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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性视域下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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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总体性为视角考察人类文明新形态是该领域研究的应有之义。澄清认知误区以确定“表象具

体”,破除对立思维、线性思维、固化思维,以避免对“文明冲突论”“文明霸权论”和“文明趋同论”的理解偏

误;凭借内涵界定把握概念的“内部核心”,即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以中国视域下的政党、人民、国家为主体,

创造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经由文明的“蒙尘-自省”“外引-内培”和“蔚

起-复兴”三个阶段发展而成;借由挖掘文明发展的底层逻辑得以明确概念的“具体总体”,从而实现“人

本逻辑”驾驭“资本逻辑”、“共生逻辑”替代“对立逻辑”、“演进逻辑”超越“循环逻辑”的跃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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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is
 

an
 

integral
 

component
 

to
 

study
 

the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otality.
 

Firstly,
 

cognitive
 

misunderstandings
 

should
 

be
 

clarified
 

to
 

determine
 

"appearance
 

concreteness",
 

and
 

the
 

opposing
 

thinking,
 

linear
 

thinking,
 

and
 

solidified
 

thinking
 

should
 

be
 

eradicated
 

to
 

avoid
 

the
 

misunderstanding
 

bias
 

of
 

"

civilization
 

clash
 

theory",
 

"civilization
 

hegemony
 

theory"
 

and
 

"civilization
 

convergence
 

theory".
 

Secondly,
 

relying
 

on
 

the
 

connotation
 

the
 

"internal
 

core"
 

of
 

the
 

concept
 

should
 

be
 

defined
 

and
 

grasped,
 

that
 

is,
 

the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taking
 

the
 

political
 

party,
 

the
 

people
 

and
 

the
 

state
 

as
 

the
 

subje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a,
 

has
 

created
 

material
 

civilization,
 

political
 

civilization,
 

spiritual
 

civilization,
 

social
 

civilization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has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of
 

the
 

"dust-introspection",
 

"external
 

introduction-internal
 

cultivation"
 

and
 

"emergence-

rejuvenation"
 

in
 

its
 

formulation.
 

Moreover,
 

by
 

excavating
 

the
 

underlying
 

logic
 

of
 

civilization
 

development
 

to
 

clarify
 

the
 

concept
 

of
 

"concrete
 

totality",
 

the
 

transition
 

of
 

the
 

control
 

of
 

"human-oriented
 

logic"
 

upon
 

"capital-oriented
 

logic",
 

the
 

replacement
 

of
 

"symbiotic
 

logic"
 

upon
 

"oppositional
 

logic",
 

and
 

the
 

surpassing
 

of
 

"evolutionary
 

logic"
 

upon
 

"

circular
 

logic"
 

is
 

expected
 

to
 

achie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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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大会上明确提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

代化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同构成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两个伟大创造,是通往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然而,人们对人类文明

新形态可能产生认知偏差,甚至在文明互鉴中

可能产生误读。因此,对人类文明新形态及时

进行认知纠偏和逻辑深化是中华文明和世界文

明研究的应有之义。为了避免论证的片面和武

断,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解读需要诉诸“马克思

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

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1](P70)———总体范畴,借
助“表象具体-内部核心-具体总体”[1](P51-52)的
方法开展切中肯綮的研究。总体性审视人类文

明新形态就是将其作为有机整体进行动态考

察,强调在冲破认知迷障的基础上,科学划定理

论边界,深入探明底层逻辑,以期推动人类文明

新形态的基础理论研究。

  一、人类文明新形态:一个亟待澄清的总体

性概念

  澄清认知偏狭有利于总体性审视人类文明

新形态以及还原其准确的“表象具体”,这势必

需要先从概念语词的表达着手。“人类文明新

形态”作为一个限定词组,以“形态”为属概念,
提供质的规定性;以“人类”为修饰语,阐明基于

人的类属而生的世界视野;以“文明”为限定语,
规定理论视角;以“新”对“旧”,开显主体基于历

史的未来向度。在精准把握语词的基础上,省
察并消除认识迷误和价值迷思,在廓清曲解误

读和抹黑污蔑的同时复原概念原貌。
(一)将人类文明新形态狭隘地自外于西方

文明的对立思维,容易自设“文明冲突论”的藩篱

近代以来,文明不再简单地作为描述某种

社会状态的名词而出现,而是伴有较为明确的

政治意涵[2]。文明对意识形态的滋养作用是毋

庸置疑的,但若是夸大人类文明新形态所内含

的意识形态性,将人类文明新形态与西方文明

成果误解为相互对抗的两极,大肆宣扬“中国威

胁论”,则会狭隘地陷落于对立思维。要冲破

“文明冲突论”的藩篱,跳脱出带有冷战色彩的

思维模式,就要从逻辑和现实上厘清人类文明

新形态真正的意向所指。
人类文明新形态内含的建设性逻辑不同于

西方一贯持有的对抗性逻辑,前者在对后者的

“破与立”中实现了层次上的跃迁。在“破”的维

度上,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出现打破了近代以来

东方文明在一些领域从属于西方文明的不均衡

态势。缘于对东方文明崛起的警惕心理和冷战

时期产生的对立思维惯性,有人将人类文明新

形态狭隘地理解为:这是一种与西方文明对立

并试图与西方文明产生强对抗的文明形式。与

之相反的是,中华文明具有怀柔远人、和谐万邦

的天下观[3](P487),承袭宝贵思想精华的人类文

明新形态,在彰显自身旗帜的前提下,遵循一种

建设性逻辑,旨在主动谋求合作共赢。在“立”
的维度上,人类文明新形态积极构建人类软性

文明边界,以期缓释硬性文明边界所造成的文

明冲突。从原始社会演变至今,人类社会的开

化使得文明与野蛮的力量对比不断向前者发生

偏移。而当文明社会成为主流时,不同文明开

始较量进而重新勾勒出世界可能存在的摩擦地

域界限。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深刻

揭示出文明冲突根源的转变:“文化共同体正在

取代冷战阵营,文明间的断层线正在成为全球

政治冲突的中心界线。”[4]不难发现,苏丹内战、
中东战争、俄乌战争等一系列政治军事冲突的

出现,都表明当今世界硬性文明所造成的灾难

仍屡见不鲜,文明的边界问题亟待妥善解决。
而彰显文明交融特性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一经提

出,就为弥合文明断层线、软化文明边界进而为

实现文明融合指明了方向。构建更加紧密的上

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等都是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进程中基于地缘

关系构建软性文明边界的重要成果。同时,伴
生于互联网技术发展而逐渐形成的虚拟空间使

得文明边界突破了契伦(Rudolf
 

Kjellén)在《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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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所提出的传统地缘政治学说。当前的全球

纷争已不再完全受制于地理因素,日益显著的跨

区域性甚至全球性的文明摩擦,无疑凸显出地理

上存在非相邻关系的文明主体构建软性文明边

界的必要性。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进程中,
中国构建了诸如中非、中拉命运共同体等内含跨

区域性的软性文明边界,在平息文明纷争、共谋

文明进步层面成效显著。因此,以对立思维理解

人类文明新形态并对其进行造谣抹黑都是罔顾

理论逻辑和具体实践的错误之举。
(二)将人类文明新形态局限地理解为单一文

明的线性思维,容易遭受“文明霸权论”的污蔑

若采取霸权主义的理解定向,将人类文明

新形态抹黑为文明上的殖民与政治上的归拢,
污蔑其为“文明霸权论”,则会陷入单一文明的

线性思维。因此,要跳出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

偏狭理解,就要从人类文明新形态自身和人类

文明新形态与世界文明的关系着手。
从“内与外”双重视角透析人类文明新形态

的包容与广博的文明态度。基于文明的对内视

域,人类文明新形态充分尊重“多元化”,高度认

同“一体化”。中国大地上的文明鲜有依靠排他

性文化竞争而取得绝对性胜利的,取而代之的

是农耕和游牧两大文明以“农牧互动线”为界分

踞南北,平 等、包 容 地 共 存 于 同 一 个 整 体 之

中[5]。在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数以千年的进退

互动中淬炼而生的中华文明,拥有在其他文明

中难以觅得的包容性文化基因,人类文明新形

态旗帜鲜明地拒斥诸如“文明霸权论”等霸权主

义思想。习近平指出:“人类历史告诉我们,企
图建立单一文明的一统天下,只是一种不切实

际的幻想。”[6]这充分凸显了生发于中华文明的

人类文明新形态倡导多元文明的包容思维,而
非强调单一文明的狭隘思维。基于文明的对外

视域,人类文明新形态试图基于“多元一体”的
中华文明推动建设“和而不同”的世界文明。人

类文明新形态并非要强势推动某一先进文明世

界化,而是要通过展现自身文明的制度优势,为
他国文明的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方案,并试图

在文明维度上打破“东方从属于西方”的西方文

明霸权局势。中国作为体量庞大的后发国家,
在发展进程中受到了部分先发国家的压制,如
今突破重围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形态,
理应承担探索人类文明发展新道路的重任,与
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中国正是目睹了诸多发展中国家在探索自身发

展道路中遇到了内外多重阻碍,出于对自身文

明及人类文明发展形态的强烈关切,正试图积

极发挥自身的后发优势进而实现文明的发展。
因此,将人类文明新形态抹黑成具有霸权主义

色彩的文明形态是罔顾事实的。
(三)将人类文明新形态过度地泛化成样板文

明的固化思维,容易陷落“文明趋同论”的泥淖

若妄图借由去意识形态化的方式,消弭各文

明间的显著差别,将人类文明新形态过度泛化为

任何国家的现代化,或将人类文明新形态机械地

照搬到他国的现代化道路中,则都会步入资产阶

级思想家和修正主义者鼓吹的“文明趋同论”的
误区,且束缚于样板文明教条的固化思维。要突

破将人类文明新形态理解为机械的样板认知迷

误,就要从人类文明新形态与既有文明的关系以

及与他国未来文明发展的关系着手。
在文明“同与异”的双重视域下可以发现,

人类文明新形态从来都不是单一的,而是主张

多元的。“如果人类文明变得只有一个色调、一
个模式了,那这个世界就太单调了,也太无趣

了!”[3](P468)诚然,遵循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而存

在的文明之间具有内在相似性与显著差异性,
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其他文明形态亦是如此。从

发生学角度而言,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是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动因。习近平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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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76)

由此形成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没有囿于中国既

往文明或他国文明发展逻辑,而是创造了中国

式现代化道路,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发展中

3

2023年第3期 许彦淳:总体性视域下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现代化范式。如若将人

类文明新形态与其他文明成果混为一谈,便是

在抹杀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区

别,在消解资本主义剥削本质的同时,也会磨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世界的独特贡献。从

发展角度而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向外发展不

是原封不动、照搬照抄的机械化过程。各国地

理位置、经济基础、政治环境等方面的差异性直

接影响到各国现代化的起步节点各有不同,现
代化的内在发展条件及文明外在呈现形式存在

显著差异。就人类文明新形态内含的先进经验

而言,只有扎根本国的历史文化、民族特性以及

所处的时代条件,灵活运用方能“落地生根”,若
是生搬硬套必会“水土不服”。文明演进规律的

相似性指向先进文明发展经验的普遍性,但文

明的具体实践在具有普遍性的同时又具有特殊

性。因此,人类文明新形态不应被误解为可以

不顾现实条件而直接套用的文明样板。

  二、作为总体性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

边界:厘清概念的重要构成

  在剥离人类文明新形态“表象具体”错误认

知的基础上,还应由表及里地揭示概念的“内部

核心”,总体性阐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丰赡意

涵。在总体性的原意中,历史过程中的主体和

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作为最为根本的相互作用

关系,在唯物辩证法中处于中心地位[1](P47)。因

此,人类文明新形态概念的内部核心不外乎创

造主体、内在结构和历史生成三个部分。
(一)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主体的总体性

从总体性上考察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主

体,要求我们不能将某一主体单拎出来进行论

述,而应全面考察相关主体并研究其作用与地

位。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千百年来中华文明的

智慧结晶,其创造主体是多维而非单一的、具体

而非抽象的、有机统一而非零散割裂的。“党领

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

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

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

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

择。”[7]在类似表述中,政党、人民和国家这三个

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形成和发展颇为重要的主

体被频繁提及。我们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主体

划分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这三个主体在有机统一中汇聚合力,共
同促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形成和发展。

第一,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淬炼于自我

革命中的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中

的核心地位离不开其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先进

性。“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

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

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

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

果。”[8](P413)中国共产党以先进的科学理论指导

自身,积极汇聚统合建设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各

类社会力量。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一方面完

好诠释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能够在中国孕育却不

能在两党制或多党制社会中出现的原因;另一

方面直接回答了为何人类文明新形态可以拥有

其他文明形态难以具备的世界性和人民性。
第二,以人民为中心。就人民与历史的关

系而言,不同于19世纪德国青年黑格尔派部分

学者所认为的———具有“批判的头脑”的个人是

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恩格斯突破了继承深厚

德国哲学传统、享有广泛受众的英雄史观,强调

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人类文明新形态则印证了群众史观的正确性。
从实践层面来看,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具体实践

无法向壁虚构,人民是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发

展的中坚力量,脱离人民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就

会成为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从理论层面来

看,人民在人类文明新形态形成和发展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若人类文明新形态不强调人民,
则其概念中蕴含的宏大、统合的意指将不复存

在,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带来的强大

生命力则会消散殆尽。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一

种文明成果,是人民的思想高度、实践能力、生
活状态和生存水平的重要表征。可见,人民是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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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新形态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第三,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依托。纵观

人类文明发展史,文明的生发与传承始终都拘于

一定的政治场域之中,近现代以来的文明更多发

展于民族国家和主权国家,但并非所有国家都被

认为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国家主体。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国家主体具

有重要意义,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防止重

蹈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覆辙,避免诸多内生于资

本主义制度的原发性矛盾;另一方面,现代化国

家不同于尚未开启现代化进程的国家,能够为人

类文明新形态发展提供不可或缺的基础性条件,
如自然资源、社会资源等。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并不是被动的对象化产物,而是可以激发能动性

的主体,其安全保障能够为文明发展提供较为稳

定的政治环境等社会条件,为党带领人民进行文

明实践提供优良的生产生活基础。同时,我党传

承理论创新还能够为文明演进提供切实指导。
总之,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功能、条件和特质上的

差异要求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三个主体实现有机统一。
(二)人类文明新形态内生结构的总体性

人类文明新形态内生结构的总体性不是凭

空产生的,而是由社会形态这一重要文明表征

内部的总体性赋予的[9]。马克思曾探寻社会经

济结构中的内在关系:“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

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

相适应的现实基础。”[10](P2)同样的,人类文明新

形态的内生结构并非各个割裂板块的简单相

加,而是各板块按照一定秩序和逻辑发展而成

的有机联系。内生板块交织成网而产生的结构

性张力会持续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演进。要

研究内生结构的板块构成及其相互关系,就需

要考察人类文明新形态内部板块的发展历程及

结构层次。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生结构由“物
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

明”[11](P10)共同构成。
第一,由物质生产力作为“文明的果实”[12]

所构成的物质文明,在人类文明新形态中起到基

础性作用,且会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进程发展至更高阶段。物质文明在生产和生

活方面的进阶意味着人类会远离未开化的蒙昧

状态和更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而直接指向文明

赖以存在的物质资料的生产以及科学技术发展

的物质文明则会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打造优越的、
必要的、先决的基础性条件。马克思指出:“物质

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

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0](P2)上层建筑无法脱离经

济基础而自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物质条件

发展水平决定了其他维度的发展上限。
第二,具有鲜明阶级性和旗帜性的政治文

明是一种内含持续生命力的政治形态,为人类

文明新形态提供思想、制度、法律上的保障。不

断精进的政治文明在总体上促进人类社会日益

从野蛮走向文明,从暴力走向协商,从混乱走向

有序。文明之间的意识形态对立使得人类文明

新形态下的政治文明势必借由先进思想指导科

学建制,消解别有用心之人制造的政治漩涡。
西方世界通过精英化方式进行社会分层以谋求

特定阶层的利益最大化,而人类文明新形态所

创造的政治文明强调激发政党、人民和国家三

维主体的积极性,大力促成全过程人民民主。
第三,精神文明作为人类思维智慧发展水

平的结晶,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灵魂。精神文

明是区分文明之间差异的关键,精神文明上的

差异能够塑造差异化的文明特质并对当前文明

的演进产生深远影响。以西方为例,对思辨的

推崇塑造了社会生活相对发达的古典时代;对
宗教的拥趸,将欧洲拖入发展几近停滞的中世

纪;对真理的敬畏,让欧洲得以复苏并逐渐开启

现代化进程。精神文明的先进性赋予人类文明

新形态更高水平的成熟度和稳健性,凝结广大

人民群众智慧结晶的精神文明建设深刻塑造人

类文明新形态发展的底层逻辑,并使其与其他

文明形态产生显著分野。
第四,社会文明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社会

建设层面的积极成果,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稳健

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随着西方现代化进程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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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进,部分发达国家出现了平行社会的怪象,造
成了以阶层固化为特征的社会结构性割裂和以

贫富差距扩大为表现的社会资源性排斥。社会

权力与资源集中垄断在少数人手中,在现实性

上背离了西方所倡导的自由平等价值观。与之

相反的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建构的嵌入式社会

结构借由多维融合实现阶层流动的上下贯通、
信息传递的公开透明和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

第五,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得以发

展的前提,生态文明水平将直接影响人类文明

新形态的发展进程。自然界作为生产和生活得

以开展的前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没有劳

动加工的对象”和“工人本身的肉体生存的手

段”[8](P52),但文明发展却可能对生态发展造成

不良影响,“文明和产业的整个发展,对森林的

破坏从来就起很大的作用,对比之下,它所起的

相反的作用,即对森林的护养和生产所起的作

用则微乎其微。”[10](P366)面对社会发展与环境保

护的尖锐矛盾,人类文明新形态要求践行“两山

论”“条件论”等创新理论,对山水林田湖草沙进

行系统治理,在横向上有利于缓解文明发展与

生态环境间的紧张关系,在纵向上有利于妥善

解决隐藏其中的代际公正问题。
(三)人类文明新形态历史生成的总体性

从历史生成角度考察人类文明新形态,就
是在历史逻辑、实践逻辑中考察特定时代背景

下产生且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同
时试图剥离本土化、民族化的标签,开辟近现代

以来文明发展新的路线。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

史生成可以被认为是近代以来经由文明的“蒙
尘-自省”“外引-内培”“蔚起-复兴”三个阶

段而实现文明发展的总体性历史过程,并形象

地呈现出“之”字形的文明发展道路。
第一阶段是文明的“蒙尘-自省”阶段,即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萌芽期。纵观历史,中华文

明曾在人类文明长河中写就宏伟璀璨的文明篇

章,发明了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等对文明演进

大有裨益的重要技术[13]。当西方开展资产阶

级革命时,中华文明由于故步自封而逐渐落后

于世界大潮。西方文明的坚船利炮使中华文明

“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

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8](P779)。中华文

明在这种联系中屡屡受挫,并突出表现为鸦片

战争后“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11](P4),
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中华文明

遭遇的总体性危机,中国社会中的先进分子尝

试以主动的姿态对其进行内省,并纷纷开始自

救,通过对经济、政治、军事等领域进行深刻反

思,进而发现陈腐的发展模式已经严重阻碍了

文明发展。此时的中华民族开始试图破除固有

认知,以期创造一种对外能抵御侵略、对内能实

现蓬勃发展的新兴文明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

的萌芽蕴生其中。
第二阶段是文明的“外引-内培”阶段,即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探索期。近代以来,人民开

始主动向外探寻先进文明中的有益经验,经历

了“学器物”和“仿制度”等阶段,以实践验证域

外文明在中国的有效性。随着对自身国情的认

知深化,将域外文明经验直接作用于中国实践

的方法式微,从本国实践中生发出的先进思想

逐渐占据优势地位。一方面,域外实践出现的

新情况、新问题让国内对外引的经验采取辩证

态度,如从“以俄为师”转向“以苏为鉴”,试图学

习西方先进经验以期避免资本主义的社会弊

端。另一方面,中国实践孕育的先进思想迸发

出强劲的生命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

“三大法宝”推进中国革命的胜利为人类文明新

形态奠定稳定的社会基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时期,完备的工业体系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打

下发展基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新时期,先进的经济制度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

供强劲的驱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党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迈向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人类文明新

形态的卓越成果愈发凸显。由此,人类文明新

形态在文明经验的“外引-内培”中不断发展,
形成一系列具有原创性贡献的重要成果。

第三阶段是文明的“蔚起-复兴”阶段,即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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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期。中国式现代化创造

了兼具历史性和文明性的原创性概念———人类

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夯实基础文明

框架的基础上进行新时代文明实践,形成了具

有本域特色的理论性、实践性成果并日臻成熟。
同时,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先进典型从域内传

向域外,从一国传至多国,不仅为广大发展中国

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树立了典范,更是为世

界文明形态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值得一提的

是,文明的“外引-内培”阶段和“蔚起-复兴”
阶段并非泾渭分明,而是互相渗透的。人类文

明新形态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既表现在总体性层

面上,如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全球价值

观;又体现在各领域中,如中国如期打赢脱贫攻

坚战所积累的成功经验为世界消灭贫困提供重

要借鉴。从主体角度而言,人类文明新形态在

这个阶段呈现出向内夯实自身文明成果,向外

积极传播文明经验的特征;从客体角度而言,域
外文明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认可程度上升,观
望态度减少,各国纷纷或明或隐地吸收人类文

明新形态的有益经验以推动文明发展。

  三、作为总体性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

向度:文明底层逻辑的贯彻落实

  深入挖掘概念的“具体总体”是总体性审视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必由之路,但直接把握从人

类文明新形态发展历史中展开的“具体总体”,
难度不小。文明形态的底层逻辑作为人类文明

新形态演进的基本遵循,为把握“具体总体”提
供了重要抓手。正是底层逻辑的先进性将人类

文明新形态与其他文明形态鲜明地区分开来,
并具象表现为突破本文明的既往逻辑及西方文

明的现有逻辑,从而实现文明发展逻辑的转向。
(一)“人本逻辑”驾驭“资本逻辑”:把握人

的需要

不同于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以资本为内驱

力,人类文明新形态强调以人为逻辑起点。为

此,人类文明新形态始终在探寻驾驭资本逻辑

的有效途径,成功破解抽象人性论中将人“物

化”或“神化”的两难境遇,以积极面向人的真实

需要为基础,通过人自身的发展助推文明赓续。
在社会的物质发展水平上,人类文明新形

态为避免陷入资本逻辑导致的发展畸形,以“人
本”而非“资本”作为基点创新系列举措。人类

文明新形态对人本逻辑的推崇,并非意味着忽

视资本在文明发展中的作用,而是将资本对文

明发展的弊端与利好剥离,并在消弭前者、借助

后者的基础上达成人本逻辑的原初愿求。资本

逻辑对剩余价值最大化的追求会推动资本增

殖,助力社会经济系统在一定程度上扩张,但会

漠视不利于资本短期内回流并创造收益的措

施。因此,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一定范围内发挥

资本效用的同时,应主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物质生活需要,落实诸如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完
善社会公共服务等重要举措。此外,资本逻辑

还容易导致层出不穷的社会失衡现象,即“在一

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

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

折磨、受 奴 役、无 知、粗 野 和 道 德 堕 落 的 积

累”[10](P289-290)。经济基础的两极分化最终会阻

碍上层建筑的发展,文明进步亦会遭至拖累。
为避免该情况的发生,人类文明新形态将人本

逻辑置于资本逻辑之上,注重每个人而非一小

部分人的现实性需要,有效弥合中央与地方的

纵向不平衡和地域间的横向不均衡现象,着力

避免可能出现的社会分化。对此,人类文明新

形态倡导基于地域、群体、行业进行资源的合理

调配,在最大程度满足人民需要基础上推动社

会文明发展。
在人民的精神生活水平上,着力提高人民

的精神生活基准水平,最大程度地满足人民的

精神需要。生产力急遽变革推动社会范式加速

演进,伴随物质财富加速积累,人们难免会产生

自身被原子化后的孤独、焦虑、迷茫、无助等负

面情绪。人类文明新形态正积极寻找避免使人

成为迷失于高速发展社会中的零散个体,试图

将其规整、拼凑为完整、鲜活的“人的图像”,即
在精神层面着力保证“让人成为人自身”,实现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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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14]。这种完整的复归

亦是社会历史高阶价值的彰显。为此,人类文

明新形态着力营造个体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的

社会环境,搭建更为透明、直接的双向交互渠

道,即个体在社会发展中能够看到自身的诉求

和作用。为此,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具体实践

中,国家要完善各项机制和制度,让人民有能

力、有动力在社会发展中发挥才能,以积极回应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二)共生逻辑代替对立逻辑:祈盼共同发展

就文明自身而言,一种文明得以发展的条

件必定是在社会生产扩大化前提下拥有科学合

理调配资源的能力和水平;就对他域文明的态

度而言,一种文明若希冀赓续绵延,其所彰显的

开放、包容的胸襟和态度就必不可少。因此,无
论是面对文明内部资源的协调问题还是冀图实

现世界文明大同,人类文明新形态始终贯彻共

生逻辑,为实现文明板块内部和文明之间的和

谐共生关系提供解法。
在文明内部视域下,人类文明新形态始终

在协调文明内部各板块间的平衡关系以发挥各

板块的最大合力。资源的有限性是文明内各板

块间可能出现关系紧张的重要诱因。在被既定

资源框定发展基础的前提下,人类文明新形态

基于整体视角对各文明板块进行总体谋划,巧
妙地运用共生逻辑把各板块间的互斥关系转化

为携手并进的协同关系,将各板块组合为可以

实现互相供给、协同前进的文明体系。从人类

文明新形态“五大文明”的视角向内透析可以发

现,“五大文明”板块界限分明,相互之间存在一

定的矛盾和张力。例如,面对生态文明和物质

文明间的突出矛盾,人类文明新形态以长远、发
展、整体的视角仔细审查后判定两者具有辩证

统一且须臾不可脱离的重要关系。人类文明新

形态以此为依据,在生产力布局、城镇化发展、
重大项目建设中充分考虑自然条件和资源环境

承载能力,强调走好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

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

保护的有效协同。

在文明关系视域下,人类文明新形态以共

生逻辑一以贯之,鲜明地拒斥部分他域文明中

以对立为主要特征的逻辑惯性和思维范式,昭
彰着对社会共生关系的精准把握。上述逻辑正

是契合马克思所强调的“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

的共同体”[15],让人在其现实性上真正成为

“人”的类属。具体而言,在价值倡导层面,人类

文明新形态应强调以人类共同利益为交汇点,
旨在冲破种族、肤色、地域等“标签化”藩篱,尊
重差异,凝聚共识,为构建世界文明大同打下价

值根基。在具体价值层面,强调对西方“普世价

值”的“祛魅”,在揭露其虚伪性的同时,基于世

界人民的立场科学阐明重要的价值概念。在治

理意识层面,人类文明新形态应注重在内政外

交上强调“命运共同体”概念。以共同利益和权

力平衡为前置条件,试图为世界各国塑造一个

命运共同体的集体化身份,将世界凝聚成为利

益集约化的群体,共谋可持续的全球治理目标。
聚焦更小的地域范围,人类文明新形态将注重

地缘政治层面一衣带水文明的交好,谋求文明

间的区域协同发展。
(三)演进逻辑超越循环逻辑:跳出历史周期率

基于宽广的历史视域审视人类文明新形

态,支撑其后的历史逻辑便会逐步显露,并具象

地表现为一种异于循环逻辑的演进逻辑。演进

逻辑并非对文明发展持有先验式的断言,而是

强调当前的历史铺陈正依稀展现出一种前进方

向,并推动着文明叙事得以通过进步史的形式

呈现。因此,人类文明新形态可被认为是在既

往文明形态基础上试图达成超越的文明形态。
以考察政权兴亡的周期性现象为基础,人

类文明新形态正着力探索破除历史周期率的

“中国解法”。这种解法之所以可以获得,是因

为强调历史周期率是由经验性观察总结而成的

概率性现象。换言之,国家政权在一定概率上

会出现治乱兴衰、循环往复的历史更迭,这意味

着历史周期率并非颠扑不破,而是可以通过适

当方式加以避免的。而探索打破历史周期率的

有效途径必须密切贴合中国当下实际,如此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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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摘下高悬于中国政权上方有关治乱更替的

“达摩克利斯之剑”。对于当今中国而言,政党、
国家和人民是我国政权中三个重要的主体,跳
出治乱更替的历史循环的重中之重便是使三者

妥善自处并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在“窑洞

对”中,毛泽东强调的让人民监督政府,意在通

过民主保持政府的先进性。党的二十大报告提

出的自我革命则是注重通过自我革命引领社会

革命,将先进的自我革命精神传导至政府和人

民,以三者自身发展为基础,实现社会稳定和文

明进步。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精准把握上述判断

的基础上,着力建构愈发完善的社会治理制度,
为社会的长治久安提供稳固、坚实的制度保障。
总体而言,人类文明新形态并未在找到人民监

督和自我革命两个答案后就打算停歇,而是希

冀不断探寻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答案,为世界文

明提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方案。
人类文明新形态意图在跳出历史周期率的

基本目标“安邦”的基础上,以“治国”实现“兴
国”,从而推动文明的演进。需要指出的是,人
类文明新形态所秉持的历史观念不同于带有改

良主义性质的庸俗化历史渐进理论,而是秉持

突出的革新意志和清晰的前进方向,认为人的

能动作用可以推进社会发展到更高水平。中国

式现代化鲜明地彰显着人类文明新形态对发展

道路的明确指向性。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中国式

现代化为抓手,积极调整与改进当前的生产力

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
在大刀阔斧清除沉疴痼疾的同时,人类文明新

形态不断谋求培育新理念、新形式、新样态,并
最终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在人口规模、发展指向、
价值理念、道路选择等方面的全方位突破,从而

开辟人类实现现代化的新道路。
总之,西式现代化注重资本的累进增殖,苏

联式现代化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静态理解而强

调计划;中国式现代化着眼全体人民的共同富

裕,是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动态理解中重视发展。
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造就了独具一格

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力图对资本主义、传统社会

主义等文明模式实现超越,凭借价值理念、体制

机制的先进性有效规避现代性危机,为后发国

家的现代化提供宝贵的路径参考,为人类文明

的赓续绵延提供合理的现实路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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