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编辑 // 董文龙 胡启龙 校对董文龙 胡启龙 校对 // 孟佳琪孟佳琪

晚报版晚报版 0909版版 20252025年年66月月44日 星期三日 星期三

在坚持“两个结合”中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郝书翠

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标志，一部人

类社会发展史，也是一部人类文明发展

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

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

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

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

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

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这一

重要论述端起历史规律的望远镜，用大历

史观、大文明观的视野观照中国式现代化，

回答了中国式现代化何以中国、何以现代、

何以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问题。

作为一个有着 5000 多年文明史，却

又经历了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

沉重历史磨难的非西方国家，中国的现

代化道路到底该怎么走，一些人曾经对

此认识并不清楚。一方面，由于世界现

代化进程是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

的，当今世界的发达国家也主要是欧美

国家和深受西方文明影响的资本主义国

家。这就给一些人一种错觉，似乎现代

化就是西方化、西方文明就是现代文

明。另一方面，一些人缺乏对本民族文

化的自信，缺乏对人类文明多样性的认

知和尊重。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

束后，一些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模式推

进现代化，结果纷纷陷入水土不服的发

展困境。后发国家在追赶世界潮流的同

时，不自觉地陷入西化与民族化、加快发

展与保持自身独立性之间的矛盾。实践

已经表明，现代化发展道路具有多样性，

西方现代化道路并不是所有国家通向现

代化的必然之路。

文化主体性是中华文明得以创造的

基础，也是中华文化立得住、行得远的动

力源泉。中国式现代化是有我、为我的现

代化，是坚持和高扬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现

代化。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

“两个结合”的重要思想，特别是“第二个

结合”，以“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的理论勇

气，守护巩固了中华文化主体性，深刻揭

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走向现代

化过程中保持民族底色的血脉基因，科学

阐明了中国道路的文化根基与独特优

势。也正因如此，我们坚持“两个结合”，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自主性、能动性，比

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

“两个结合”是一种理论要求，同时是

一种实践路径，结合内蕴着体现时代精

神、回应时代课题的必然要求。“两个结

合”相互促进、相辅相成。通过与中国具

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时代

化，解决中国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现实问

题，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科学理论基石、

指明实践方向；通过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以真理之光激活中华

文明的基因，将其科学性、人民性、实践

性、开放性寓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实现传统与现代

的有机衔接，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

化底蕴和精神动力，塑造了其独特品格，

使之获得更广泛的文化认同和群众基

础。这使中华民族在现代化的冲击面前

摆脱了简单的“冲击—反应”模式，通过主

体性的巩固和彰显实现文化基因的现代

性表达。中国式现代化因而实现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避免了西方现代化

中精神异化、价值虚无的困境。“两个结

合”使中国式现代化成为符合中国国情、

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华文明的现代化新

道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在物质文明、政

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

调发展的道路上稳步前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

化中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

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

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

大创新。”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为中国人

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必由之

路，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

的伟大事业，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高度

的理论自觉、历史自觉和文化自觉。西

方式现代化植根于其文化传统，一些西

方国家凭借现代化的先发优势向世界

各国进行价值观输出，推行文化霸权，

奉行文化帝国主义，所引发的冲突让世

界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当前，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的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国

际格局加速演变。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世界

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

的重大挑战，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

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为应对层出不穷

的全球挑战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为变

乱交织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

量。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推进，打破了“现

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为全球南方国家提

供了非依附性发展的新选择，为世界现代

化理论和实践创新作出重大贡献。从这个

意义上说，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文明新形

态，是中华文明的新形态，是社会主义现代

化的新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

新形态，也是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

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

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

明新形态的创造性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团

结带领中国人民坚持“两个结合”的必然

结果。它突破了西方文明就是现代文明

的认识桎梏，形成了以人民性为根基、以

人的全面发展为旨归的新型文明叙事，在

文明演进的维度上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对

中华民族、对全人类未来的深沉关切。只

有充分认识这一点，我们才能从根本上理

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进而汇聚起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

（作者为山东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

究员）

来源：《人民日报》（2025 年 05 月 27

日 第09版）

彰显对全人类未来的关切

刚领取“第一师范”的分班标识，扭头

一看，“新青年”们已悄然出现在身边……

湖南长沙橘子洲头，《恰同学少年》沉浸式

青春剧场里，游客在演员带领下“穿越时

空”，去“蔡和森”家做客、与“杨昌济”对话

什么是理想。

剧场演出以年轻态的表达激活红色

文化，推出两年多来热度不减，成为长沙

文旅的新名片。来自广东深圳的00后游

客陈梦雨感慨，“当‘新青年’们拉着我的

手，步入主剧场，一起背诵《沁园春·长沙》

时，我不禁热泪盈眶。”当深厚的文化资源

遇到恰当的技术手段，人文与经济之间的

联系变得生动而立体。

如何让千年文脉在现代化征途上开

出绚烂的花？以文化人、以文兴业怎样得

兼？从长沙的一系列实践看，关键在以创

新之力，实现经济与文化的交融互动。

从橘子洲上的朱张渡乘船登陆湘江

西岸，不久就可以抵达朱熹和张栻曾经交

流讲学的岳麓书院，书院一副楹联写道：

“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

非湘水余波”。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知行

合一的湖湘学风一以贯之，滋养着长沙这

座城市。书院不远处的岳麓书社，近年来

聚焦湖湘文化，进行小说化、传记化、互动

化表达，使得严肃主题的出版物频频成为

畅销书。在长沙，“古今同框”已成寻常，

源远流长的湖湘文化与时代潮流悄然融

合，催生层出不穷的创新创造，赋予城市

蓬勃的发展活力。

让文化与经济共生共荣，打造品牌是

一大秘诀。从一盘小龙虾起家，如今已是

“超级文和友”，长沙文和友的发展壮大，

见证着品牌的力量。游客如今来到这里，

收获的是一场沉浸式文化体验——现代

商业综合体内，餐饮、展览、剧场一应俱

全，如同“城市记忆容器”，“复刻”了上世

纪80年代老长沙街景。盘点近年来走红

的长沙茶饮、糕点，无不以文化为底色，国

潮、国风成为流行的密码。“文化+经济”双

轮驱动，培育了众多新消费品牌。从“卖

商品”到“卖文化”、从“卖产品”到“卖体

验”，供需两端的双向奔赴，让以文化赋能

经济、以经济活化文化得以实现。

文化和科技的深度融合，正在创造更

多新型文化业态。以“马栏山”为例，以前

是城中村，如今已发展成为创意产业云集

的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在这里，集

聚了 3000 余家上下游企业，形成涵盖创

意、内容制作、储存、播发、交易的数字文

化产业链。园区项目数字文博平台“山

海”APP，上线7个月即完成2.7万件文物

的数字化采集，如今已是近3000万用户的

“24小时线上博物馆”。抓住科技革命、文

化产业发展的机遇，打造以“文化+创意”

“文化+科技”为主要特征的新业态，就能

找到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文化与经济相融合，应突出“人”。

城市的吸引力，往往体现为宜居宜业、宜

游宜乐。有商业上的创新氛围，有文化

上的兼容并蓄，长沙的“青和力”十足。

数据显示，近10 年，长沙人口增长300 万

以上，其中 80%是年轻人。繁荣人文经

济，青年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是体验

者，也是创造者。城市有了“青和力”，书

写人文经济学大文章就有了新动力。从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到“恰同学少年，

风华正茂”，再到“努力成为年轻人的向

往之城”，当人文经济更多落笔于“人”，

当更多体制机制创新立足于“人才”，释

放出的必定是无限潜能。

长沙古称“星城”，进一步释放创新之

力，让文化与经济协同发力，高质量发展

的“星光”一定更加耀眼。

（作者为人民日报社湖南分社记者）

来源：《人民日报》（2025 年 06 月 03

日 第05版）

融合之势来自创新之力
——写好人文经济学的大文章①

□孙超

文化赋能经济，经济活化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

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

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本版转载《人民日报》推出系列评论，观察人文经济的丰富实

践，梳理经验、总结启示，为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推动高质量发展凝聚

智慧和力量。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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