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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国式现代化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秦  敏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  710068） 

摘  要：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代代的中国共产人通过不懈努力，在深入推进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基础上，实现了
全面开启中华民族强起来的新时代。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在实现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上提供了新选择，社会主义现

代化发展道路积累着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韵味，以镌刻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缔造新的伟业，以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骨骼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

的背景下，致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同时，实现中华民族通过和平发展，再次走在世界前列。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实践过程中，继

承和弘扬了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中国不受外来力量控制、支配，自己行使主权的优良传统、“人民是国家之根本”的民本思想、“中

华民族亲如一家，情同手足”理想信念、“人与自然、人与人及人自身的和谐”生态理念、“和睦同心”外交思想，凸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中蕴含的时代价值，鲜明地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重要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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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is rooted in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Qin Min 

（Shaanxi Youth Vocational College 710068） 
 
Abstract：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generations of Chinese Communists through unremitting efforts, in the deepening of internal reform, opening 
up and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to achieve the comprehensive opening of the Chinese nation strong new era. The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drive in the new era provides a new choice in realizing the great goal of building China into a great modern power,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has accumulated a profound flavor of the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Based on the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hich embodies the 
deepest spiritual pursuit of the Chinese nation, To uphold and develop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mbodies the thousand-year dream of the 
Chinese nation, At the acceleration of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the world in a century,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 new roun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While committed to promoting the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o achieve the peaceful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 Once again to walk in the forefront of the world. In the practice process of the new road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Inherits and carries forward the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nation. China is not controlled and controlled by foreign forces, The 
fine tradition of exercising his sovereignty, the people-oriented thought that "the people a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country", and " The Chinese nation is 
like one family, "Brothers and brothers" ideals and beliefs, the ecological concept of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man 
and themselves", and the diplomatic thought of "harmony and unity", Highlighting the value of The Times contained in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t clearly shows the new path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build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t 
provides an important opportunity to create new forms of human civilization. 
Key words：Chinese style modernization; new road; traditional culture 

 
在创造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进程中，应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

奋力前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发展中孕育而
来，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深刻揭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当代价值，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新形态作出更大的贡献。中国
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超大型人
口规模、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和相互帮助最终达到丰衣足食的生
活水平、物质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决维护国
家核心利益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将马列主义与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充分融入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
革命与建设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具体实践中，并在实践中赋予了中
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丰富内涵，全面推动了中国社会文明程度达到
新高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跃上了新台阶。 

一、中国独立自主的优良传统 
独立自主指的是中国不受外来力量控制、支配，坚决维护国家

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不容任何人任何势力侵犯和分裂，所有国
家都有权根据自己的国情独立自主地处理国内和国际的一切事务。
在古文化中，“独立自主”可理解是唯有首先独立定夺，才能自主
存在，唯有自主行为，才能寻得独立发展。纵观中国数百年的历史
洪流，党领导人民秉持中华民族独立自主精神进行伟大奋斗，坚持
独立自主既是一种志气骨气，也是一种思维方法，更是一种精神传

承。党用鲜血、汗水、泪水写就了百年峥嵘，“走自己的路”，是我
们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经长期奋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阔
步走进了新时代，立足现阶段我国社会性质及国家所处的社会发展
阶段，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采用与欧美国家迥然不同的发展方式，
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种延伸。现在的国际局势千变万化，
开创出诸多与过去发展模式不同的现代化新路径，从中国的国情出
发，维护主权，不受别人的控制或支配，是走好中国式现代化新道
路的内涵特征[1]。 

二、“人民是国家之根本”的民本思想 
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属于人民，全体社会主

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
祖国统一的爱国者都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国家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双方关系密切，相互依存。战国时期哲学家、
思想家、教育家孟子提出，人民需放在第一位，国家其次，君在最
后。这是因为，有了人民，才需要建立国家；有了国家，才需要有
个“君”。国家是为民众建立的，“君”的位置是为国家而设立的。
这里，轻重主次的关系是很清楚的，国家政治，一切以民为本。战
国末期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荀子用“水
则载舟，亦能覆舟”的观点，以水和舟的关系来比喻君民关系，“水”
为民，“舟”为君，水既能让船安稳地航行，也能将船推翻吞没，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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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水中。在民本思想体系中“万民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天之立君，
以为民也”“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等，认为始终坚持群众观点，
走群众路线，才能使国家各项事业蓬勃发展，日益富足强大。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汲取中华传统文化
的“民本”情怀和充分贯彻马克思主义人民性和实践性的基础上提
出，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的重要论断，反
映出我国人口基数大，增长速度快的基本国情，准确概括出中国的
国家性质即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
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发展数量巨大的现
代化，是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和相互帮助最终达到丰衣足食的生
活水平的现代化”，这条道路另有一种独特的风格，在对中国传统
文化民本思想的继承与创新上要把促进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
起来，先富的帮助后富的，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奋斗目标
摆在重要位置，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和地位，始终把人民的利
益放在首位，牢牢守住人民群众的心，把持续为人民群众增添福祉
当做终身事业，进而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成果能够被广大人民群
众所分食[2]。 

三、“中华民族亲如一家，情同手足”理想信念 
中华民族亲如一家，情同手足是古代社会的基本思想底框，充

分体现了儒学乃至中华民族文化伦理道德的主要内容，即孔子的
“仁”学思想，勾勒出了“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能有崇高的意境
思想，为祖国为人民为国家为社会奉献自己的一切，国家利益高于
一切，不自私，不为名利，只为奉献”“世界各国的人民都像兄弟
一样”“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天下大同”理想信
念的基本特征为对内“讲究信用，谋求和睦”“忠贞仁爱，恭谦有
序”“义利合一”，对外“以和平相处至上”“和睦地相处，但不随
便附和”“亲仁善邦”，将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天下大同思想相融合，有助于构建一个生产资料和物质基
础充足，全民精神富有达到新高度的理想世界，坚定不移走中国式
现代化新道路对内合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将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实践逻辑，对外合乎世界历史
发展的一般规律，中国式现代化与历史洪流中人们追寻的“天下大
同”的理想和信念不谋而合，进一步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机
与活力，是创新升维助推经济快速发展、切实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
荣兴盛的新道路。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既要促进全体
人民实现物质上的富裕富足，又要实现精神上的自信自强，准确把
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大局中的定位方位和阶段性特征，坚实物质和
精神文明相协调，能够丰富精神世界，增强精神力量，让人民群众
更好地共享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在实现世界大同的同时，全面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儒家学者津津乐道的“大同”理
想社会的一种延续，这种对民族历史上道德传承、各种文化思想、
精神观念形态的继承和发展，让人民群众对实现“大同”社会的决
心更加坚定，极大激发了人民群众接续奋斗的士气和干劲，以保持
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迎接中国式现代化的
全新人类文明形态[3]。 

四、“人与自然、人与人及人自身的和谐”生态理念 
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不仅是

人类生存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前提，中国古
代的统治者十分重视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处理。“天人合一”的思
想观念最早是由道家学说的主要创始人庄子阐述，后被汉代思想
家、阴阳家董仲舒发展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并由此构建了
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道家认为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能够相通。
《老子》第 25 章提出了“道法自然”的思想主张，原文曰：人法
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我国古代原始社会时期，原始人
顺应大自然，人类的生存生活依靠自然，人与自然是相互联系、相
互依存、相互渗透的：农业文明时期，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进步，
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逐步进入了开发阶段，人们通过
劳动改造自然、向自然索取生存资料，自然给予人类丰厚的馈赠；
工业文明时期，人类提出“征服自然”，试图成为自然的主宰，人
类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物质需求，片面地追求经济发展，过度改造
自然，致使人地矛盾激化。19 世纪末，人类认为自己是“自然之王”，

而到了 20 世纪末，人类把自己看作是“自然之子”，人类开始追寻
“人与自然、人与人及人自身的和谐”新境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共生共荣强调“和谐”与“共生”要相互融合、彼此渗透，相得益
彰，“和谐”的含义主要指人与自然环境要互相促进，实现协调发展，
“共生”的含义主要指人与自然之间在客观上是血肉相连、休戚与
共的共生性存在体，需推动二者的平衡和相互促进。坚定贯彻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与儒家“天人合一”生态思想相吻合，走好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必须在共建共享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绿色画卷
的前提下，吸取中国古代“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传
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理念，持续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水平[4]。 

五、“和睦同心”外交思想 
“和睦同心”外交思想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

的文化理念，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
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建立起平等、和谐、融
洽的关系.“和平发展”“和平共处”“和而不同”是“和睦同心”思
想的重要体现，《三国志·夏侯玄传》中提出的“和羹之美，在于合
异”，《国语·郑语》中提出的“和则生物，同则不继”，《尚书》中
提出的“协和万邦”皆是“和睦同心”外交理念的体现，“和合”释
义为国与国之间和平共处，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
界。纵观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和平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重
要保障条件，也是中华儿女最持久的夙愿。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建
设不认同“国强必霸论”，“国强必霸”的逻辑既有悖于中国的历史，
也有违中国人民的意志。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走包容互惠、互利共赢
的新道路，在“和睦同心”理念下，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路径
上始终秉承着和而不同与和平共处、求同存异的态度推动建立以合
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致力全球范围的政治、经济、科技、
文化融合大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主张的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争端，
以共赢理念促进发展繁荣，不仅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中国式现
代化道路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世界人民，为擘画中国发展
蓝图，促进世界繁荣进步提供了新的蓝图[5]。 

六、积极融合，互促共进 
在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协力共进，和衷共济的良好局面下，

应处理好二者的基本关系，从远致稳行并臻于完美、止于至善的高
度出发，加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完美融合。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以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为使命，以推动现代化高质量发展充分
彰显了时代价值，其服务内容、方式、形态以及成效更加具有广泛
性、多样性、丰富性和实效性。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必然联系必将不断开辟高质量发展新
境界，为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作出应有贡献[6]。 

结束语：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现代化新道路赋予了中国传统文化新的时

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是对其内涵的补充、拓展、完善。我党将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科学社
会主义和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相融合，并牢牢扎根于中国具体实际中，
开辟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现代化的成功之路。中国传统文化是取
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富矿，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应积极融入中国传统文
化，并根据现今时代和实践的变化而持续拓展出“新”的变化，从
而推动人类文明永续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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