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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无愧于新时代的中国理论

本刊评论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深入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

程。伴随着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坚实脚步，中国理论、中国学术、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否也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 （繁荣）到强起来的历史性

飞跃？换言之，中国理论、中国学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民族复兴进程中，

理应而事实上承担何种角色、发挥何种作用、作出何种贡献？

毋庸讳言，对于这一时代之问、实践之问、人民之问，理论学术界恐怕不那么

自信。而学术自信的不坚挺、不丰厚、不扎实，从根本上说，又源于对无比丰富、

鲜活、具体而深刻的当代中国实践的隔膜或研究解读的不深入、不系统、不扎实。

一个不争的令人尴尬的事实是，中国人民的社会变革实践已大大地向前发展，进入

一个创造历史的新时代，而中国理论学术的实际状况和水平与新时代发展、中国实

践相比，还很不适应、很不匹配。这在很大程度上既制约了中国理论学术、中国特

色哲学社会科学对实践的引领力，也制约了中国理论学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的国际影响力。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

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① 马克思的这一著名论

断，为我们观察中国理论学术的发展状况，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原则。

流行多年的一种看法，认为学术就要远离现实生活，离现实愈远，学术价值愈

高，“为学术而学术”才是学术的正道、学者的本分，正所谓 “思想淡出，学术繁

荣”。问题在于，无思想的学术何谓？无理论的学术有何意义？学术繁荣、学术进步

的源泉和评判标准是什么？从根本上说，衡量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价值和水平，

在于研究成果对于哲学社会科学自身的发展、繁荣和进步所具有的意义，而哲学社

会科学进步与否、学术繁荣与否，则以是否满足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不断发展的

社会实践的需要为标准，并最终要由实践来检验其正确与否、价值大小。因此，哲

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应该是内在统一的。此外，还要看其是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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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具有启迪人心、激动人心、征服人心、塑造人心的力量，这种力量来源于思想的

原创性和深刻性、逻辑的贯通性和自洽性，来源于对实践之问的解剖力、把握力

和解决力，对时代变革、文明进步和学术发展的引领力和塑造力。理论只有彻底，

才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直抵实践的深处。那种远离社会

实践、对实践缺乏深刻理解和把握的所谓 “学术研究”，既不可能提出这样的任

务，更不可能完成这样的任务，即便再热闹，喧嚣无比，不过是 “茶杯里的繁华”

“茶杯里的风暴”，终究是小格局、小情调、小圈子里的狂欢，于实践、时代、人

民无所助益。

应该看到，假 “学术研究”“学术价值”“学术深刻”之名，某种观念论的研究

范式在我国理论学术界仍颇为盛行：从文献到文献，从思想到思想，从概念到概念，

“从观念中来到观念中去”，用理论论证检验理论，用观念的历史叙述代替现实的历

史叙述；尽管身处中国实践的大背景并心安理得地享受中国人民实践创造的物质成

果，却不是从活生生的中国实践出发来说明观念的东西，而是用某种既成的、超历

史的甚至神化的观念来解释、评判当下的中国实践；一旦某种理论观念与中国实践

不相符合，不是反思理论观念本身，而是指责中国实践 “错了”，用概念、观念的花

哨、玄虚来掩饰思想的苍白。此种研究范式的流行，是造成目前我国理论学术窘况

的重要原因。如所周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推动了全国范围的

思想解放，拉开了改革开放的思想序幕。４０多年后的今天，我国理论界是否仍然能

够从中得到极其重要的思想启迪呢？

思想不等于独白，学术不等于自嗨。学术疏离时代，时代必然疏离学术；学术

冷漠人民，人民必然冷漠学术；理论脱离实践，实践必然抛弃理论。新时代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立足中国实践的中国理论、中国学术的大繁荣、大发展。

习近平同志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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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哲学

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

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着

力点、着重点。一切刻舟求剑、照猫画虎、生搬硬套、依样画葫芦的做法都是无

济于事的。”①

中国实践是极其独特的，对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繁荣中国学术、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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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５月１９日，第２版。



展中国理论具有本源性的意义。譬如，中国式现代化，就走着一条与西方现代化迥

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未曾设想、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未曾实践、中国历史上也未

曾尝试的道路，是史无前例的。对此，从理论学术上如何概括、提炼和表达？已有

学者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需要自身的理论构建，是因为迄今为止各种关于现

代化的理论，都很难准确概括、理解和解释中国式现代化的实际过程。我们需要一

种超越西方现代化理论的视野，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经验，构建中国式现代化

的话语体系、理论框架和解释逻辑。”①

“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理论体系之所以必须被超越，与所谓 “民族主义情

绪”无关，从根本上说，缘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本身并不是按照西方现代化理论体

系所规定的路径走出来的。尽管费正清的 “冲击—反应”说以及所谓 “依附”理论、

“晚外发”理论等都曾风靡一时，但面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实践和独特经验，

这些理论观点的解释却是牵强附会甚至南辕北辙的，硬要用它们来 “强制阐释”，则

不可避免地陷入 “削足适履”“杀头便冠”的荒谬境地，更遑论用以指导中国式现代

化道路的具体实践了。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否可以归结为西方国家 （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的外部

冲击和影响呢？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救亡

图存，众多仁人志士向西方学习，提出过各种主张、方案，但都行不通，都归于失

败。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深刻转变中，中国确实是被西方列强打开了国门，屈辱地

被裹挟进了世界历史。但是，被动卷入是否能够真正走出一条现代化道路呢？不能！

现代化往往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工业化。从洋务运动开始，直到２０世纪初期，不断有

人尝试 “师夷长技以制夷”“工业救国”“实业救国”，但都没有成功。毛泽东指出：

“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一个不是贫弱的

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

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

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

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这种幼稚的梦的幻灭，正是中

国富强的起点。”②

历史不能假设，但历史经验必须得到尊重。总结１８４０年以来中国人民的不屈奋

斗史，总结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的不懈奋斗史，人们可以得到多方面的启迪。

试想，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没有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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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林：《中国式现代化和新发展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２１年第１２期。
《毛泽东选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０８０页。



坚强领导，没有中国人民的伟大觉醒，而是亦步亦趋地跟随着西方世界，纳入西方

现代化体系，中国的面貌会怎样？中国人民还能够站起来、富起来进而强起来吗？

绝无可能！

１８５０年，马克思恩格斯已经预见到美国将发展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最大的经济强

国，并认为欧洲惟有进行社会革命，才能避免成为美国的附庸。马克思主义创始人

的这一预见所蕴含的方法论反而在中国大地上得到了科学的验证，中国人民正是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革命，彻底摆脱了任人宰割、被奴役、

被压迫的依附地位，独立自主地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曾经流传甚广的所谓 “救亡压倒启蒙”说，实质上是一种精英主义和观念论史观。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求得独立、解放 （即所谓 “救亡”）和富强的奋斗历程，本身就

是伟大的自我觉醒、思想解放、观念变革 （即所谓 “启蒙”），是从物质到精神全面

由被动变为主动的深刻变革过程。回想一百多年前的中国，从思想理论界到舆论界，

中国人民的精神状况是何等悲观、迷惘和 “自我矮化”，而今天，中国人民的精神已

高度自信。

观察、研究、解读中国式现代化，就不能不格外关注小康社会。小康社会，

完全是中国式的伟大创造，西方世界根本就不存在，西方也从未产生过小康社会

理论，更谈不上 “小康社会指标体系”，因而，将西方现代化理论根据西方现代化

实践概括出的所谓现代化指标体系，简单套用到中国，评价中国的小康社会和现

代化发展水平，这本身就是驴唇不对马嘴的荒腔走板。试问，在西方世界，有哪

一个国家和执政党，能够动员全社会力量，组织实施如此大规模的精准扶贫、精

准脱贫攻坚行动，完成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减贫目标？有哪一个国家和执政

党，能够做到 “全面小康路上一个也不能少”？“两不愁三保障”在西方的现代化

理论和指标体系中存在吗？

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性在于，它是人口规模庞大的现代化，比迄今为止所有实

现现代化国家的人口总和还要大；它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而目前已经实现现代化

的国家和地区都是资本主义式的；它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人民既是现代化实

践的主体，又是现代化成果的共享者，它奉守 “共同富裕”，拒斥 “两极分化”；它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本身发展相统一，而西方现代化走先污

染后治理的路数，先制造人与自然的对立冲突再来大谈环境治理，大量制造 “片面

的”“偶然的”“物化的”“异化的”个人；它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平等互利合作共赢

为国际关系价值准则，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而西方现代化则以掠夺他国、

零和博弈和强权政治为前提和目标。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打破了在现代化理论和实践上 “西方中心主义”模式一统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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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的神话，颠覆了西方现代化模式和资本主义文明充斥着的 “资本”逻辑、“两极

分化”逻辑、“物质主义”逻辑、“异化”逻辑和 “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展现出

反映人类历史发展趋势和代表人类文明新价值取向的 “人民”逻辑、“共同富裕”逻

辑、“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逻辑和各国人民一律平等共同进步的正义法则。中国

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开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向世界人

民传递了这样的价值理念：这个世界不再是也不应该是弱肉强食、丛林法则横行的

不公平不正义的世界。

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推进，不仅将彻底改写现代化的世界版图，而且会从根本

上改写现代化的理论谱系，对 “西方中心主义”现代化理论、模式、概念、范畴、

标准 （包括指标体系等），构成颠覆性的挑战和创新。更深远的意义还在于，尽管马

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过关于现代化的一些阐述，但唯物史观视域内的现代化理论终

究尚未获得成熟的系统化的形态。立足中国实践，从历史观的高度，揭示中国式现

代化的活泼创造与其对２１世纪唯物史观的丰富发展这一新时代二重奏的独特意蕴，

从思想形态、理论范式、路径选择、指标体系等多维度、多层次、学理化地研究阐

发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和

知识体系，创造２１世纪唯物史观的最新形态和 “中国版本”，将是我国理论学术界

对唯物史观、对人类文明进步的重大贡献。显然，这是靠照搬西方现代化理论、模

式、概念、范畴、标准 （包括指标体系等）根本不能胜任的。当然，反对照抄照搬

绝不意味着拒绝学习借鉴西方文明包括其现代化理论学说的一切有益成果。

中国实践是极其深刻的。理论学术要深入研究、解读进而引领如此丰富深

刻的社会实践，就要把握好两个关键环节或难点：其一，提炼。即将实践问题、

现实问题用理论研究、学术思考特有的方式表达出来，学理化地呈现出来，而

不是简单照镜子似的移植过来。这里有一个对从实践中调查而来的第一手感性

材料把握、甄别、提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思维加工过程。关键在于提炼

出对实践发展有意义或重大意义的真问题，并且不因为思维的加工而忽视或隔

断与实践的有机联系，变成纯粹观念的呓语。马克思当年曾专门分析过１８世纪

以来近代哲学家、思想家们对所谓 “普遍性”的追求背后所蕴含的时代内容，

指出这种 “普遍性符合于： （１）与等级相对的阶级； （２）竞争、世界交往等

等；（３）统治阶级的人数众多； （４）共同利益的幻想，起初这种幻想是真实

的；（５）意识形态家的欺骗与分工。”① 其二，抓住根本。理论研究必须彻底，抓

住事物的根本，深入研究，深入思考，在 “人所共知”之处，说出一番不那么 “人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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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５５２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