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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守正创新的精神文明回答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时代之问* ①

项久雨 王志伟

【摘 要】中国式现代化孕育了人类文明新形态，首创性地形成了人

类五种文明和谐共存的局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为人类文明新形

态的重要表现形式，批判继承了以往人类精神文明的优秀成果，并结合中国

现代化的新特征和新要求，在正确把握时代 “变”与 “不变”中，以 “守

正”应“不变”、以“创新”应“万变”，形成了守正创新的精神文明，是

人类精神文明的中国新样态。它是在破解西方现代化精神文明囹圄、擘画人

类精神文明崭新画卷的 “破”与 “立”中创造出的人类精神文明新形式，

在人类传统精神文明同现代社会断裂、精神文明在现代化探索过程中实现新

的飞跃的“穷”与“变”中开辟了人类精神文明新局面，并以自身内在的

价值尺度科学地回答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时代之问。在超越传统精神文明基

础上形成的守正创新的精神文明，同人类文明新形态构成了 “矢”与 “的”
的关系。以守正创新的精神文明之“矢”去射人类文明新形态之 “的”，这

体现在前者给予后者精神和价值上的支撑，并且证明了后者的合理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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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的历史，本质上就是一部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呈现出文明更

迭演进的格局与发展逻辑。人类在摆脱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后，进入了文明

时代，开辟了历史的新纪元，文明也得以成为人类历史的鲜明主题。人类文

明历经发展，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文明样态。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大命题，① 党的

二十大进一步把“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纳入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②

这是对中国文明类型的全新阐释、对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集中表达。“人类

文明新形态是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的文明形态相互

支持、协调发展构成的总和形态，是物质、政治、精神、社会、生态文明与

人的文明的统一。”③ 可以说，人类文明新形态首创性地将物质文明、精神

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等五种文明纳入和谐融洽的文明整体

系统中。其中，精神文明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内容，它既在人类文明新

形态的推进中发展到新的高度，实现了守正与创新的发展样态，又以自身的

特有属性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价值尺度。

一、“破”与 “立”: 在解构与建构中创造人类精神

文明新形式

党的二十大提出“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并将其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内容，要求必须坚持好、运用

好。④ 与中国式现代化相伴而生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明在中国现代化道路中呈现的新面貌，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明前景。伴

随宏大历史场景的时代变幻，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它

也必须遵循守正与创新的方法论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孕育了人类精

神文明的新形态，“新”表现为守正与创新的精神文明形态，它在 “破”与
“立”中阐释了自身的深邃要义。一方面，在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和命运与

共的价值关怀下，守正创新的精神文明成为象征着人类整体需要的精神文明

形态。它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新类型、最高级别和最为先进的精神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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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并维护广大劳动者的根本利益，打破了历史上一切精神文明的阶级和群

体局限，成为破解西方资本主义精神危机的答案。另一方面，它在动态和静

态相结合的条件下树立起人类精神文明的新形态。它既在同其他类型精神文

明的斗争、交流和比较中，超越了这些文明形态的局限性，也在中国式现代

化道路中，构建了人类精神文明的世界图景。
( 一) 守正创新的精神文明破解了西方现代化精神文明的囹圄

1. 洞悉西方现代化精神文明的阶级局限

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的助推下，人类实现了由传统农业占主导的社会

向工业社会的转化，这标志着人类历史开启了现代化的历程。作为以机器大

生产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社会内在地包含了现代化的历史

主题。在工业革命、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人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转变，催

生了现代性思想的启蒙与发展。在资本主义现代性思想的作用下，人也开始

发展成为与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相匹配的现代人。社会形态的进步、科技革命

的发展和人的存在方式的变化，都意味着人类文明向现代化的迈进。资产

阶级在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物质世界的同时，也必然要在这

个基础上创造出一个自己的精神世界。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纷纷开始构想

能够反映并维护资产阶级统治和利益的思想文化及知识体系，野心勃勃地

开启了对社会大众在思想观念方面的教化和灌输活动，这一过程催生了代

表着资产阶级利益的精神文明———西方现代化精神文明。由此可见，资本

主义现代化精神文明带有鲜明的阶级色彩。
资本主义现代化精神文明在私有制下的诞生、发展和完善，必定会受到

资本的左右。私有制的极端利己性，决定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精神文明终究仅

能局限于资产阶级小部分群体和利益中，与社会上的劳动者和广大民众形成

了鲜明的对立。由于资产阶级自身的局限性，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

和斗争中，资产阶级开始成为桎梏和没落的阶级。在自身走向没落的道路

上，资本主义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精神风貌、社会道德等将会被更为先

进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取代。因此，这种畸形的精神文明终将在人类历史的

长河中泯灭，难以永存。
2. 批判西方现代化精神文明的精神奴役本质

守正创新的精神文明在根本上区别于阶级性的西方现代化精神文明，是

代表全体人民价值追求和精神需要的人类精神文明新样态。它并非像西方现

代化道路形成的单一独断的发展模式所带来的 “西方中心论” “文明优越

论”“中国威胁论”等论断那样，而是突破了原有的国家界限，为世界上其

他国家精神文明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与启示。同时，在与西方现代化精神

文明的比对中，拆穿了这种精神文明的骗局，批判其精神奴役的本质。
马克思指出: “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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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① 在私有制和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西方现代化

精神文明作为资本的衍生物，必定会成为统治社会精神文化生活的主导力

量。西方现代化精神文明企图通过在价值观层面的诱导渗透到社会各个角

落，以此赢得公众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支持和认可，其存在的根本目的就是为

资本主义现代化寻求观念和价值层面的合理性辩解，并且通过资本主义的法

律规范披上了合法化的神圣外衣。然而，这种精神文明在根本上违反了人类

社会的发展规律，它不能代表全部社会成员的利益诉求，只能在资本的逻辑

必然性作用下，走上一条为资产阶级进行辩护、对广大群众加以精神奴役的

道路。西方现代化精神文明为统治阶级在思想观念层面强化对劳苦大众的灌

输和控制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实现了其在精神层面对社会群众的教化，进而

确立并强化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化地位。
同时，资本自身的价值属性决定了西方现代化精神文明必然会确立自己

绝对的、至高无上的权威; 在利己性、排他性、独断性特征的作用下，它本

能地对人类精神文明形态进行高低、贵贱、优劣的划分，并将敌对的矛头直

指人类历史上过去、现在和未来任何一种与其本身意志相违背的精神文明形

态，从而暴露了鼓吹自由、平等、人权之下的精神控制和压迫的本性。在西

方中心论的盛行下，西方社会普遍标榜自己的精神文化优越论、价值观念至

上论，对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文明投以鄙夷与不屑一顾的眼光，人

类精神文明始终被笼罩在资本奴役的乌云下。
3. 揭露西方现代化物质文明的精神危机

西方现代化物质文明的高速发展带给了西方社会严重的精神危机。一方

面，资产阶级过分看重物质生产而忽视人的精神生活，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

重物质轻精神的畸形状态。在资本的固有逻辑下，劳动者在资产阶级制定的

“生产—分配”的游戏规则下，开展着重复的、机械的劳动，成为被物化了

的私有制的附属品。劳动者为了获得生活资料而不得不出卖自身，但其获得

的生活资料仅仅能够维持生计需要，社会上多数甚至是全部的发展资料和享

受资料被资产阶级纳入自己手中。因此，社会中占大多数人口的劳动者表现

出精神生活的贫困和匮乏，彻底沦为听命于统治者的工具，而丧失了理性的

精神判断和丰富的精神生活。同时，在极度膨胀的私欲诱导下，资产阶级自

身又走上了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的道路，在纸醉金迷的过度纵欲中陷入了卑

俗化、混乱化、虚无化的精神陷阱。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精神文明造成社会信仰危机，进而导致国家精神认

同失衡。资本主义社会忽视人的精神生活的单线式发展，在造成社会信仰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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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逻辑取代后，最终必然会导致整个国家精神认同的缺位。在无止境地追

求物质文明的私欲下，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破坏以及矛盾的

对外转移和侵略扩张，让资本主义社会的公民在精神层面难以信奉资产阶级

的教条，进而危及他们对国家整体的看法和精神认同。
( 二) 守正创新的精神文明擘画了人类精神文明崭新画卷

1. 建构超越西方现代化精神文明的新形态

人类社会向着更为先进的社会形态迈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自

社会主义出现并活跃在人类历史舞台开始，人类历史便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

义两大社会形态的交互作用、对立斗争中前进。与人类历史发展相伴而生的

人类精神文明发展史，也演变为资本主义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两大

相互矛盾的精神文明的发展历程。两大精神文明的矛盾对立，并不是空洞无

据的。人类精神理性反思所凝结而成的精神文明成果，必定是在所依靠的对

象基础上形成的，而这个依靠对象便是人类历史特定的时代主题。纵观人类

社会发展史，自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来，现代化便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

重要时代主题，并围绕为现代化提供什么样的价值导向与精神支撑而形成了

具有代表性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精神文明。
在东西方两条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探索现

代化的过程中，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

明新形态蕴含的精神文明便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精神文明的最新表现形式，

是人类精神文明的新样态。在更为先进的物质文明、更为民主的政治文明、
更为广阔的发展道路、更为和谐的发展环境的支持下，守正创新的精神文明

从根本上完全区别于西方现代化道路孕育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精神文明，其自

身蕴含的价值指向、精神追求、目标旨归、内容结构等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现

代化精神文明的完全超越。
2. 描绘人类精神文明交融与共的世界图景

当今世界，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

发展的历史条件下，国际形势不确定性突出、各国发展不稳定性增强、贸易

交往风险日益严峻等现象起伏不断，这需要人类同心并力、命运与共、砥砺

共进，共同破解时代发展的难题。然而，由于各国文化差异的阻碍，世界如

何形成相互合作的良好关系，亦成为时代留给人类的难题。为此，迫切需要

在精神层面凝聚起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念，进而为打造人类守望相助的共同

体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柱。守正创新的精神文明以其自身的合理性特质，肩负

起培育全人类共同精神家园的责任，它不仅有着内涵丰富的理论意蕴，也有

着鲜明的实践导向，传递出构建人类交互相通的精神世界的和合指向。
几百年来，西方国家野蛮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造成人与人、人与自

然、人与社会关系的紧张以及分裂，人类精神层面遭到重创，迫切需要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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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西方的精神文明给予人精神上的慰藉。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

出: “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① 从政治文明的角度讲，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智慧与文明逻辑。这一文明智慧与逻辑，核心在于缓

解多方面关系的紧张与冲突，通过营造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合

关系，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因此，从精神文明角度讲，

人类文明新形态中的精神文明必然能肩负起治愈人类精神创伤的重担。
中华民族很早就开始了文明交流互鉴的活动。张骞出使西域、鉴真东

渡、郑和下西洋等都记载着中华民族交往交流的文明对话，传递出在交流互

鉴中渴望自身和他人共同发展的强烈精神情感。习近平对世界文明交流有着

美好的愿景，他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 “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

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

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② 今天，“一带一路”的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

张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论述，都致力于营造文明交流互鉴的时空场域，蕴含

着人类和谐共处的价值理念，构成了人类精神文明交互共存的世界图景。

二、“穷”与 “变”: 在知常与明变中开辟人类精神

文明新局面

人类精神文明是伴随社会历史发展不断进步的。自进入资本主义历史阶

段后，人类社会的结构和面貌发生了剧烈变化，人类开始步入现代社会，现

代化成为历史的主题。人类精神文明也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积极寻求转型和转

变，以达到适应现代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的新要求。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孕育了

人类文明新形态，在这一崭新的文明形态内部，精神文明批判地吸收和借鉴人

类精神文明的优秀成果，在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一脉相承的基础上，结合中国

式现代化道路的特征，形成了守正创新的精神文明新形态，赋予了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新的意蕴，解决了人类精神文明难以适应现代化发展的时代难题。
( 一) 穷: 人类传统的精神文明同现代社会的断裂

1. 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逻辑难以适应现代化的发展逻辑

西方现代化的浪潮打破了中世纪的教皇神权和古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束

缚，人类朝向更为理性和自由的精神世界迈进，形成了代表西方现代化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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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产物，这是西方现代化进步的意义所在。一时间，这种现代化的文明成果

在人们精神领域得以显现，促使人们精神领域各种思想观念喷涌而出，丰富

了人们的精神世界。然而，随着历史的进展，西方现代化却逐步走上一条单

一追求经济现代化而忽视其他方面发展的道路。人们的精神世界被财富充分

涌流的假象所蒙蔽，形成了较为空虚且单调的精神状态。于是，隐藏在现代

化逻辑之下的资本文明得以乘虚而入，驾驭和支配了人们的精神生活。
在资本的作用下，精神文明被物化为遵循资本增殖逻辑、发展脉络、原

则要求的产品，变为听命于资本主义生产活动的傀儡，难以为现代化提供思

想保障和精神动力，在思想观念和价值意识层面更难以发挥对现代化的引导

作用。人类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逻辑被资本的逻辑所驾驭，这违背了现代化

发展的应有要求，进而造成精神文明落后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精神文明也

因此陷入了停滞不前的境地。
2. 资本主义精神文明滞后于更先进的社会形态的经济基础

自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人类精神文明伴随生产力的急剧提高，迎

来了一次崭新的飞跃。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资本主义社会在历史上的革命

性作用时，毫不吝啬地赞扬道: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

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①

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下，人类精神文明出现了同高速发展的生产

力水平以及新的生产方式相匹配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精神文明。文艺复兴、宗

教改革、启蒙运动，唤醒了人的自我意识。资产阶级思想家宣扬人之生存、
自由和幸福的权利，广泛提出和宣传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口号，主张

用天赋人权论、人民主权论、社会契约论等思想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和教皇权

威对人的禁锢，用反映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利己主义和享乐思想否定封建禁欲

主义，从而形成了完整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和政治学说，并力求在精神层面

解放中世纪以来人们受到的神权统治和压迫。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私有制及其政治制度的影响下，资本主义现代

化精神文明的形成和发展通过强化对人民群众的精神控制和压迫，来达到维

护与其相对应的经济基础的目的，并试图将这一经济基础当作永恒之物。这

一行为同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在根本上相矛盾，人类社会并没有像资产阶级

思想家设想的那样陷入历史的终结，而是朝向更为先进的社会形态继续前

进。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下，在原有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精神文

明便无法再适应新的经济基础的要求，同时也不能对经济基础产生促进的反

作用，甚至会危及新的经济基础的发展。因此，资本主义精神文明无论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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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么成熟的现代化特征和表现形态，都无法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要求，无法

满足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需要，必定会走向衰落和消亡。
3. 传统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难以满足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从 1516 年托马斯·莫尔发表的 《乌托邦》对理想国的构想开始，社会

主义迄今为止已经走过了五百多年的发展历史。在这一历史时期，社会主义

出现并活跃在人类历史舞台上，实现了由空想到科学、由理论到实践、由理

想到现实的进步与飞跃。历史地来看，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中开辟

了自身的发展空间。在人类步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前，人类历史在私有制的主

导下，呈现出少数人霸占社会主要财产、多数人受压迫剥削的对抗局面。为

结束这种极度丑恶、不公平、不合理的现象，恩格斯主张要建立“一种公正

而和谐的关系”，这体现在 “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

教育的普及”等，以此 “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① 这便是进入社

会主义的历史发展时期。社会主义社会在根本上不同于以往出现的任何社会

形态，它开启了人类历史的崭新阶段。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文明崭新高

度的始点，它既是物质文明崭新高度的始点，也是精神文明崭新高度的始

点。马克思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人对人的依赖、人对物的依赖和人的全面发展

三个阶段。人类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便开启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在人

得到全面发展的阶段中，全面发展不仅是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经济实力的充分

改善，以及人对于高水平生活的需要的满足，同时人们对科学文化和思想道

德的要求也进一步加强，对于精神文化生活的要求也进一步提高，渴望获得

精神上的满足，渴望拥有高质量且幸福的生活状态。
从社会主义发展史角度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世界社会主义发

展的新阶段。在新的历史方位下，伴随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变化，人民

美好生活命题应运而生，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呼声日益强烈、需要日益增强、向

往日益增加。整体来看，美好生活旨在营造并构建一种健康、幸福、美满的生

活状态，其中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要、对享有丰富文化生活和拥有富裕精神生

活的渴望表现得十分突出。然而，在以往社会主义发展历史中形成的传统的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还难以完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特别是在国际国内形势

深刻变化、我国经济社会深刻变革的大背景下，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

加频繁，这给传统的精神文明适应社会发展和服务人民生活带来巨大挑战。
( 二) 变: 在现代化探索中实现新的飞跃

1. 在继往开来中迈向人类精神文明的中国新样态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顺应人类社会发展的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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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规律而凝结成的文明成果。在这一崭新的文明形态内部，精神文明以其合

乎文明整体的发展逻辑，在科学把握和正确认识人类精神文明整体发展规律

的前提下，继承以往人类精神文明的优秀成果，又结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

目标、原则和要求，在人类精神文明遇 “穷”之际完成了守正与创新之
“变”的壮举，迈向了人类精神文明的中国新样态。

守正创新的精神文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精神文

明的阶级局限。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就已经表明了
“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① 精神文明应是每个人所创造出

的属于自己的精神财富，而不应该仅局限在少数人手中或被他人用作奴役的

工具。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同世界上全部无产阶级一样“没有

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② 在中国共产党开辟的中国式现代

化道路中，守正创新的精神文明毫无疑问地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
因此，它突破了阶级局限，成为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要的精神文明形态。

守正创新的精神文明在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养分中厚植文化基

因，超越了资本主义精神文明的文化单薄性。习近平讲到，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植的“文化沃土”，③ 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

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④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积淀了

丰厚的文化资源，形成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和合大同、崇尚

民本的价值理念，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气节，敬老爱亲、忠义诚信的

传统美德，这些都为守正创新的精神文明注入了强大的中华文化力量。
守正创新的精神文明在我国精神文明实践活动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超

越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精神文明的空泛化。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宝贵且丰

富的精神文明财富，这标志着一个反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规律的理论体

系正在逐步成熟，也预示着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日趋科学化、更显实效性。
守正创新的精神文明是对我国已有丰富且多样的精神文明资源加以总结反思

而形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精神文明的最新成果，在继承过去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的经验成就基础上，结合新时代的新方位、新特点、新内涵与新布局，创

造性地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实现新的飞跃。
2. 在扬弃与发展中丰富“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
习近平讲到: “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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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①“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蕴含着

中国人民对精神文明的特有要求，成为中国人民孜孜不倦的精神追求，是中

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也是精神文明构建的目标旨归。守正创新的精神文

明推动着国人在扬弃与发展中丰富了“独特精神世界”。
黑格尔曾言: “一个有文化的民族竟没有形而上学———就像一座庙，其

他各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② 从侧面可以看出，

一个国家或民族，如果没有属于自己的思想和精神，就会成为空洞的躯壳，

无法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鸦片战争后，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下，国家蒙

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国人精神被动、消极懈怠、任人宰割，中国人的

精神世界受到严重的创伤，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黑暗时期。百年来，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踏上了重建精神世界的艰难道路，并取得重要成

就。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反复强调中国梦、中国精神、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初心使命等，传递出重建当代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深刻意蕴，将

精神文明纳入“五个文明”相互协调发展的整体布局，提升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新高度，开辟了守正创新的中国精神文明新局面，日益接近打造出

“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的目标。
“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是鲜明的主体性、深厚的历史性、包容的开

放性、发展的进步性相统一的概念，是中国人所向往的先进的、积极的、崇

高的精神世界，需要一定的精神文明来加以塑造和建构。守正创新的精神文

明与“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具有契合性。经过扬弃与超越发展而成的

新的精神文明形态，其自身蕴含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成为丰富 “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的

力量支撑。共同的理想信念坚定了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信

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人的价值标准和道德准则，成为规范并

提升公民素质的重要要求; 几千年历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最深

层的精神追求，是国人独特精神世界的根基所在，也成为培育民族文化精神

认同的依据。

三、“矢”与 “的”: 用 守 正 创 新 的 精 神 文 明 之

“矢”去射人类文明新形态之 “的”

毛泽东曾言: “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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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也讲到，“更好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坚持

用马克思主义之 ‘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 ‘的’”。① 这都是在强调马克思

主义之“矢”与中国具体实际之 “的”的辩证关系。中国具体实际让马克

思主义有了明确的发展目标和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发挥自身力量的时

空场域。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统筹推进 “五个文明”建设中构建了文明发展

的崭新格局，代表了社会主义现代化文明对既往文明的超越。其中，精神文

明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本存在方式，以其自身的内在特质证明了人类文

明新形态的价值尺度。因此，守正创新的精神文明同人类文明新形态之间亦

构成了“有的放矢”的相互关系，即用守正创新的精神文明之 “矢”去射

人类文明新形态之“的”，这表现为守正创新的精神文明以其自身特有的精

神标识和属性特质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存在的价值依据和精神支柱。
( 一) 守正创新的精神文明树立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精神标识

精神标识蕴含着事物的价值特征，展现着事物发展的精神面貌。从人类

文明发展的历史来看，每一种文明形态都有其独特的精神标识，这是识别一

种文明形态并且表现其价值内核与精髓要义的关键标志。而文明作为对人类

实践活动抽象的概括总结，其自身的属人特质决定了人类文明的精神标识要

想得以表现，就必须借助创造文明形态的人的精神观念。精神文明是文明在

人精神层面的具体表现，人类文明只有通过精神文明才能充分表现自身的价

值特征，由此，精神文明也就构成了反映人类文明的精神标识。
虽然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以血缘关系为表征的家族关系，并且产生了

图腾崇拜和原始宗教等象征人类文明的产物，但这仅标志着人类探索自然的

开始，表现出人类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在奴隶社会，伴随着生产力的进步、
人类社会分工的出现、手工业从农业中的分离、脑力劳动从体力劳动中的分

离，社会出现了城市和乡村分工对立的局面。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物质

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② 这表明，

城乡分工与对立的出现，意味着人类划清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两种劳动形

式，确定了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两大劳动属性。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这两种

不同劳动属性的分工与对立，产生了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体力劳动者

从事物质劳动，生产物质产品，创造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 脑力劳动者从事

精神劳动，生产精神产品，创造人类社会的精神文明。精神文明也得以从人

类文明整体的熔炉中分离出来，从同物质文明混为一谈的早期文明形式中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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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出来，演化为相对独立的文明形态存在，拥有了自己的发展逻辑和脉络，

并且成为反映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标识。
马克思把劳动分工看作是阶级与阶级对抗出现的历史根源，不同阶级有

着不同的精神文明诉求，人类精神文明在奴隶制社会出现后，便在阶级变更

和斗争中，不断实现着自身的发展，相继出现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

主义社会的精神文明形态，不同类型的精神文明形态有着不同的精神标识。
在西方现代化文明突出展现的精神标识之下，福山 “历史终结论”成为西

方社会普遍认同的精神共识。然而，历史已经证明，国家发展仅通过走西方

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道路违背了历史的客观必然性规律，终究是难以站

稳脚跟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明逻辑，并且创造

出蕴含于道路内部的精神财富。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而言，只有真正掌握

道路进程中的精神财富，才能真正走好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才能真正把握现

代化发展的机遇与脉搏。可以说，守正创新的精神文明成为回应“共产主义

失败论”“意识形态自由民主终点论”的力量源泉，成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

标志性价值元素和价值符号，为其他国家发展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与智慧。
( 二) 守正创新的精神文明彰显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精神力量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人民在中

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

和人类文明发展的智慧。中国式现代化孕育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强大的生命

力，这种生命力需要通过内在的精神力量来维系。习近平强调: “当高楼大

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① 精

神文明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自身的丰富内涵蕴含着强大

的精神力量，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精神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从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立足新发展阶段，就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一

系列重要论述和重大部署，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上更好

地发挥凝聚精神力量的作用奠定了基础，形成了守正创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精

神文明，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开创的。守正创新的精神文明

所彰显的精神力量不仅对人类文明新形态产生巨大影响，也对中国式现代化

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守正创新的精神文明通过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和引领

方向，在凝聚中国人民精神力量的基础上，推动精神力量转化为中国式现代

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力量。首先，守正创新的精神文明可以统

一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主体的思想观念，培育正确的思想意识。通过理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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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教育、初心使命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等筑牢这一文明形态的理

论根基、思想之源。其次，守正创新的精神文明凝聚人类文明新形态主体的

精神力量，并将精神力量转化为推动现代化的物质力量。最后，守正创新的

精神文明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方向，确保其应然与实然的高度统一。
( 三) 守正创新的精神文明涵养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追求

作为中国人民精神领域凝聚而成的强大精神力量，守正创新的精神文明

蕴含着正确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导向，表现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追求。在

新的时代背景下，牢牢把握守正创新的精神文明的思想魅力和价值意蕴，既

能在顺应世界形势发展和历史变革中把握正确的发展方向，又能在复杂多变

的国内外局势和发展大势中掌握历史主动，秉持正确的价值追求，创造人类

文明新形态。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全社会共同认可和遵循的核心价值

观是最深刻、最持久的力量。习近平指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

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① 核心价值观是一

个国家、一个民族精神文明最突出的表现形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

人民共同遵循的价值规范和价值要求，也成为彰显并涵养人类文明新形态价

值追求的题中之义。
守正创新的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实现了

高度的有机统一。这首先表现在人民是社会主义的价值主体，社会主义的价

值通过价值观而凝聚，而价值观亦是守正创新的精神文明的精髓要义，因

此，二者的价值主体具有相通性。其次，守正是价值实现的原则，亦是精神

文明发展的原则，由此，二者的发展原则具有一致性。最后，创新是价值实

现的途径和形态，亦是人类文明新形态中精神文明的实践进路和基本样态，

可见，二者的实践路径和样态表现具有共同性。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强调，“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

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

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② 应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过程中，主动深入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精神世界，全力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创新意义，在不断延续民族文化命脉中推动精神文明开拓前行、推陈出

新，创造性地形成既有中国气派、中国风度，又有人类意义的精神文明新形

态，切实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 责任编辑: 李 涛 王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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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ing the Question of the Times on the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with Ｒighteous and Innovative Cultural-Ethical Standards

Xiang Jiuyu Wang Zhiwei

【Abstract】 Chinese modernization has given birth to a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creating a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five human civilizations for the

first time. As an important manifestation of the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it

has critically inherited the excellent achievements of previous human civilizations

and combined them with the new features and requirement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With the good command of the“change”and“changelessness”of

the times，it has dealt with the“changelessness”by“keeping the righteousness”

and“all changes”by innovation，forming the righteous and innovative cultural-

ethical standards，a new Chinese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This new form broke

through the entrapment of Western modern cultural-ethical standards and drew a

new picture of human cultural-ethical progress. It presents a new path of human

spiritual civilization from the “division” and “change” of traditional human

spiritual civilization，achieving a new leap in the exploration of modernization，and

scientifically answers the question of the times on the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with its own intrinsic value scale. The righteous and innovative cultural-

ethical standards formed on the basis of transcending traditional spiritual civilization

constitu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method”and“goal”with the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The“method”of the innovative cultural-ethical standards is

used to accomplish the“goal”of the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which is

reflected in the spiritual support given by the former to the latter and prov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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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ionality of the la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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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Yellow Emperor in the paper，based on the character in the

historical sense，is tak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from the cultural sense. The

advocate of the golden mean originated from the ancient people who studied the

heaven and the earth and formed the consciousness of“three Powers” . On this

basis，the concept of the integration of heaven，earth and human was formed in the

Yellow Emperor Era. Among the five elements，earth is respected，and hence

yellow earth is honorable，and the Yellow Emperor reigned the world in the name of

the virtue of earth and governed the world by the golden mean. The shaping of the

sanctity of the Yellow Emperor as“Central Emperor”by the ancient state ritual has

become an organic part of the spiritual belief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concept of

the golden mean，which is associated with yellow earth，yellow and Yellow

Emperor，has its origin with the concept of“Central Empire”and constitutes the

primitive foundation of“why China being called the Central Emp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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