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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专题
主持人语：中国式现代化为党的理论创新开辟了广阔前景，提出了新的更加艰巨繁重的任务。这就需要

我们深入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律，不断回答实践中遇到的崭新课题，以理论创新引领实践创新。本

专题刊发的七篇文章，分别从不同维度和视角出发，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与特色、根脉与魂脉、范畴与

逻辑、话语与体系等进行了探讨，以期能为学界进一步深化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相关研究提供有益

的启发与借鉴。
——赵义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探索多元现代性的中国之路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研究

魏　波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1）

摘    要：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是以现代性改造传统社会，通过探索多元现代性的中国之路以实

现现代化，这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在创造性破坏中瓦解不合时宜的旧秩序，在适应性中融入寻

找中华文明的新动力，在创新性变革中探索国家发展的新道路，这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客观逻辑。21 世纪，

中国依然需要继续完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践行自由、民主、法治等核心价值，构建本土化的知识体系，通过

系统创新克服现代性的内在矛盾，最终走出以社会主义为指向的人类文明新道路。中国能否在这些方面做

出创造性探索，将在基本面上决定自己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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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he Chinese Path to Multiple Modernities:
A Study on the Essence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WEI Bo
（School of Marxism,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Since modern times, the theme of China’s social development has been to transform the traditional society

with modernities, and to realize modernization by exploring the Chinese path to multiple modernities, which consti-

tutes the basic connotation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e objective logic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s

to  disintegrate  the  outdated  old  order  through  creative  destruction,  to  seek  new  impetus  for  Chinese  civilization

through  adaptive  integration,  and  to  explore  a  new path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through  innovative  change.  In  the

21st century, China still needs to continue to improve its modern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practice the core values

of freedom, 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 construct a domestic knowledge system, overcome the inherent contradic-

tions of modernities through systematic innovation, and ultimately embark on a new path of human civilization directed

by socialist. Whether China can make creative explorations in these aspects will fundamentally determine its future.

Keywords: multiple modernities; Chinese path; development of civilization; subjectivity; system innovation

 
 
 

收稿日期：2023−11−0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23ZDA082）

作者简介：魏波（1972—），男，山东平邑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发展理论. 

第 37 卷 第 1 期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ol.37 No.1
2024 年 1 月 Journal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January 2024

 

https://doi.org/10.13766/j.bhsk.1008-2204.2023.1764
https://doi.org/10.13766/j.bhsk.1008-2204.2023.1764
https://doi.org/10.13766/j.bhsk.1008-2204.2023.1764


21世纪，中国发展与变革的方向是什么？回答

这一问题需要认识中国发展道路的本质及其面临的

挑战，中国式现代化便是一个合理的理论视角。由

于社会发展存在路径依赖，探讨中国式现代化及其

发展趋势需要从历史的视野予以认识。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语境

近代以来，世界文明格局发生裂变，西方力量崛

起并向世界范围扩张，结果形成了“西方主宰世界”

的认识模式。进入 21世纪，中国的崛起成为世界瞩

目的事件，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这将威胁西方主导的

世界秩序[1]。美国学者 Ikenberry提出，第二次世界

大战后的世界体系建立在市场开放的基础之上，是

推行联合协商建立的规则制度，因而具有开放性、包

容性、适应性；中国通过融入这一秩序体系获得利

益，美国则要继续巩固现有的秩序体系，将中国限制

在这一制度框架内[2]。认识中国发展的本质及其未

来走向已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问题，中国式现

代化则是一个有效的理论回应。

从问题的发生视角来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缘

起于现代性的扩张引发的对非西方文明的冲击。在

与世界文明的碰撞与交流中，中华文明从被动适应

到主动创造，不断激发和生长出新的文明形态。中

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一套文明秩序，

包括基于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知识体系的物质文明，

基于儒家思想的社会秩序，以中央集权和官僚制度

为基础的政治秩序，以及通过儒道释互补提供的心

灵秩序。这一套文明秩序构筑了人与人、人与自然、

人与社会之间融通和谐的关系，实现了富有成效的

社会治理并创造了灿烂的东方文明，无论从生产力

水平、技术创新、社会治理上还是文化思想上，中华

文明在很长时间内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然而，近

代以来，西方涌现出以工业化、资本主义、民主政

治、个人主义等汇成的“现代性”，借此创造了新的

知识体系和以工业革命为基础的物质文明，也建立

了市场经济体系与现代民主政治，西方文明也成为

一种强势文明。对此，马克思把握资本与市场驱动

下的全球化进程，并提出了“世界历史理论”和“东

方从属于西方”的判断。同时，认为中华文明总体上

属于“前现代”，与西方现代文明存在显著的“异质

性”，因而冲突不可避免。马克思在中英“鸦片贸

易”中看到，晚清政府安于现状并竭力以天朝尽善尽

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结果，“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

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在这场决斗中，陈腐

世界的代表是基于道义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

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

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

的悲剧题材”[3]。资本主义固有的掠夺、占有、野蛮

性向东方文明发起了挑战，“鸦片贸易”引发的战争

掀开了近代中国历史悲剧的大幕。

这一悲剧性冲突震动了整个民族，中国人在痛

定思痛中通过革命赢得了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扭

转了鸦片战争以来的颓势，进而在探索社会主义道

路中初步实现了现代化。毛泽东运用“阶级斗争”理

论分析了中国的社会矛盾，并在实践中开辟了农村

包围城市的道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

毛泽东进行了艰苦的探索。“无产阶级政党与农民

拥护者，现代化进程与革命战争精神，马克思主义与

中国传统，宿命论与主观能动性，道德救世与技术救

世，独裁专制与人民民主——所有这些问题，都是

毛泽东 1949至 1976年间反复深思而又困惑不解的

矛盾问题。”[4] 在反思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

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进一步思考：“什么是

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5] 这样，中国通过

学习现代科学与技术推动生产力发展，通过生产关

系与政治制度的变革解放生产力，在工业化基础上

初步构建了现代文明秩序的基本框架，走出了中国

式现代化新道路。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中国式现代化是在解决以

下问题中不断进行探索的：其一，面对建立在小农经

济和宗法社会之上的传统经济社会结构，现代化首

先意味着发展经济，在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基础

上建构现代经济社会结构。其二，面对数千年封建

君主专制的沉重历史，在制度创新中重建国家权力

的合法性。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在不断革命中瓦

解旧制度，在探索新制度中重构了国家权力结构。

其三，在新的社会生活中形成新的知识体系、价值观

念和信仰系统，奠定中国现代文明的知识和思想基

础。现代性的成长从器物复制、制度创新再到文化

重建是一个层层递进的过程，如何将现代性价值与

传统文化相结合、从传统文化包括主流意识形态中

生发出现代性因素成为必须解决的难题。其四，面

对复杂的国民性，现代化意味着在继续启蒙中培育

新人。社会转型过程也是人的自我改造过程，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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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格是现代性的内在要求。

那么，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内涵、基本逻辑是什

么？这是历史向人们提出的问题，回答这些问题则

可以为理解中国的现实和未来提供一把钥匙。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客观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是面对西方挑战而做出的适应性

变革，通过以现代性改造传统性，在适应与创造中恢

复本土文明的主体性。从历史事实来看，其基本逻

辑主要体现于以下三个环节。

第一，在创造性破坏中瓦解不合时宜的旧秩

序。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建构在“冲突引发危机—

自救式革命—旧秩序解体—新秩序重建”的逻辑中

展开。西方文明的冲击引发了中华文明的危机，危

机激发出人们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生命意志，引发了

持续不断的改良与革命。中国的现代化面临着来自

传统的制度与文化的厚重壁垒，转型与变革也遇到

了重重阻力。中华文明有保守与僵化的一面，但也

有一种自我革新与创造的动能，隐藏着在自我批判

中实现革新的“创造性破坏”机制，只不过它在强大

的专制体制和宗法社会的结构约束之下常常被掩盖

起来了。在危机面前，中华文明的“创造性破坏”基

因被激活，由此形成了谋求自我变革的动力。一批

先进的思想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基于对社会矛盾

的认识而走上了以革命寻求民族解放的道路。面对

数千年的专制传统、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文化与地

域的显著差距等约束条件，中国在既有的历史传统

之上开发出新文明的要素，进而使之成为建设性因

素参与到现代生活中来，也在对自己文明的“同情理

解”中恢复了自信。经过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批判

理性精神的启蒙，中国人在反思与批判中进行了大

规模的“创造性破坏”，在破坏旧世界的基础上打开

了新天地。

第二，在适应性融入中寻找中华文明的新动

力。中华文明在冲突和压力下走向觉醒，通过激发

内在变革意志融入世界现代文明发展浪潮。作为一

种独立、完整而复杂的文明体系，中华文明展现出强

大的包容性和适应性。在历史上，它汲取不同文化

（如北方游牧文化、印度佛教文化）并加以中国化改

造，由此增强了自我发展的动能；面对近代以来现代

性的严峻挑战，学习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构成现代中

国的主题，包括选择了同样源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融入全球化进程，借助发挥比较

优势，在接受并融入世界秩序中获得了发展，进一步

激活了古老文明的生命活力。在过去一个多世纪

里，中国从被动打开国门到主动开放融入世界，在开

放中吸纳了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尤其是学习西方

的技术、知识、思想等为古老文明注入了新的因素

和动能，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动力机制。中国

绝不可能再回到闭关锁国的时代，探索国家复兴道

路、构建现代文明体系依然需要继续向世界开放，谦

逊地学习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尤其是学习现代治理

的理念、制度与文化。

中国式现代化旨在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的局限，

进而为世界文明秩序的重建作出建设性贡献。由资

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秩序存在结构性与制度性缺陷，

资本和工具理性塑造并由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存在

结构性的不合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全球化等均

内含了深层的矛盾并引发了世界范围的矛盾与危

机。危机催生了现代性的自我反思与批判，提出了

重建世界秩序的客观要求，这就需要从更高的文化

和道德层面寻求新的认同基础，进而重构国际政治

与经济秩序。作为人口与经济大国，中国的经济总

量已跃升至世界第二位；作为政治军事大国，中国在

世界政治格局中常常发挥关键性作用；作为文化大

国，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和独特的文化传统；作为仍

然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中国的新探索有着

普遍的世界意义。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文明发展

的新探索，必将对人类文明秩序的重建发挥建设性

作用。

第三，在创新性变革中探索国家发展的新道路。

在适应性融入中进行创新性变革，进而探索多元现

代性的中国道路，这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逻

辑。革命和建设的中国道路呈现出向现代转型中的

主体性和独特性，一条多元现代性的中国道路渐趋

清晰。艾森斯塔特提出：“现代性的历史应当看成是

多种多样的现代性文化方案和多种多样具有独特现

代品质的制度模式不断发展和形成、建构和重新建

构的过程。”[6] 立足国情探索一条新道路，是中国

现代文明发展的基本经验。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在适

应性融入与创新性变革的创造性张力中探索多元现

代性的文明转型道路。之所以存在张力，就在于中

华古代文明与西方现代文明之间存在异质性，不论

是融入还是变革皆存在结构性的张力。充分吸收现

第 37 卷 第 1 期 魏　波：探索多元现代性的中国之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研究 •  3  •

 



代性的积极因素，同时探索多元现代性的中国道路，

汇成了中华文明在冲击下走向新生的现实道路。

作为对资本主义矛盾的批判与超越，社会主义

既是现代性的自然产物又是对现代性的超越，内含

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并代表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某

种趋势。基于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失望和苏俄社会主

义的吸引，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并进行探索，这

构成了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思想、制度与价值基

础。在实践中，人们不断反思马克思关于从资本主

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认识其关于东方社会发

展道路的思考。结果，发展生产力、尊重国情、探索

符合实际的社会主义道路等成为共识。在实践探索

与理论总结中，中国走出了一条中国道路，通过市场

取向的改革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由此实现了经济

的腾飞和民众生活的改善。 

三、多元现代性的中国之路

现代性建构是社会与文明体的系统转型和再

造，其目标体系也应是系统性的全面再造。不论是

革命还是现代化建设，中国都是从学习西方开始的，

所以早期的“现代化”常常等同于“西方化”。然而，

简单的模仿在实践中屡屡碰壁，这迫使人们不得不

走进中国社会的现实，在中国大地上探索走向现代

文明的道路。20世纪中国的现代化的根本挑战便是

如何在东方社会文化土壤之上建设现代文明。那

么，中国走出了一条怎样的道路？

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国内大多论著突出

强调了“中国性”“中国特色”，揭示与世界各国特别

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的不同之处，以此来

论证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性与正当性。程美东提

出，中国式现代化既具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也

具有基于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所具

有的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世

界共性特征，其基本内容表现为崇尚科学的风气、对

于民主的追求、日益开放的国际化程度、实现民族

独立、追求生活富裕[7]。这一结论是基于对近现代

中国历史进程的事实的把握而得出的，揭示了中国

式现代化道路中包含的顺应历史发展方向的“共

性”。不论从坚持“共性与个性相统一的辩证法”还

是客观历史事实来看，认识中国式现代化都需要坚

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方法，不是从主观概念出发而

是从客观事实出发，由此确立的较为科学的立场。

中国的现代性建构不是对西方现代性亦步亦趋

的复制，它既接纳和遵循现代性的精神又着力创造

新的现代性特质。中国的现代性建构需要回应两个

根本问题：一是能否直面和解决以西方为代表的过

往现代性模式的缺陷进而开创现代文明的新景象。

西方在现代性的成长历程中也曾出现了各种矛盾和

问题，中国需要对此有足够的认识和警觉并克服这

些矛盾与问题。二是能否认识并解决基于中国社会

文化的独特问题以建构现代新文明。这两个问题相

互关联，也可以看作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人类

文明的发展本应是多样的，在尊重普世性的同时更

应尊重和培育地方社会的特质。立足中国社会的历

史传统和现实，在借鉴国际社会发展经验的基础上

建构具有自身历史文化特色、有效应对当下各种挑

战、体现人类社会进步方向的新型现代性，意味着在

破解各种复杂矛盾中走出一条新路，这便是多元现

代性的中国道路。

现代性有着较为稳定的、带有某种普遍性的内

核，多元现代性的中国道路也意味着更彻底地坚持

现代性的普遍性。坚持多元现代性并非一味强调特

殊性而取消普遍性，而是应首先坚守现代性的核心

思想和价值，更加彻底地推进现代性进程。社会是

具体的、现实的，人生活在形态各异甚至彼此冲突的

文化世界里，充满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多元形态是人

类文明的存在方式。社会和人又都是抽象的，虽然

人的肤色、语言、价值观各异，但是却存在共同的人

性和情感模式，不仅有相同的生物基因而且面临共

同的命运；社会就是“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具

有普遍的共性和特征。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人

类社会的同质化趋势日益明显，在保持多样化和多

元化的同时也存在生命形态、文化样式和社会结构

的趋同特征。从这一视野出发，坚持多样性与统一

性、世界化与本土化的结合是基本的方法论。社会

和文化的独特个性使中国面对的问题和走过的道路

不同于其他国家，而这种多样性恰恰是世界文化的

发展趋势。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一个国家的变

迁也越来越多地具有世界文明的普遍特征，因此应

该在人类文明的普遍趋势中寻求现代性的内生力

量。中国的现代性建构的主题跟世界文明的历史进

程所展现出的主题是一致的，现代性内含了诸多新

的文明要素，它们带有基于人类本性和体现文明进

步方向的普遍性，因此也是中国需要追求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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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实来看，中国的进步也是在追求经济发展、建立

民主法治、扩展自由中实现的，直面这些共同问题、

追寻现代性的这些普遍要素仍然是建构多元现代性

的中国道路的基本内容。

多元现代性的中国道路意味着探索一种新的文

明秩序和生产生活方式。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华文

化在反思与嬗变中走向新生，而如何继承和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生活实践中创造社会主义新

文化，仍然需要继续探索。基于对传统现代性模式

的反思以及不同文化对现代性的创新探索，多元现

代性的观念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现代性是多元

的、开放的，在不同文化传统和生活实践基础上可以

赋予它新的内涵、创造新的形式，这是全球化时代现

代性演进的客观事实。中国的探索正是多元现代性

的一个样本，探索多元现代性的中国道路既是大势

所趋也是基于中国国情的正确选择。正如戴维  •  兰

德斯所总结的，在追求现代性的道路上，“我们没有

统一的顺序，没有单一的道路，没有发展的规律。每

一个后起之秀的工业化了的国家，亦即所谓的‘仿效

国家’，不管它受到英国经验的多少影响——在某种

程度上是受到启发，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到震惊或恐

吓——都拓展出它自己通往现代化的道路”[8]。马

丁  •  雅克认为，现代性模式绝非只有一种，事实上有

很多种，中国的现代性则具有与众不同的诸多特性，

“显然中国的现代性之路将大大有别于西方。中国

将从根本上推动世界变革，其深度远远超出过去

两个世纪中任何新兴的全球大国”[9]。多元现代性

的中国之路需要着力探讨“中国性”，发掘传统文化

中的建设性因素，立足中国社会现实去创造新的现

代性意蕴。

现代性的出现导致文明的大爆发，这不只是“一

次”爆炸，而是借助一次爆炸引发了无数次的连锁反

应。不同的文明在对话、沟通、碰撞中释放出活力

并生成现代文明演化的生动图景。纵观 20世纪中

国式现代化的历程，从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

工”到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从陶行知创办晓

庄师范到晏阳初进行乡村建设运动，从社会主义试

验到改革开放，其中一条根本道路便是立足中国实

际探索现代化，最终走出一条多元现代性的中国之

路。多元现代性的中国道路并不能理解为对现代性

普遍价值和方向的排斥，只有建立在普遍性、共性之

上，才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同时，社会发展的特殊

性、个性是普遍性、共性存在的条件和实现的路径，

正是通过走出了多元现代性的新道路，中国才取得

了革命的成功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就。这是 20世纪

中国变革的根本经验，也体现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

的正确方向。在这种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中激荡出

思想、制度与技术的创新，在打造现代性的多元景观

的同时展现出现代文明发展的强大动力。 

四、中国式现代化依然“在途中”

中国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核心问题

上依然面临诸多矛盾，这些问题相互交织构成巨大

的“问题束”。阿根廷学者吉列尔莫  •  奥唐奈在研究

了 20世纪下半叶南美的政治发展后提出，阿根廷与

巴西的经济现代化水平最高，二者的问题空间显著

区别于二者的横向工业扩张之前的问题空间，也区

别于其他正处于较低现代化水平的南美国家的问题

空间；更高的工业化程度、进一步的社会分化、技术

官僚角色的进一步渗透、不断增强的政治激活程度

等，造成了新的突出社会问题和新的发展瓶颈[10]。

中国与阿根廷、巴西有着不同的国情，但在发展转型

的道路上却存在一些共同的问题。当前，中国面对

的问题空间也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经济结构、

民众心理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需要面对发展不可

持续、转型困难、腐败问题较为突出、两极分化、价

值观不一等矛盾。这些矛盾是社会系统功能失调的

表现，说明传统的发展模式已不能完全适应变化的

实际，其中存在系统性的弊病和结构性的不适。在

新的问题空间下，传统的发展与治理模式已经明显

应对乏力，这就需要在改革与创新中寻求新的发展

道路。

从根本方向和发展道路上来看，中国依然面临

如何坚持社会主义并探索人类文明新道路的难题。

市场取向的改革带来了显著的两极分化，权钱交易

腐蚀了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基础。这些都催生了一个

疑问：中国式现代化如何体现社会主义的方向？美

国左翼学者大卫  • 哈维认为，借世界范围内新自由主

义的兴起，中国的改革开放也走上了市场社会主义

道路，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贫富分化；结

果，中国迈向新自由主义化和阶级力量的重建，虽然

带有“中国特色”，而威权主义、民族主义诉求等都表

明中国正以特殊的方式与新保守主义潮流汇合[11]。

人们在享受经济发展的同时，日益感受到资本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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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驱动而不计后果地膨胀所带来的危害，重新认识

和发展社会主义也成为现实要求。那么，如何在世

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低谷中应对挑战并走出社会主义

的新路？如何在五千年古老文明基础上探索出一条

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认识

中国国情而走出来的道路，既包含了对社会主义本

质特征的再认识，也包含了根据变化了的实际所进

行的适应性变革。不过，这一探索依然需要在一些

重大问题上有实质性的突破。社会主义新文明的探

索将包含一种变革性和创造性的因素，这构成了突

破资本主义文明体系的新“质料”，成为塑造历史的

新变量。在充分吸收世界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

中国需要通过制度与文化的创新来克服资本主义的

结构性缺陷，引入并创造新的文明要素来探索新的

文明发展道路。这取决于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有实

质性突破，实现效率与公平、自由与平等、社会与个

人、人与自然等之间的平衡协调，向世人呈现一种新

型生产方式、社会关系与精神面貌，成为世界文明发

展中的一块新高地，由此向世界证明新文明的合理

性与吸引力。

探索多元现代性的中国道路面对的一个核心问

题是认识和处理现代性内在的矛盾，这种矛盾伴随

着现代性的产生和演化进程。伴随着经济技术发

展，现代性也陷入空前的矛盾之中：既展现了前所未

有的创造力，也形成了史无前例的破坏力；在创造新

文明的同时，也将文明引向新的深渊；在提升人的价

值、扩展人的自由的同时，也将人贬低为机器并形成

新的奴役机制。在西方，现代性的矛盾性引发了各

种经济危机、政治合法性危机、社会冲突、生态灾

难、文化矛盾以及人的异化。于是，学界也发出了

“现代性终结”的声音。不过，现代性仍支配着历史

进程。从理论层面来看，现代思想立足于对现代性

的解释、辩护与批判，从不同方面揭示了现代性的本

质，但也存在诸多问题。例如：方法论上的经验主义

和实证主义占据主导地位，会将现代性解释为过去

发生的事实而不是演进中的运动；立足欧美甚至是

西欧的有限经验并将此视为“普遍规律”，会形成西

方中心论或欧洲中心论的狭隘视野，将现代性等同

于一些独特历史时空下的具体特征会遮蔽现代性的

精神；坚持二元对立、静止与孤立的思想方式，会造

成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文明与野蛮、地方性与

普遍性等之间的对立。重新认识和理解现代性需要

跳出传统思维方式的认识局限和价值重荷并寻求新

的思维范式，实践则为人们提供了新的问题情境和

经验基础。认识到当代文明的这种总体态势与内在

矛盾，人类社会就需要在充分挖掘现代性的积极价

值的同时克服其消极的因素，尤其要通过激发人的

创造力来化解人类文明遇到的复杂矛盾。只有这

样，“新轴心时代”的文明创造才可能不误入歧途。 

五、21 世纪发展的道路与方向

基于近代以来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基本问题和客

观逻辑，21世纪中国的发展又将走怎样的道路，其根

本方向是什么？这首先需要认识中国面临的挑战和

社会历史发展内在的要求。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

深刻变革奠定了走向复兴的基础，同时还需要解决

深层次的系统性问题，推动经济走向以创新为导向

的发展模式，构建基于社会主义民主之上的现代国

家制度体制，重塑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观体系。显

然，这是一种系统性的结构性的大变革，依然需要探

索多元现代性的中国道路。

探索多元现代性的中国道路需要坚定地走向

“现代”，构建“现代”的制度和文化体系，认同和践

行民主、自由、权利、法治等核心价值尤其是予以制

度化，这是中国发展面临的核心问题。20世纪以来

中国社会变革的基本取向是“现代化”，对现代性核

心价值的认同和追随是基本方向，体现出世界和中

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虽然在话语层面似乎

没有争议，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却存在重大分歧。如

何理解现代性的核心价值及其内涵，各方虽然都使

用相同的概念但却又给出了不同的解读。这也说

明，现代性的核心价值体现出人类历史进步的方向，

否定它们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所以几乎没有人从

词语上反对这些概念。但在现实中，人们却在追逐

权力、利益的同时维护着自己的信仰。21世纪中国

式现代化需要继续坚持现代性的核心价值和方向，

坚定不移地建设一个现代国家。历史虽然时有逆

流、停滞、倒退，但是进步的趋势不可阻挡。

探索多元现代性的中国之路需要立足中国国

情，在中国社会文化结构的现实基础上探索新型现

代化道路。这意味着，在突出现代性的普遍性的同

时，需要重视中国的特殊性，凸显中华文明的主体

性，克服西方现代性的单一模式的局限，最终走出一

条多元现代性的中国之路。如今，中国能够以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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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容大度的心态面对自我和世界，一方面，对现代性

普遍价值的正确认识和自觉接纳，而不再以自负孤

傲地武断排斥世界文明；另一方面，从内心深处唤起

古老文明的自信，在坦然面对自我缺点中勇于自我

变革，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创造自己的新生活，这必

将焕发出古老文明固有的强大生命力。这种自信是

对近代以来国民自卑心的超越，更来自对古老文明

的再发现、再肯定和再创造中产生的自信。

发掘中华文明的主体性以创造新文明是一个系

统创新的过程，需要在试验探索中发展新理论、创造

新知识。马克思曾说：“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

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12] 建设社会

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的全新试验，面对着巨大的未知

世界。将未知世界变为已知世界，不仅需要向世界

学习，还需要立足本国国情创造本土性知识，以新的

知识和理论引导人们渡过各种险滩到达彼岸。新知

识不是在书斋里编织概念就能形成的，而是在实践

中反复试错以深化正确认识，这种实践认识论既是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论，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

本经验。在 21世纪，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需要继

续坚持这一方法论，在实践中大胆试验，在不断试错

中发现新知，尤其是要直面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创造

性地推动技术、制度、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系统创新，

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顺应历史潮流、引领世界

文明进步方向的新道路，进而在实践基础上发展出

引领现代中国发展的知识和理论体系，以此构建中

国人的精神家园和意义世界。

如此，历史与现实向人们昭示了 21世纪中国发

展的基本道路与方向，这来自历史发展内在的惯性，

也是社会历史发展向人提出的客观要求。把握这一

道路与方向有助于人们看清，哪些思想和行为推动

了历史进步，哪些又是在开历史倒车。在认识和尊

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作为社会历史主体的人可以

积极发挥主体能动性，在推动历史变革中创造自己

的现代文明。中国能否在这些方面做出创造性探索

从而走出一条新道路，将在基本面上决定自己未来

的基本景象，同时也必然会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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