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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界意义 
 

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兼哲学部主任  韩庆祥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陈曙光 
 

 
    中华文化具有“兼济天下”的情怀，不会将自己的美好生活建立在其他民族的不幸之上。 
    中国道路为世界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新模式，证明通往现代化并非只有华山一条路。 
    中国成功代表着一套新的价值观念的成功，为维护人类文明多样性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发展改写了昔日大国霸权扩张的发展逻辑。中国越强大，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就越大。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提出并系统论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是党中央治
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内容，画出了中华民族最大的同心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

想凝聚和寄托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是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会极大地改变中国，还会深刻地影响世界，具有深远的世界意义。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息息相通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息息相通。从世界视野看，中国梦是
面向世界的，中国的逐梦之旅注定与世界同行。中华文化具有“兼济天下”的世界观和情怀，中

国人不会将自己的美好生活建立在其他民族的不幸之上。中国人希望自己过得好，也要让别人过

得好；认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不是一个和谐的世界，大家共同发展才是好的发展。习

近平同志在接受外媒采访时强调，我们“不仅致力于中国自身发展，也强调对世界的责任和贡献；

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世界人民”。中国梦以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为目标，但中国绝不会只

顾自身发展。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新型大国关系构想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主张等，都是从中国人民与世界各民族合作共赢的根本利益出发的。 
    中国梦是合作共赢之梦、和平发展之梦。在信息时代，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地球村”，“老
死不相往来”的国际关系格局早已过时，“鸡犬之声相闻”成为国际交往的新常态。联结中国与

世界的，不仅是深厚的友谊、密切的利益纽带，还有息息相通的美好梦想。中国的事业是人类进

步事业的一部分，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发展的一部分。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通过

自己的努力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梦想，本身就具有世界意义，就是对人类的巨

大贡献。而且，中国可以通过自身的发展带动和促进世界共同发展。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

国成为助推世界经济复苏的“主引擎”。中国的发展越好，对世界的贡献就越大。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不仅惠及中国，而且惠及世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破解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提供中国方案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历史和实践证明，这是一条符合中国国情、走得通、走得好、走得稳的

道路，今后我们还将沿着这条道路坚定不移走下去。 
    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是确定无疑的，但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是可以选择的。虽然西方最先完成了
现代化任务，最先享受到现代化成果，但并不意味着只有西方掌握着打开现代化之门的钥匙。西

方模式只是实现现代化的一种选择，而非唯一选择；西式现代性只是现代性的一个版本，而非唯

一版本。西方收获了现代性的巨大成果，但同时也遭遇了“现代性之痛”。每个国家、每个民族

都有权选择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书写属于自己的现代性内涵。习近平同志指出，“世界上没

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我们愿意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但不会照抄照搬任何国家的

发展模式”。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有 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国土，有 13亿多人口，有非常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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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现实国情，没有理由跟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西方也没有能力告诉中

国该怎么办、不该怎么办。 
    如何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中国有自己的独立判断，没有简单复制西方的发展模式。邓小
平同志指出，“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我们主要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条件，以自力更生为主”。习近平同志强调，“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这就是说，中国要完成现代化

任务，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必须坚持走中国道路。中国道路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就是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

态文明建设以及其他各方面建设；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坚持改革开放；既不断解放和发展社

会生产力，又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国道路顺应世界发展潮流，是

以社会主义为底色、以中国特色为标志、以现代化为目标的发展道路。今天，世界风云变幻、中

国风景独好，走中国道路使我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过去那般艰难困苦我们都没有进入西

方设定的历史轨迹，今天就更没有理由跟随西方的脚步。我们应有这样的道路自信和战略定力。 
    中国道路是中国自主开辟的现代化道路，是不同于西方模式的伟大创举，是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中国创造，是破解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的中国方案。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在于：它是对

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探索，为世界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新模式；中国

道路的成功改变了全球发展观念，证明了“单一发展模式与模式可输出理论的简单和偏颇”；中

国道路的成功打破了西方经验唯一正确的神话，终结了西方模式主宰世界的线性史观；中国道路

的成功证明了通往现代化并非只有华山一条路，所谓“全球化=西方化”“现代化=西方化”不过
是西方编造的神话；中国道路的成功将西方的“普世模式”还原为地区性模式，人类开启了一个

没有“普世模式”的多元化时代；中国道路的成功向世界揭示了“走自己的路”、寻找适合本国

国情的发展模式才是不变的法则、永恒的真理。中国道路所蕴涵的方法论不只属于中国，也属于

世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维护人类文明多样性贡献中国智慧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仅仅意味着经济体量的壮大，还包含文化、价值观和精神等软实力的
增强。探寻中国道路成功拓展的奥秘，不能遗漏文化、价值观和精神的因素。习近平同志指出：

“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不仅要在物质上强大起来，而且要在精神上强大起来。”作为一个生长

于五千年文明沃土的古老国度，中国没有理由成为一个物质崛起、精神塌陷的“跛脚”国家，没

有理由成为失去精神自我、漂泊无依的“流浪”国家，更没有理由成为依附西方、寄人篱下的“香

蕉共和国”。 
    中国道路的成功奥秘就蕴藏在独特的文化精神之中。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实现“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归根结底靠共同的价值信仰和精神追求。中国

人有自己独特的精神世界，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正在书写属于自己的现代性。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如空气般无处不在，人们日用而不觉。中华儿女纵然四海为家，精神上也不会失去安身立命

之所；即使走得再远，也能循着“精神之乡”的灯塔找到回家的路。 
    文明是多姿多彩的，归于一尊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人类文明兼收并蓄，
世界才会姹紫嫣红。“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不同文明凝聚着不同民族的智慧和

贡献，没有高低之别，更无优劣之分。文明之间要对话，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然而，

“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者却以为，起始于欧洲的文明进程“是唯一成功和正确的发展

逻辑”。他们只认同一种文化，那就是西方文化；只接受一种结局，那就是世界文化西方化、西

方文化普世化。美国学者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其实就是“文明终结论”，他对西方文明的

推崇是以排斥其他文明的合法性为前提的，这显然违背了文明发展规律。福山曾经宣称：“构成

历史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不可能再进步了，原因在于，所有的真正的大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在

他看来，西式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和制度模式无可匹敌，人类历史的演进已经走向终结。这是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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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狂妄。如果世界上唯一未曾断裂的文明不能纳入人类思想宝库，那么谁还有资格？如果缔造

“中国奇迹”的文化和价值观念被排除在人类思想宝库之外，那么谁还够条件？福山或许认识到

了自己的轻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他修正了自己的观点。尽管并未从西方文明的终极幻
想中走出来，但他不得不承认，世界历史并未终结，人类思想宝库有必要为中国留下一席之地。 
    中国的成功实际上代表着一套新的价值观念的成功。这是中国为维护人类文明多样性作出的
重大贡献，也是中国奉献给全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早在 60年前，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中国应
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今天，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和精神就是我们对人类的贡献。这样一

种新型文化、价值观和精神，源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立场，源于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源于中国

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这是能够解码中国道路、破译“中国奇迹”的文化密码，是不同于新教伦

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价值体系，是对西方价值观念唯一正确性构成巨大挑战的思想资源，是对西

方自由民主制度具有比较优势的精神财富。如果没有中国果敢地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文明的现代

化之路，很多国家可能真的要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惯性中沉沦，失去独立思考、独立自主

的能力，永远无法冲破西方现代性的“牢笼”，永远只能扮演西方文明追随者、模仿者的角色。

现在，一些被迫西化的国家在反思自己的发展道路时，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除了资本主义别

无选择”，这是西方描绘的未来世界图景。然而，如果全世界真的都走向西方化，那将是人类遭

遇的最大人文精神危机，将是包括西方在内的全人类的悲剧。 
    因此，从世界意义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成功动摇了西方经验支撑的“普世价值”，也动摇了
其力图维护的战略利益、现实利益和国际规则；中国的成功意味着西方文明中心论的破产，也意

味着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得到捍卫；中国的成功意味着一种新文明形态的出场，也意味着 21 世纪
人类思想宝库盖上了“中国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维护世界和平增添重要力量 
    从一定意义上说，一部世界历史就是一部力量转移的历史。进入 21 世纪，中国的和平发展
不再是梦想，而成为活生生的事实。中国以和平的方式成功发展，这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的重大

贡献。同时，中国的和平发展标志着世界上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力量进一步增长，世界舞

台上维护和平的力量进一步壮大。 
    中国对世界和平的贡献突出表现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上。自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
的外交就逐渐由“回应挑战式”外交走向“提升国际话语权式”外交，在世界上进一步显示中国

力量。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强调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
的新型国际关系、外交新格局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围绕“和平发展”理念，建构好中俄尤其是中

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两个重点；围绕“合作共赢”理念，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搭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两条线；围绕“文明互鉴”理念，
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互联互通，打通欧亚大陆桥这两个面；围绕“亲诚惠容”理念，构建好周

边外交这个局。这一系列重要主张，最终目标是实现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同繁荣发展、共享世界和

平。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在这个狭小的地球村里，国与国之间利益交汇、命
运交织、休戚与共，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地球是人类生存的舞台，不

是国家角力的竞技场。各个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谁都不应

选择对立对抗的发展道路，谁也不能为了一己之私搞乱世界，谁都无法在乱世中独善其身。世界

各国相互补台，人类发展才会好戏连台。习近平同志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是中国坚持走

和平发展道路的明确宣示，是中国为筹划世界发展蓝图而推动的顶层设计，也是中国作为一个负

责任大国对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而给出的中国思路、中国方案。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本身就是一个世界历史事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一个强大的中国不是世
界和平的威胁，而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坚力量。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实现中国梦给世界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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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和平，不是动荡；是机遇，不是威胁。”中国越强大，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就越大。中国的

发展既改写了昔日大国霸权扩张的发展逻辑，也改写了大国崛起后称王称霸的历史宿命。中国的

和平发展道路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成功超越，它昭示我们：大国崛起并非只有靠战争

起家、掠夺致富一条路，以和平的方式发展、以文明的姿态崛起将是未来世界的优先选项。中国

的强大意味着国际霸权格局必将走向终结，意味着“强而不霸”将取代“国强必霸”上升为新的

历史逻辑，意味着人类有望迎来一个没有霸权的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