

还包括对文化产业、文化机构和文化人才的指导与

管理。这一领导地位确保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体

现的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在中国

现代文化的发展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文化传

播中占据主导地位，包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诚信、

友善等观念，在文化的融入中有助于塑造中国社会

的道德风貌和社会和谐。党的文化政策制定和推行

确保文化与国家发展战略的协调，并为文化的多样

性和创新提供了空间。中国共产党通过制定文化政

策来引导文化建设的不断推进，这些政策包括文化

产业的扶持、文化传媒的监管、文化教育的改革，特

别是对健全网络综合治理、推动网络良好生态等。

党的领导确保宣传思想文化的正确方向，并通过贯

彻执行文化政策，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满足人民群众

的文化需求。党的文化政策也鼓励文化产业的发展

(包括电影、音乐、文学、艺术各领域以及部分民营文

化产业)，鼓励文化产业走向国内外市场，为中国经

济的多元化和可持续增长提供了支持。党强调文化

对于国家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性，支持文化

产业和文化创新，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和中华文化影

响力的提升。

中国共产党一贯倡导文化工作的“两为”(为社

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方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文

化形态必须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文化，是为大多数

人的文化，而不是为少数人的文化。这一导向落实

在文化产品的制作与传播、文化教育的普及、文化活

动的开展等方方面面。在一切文化产品中，中国式

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强调的是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

求和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我们的文化产品应当反

映人民的生活、情感和生命观，同时又不断抵制腐

朽、落后的旧思想旧观念，以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

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中，

我们既强调文化教育的普及，以提高人民的文化素

养，同时也主张文化教育包括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

对现代文化的接纳，使人们更好地融入现代社会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文化，

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所以我们说，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与以往的

文化形态不同，在性质上是区别和超越资本主义文

化的新型文化形态，是人类文明和文化的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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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中国，文化展现出更加强大的凝聚力和引领

力，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风向标。

三、前进趋势：在传承与创新中不断焕发活力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进行的伟大实践

中，当代中国文化正焕发出强大活力，不断创造出举

世瞩目的历史成就。这样的文化不是空洞的、盲目

的口号，不是凭想象而来的和由书本里构筑起来的

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在前进中与现代化实践同

行的文化类型。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不仅在世

界文明发展中占据着领先地位，也表现在中国式现

代化中文化建设的领先地位，体现在中国现代文明

在全球影响力的不断扩大。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文化的创新不仅表现

在艺术和文学领域，还包括科技、经济、社会等各个

方面，包括制度、生活方式。中国的文化产业蓬勃发

展，文化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崭露头角。与此同时，中

国的科技创新也取得显著的成就，为中国的现代化

进程提供了有力支持。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正

在展示出独特魅力，并在制度创新中完善、发展、与

时俱进，推动着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不断完

善。当前，中国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新的前进趋势：

在文化创新上，中国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一

直在鼓励实践与创新，无论是电影、文学、音乐、艺术

还是科技、互联网、创意产业，中国都在不断涌现出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业态。文化创意

产业在中国蓬勃发展，创意设计、动漫、游戏等领域

的发展为中国的文化创意产业注入新的动力。这些

产品不仅在国内受欢迎，还在国际市场上赢得一席

之地，并推动了中国的文化产业走向更加广阔的

天地。

在科技与文化融合上，当代中国文化与科技的

融合是一个重要特点。中国在科技领域取得了显著

成就，这使得文化的传播和创新更加便利。虚拟现

实、人工智能、数字媒体等技术正在改变着文化的表

达方式，创造出新的文化样态，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

化生活，也为文化科技打开了发展空间。中国在科

技领域的持续投入和创新成果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

技术支持，新兴技术的应用推动了文化的创新和多

样化，使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变得更加生动。

在全球文化输出上，中国的文化产业不断走向

世界，中国电影、音乐、电视剧等作品在国际市场上

获得广泛认可。汉语学习、中国传统医学、太极拳等

中国文化元素也在世界范围内受到追慕。这种文化

输出不仅为中国文化赢得了国际声誉，还促进了中

外文化的交流和互鉴，也推动了中国故事和中国声

音走出国门，增强着中国文化软实力和文化影响力。

在文化产业的扶持上，国家实行鼓励文化产业

发展的新政策，文化产业在国内外市场上崭露头角，

文化消费成为流行色，为中国经济的多元化和可持

续增长提供了支持。当前，中国在文化建设上正在

加大投入、提升品质，不仅在发掘传统文化的现代性

上下功夫，而且在世界舞台上展示强大魅力，在吸收

世界文化的精华中，把中国文化扩展到更加广大的

领域和深度。

对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国不仅在文化政策

上大力扶持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而且将推动文化

繁荣、建设文化强国，作为新时代的文化使命。中国

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就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

化”，是我们所要担当的“新的文化使命”②。2023年6
月2日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就是一次对文化

工作的检阅和再动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中

国文化不断吸收新的元素，反映了社会的变革和时

代的需求。这种历史传承与创新的结合使中国文化

充满了生气与活力，更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

到了新时代文化使命上。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就

是新文化使命的担当者。

四、动力机制：经济实力与文化实力的相互支撑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在中国式现代化

强大物质基础之上形成的。中国式现代化，是指中

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探索和实践中，走出

的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这一道路，既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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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改革开放，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式

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社

会事业全面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这些成

就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提供了强大的物质

基础。

在中国式现代化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

设处在领先地位，这是我们看待中国式现代化文化

形态的强大实力应有的前瞻性，反映了中国文化在

全球舞台上的重要地位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

践。具体地说有以下几点。

我国现代化发展为文化建设奠定强大的物质基

础与发展动力。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建立在强

大的物质基础之上，中国在经济、科技、基础设施等

领域取得令人瞩目的进展，为文化的繁荣提供了坚

实支撑。经济增长是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发展的动

力，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文化形态的强固

基石，中国拥有巨大的市场和资本为文化产业的发

展提供了广阔空间，提高文化教育公共资源和人民

群众的对于物质文化需求，提供了文化发展的有利

条件。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成就造就了领先世

界的文化传播能力，为文化的传播体系建设和主流

舆论格局的塑造带来了极大便利。高速铁路、互联

网覆盖等基础设施的完善促进了文化产品的交流和

互动，为现代化文化形态建立起强大的技术保障。

而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本身亦具有自身的发

展动力。因为中国文化是富于创新的文化，从近代

以来从救亡而发生的文化转型，向西方学来唯物史

观，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中国文化不断经历创新性发展，

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马

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在文化建设本身，不断涌

现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文化产品和创意，传统文化

在新时代新生活中获得了新的活力，文化产业在中

国的快速发展为文化形态提供了内生动力，为经济

繁荣创造了就业机会，促进了消费提升和反馈经济

持续增长。

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也将对全球文化输出作

出贡献。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已经成为一种价值观深入人心，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所表现的文明观得到广泛传播，这是最主

要的文化成果。伴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远航，中

国文化产业已经走向国际，电影、音乐、电视剧等作

品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了广泛认可。中国文化元素也

在世界范围内受到欢迎，从而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国

际化发展。中国文化的精神力量得以显现，并表现

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在全球文化发展中起到的

引领作用、先导作用。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方

面，中国的文化产业和文化输出增强了中国的软实

力，使中国在国际文化舞台上具有更多话语权。经

济实力和文化实力是相互作用的，文化的对外现象

亦是综合国力的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元素，如汉

语、传统医学、太极拳、民族音乐、文学作品等，在世

界范围内受到欢迎，推动了文化交流和互鉴；中国积

极参与国际文化交流，举办各种文化活动和展览，中

国的文化节、电影节、艺术展等吸引了国际人士的关

注，促进了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这些都在一定程

度上扩大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也说明中国式现代

化文化形态的价值在世界文化中具有强大辐射力。

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也正在发展中

走向高峰，因为中国拥有丰富多彩的文化传统，传统

文化在现代文化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和焕发。中国式

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不仅注重创新，也尊重和传承传

统文化，实现了文化多样性的发展。中国的文化发

展在走向国际中，使中国的文化人才与创意可以更

多地汲取国际经验，从而推动中国文化大步前行。

特别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中，中国在文化自信

中走向未来。中国人民以自己的文化主体性，积极

探索、勇敢尝试，以创造文化新辉煌为全球文化发展

和进步作出贡献。

这些都说明一个问题，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

将不是原来处于短缺时代的文化，而是在中国正在

推进的高质量发展中的文化(文化事业的高质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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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是其主流)，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发展面临新

的机遇，具备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更加完善的制度

保证。这一文化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中国文化发展进程中新的文化形态和文化成

果。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踔厉推进中，必然在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奋发有为，成为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奋进的先声，展现出新的风采。

五、文明互鉴：与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共存共荣

值得提出的是，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开放

性和世界性，是其文化的内在秉性。文化的多样性，

不仅表现在中国文化本身的多样化，也表现在世界

文化的多样性，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开

放意识。文化的孤立主义、狭隘的民族文化论都是

与之格格不入的。

流传而不辍的中国文化价值还表现在全球性影

响上。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体现在其不仅具有深刻的

历史渊源和文化特色，不同于其他国家或民族的文

化，同时它也在长时间的世界文化交往中演绎出一

幅幅中外友谊佳话，在古往今来的国际文化历史上

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当然，中国文化也逐渐成为

全球文化的一部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和平性有口

皆碑。如今，中国的文化输出越来越多，中国文化的

全球影响力正在增强，也为世界文化交流和互鉴做

出了积极贡献。

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不是孤立的封闭的文

化，而是积极与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相互交流与融

合。与积极参与世界经济的合作与共赢一样，中国

式现代化文化形态保持开放理念，积极参与国际文

化交流。中国的文化节、艺术展、电影节等文化活动

吸引了国际关注，为不同文化的相互交流提供了平

台。中国文化产业的国际化也加强了与其他国家的

文化合作，文化产业在国内外市场上崭露头角，文化

产品如电影、电视剧、音乐、动漫在国际市场上获得

了广泛认可。中国电影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中国

音乐家和艺术家在国际舞台上出色表演。这种文化

输出有助于中国与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相互渗透。

中国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

的学者和研究者。以汉学为主的孔子学院和文化中

心在世界范围内普及汉语和中国文化，促进了文化

的相互理解。

尤为重要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具有

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国际视野。它积极倡导和践行和

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

重要贡献。关于文化共存共荣、与世界文化同行的

观点，在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中已然形成。中国

领导人积极倡导世界范围内文化的多样性，认为文

化的多样性是世界文化的本来面貌，而不是竞争或

排斥的对象。中国从历史上就有着不同民族文化相

融合的故事，其文化传统拥有丰富多元的特点，吸引

了来自世界各地人们对文化的寻根之旅。“一体多

元”的文化形象早已为全体人民熟知，中国的文化中

融合汉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的画面每每传为佳

话。同时，中华文化也受到外部文化的影响，中外文

化的结合不是新鲜事。世界因为文化的多样性而精

彩，文化的融合强烈地体现在当今中国文化对外交

往中的文化共存理念中。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文化合

作和交流，目的就在于推动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促

进全球文化的共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文化鼓励跨

文化创新，创造出新颖的跨界(民族的、品种的)文化

产品，也将有助于推动文化的多样性发展。

文化的开放性对于世界文化的繁荣和进步是至

关重要的，与之相对立的孤立主义和排斥文化的态

度不是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开放性文化环境激

发了文化创新，文化交流打开了创作者的视野和创

作灵感，是文化创新的宽广渠道。只有在文化的开

放性促进文化互鉴，创造新的文化形式和艺术风格，

才能丰富人类文明和文化宝库。中国式现代化的文

化形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国际性，它既是中华

民族文明的表达，也体现了未来文明的精华，包含未

来文化本土化成果。中国对于文化的开放态度，促

进了国际和平与合作，减少文化冲突和误解，使中国

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变为一种和平崛起的文化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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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文化的鲜明特点。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开放的、多元的，在

与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共存共荣中，体现了文化的

多样性和互动，为世界文化的繁荣和进步作出了积

极贡献。在全球化时代，文化的开放性是不可或缺

的，它有助于促进文化交流、文化互鉴，推动世界文

化的丰富和发展，同时也有助于增进国际和平与合

作。中国式现代化文化的开放性应该作为一个值得

推崇的典范，鼓励各国文化在世界舞台上交流、合

作、共同繁荣。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必然是秉承

文化开放性的文化，是在开放中显现出中华文化优

势，展示出与世界文化在融通共美中走向远处的文

化形态和文化胸怀。

六、结语

以上讨论确切地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

点和方法。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的创造，是“两个结合”的结果。中国式现代化文化

形态是中华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创造的独特文化形

态，它根植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在当代中国基

本制度的地基上生长起来的，马克思主义为其“魂”，

几千年的留存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其“根”，在“两

个结合”中形成其“体”。所以，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

态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人民性和时代性。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创造力的进发，展现

了中国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

态的价值，不仅在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

强大的精神支撑，也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贡

献。而其基点，在于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民族

性特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如果没有中华五

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

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③谈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任何时候都不要

忘记我们所站立的这片土地，不能离开中国文化的

立足点，而是“坚守中华文化立场”④。

所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

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两个结合”，是

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第二个结合”使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继续深化，使中国传统文化走向现代

化，由此而结合的新文化(即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
推进了中华文明进程，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在

关于中国文化的特质与内涵的理解上，如果避开中

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最根本的民族特征(或特点)
而谈一般性，只是一种理论的抽象，不是具体的中国

烙印的文明(和文化)形态。当代中国文化的性质决

定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人

民主体地位，等等，其根本特色则是在中国这块古老

的文明土地上生长起来的文化，其文化传统深刻地

影响着过去、当代和未来，并不可改变地影响着人们

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是形成中华文化禀赋的决

定因素。站在文化自主自信的立场，来观察中国的

未来，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指明的共产主义方向，但

不是用某种教条来代替自己的思考、代替中国文化

自身的导向。在这里，独立自主的精神力量始终是

中国文化的落脚点和主心骨。正是在这种独立自主

的精神力量之下，才能说明“两个结合”的真谛，说清

“第二个结合”有着更深层次的价值。习近平在文化

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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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新概念，就

是要在“两个结合”上明确其“思想解放”的深层意

义，即“坚定文化自信”“坚持走自己的路”“实现精神

上的独立自主”⑥。

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里形势正在发生全局

性、根本性转变，文化自信明显增强，人民精神面貌

更加奋发昂扬。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文明形态的新

文化使命中，我们需要深刻把握“两个结合”的决定

性意义，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

新，全面推进中国现代化。这就是我们今天强调文

化建设的价值和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建设的价

值。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其文化

形态也将不断发展和完善，在对中国式现代化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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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ltural Form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Connotation and Value
Yu Sinian

Abstract：The cultural form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s a unique cultural form created by the Chinese
nation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According to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we should describe
the whole true appearance of the cultural form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nd understand its connotation and
value in view of the "Two Combinations", that is, combining the basic tenets of Marxism with China's specific realities
and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From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cultural form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s root⁃
ed in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that has survived for thousands of years, which is the accumulation and creation of Chi⁃
nese civilization over the past thousands of years. From the realistic point of view, the cultural form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s a superstructure built on the basic system of contemporary China, and a reflection and expression of
socialist economy, politics and society which are dependent on contemporary China. It is restricted by the basic sys⁃
tem of contemporary China, and also reacts on its economic found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future develop⁃
ment, the cultural form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was originated from the great practice carried out by the Chi⁃
nese people, and it is a constantly vibrant cultural form standing in fro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world civi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urrent cultural construction, the cultural form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s based on its
strong material foundation. It is a culture that plays a leading and guiding role. And it is a culture that has already
swept away the embers of the weak cultures, and also a culture that dares to move towards the peak of world civiliza⁃
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orld culture, the cultural form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s a culture that inte⁃
grates itself with the cultures of other nations in the world, They learn from each other, coexist and prosper together. It
not only presents its national character, but also embodies the cosmopolitan character, constituting the grand scene of
world culture together with other cultures.

Key words：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cultural form;connotation; value "Two Combinations"(combining
the basic tenets of Marxism with China's specific realities and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形态的深入理解中，中国人民将以更加坚定的历史

主动精神和文化自信，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在新

的起点上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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