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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乔清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

续和发展，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

化的传承和升华”，“要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

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

时代发展的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基

础”。这些讲话凝结着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之间关系的深入思考，彰显了优秀传统

文化对于“四个自信”的有力支撑，系统地阐述了中

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说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博厚而又悠久的生命力，向世界展示

其作为一种文明模式的魅力，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

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既关乎中国的发

展，也关乎人类的发展。

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生命力的重

要源泉之一

传统是人们在与自然、他人以及其他国家或族

群交往的过程中形成的具有一定稳定性的思维方

式、行为模式和文化、文明表达系统。传统通过柔性

的地理、群体、风俗和精神边界把一定群体的人们确

立为一个具有文化同一性的社会共同体或文明体，

成为其中具有超越性的生命力和维系力。在文明体

发生重大变故或转折时期，传统发挥维系文明体的

同一性的作用，所以具有“保守”的特性，但它同时又

是文明体适应时代变化而自我更新的力量源泉，所

以又具有“变革”的特性。

中华民族是一个由多族群构成的文明统一体。

历史上以朝代更迭的形式形成的地域、族群和文化

的自然融合，塑造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充实、丰

富和提升了中华文明的格局、特征和内涵。“周虽旧

邦，其命维新”就是文明的更新。因革损益、变化日

新，厚德载物、自强不息，明德新民、止于至善构成了

中华文明嬗变转型、不断自我提升的内在精神动力，

这种动力的更深层的思维模式则是“一阴一阳之谓

道”的辩证法思想。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表明，传统并

非一套僵化和固定的套子，而是时刻和社会处于相

互适应的过程之中。传统的人和人的传统始终处于

形成和发展中；传统塑造国情，当代接续历史。传统

文化是重要的国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在

一定意义上是文化传统的映照。传统文化的博厚、

悠久和高明熔铸于当代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充

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命力，传统文化的道

义性和可信度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令人心悦

诚服的国际话语权，传统文化的人文内涵奠定“四个

自信”的人文基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必定是

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而文化复兴也必将进一步助

力民族的复兴。

传统文化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的建构性

力量

传统文化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具有建构意义。

正是因为有深沉的文化传统的力量，中华民族才实

现了旧邦新命的历史转型。众所周知，近代中国在

经济和军事上积贫积弱，但这样一个弱国不仅没有

灭亡，反而在磨难中凤凰涅槃地走上了社会主义道

路。这当中，传统文化起了通过变革维持民族生存

的重要作用。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五四运动

到新中国成立，从“一边倒”地学习苏联模式到改革

开放，我们在现代化模式的选择上经历了西方化、资

本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苏联式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等特点迥异的不同阶段。始终贯穿于这

些阶段之中并支撑着这些阶段不断地适应新形势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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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自我更新的命运抉择的力量，则是文化传统自

强不息的深厚传统。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常见批评是它没有衍生出

现代化，使中国近代遭受种种挫败，对此我们应辩证

地看待。首先，诚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若能按照自身

历史演进，中国最终也会走上现代化道路，但西方列

强的侵略打断了中国自我演化的历史进程。其次，

就整个人类历史来说，资本主义在何时何地产生是

一个具体事件，具有一定的偶然性。说到底，也仅仅

是英荷等西欧国家内生地出现了资本主义，而世界

绝大部分地区都没有原发地产生资本主义。历史发

展的逻辑并不是也不会是每个民族都同步地原生出

或进入资本主义，没有率先进入资本主义并不是一

个民族的耻辱。事实上，人类文明是相互交流的，并

不需要每个民族把人类文明的成果都重新发明一

遍。再次，若发达国家能够与落后国家平等地、和平

地交往，落后国家也是能够走上现代化道路的。中

外历史研究常常批评近代中国、批评清王朝闭关锁

国，这固然有其道理，但公正地说，在评价近代中西

交往史以及列强与落后民族交往方面，合乎道义的

立场是谴责侵略而不是批评被侵略者物质文明落后

和国力衰弱。“先生老是侵略学生。”近代的社会现实

促使中国选择一条超越和克服资本主义、帝国主义

的现代化道路，社会主义回应了先烈们对于符合道

义的公正平等的现代化道路的期盼，自康有为以来

引起人们重视的小康、大同、“天下为公”的传统资源

为我们选择这条道路提供了内在的文化定向和支

撑。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强有力的马

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武器，一大批具有家国天下情怀

的马克思主义者取代旧民主主义力量登上历史舞

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提供了

现实性力量。可以说，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内

在的文化传统和外在的历史条件交互作用的结果，

传统为社会转型提供了助力。

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支

撑性力量

对于当代中国的发展，一些西方人士不理解，照

他们的观点，中国早就该停滞甚至崩溃了，而照他们

中另一些人的观点，中国的发展则是对于世界的威

胁。可是，就在相互矛盾的崩溃论和威胁论吵吵嚷

嚷的几十年当中，中国和平地实现了经济社会的飞

跃。这表明，中国的发展道路是正确的，制度是合理

的，理论是成功的，而在这三者的深层，则是文化传

统对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社会发展恰如水的流

动，顺着原有渠道总是更为通畅。现代化进程以什

么模式展开，离不开文化的定向、塑造和促进作用。

传统文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隐微而不可见的支撑

性参数，如“通财之义”的观念就提供着银行和金融

机构所主导的资金流动之外的又一条资金流转渠

道。这一渠道甚至更重要，因为它更为直接地维系

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日常

生活的各个层面弥补了国家财政的不足。对世界各

国现代化进程进行抽象，可以得到一些普遍性因素，

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现代性”，如民主、法治、自由、平

等、公正、正义等，这些人类的共同价值在不同的文

化背景中有不同的实现形式。现代性不等于西方

性，尤其不等于西方当下的一些做法。中国将以自

己的方式展开现代性，并基于自己的文化传统实现

人类的共同价值。不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就很难

深入地了解这种现代性的展开和实现形式。传统的

福利思想、乡贤意识、家风家训、乡规民约、社会自治

等文化要素都是推动现代化进程的有利因素。当前

我们应该更为自觉地发挥文化传统的作用，完善社

会治理结构，塑造现代化模式，使之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现代化进一步提供文化支撑力量。

从文化自信到文明自信：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

的一种类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功发展奠定了道

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的现实基

础。中国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

辩证统一的价值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二者与传统文

化相结合的结果。我们之所以可以拥有文化自信，

不仅来源于文化传统的灿烂丰富和悠久，更重要的

是来自于它的道义性和人类性。西方理论之所以对

于中国的发展失语，就是因为其中没有包含中国传

统文化，认识不到中国社会现象背后的支撑性因

53



河南社科文摘32018

文 化 WENHUA

素。所以，建立社会科学的中国理论，确立人类文明

的中国话语，是目前中国学术界一项迫在眉睫的任

务。这不仅对于中国是有意义的，对于人类也是有

意义的。未来中国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治理的进一步

完善和定型，将会是中国基于自己文化传统的旧邦

新命和贞下起元。中国的历史轨迹与欧洲不同。中

国没有典型的奴隶制，但封建时期悠久，文化灿烂，

经济繁荣，科技发达，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近代以后

陷入落后被动的局面。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得中

国再次站到了人类文明的前锋，提供了不同于西方

现代化的文明模式，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

种文明类型的人类意义。作为文明类型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它的持久的生命力来源之一是传统文

化。特色是特点，不是特殊性，而恰恰是普遍性和生

命力所在。文化的生命力和现代化模式的生命力一

道，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命力的有力支

撑。应把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置于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现代化进程之中，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定型的过程中实现中

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升华，从而实现中国文化的

日新又新。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

动力，而经典理论和传统文化则是中国化马克思主

义的两个源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和中

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辩证统一

的，现实的社会进程是传统文化自我更新的辩证否

定环节。传统为现代化进程提供文化支撑力，现代

化进程则为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现

实内涵和力量。中国不仅可以有文化自信，更可以

有对于中华文明的文明自信。文化是更基础、更基

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文化底蕴深厚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文明模式的人类感召力的重要

来源之一。

未来中国文化将是基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立

足于人类的未来发展，在吸收西方文化基础上的马

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的融合统一。它具有人类性，

超越地域性；具有普遍性，超越狭隘的西方现代性；

具有道义性，超越西方文化的自私性。这种文化既

是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

的有机融合和统一。这种文化体现了中国主体性，

标志着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又具有人类原创性，能

够引领国际文明话语，丰富人类文明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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