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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世界知道中国 
 

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武汉大学教授  陈曙光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
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让世界

知道“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六

个中国”，内涵丰富，旨意深刻，对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国际话语场的“中国图像”不是由中国话语塑造的，附着了很多非中国的元素 
    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让世界知道“六个中国”呢？笔者以为，原因就在于世界不
知道，或者说，世界知道的中国有的是歪曲的中国、错位的中国、颠倒的中国，附着了很多非中

国的元素；准确地说，西方知道的中国根本就不是真实的中国，而只是西方的某个他者形象。 
    毋庸置疑，国际舞台上的“中国图像”不是由中国话语塑造的，而是主要由西方的汉学家、
中国问题专家以及西方的媒体和政客塑造的，他们大都是戴着有色眼镜来观察中国，以西方的思

维方式来思考中国，以西方的话语逻辑来裁剪中国。因此，结果必然是这样：他们说得越多，离

真实的中国越远；他们说得越清晰，中国图像就越模糊；他们说得越确定，中国形象就越是被置

于悬疑之中。 
    西方话语中的“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中国性”的缺席和“西方性”的附着。“中国模式”
与“华盛顿共识”中耦合的地方被无限放大，而“中国特色”的成分则被挤压到边缘地带，甚至

干脆虚无化。比如，他们认为，中国模式无非是西方模式的复制品，中国模式的出路无非是向西

方普世原则靠拢，中国模式的成功无非是为新自由主义增添了又一个成功样本；还比如，西方一

些人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自由、没有民主、不尊重人权的国家，中国是一个落后的专制国家，

中国是一个没有大国责任感的国家，中国是一个濒临崩溃的国家，中国是一个充满霸权野心的国

家。 
    在国际话语场，“中国”俨然成为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没有自身独特的规定性和确定
性，陷入了“没有标准，怎么说都行”的解释怪圈之中。中国的话语劣势主要表现在：话语议题

由西方设定，话语规则由西方制定，话语真伪由西方裁判。回顾近 30 年来的话语变迁，我们惊
讶地发现，西方话语对中国“情有独钟”，丝毫不亚于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话语争锋，“历史终结

论”影射中国，“文明冲突论”直指中国，“大国责任论”捧杀中国，“中国崩溃论”棒杀中国，“中

国威胁论”孤立中国，“价值观外交”围堵中国，“霸权稳定论”遏制中国，“民主和平论”忽悠

中国，“航行自由论”依然剑指中国。此外，西方还在涉藏、涉疆、涉台、涉港、涉恐等问题上

制造话题，挑拨离间，混淆是非，试图遏制中国的和平崛起，真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当然，中国以世所罕见的速度崛起，话语体系建设相对滞后也是难以避免的。但时至今日，
中国不能满足于行动上的巨人、语言上的矮子，不能满足于扮演轻言少语、无足轻重的巨人角色，

中国的发展优势在话语权、软实力方面应该得到相称的体现。 
    前“三个中国”归根结底是打造“话语中的中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
国”。笔者以为，这前“三个中国”归根结底就是要用中国话语重塑中国图像，打造“话语中的

中国”。 
    中国崛起是 21 世纪最为重大的世界历史事件。然而，中国的发展优势并没有转化为话语优
势。我们知道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还应该知道无语就要挨骂。解码“中国道路”，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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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中国话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物质要崛起，精神也不能塌陷；硬实力要强大起来，软实力和

话语权也要强大起来。一个话语权旁落的国家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强国。 
    所谓“话语中国”，指的是由话语塑造的“中国形象”，或者说，隐匿在话语中的“中国图像”。
“话语中国”是相对于地理中国、经济中国而言的，它所表征的是当代中国的意义世界，是标识

中国“身份自我”的文化符号。 
    建构“话语中国”，将被西方话语歪曲的“中国形象”重新矫正过来，塑造真实的中国图像，
关键是对“中国性”的揭示和对“西方性”的祛魔。还原被遗漏掉的“中国性”，清除随意附加

在中国身上的“西方性”，开启用中国话语塑造中国图像的新时代。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性”

一直在与西方的不平等交锋中现实地存在着。今天，建构“话语中国”，关键就是进一步揭示“中

国性”、彰显“中国性”、壮大“中国性”。 
    “话语中国”的成功出场，主要是看在国际政治和学术舞台上，有关涉中的话题是否由中国
主导，“讲什么”是否由中国决定，“怎么讲”是否取决于中国，“讲的对不对”是否由中国判定。

一句话，“涉中”的话题中国说了算，这就是话语权，这就是软实力。如果反过来，“中国故事”

的国际话语由西方主导，西方人反客为主、到处点火、说三道四，中国只能疲于应付、到处灭火，

那就失去了话语权。 
    今天，“中国奇迹”已经不是哪些人不想面对、不愿承认就可以不面对、不承认的事实，中
国学术若能够对发生在中国的“故事”给出科学的解释和说明，若能够将“中国经验”上升为普

遍性的概念体系和知识范式，若能够为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给出中国的方案，那么，中国话语的

世界意义必将彰显，国际学术话语的中国时代终会来临，中国的发展优势也终将转化为话语优势。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今天不能简单地以“西强我弱”来判定中国话语的方位。应该分三个层
次来看：第一，在经济层面，中国的话语权显著增强，亚投行、“一带一路”等极大地改善了国

际话语生态和中国的话语环境，东西方处于均势，其发展的方向是从均势往优势地位转化；第二，

在制度层面，我们的话语权在提升，通过 G2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以及
其他相关架构，我们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其转化的方向是从劣势向

均势转化；第三，在价值观层面，基本上是西强我弱，我们所说的在西方看来很多都不接受，西

方所说的在我们看来很多都充满偏见，中西之间的话语间距、话语隔阂、话语落差非常大。 
    后“三个中国”的落脚点是“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让世界知道“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
中国”。笔者以为，这后“三个中国”的落脚点是中国崛起对于人类的贡献。 
    1956 年，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今天，60 年过去了，中华
民族健步走向富强，优雅地崛起，也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于这一点，我们既无须自吹

自擂，也不必自我贬低。中国对人类的贡献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大贡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梦想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息息相通。中华文化
中始终具有“兼济天下”的世界观和情怀，中国人希望自己过得好，也要让别人过得好。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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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进步事业是人类进步事业的一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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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惠及世界。 
    第二大贡献，“中国道路”绕开了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模式，改写了全球发展观念，为破解人
类面临的共同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过去 30 多年发生的变化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这
是中国绕开西方发展模式的结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

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

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中国走出了一条不同

于西方却更加成功的现代化之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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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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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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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规则和全球发展观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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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挑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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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的成功向

世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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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编织的又一个神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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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大贡献，“中国精神”揭示了中国奇迹的文化密码，捍卫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为人类
思想宝库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的崛起实际上代表着一种新的文化精神的崛起，中国的成功实际

上代表着一套新的价值观念的成功，这是中国为保存人类文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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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套完全不同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价值体系，是

一套对西方价值观念构成巨大挑战的思想资源，是一套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具有比较优势的精神

财富。如果没有中国在资本主义的层层夹缝中闯出一条新路，没有中国在西方大国的重重包围中

坚定地突围，没有中国果敢地走出一条不同西方文明的现代化之路，人类可能真的要在“西方中

心主义”的思维惯性中沉沦，永远地失去独立思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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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资本主义别无选择”，这是西

方承诺的未来世界图景。然而，如果全世界真的都走向“西方化”，那将是人类迄今为止遭遇的

最大人文精神危机，这将是包含西方在内的全人类的悲剧。 
    第四大贡献，“中国力量”增添了维系世界和平的重要筹码，终结了“国强必霸”的陈旧逻
辑，开辟了“强而不霸”的发展道路。西方近 500年来的历史表明，只有不能称霸的国家，没有
不想称霸的国家，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英国、德国、美国，莫不如此。进入 21世纪，
中国这头睡醒的狮子究竟是会步西方列强的后尘，还是会成为大国崛起之路上唯一的例外呢？答

案是明确的，中国将会是一个例外。中国自一开始就没有重复昔日大国崛起的老路，中国以和平

的方式崛起，崛起后依然会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一个强大的中国不是世界和平的威胁，相反，是

维系世界和平的中坚力量。中国越是强大，维系世界和平的力量就越大，筹码就越足。中国的崛

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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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发展道路昭示世界，大国崛起并非只有靠战争起家、殖民掠夺一条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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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崛起，意味着国际霸权格局必将走向终结，

意味着“国强必霸”的成旧逻辑将日趋没落，意味着“强而不霸”的发展逻辑将上升为新的时代

主轴，意味着人类将有望迎来一个没有霸权的新时代。 
    总之，让世界知道“六个中国”，让全世界不再透过西方理论的“针孔”来理解中国，让国
际话语场的“中国图像”恢复它的本来面目，让“学术中国”“理论中国”“话语中国”成为唱响

世界的亮丽名片，这是时代交给我们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