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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视阈下的新时代
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建构

*

陈明琨 陶文昭

【内容提要】文化自信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建构提供新的契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成为丰富的话语资源; 要努力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为中华民族对

外基础性话语，将革命文化转化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话语，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转化为社会主

义制度优越性话语，分别阐扬中华民族世界理念的前后一致性、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必然性以及

社会主义制度的现实合理性，从而丰富中国对外话语内容，增强中国对外话语力量，增进中国对外

话语效果，提高中国国际话语权，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加深国外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为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创设良好的国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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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发展，国家之间的竞争愈加激烈，

文化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成为国际竞争的焦点。经过多年的建设和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
制造国、第一大贸易国、第二大经济体、第三大利用外资国和对外投资国，然而我们无法忽视中国
在国际舞台上发声不足、阐释不够、表达不充分的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 “推进国际传播
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①。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需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进行新的伟大斗争包含着争夺
国际话语权的斗争，需要肩负着丰富语言内容、增加发声机会、增强话语权力的历史使命。面对中
国在国际舆论场中所处的劣势，如何构建与中国国际地位相匹配的话语体系，如何将中国的发展优
势转化为话语优势，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不容回避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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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思想精髓研究” ( 14ZDA001)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
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文化向度研究”( 18XNH064) 的阶段性成果。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
报告》，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 44页。



一、文化自信与新时代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建构的关系

语言承载着一定的文化，话语权的增强离不开文化的支撑。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
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文化自信的重大命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强调: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① 这为构建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提升中国国
际话语权提供了有利契机、重要抓手和有效依托。习近平鲜明地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

改革中创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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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可以说，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特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对革命文化的自信以及对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的自信。文化自信为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提供了话语资源，丰富了话语要素，有利于抢占话语市
场、发挥话语能量、增强话语效果，形成中国特色对外话语品牌，更好地规避西方话语陷阱和开展
话语斗争。与此同时，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的形成和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对于推动中华文化
走出去、在国际社会更好地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同样具有重要意义，这是新时代中国特
色对外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目标。

文化自信不单纯是文化问题，还关系到国家前途和民族复兴，“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
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③。文化自信不仅应当立足于国内，更应当辐射于全球，

以其独特的力量发挥世界性影响。我们要以文化自信为契机，掀起一场对外话语革命，在丰富话语
内容、提升话语能力、拓展话语道路的过程中，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名片和话语标识。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均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资源，是中国话语的关键词汇，也
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是中国特色话语对外拓
展的重要抓手。依托文化自信构建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的关键在于，努力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
化为中华民族对外基础性话语，将革命文化转化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话语，将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转化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话语，分别阐扬中华民族世界理念的前后一致性、中国共产党执政的
历史必然性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现实合理性，从而丰富中国特色对外话语内容，增强中国特色对外
话语力量，增进中国特色对外话语效果，提高中国国际话语权，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加深国外对
中国的认识和了解，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最终实现创设良好的国际环境。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对外基础性话语建构

在当今国际社会，一些国家尤其是部分发达国家对中国和中华民族存在着一定的误解，有的认
为崛起后的中国必然会走上“国强必霸”的老路，有的认为中国以援助为名在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实
行“新殖民主义”，有的认为中国的发展是一直“搭便车”的结果，却不愿为世界做出贡献，等等。

诸如此类的误解使得中国的国际形象大打折扣，让中国变得面目全非。面对这些 “崛起中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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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用具有本国、本民族特色的话语向世界讲述一个真实的中国。话语总是带有民族性，中华
民族的话语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因为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
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①。基
于此，我们要努力处理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使传统民族性话语发挥国际
影响，产生全球效应。

话语的持久性不在于其语言之华丽，而在于其道理之深、情感之真、穿透力之强，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正好具有上述特点。我们要充分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起中华民族的对外基础性话语，

努力“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
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②。文化总是会在
时间的沉淀中日渐丰满，而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世界理念却是一以贯之的，探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精神谱系，把握其文化脉络，传统和合理念、义利之辨、天下情怀可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突出
代表，也是中华民族对外话语的民族文化底蕴。我们要以传统和合理念讲述中华民族的发展观，以
传统义利之辨讲述中华民族的义利观，以传统天下情怀讲述中华民族的世界观，向外界呈现出一个
爱和平、重道义、有担当的国家和民族。

1． 以和合理念讲述中华民族的发展观
和合理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和精髓。“和”与“合”在甲骨文、金文中就已出现，“和

合”一词最早见于“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 《国语·郑语》 ) 。在后来的百家思想文
化典籍中均能找到和合理念的身影，和合范畴也成为今世乐道的文化传统。可以说，和合理念体现
在古今不同门派的思想、著述之中，贯穿于中华民族发展和中华文化发展的全过程，它 “蕴含着天
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③，成为中华民族深
刻认同和高度践履的文化理念。和合理念关涉到各种关系的调和，例如，在人与人之间倡导 “君子
和而不同”，追求和睦的人际关系; 在国与国之间倡导 “内治修，然后远人服。有不服，则修德以
来之，亦不当勤兵于远”，追求和平的国际关系; 在人与自然之间倡导 “天人合一”，追求融合的天
人关系。正是在和合理念的引导下，“耀德不观兵”“宣德化以柔远人”等成为中华民族处理对外关
系的基本遵循。在明朝初期郑和率领庞大的舰队先后七次南下西进，“他们本应在葡萄牙人之前就
占有霍尔木兹海峡，并绕过好望角; 他们本应在西班牙人之前就发现并征服美洲的”④。然而，他们
进行的是一次次的和平友好之旅，这在一定程度来说正是对和合理念的信奉与践行。

内含和平、和谐、合作、融合等意蕴的传统和合理念同样为当下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奠定了深
厚的文化根基。当今世界上有不少国家和个人对中国的和平发展心存疑虑，喜欢用 “国强必霸”的
西方逻辑套用中国发展的现实，“中国威胁论” “中国傲慢论”等不和谐论调甚嚣尘上，认为落入
“修昔底德陷阱”将是中国的必然归宿。这些错误的认知既源于固有观念的束缚，更源于对中国传
统文化的无知。我们要以和合理念构建对外话语，向外界讲述中国的发展观; 我们要把传统和合理
念作为中国和平发展的代名词，向世界昭示中华民族骨子里爱好和平的基因。这种基因具有永不褪
色的时代价值，“爱好和平的思想深深嵌入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今天依然是中国处理国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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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理念”①。和合理念已经内化于中华民族之心，外化于中华民族之行，这在当今中国具体表现
在走和平发展道路、实行和平外交政策等方面。正如习近平所说，“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
路，坚定不移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中国的发展，是

世界和平力量的壮大，是传递友谊的正能量，为亚洲和世界带来的是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②。
2． 以义利之辨讲述中华民族的义利观
义利之辨在中华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义者，“事之所宜也”; 利者，“人之用曰利”。传统义

利之辨旨在处理义与利的关系，“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 《论语·里仁》 ) ，“先义而后利者
荣，先利而后义者辱”( 《荀子·荣辱》 ) ，“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谋其功”( 《汉书·董仲舒
传》 ) 等，可以说是传统义利之辨的典型代表。古代的义利之辨主张贵义轻利、见利思义、先义后

利、公利大于私利、义利并重等，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传统的义利观。传统义利之辨的主张是儒家思
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它有其固有的阶级局限性，但其中蕴含的伦理规范和道德原则得到了中华
民族的坚守和传承。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提出的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还是中国一如

既往地向国际社会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都是传统义利之辨的现实表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秉承正确的义利观，提出并践行 “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以及同发展中
国家团结合作的“真实亲诚”方针，一定程度上正是对传统义利之辨的继承、运用和发展。

当前国际社会普遍存在着义利失衡的现象，少数国家得利，多数国家失利，重私利而轻大义的
状况非但没有改善，反而有加重的趋势。资本逻辑推崇西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 “经济人”假设，

奉行纯粹利己的个人主义和理性算计基础上的契约主义，由此滋生出狭隘的国家利益观，打破了义

利之间的平衡，但这种现象既不合理也不可持续。我们要以传统义利之辨构建对外话语，向外界讲
述中华民族的义利观，表明我们的义利观是对新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有效扬弃。我们把义利观作

为处理对外关系的重要原则，能够充分认识到义利转换、义能生利、义利统一的辩证关系和长期的
道义会换来长远的利益的道理，努力做到义利相兼、义利并举、义利整合。我们要向外界讲述，我
们弘扬“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的国际风尚，注重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在力所能及的

情况下乐于、善于、勤于帮助别的国家，在不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情况下争取做到 “先予后取”
“多予少取”，甚至“予而不取”。中国从 5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向海外派遣医疗队的义举，“迄今已
向亚非拉 66个国家和地区派出医疗队员 2. 3万人次，累计诊治患者 2. 7亿人次，得到受援国人民的

普遍赞誉。这种数十年如一日的无私义举在世界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成为中国外交重义轻利的生
动写照”③。

3． 以天下情怀讲述中华民族的世界观

天下情怀是中华民族由来已久的独特意识。“天下”一词意为普天之下，是纵到底、横到边的
概念，没有时空的限制，古人所说的“天下”普遍指的是“中国”。比如，“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
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 《史记·五帝本纪》 ) 。“天下”二字在中华传统文化

典籍的字里行间俯拾即是，无论是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
家纲目，还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仕者准则，无论是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
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追求，还是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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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浓厚关怀，无论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仁者
风范，还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担当，均饱含着中华民族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无不
表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深沉的天下意识和情怀。其中，大同理想是中国人天下情怀的突出表现，
“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天下一家’，主张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憧憬 ‘大道之行，天下为
公’的美好世界”①。大同理想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价值目标，寄托着古代圣贤对人类社会的探索与希
冀，勾勒出以天下共有、贤能治世、协作共建、制度良好、成果共享为基本特征的美好愿景，是一
种典型的中国式天下观念，具有世界主义的情怀与诉求。尽管古时的 “天下”多指 “中国”，但中
华民族从来不是一个仅仅着眼于自身的民族，而是拥有着“以天下为念”的精神境界、“家国天下”

的宽广视野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担当，这也是中华民族所具有的独特禀赋。这种独特禀赋展
现出中国人的整体思维和博大的世界观，与中国一直以来所倡导的内外一体、共建共享、协同共进
的世界理念具有内在的契合性，饱含着对世界的责任意识和担当情怀。

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世界各国的共同合作，全球性问题的解决程度取决于世界各国责任心
的强度，责任心的强度又在于天下意识和天下担当的多少。在逆全球化浪潮的侵蚀下，世界主义情
怀在一些国家逐渐消退，更多的个人和国家开始将目光聚焦国内，这导致保护主义沉渣泛起，气候
变化协定再现曲折，民族间的篱笆悄然筑起。在进一步对外开放、兼济天下还是顺势退缩、明哲保
身的抉择中，我们要以传统天下情怀构建对外话语，向外界讲述中华民族的世界观，向世界表明中
国将继续秉持“弄潮儿向涛头立”的精神，以兼济天下的情怀放眼世界，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努力
解决国际问题，着力推进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我们要把这种天下情怀转化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
的天下担当，表明中国有信心和决心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中国将继续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
略，将自身发展机遇同世界各国分享，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②，进而有效规避“金
德尔伯格陷阱”。

三、革命文化与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对外话语建构

一段时期以来，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取得颇有成见，并一度质疑中国共产党
的执政合法性，认为中国共产党执政仅仅是“历史的巧合”，甚至是“历史的误会”。在中国共产党
长期执政后，外界又对政权的可持续性产生怀疑和迷思。基于此，如何向外界阐明中国共产党执政
的合法性和可持续性，成为中国特色对外话语建构中无法回避也不能回避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执
政地位是通过革命取得的，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丰富多样的革命文化。革命文化为中国共
产党执政合法性话语的建构提供了丰厚的话语资源，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话语需要在革命文化
中进行提炼和总结。

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中，主动适应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
会形态变革而生成发展的，并在这种观念文化和制度文化中生成演进”③。它包括革命精神文化和革
命物质文化两个主要部分，蕴含着革命理论、革命精神、革命传统、革命成果和革命价值等主要方
面。我们要用革命文化充分阐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生动体现 “只有共产
党才能救中国”的事实，有力揭示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进而有效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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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和可持续性。用革命文化构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话语，关键在于以革

命理论阐明中国共产党得以执政的行动指南，以革命精神阐明中国共产党得以执政的动力支撑，以

革命成果阐明中国共产党得以执政的现实依托，以革命价值阐明中国共产党得以长期执政的关键要

素，从而有效回答中国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的奥秘所在、动力所在、依据所在以及能够长期执政的

关键所在。

1． 以革命理论阐明中国共产党得以执政的行动指南

革命理论是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①。革命理论

指引着革命运动前进的方向，对革命运动有着规范、指导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取得正是

在革命理论的指导下一步步实现的，这个革命理论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下、在总结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教训和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

践中逐渐形成和完善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基本纲领、道路和基

本经验。总路线明确了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力量以及革命的性质和前途，基本纲领指明了革命

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奋斗目标，“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俄国十

月革命的道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 “三大法宝”则成为革命的基本经验。新民主主

义革命理论系统回答了在一个落后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怎样进行革

命的一系列理论问题，正确说明了近代中国革命不同发展阶段的问题，科学回答了近代中国谁来领

导革命、依靠谁来革命、革命后向何处去的现实问题，深刻揭示了近代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

理论的力量来自理论的彻底性，“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②，革命理论深刻地阐释了中国

共产党取得政权的奥秘所在。针对外界对“是什么指导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的困惑，我们要以新

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构建对外话语，突出表现中国共产党人的创造性和革命理论的科学性。我们要以

革命理论为抓手向外界说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总结形成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满足了近代

中国的革命需求，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途，为革命胜利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从而积极阐明中国

共产党得以执政的行动指南，有效回答中国共产党在什么理论的指导下取得执政地位的问题。

2． 以革命精神阐明中国共产党得以执政的动力支撑

革命精神是革命文化的精髓和集中体现，革命精神的塑造促进革命文化的发展，革命精神是革

命赖以延续、发展、胜利的精神支柱。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经过艰苦卓绝

的革命斗争，创造了一系列具有标志性的革命精神，形成了革命精神的谱系。从建党时形成的红船

精神到建立革命根据地时形成的井冈山精神，从两万五千里跋涉中孕育的长征精神到十四年抗日战

争中形成的抗战精神，从不断争取革命胜利时诞生的延安精神到革命即将胜利时诞生的西柏坡精神

等，这些革命精神是在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中形成的，每一种精神都具有其独特的内涵，饱含着

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情怀，丰富着革命的文化。每一种革命精神的形成都推动着革命步伐的向前迈

进，不断形成的革命精神也成为中国共产党走向执政舞台的精神动力。

时间足以风干历史，而精神力量却能够跨越时空，继续撞击着今人的心灵，革命精神生动诠释

了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的动力所在。针对外界对“是什么促使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的困惑，我们

要以革命精神构建对外话语，用以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抗战精神、延安精神、西柏

坡精神等为代表的革命精神，表明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之坚定、意志品质之坚强以及精神境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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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高。我们要以革命精神为依托向外界宣介，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集中体

现，是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全面展示，没有中国共产党创造的这些革命精神，

就不能锻造出坚强有力的革命队伍，就不能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从而积极阐明中国共产党得以执

政的动力支撑，有效回答中国共产党依靠什么精神取得执政地位的问题。

3． 以革命成果阐明中国共产党得以执政的现实依托

革命成果是革命物质文化的重要内容，是革命文化的物质表现形式，广义上的革命文化内在地

包含着革命物质文化。革命成果是革命目的的体现，是革命胜利的有力证明，也是革命理论和革命

精神等综合作用的产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革命成果，扫除了长

达 2000多年的封建主义制度残余，清除了在中国盘踞近 110年的帝国主义势力，推翻了统治中国长

达 22年的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

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

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①，在中华

民族发展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以及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

一味说教无法产生持久的效果，真凭实据更能让人心悦诚服，革命成果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共产

党取得政权的依据所在。针对外界对“是什么最终让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的困惑，我们要以革命

成果构建对外话语，用显著的革命成果表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求独立、争解放、艰难困苦、

玉汝于成的历程。我们要以丰硕的革命成果为载体向外界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

国共产党不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不愧是民族独立的中流砥柱，不愧是人民解放的最大救星，

从而积极阐明中国共产党得以执政的现实依托，有效回答中国共产党凭借什么成果取得执政地位的

问题。

4． 以革命价值阐明中国共产党得以长期执政的关键要素

革命价值是革命文化的生命，革命价值的大小影响甚至决定革命文化生命的长短。革命与启蒙

是相伴相生的，革命文化的价值突出表现在革命文化的启蒙价值上，革命文化在革命运动中逐渐产

生形成的过程也是启蒙运动不断深入发展的过程，“西方资产阶级的现代化启蒙是在个性解放的旗

帜下开展的，而中国的现代化启蒙则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旗帜下完成的”②。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

中孕育的革命文化涤荡了封建文化、奴隶文化，展现出新文化的面貌，这种新文化诞生于西方工业

化、现代化的国际背景和旧中国落后挨打、贫穷挨饿的国内背景下，有着深刻的启蒙意义和鲜明的

价值指向。它启蒙中国人民告别奴役、压迫和贫穷，追求独立、解放和富强，引导中国人民逐步走

向现代化道路。简言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并不是简单地为了革命而革命，革命不是目的，目

的在于使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生活，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胜利后

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奔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征程，正是在受到革命文化的启蒙后正式开启的。基于此，面向现代化并为人民谋福祉的中国共产

党得到中国人民的长期热爱和高度拥护。

革命文化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创造产生的，但是革命文化的价值却是永恒的，革命文化的启蒙价

值比较充分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得以长期执政的关键所在。针对外界对 “中国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

后为什么能够长期执政”的困惑，我们要以革命文化的启蒙价值来构建对外话语，突出强调革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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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价值性及其对中国和中华民族产生的深远影响。我们要深入阐发革命文化奠定了中国人走向现

代化的文化和心理基础，是中国人追求政治现代化和经济现代化的价值向导。我们要以革命文化的

价值为核心向外界昭示，中国共产党不仅可以凭借革命理论、革命精神和革命成果取得执政地位，

而且可以在革命文化的启蒙下不断走向现代化并依靠执政绩效巩固执政地位，从而积极阐明中国共

产党得以长期执政的关键因素，有效回答中国共产党采用什么方式得以长期执政的问题。

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对外话语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面貌一新的华夏大地不断刷新着
“中国速度”，创造着“中国奇迹”，呈现出令人惊叹的“中国现象”。中国不仅彻底摆脱了被开除球

籍的危险，并且在紧跟时代潮流中实现历史跨越，追寻着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然而，问题在

于，虽然外界对中国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倍感惊奇，但是他们在寻找取得这些成就的原因的时候，却

有意无意地忽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取得伟大成就正是因为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客观

实际。一直以来，很少有人将这些成就的取得归结于中国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和制度，更多的人将

其看作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甚至有人根本不承认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新官僚资本主义”等。如何让外界正确认识
“中国奇迹”背后的制度原因，展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实现外界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制度

性认同，是我们不能回避而且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文化和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制度是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下生长出来的，特定的制度又能培育出

新的文化。从一定程度上说，文化能够折射出制度，有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就会构成什么样的文化镜

像。文化和制度在多维空间中互动，制度构成文化的坚固底色，文化成为制度的最佳表现形式。自

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社会主义文化，这些社会主义

文化是先进性、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的有机统一，是崭新的文化样态。可以

说，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奠定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基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也因而成为社会

主义制度的突出特征。基于此，向外界讲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迫切需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有

效表达，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为诠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提供了重要条件。我们要以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为话语资源，向外界生动诠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具有丰富性

和多样性，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对外话语必须抓住其精髓，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

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①。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就成为诠释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抓手。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诠释社会主义制度的引导力，以民族精神、时代精神诠释社会主义制度的驱动力，以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诠释社会主义制度的凝聚力，进而彰显社会主义制度在思想引领、精神引领、价值引

领等层面的优越性。

1． 以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诠释社会主义制度的引导力

一种社会制度是否优越，取决于这种制度能否指明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

社会主义制度的灵魂，指引着社会主义制度的方向。在社会主义中国居于指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是

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理论和指导思想，是指引中国人民推动社会进步、创造美好生活的行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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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能够跟随时代脚步与时俱进的理论，具有永不教条、永不僵化、永不停滞的特点，

其立场、观点、方法渗透于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之中。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指
导下，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深化对“三大规律”的认识，不断促进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不断
走向民族复兴的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于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践过程
中逐步得到人们的认可和支持，已经内化为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成为当代中国的伟大旗帜，指引
着国家和民族前进的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代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具有很强的感
召力和影响力。它能够使人们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程远大，进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它
能够引导干部群众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进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 它能
够使人民群众看到切实的目标，进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推进勠力同心。

我们生活的社会之所以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的制度之所以是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在于其指
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其共同理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正确诠释社会主义制度的灵魂所在，要向外界表明，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指引着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的方向，同时也在社会主义制度的环境
下从理论逐渐变为现实。中国取得一系列成绩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就
在于坚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①，

社会主义制度是我们取得一个又一个进步的重要保障，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指引的
社会主义制度能够指明中国社会前进的方向，具有思想引领层面的优越性。

2． 以民族精神、时代精神诠释社会主义制度的驱动力
一种社会制度是否优越，取决于这种制度能否汇聚力量。民族精神、时代精神作为社会主义制

度的精神动力，体现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精神样态。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精华所在、品格所在、气
魄所在、神韵所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蕴含着众志成城的集体精神、和而不同的包
容精神、兼爱非攻的尚和精神、克己奉公的奉献精神、刚健有为的奋斗精神等，是 “伟大创造精
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的有机统一”②。民族精神是维系整个民族生存和
发展的精神支柱，也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中华民族的精神在无形中给中华民族贴上了勤劳、

勇敢、奋进、友善、包容、团结、和平、奉献等民族标签。毛泽东说: “中国的面貌，无论是政治、

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③ 从一定程度上说，中华民族
的基本精神就是中国的显著特点，民族精神在时代变迁中是一以贯之、赓续相传的。时代精神是在
一定时期形成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集体意识，代表着那个时期人们的精神状态。进入社会主义改革时
期以来，围绕着改革开放的时代主旋律，中国逐渐形成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以与时俱进、开拓进
取、求真务实、奋勇争先为突出特征的时代精神，蕴含着追求进步的进取精神、矢志攻坚的创新精
神、真抓实干的实践精神、勇立潮头的拼搏精神等。改革创新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时代特征，以改
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体现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风貌和优良品格，最能激励中华儿女在新长征路
上锐意进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相继涌现出的抗洪抢险精神、抗击非典精神、抗震救
灾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就是时代精神的典型代表。这些精神在不同时代背景下闪烁出耀眼光芒，

是中国人民永不畏惧、永不僵化、永不停滞、永不自满的时代象征，是社会主义事业能够持续进步
的精神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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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爱国主
义始终是把中华民族坚强团结在一起的精神力量，改革创新始终是鞭策我们在改革开放中与时俱进
的精神力量”①。民族精神、时代精神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环境下催化生发的，它们一经与社会主义制
度相结合便会形成不可估量的动能，产生巨大的现实效应，表现出独特的优势。正如邓小平所指出
的: “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②

我们要用民族精神、时代精神深度诠释社会主义制度的精神所在，要向外界表明，以民族精神、时
代精神为精神动力的社会主义制度，能够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能够调动广大人民
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能够应对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能够汇聚起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力量，具有精神引领层面的优越性。

3．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诠释社会主义制度的凝聚力
一种社会制度是否优越，取决于这种制度能否凝聚共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主义制

度的价值标杆，体现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取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的内核，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丰富内
涵和实践要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③。以“三个倡导”为基本内容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有助于形成励志图强、以人为本、

文治教化、和谐共生的国家观念，进而凝聚国族共识; 在社会层面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有助于形成热爱自由、追求平等、崇尚公正、敬畏法治的社会氛围，进而凝聚社会共识; 在个人层
面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有助于形成同心为国、恪尽职守、诚实守信、团结互助的人际关
系，进而凝聚国民共识。可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最深层的精神内
核，是现阶段全国人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内容的最大公约数的表述，具有强大的感召力、

凝聚力和引导力”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通过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逐级塑造着中国人的
价值观，不断凝聚着中华民族的价值共识，对于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满怀豪情追逐光荣与梦想、

努力拼搏奋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的中华儿女有着极强的引领作用。

一种观念的产生和形成与其所在的制度环境密不可分，社会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该环境下
的价值观念。社会主义制度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母体，为其提供成长空间和实践场域，成
为滋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制度养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呵护和浸润中带
有其制度基因，能够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真谛。我们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诠释社会
主义制度的价值所在，要向外界表明，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取向的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奠定
中华民族共同价值观的心理基础，能够改变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能够丰富人们的精神和道德世
界，能够明确举国上下的价值追求，能够最大程度地凝聚起中国人的国族共识、社会共识和国民共
识，具有价值引领层面的优越性。

值得指出的是，我们在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向外界诠释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同时，还要充分
挖掘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世界意义。在当今世界乱象丛生、国际秩序面临重组的时代，西方世界弥
漫着一股悲凉、焦灼甚至颓废的气息，物质财富较为丰富的西方社会普遍呈现出思想精神匮乏的文
化危机现象。西方“在解放人的感性欲望的同时，导致了物质主义的泛滥、精神 ( 下转第 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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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历史性或非历史性、客观性或非客观性研究范式之争。当然，必须要看到的是，海外学者更多
的是站在单纯学术研究层面展开相关理论批评，他们缺乏对于毛泽东及其时代的感性认识，这种
“局外人”的身份，导致他们缺乏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展开相关研究工作，也造成
了他们无法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性变迁角度去理解毛泽东及其时代，无法从中国当代社会历史发
展出发形成以现实为关照的批判性意识，而这些意识只有国内学者从高度的历史使命、政治使命出
发，展开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科学批判之中才能不断形成与丰富。

参考文献:

［1］习近平: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3年。

［2］ George Benton and Lin Chun ( eds．) ，Was Mao Ｒeally a Monster? The Academic Ｒesponse to Chang and

Halliday's Mao: The Unknown Story，Oxon: Ｒoutledge，2010．

［3］ Timothy Cheek ( ed．)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Mao，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

［4］徐俊忠: 《关于毛泽东的认知性研究方法论要》，《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 1期。

［5］韦磊: 《海外毛泽东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 6期。

( 编辑: 张晓敏)

( 上接第 105页) 世界的贫困、道德信仰的失落……在发掘工具理性的同时，导致了价值理性的缺
位、人文精神的退场”①。在某种程度上说，当代西方精神文化危机的实质是制度性危机，究其原因
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文化供给不够，无法给西方人提供可能的精神养料，导致不能有效满足人们对
意义世界探寻的需求，加之新自由主义日渐式微，逐渐失去往昔的统治力，所谓西方精英人士在面
对现实时束手无策，西方传统价值观念屡受质疑，进而发生相应危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为一种
充满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的文化，表现出很高的精神状态，能够为西方精神危机的解决
提供有益的借鉴。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仅具有民族性，而且兼具世界性，是一种开放包容的文化。

我们要努力将其转化为世界性话语进行推介，将这种文化通过报刊、杂志、网络等多种形式向外界
推广，在发出中国声音的同时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展现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生
命力、持久力和影响力，为世界提供另一种文化发展的选择，并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中突出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魅力，进而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增加外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
同，从而助力中国特色对外话语道路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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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eches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The results show that new concept leading new devel-
opment constitutes the main logical lin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adhering to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the path chosen for governance; the realization of people's subjectivi-
ty is the consistent value pursuit of the party in power;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s
a new value standard that transcends traditional system of global governanc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dream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is a future oriented political declaration and demand of the times; and
strengthening the party building is the fundamental guarantee for China's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The Internal Logic，Ｒealistic Foundation，and Implementation Approach of
Innovation and Guidance in the Green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Chen Liang and Ha Zhanrong

Through a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of the logic of innovation guided green development，this paper expli-
cates that innovation is the number one impetus that guides the green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On the ba-
sis of th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and experience of the green development to China's economy，an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realistic foundation of innovation guided green development，it is argued that a good foun-
dation exists in strategic，systemic，scientific，technological，and ideational terms for innovation guiding
green development to advance with the times． The paper also proposes the practical approach to that end，that
is，to fully implement the new idea of green development，and strenuously promote green production and con-
sumption; to speed up the assembling of innovative talents and conversion of technology into products; fully
utilize the supporting and guiding role of innovatio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keep deepening the institu-
tional innovation in green development; to comprehensively carry foward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system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of the governance capacity; to give play to the market in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economic system of green development．

Constru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onfidence

Chen Mingkun and Tao Wenzhao

Cultural confidence provides a new opportunity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the revolutionary culture and
the advanced socialist culture constituting rich resources for such discourse． In line with that，we should strive
to translat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to a basic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of the Chinese nation，the revolu-
tionary culture into the discourse on the legitimacy of CPC's governance，and the advanced socialist culture
into the discourse on the superiority of socialist system． To do so means to explain the consistency of the Chi-
nese nation's view of the world，the historical necessity of the governance of the CPC，and the practical ra-
tionality of socialism，respectively，so as to enrich the content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discourse，strengthen
the power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discourse，improve the effect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discourse，enhance
China's right to discourse at the global level，promote China's cultural soft power，improve the understanding
of China abroad，and eventually create a goo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China
Dream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Democratic Centraliz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i Zhijun and Wang Yizhe

Democratic centralization is the fundamental organizational principle，organizational system and leader-
ship system of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It is a great achievement of combining Marxist theory with the practice
of China's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and is a fundamental guarantee for the consolidation and strengthening
of the Party's leadership． As an idea，democratic centralization has a history of more than 90 years in China．
Ｒeviewing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democratic centraliz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 CPC)
and summarizing its scientific connotation and operational rule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omprehensively
strengthening the Party discipline，modernizing the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bility，and achie-
ving inner－party democracy and people's democ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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