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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道 路 何 以 自 信

编编 者者：：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没有别的道路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没有别的道路，，能够引领中国进能够引领中国进

步步、、实现人民幸福实现人民幸福。。这是我们对中国道路的自信这是我们对中国道路的自信。。为何有这样的道路自信为何有这样的道路自信？？三三

位专家分别从位专家分别从““文明文明”“”“国情国情”“”“特色特色””视角看中国道路视角看中国道路，，得出了结论得出了结论：：我们的我们的

道路自信是一种客观和清醒的自我认识道路自信是一种客观和清醒的自我认识。。

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自

信，并不是心理上的自负与浮夸，而是因为这

条道路是复兴中华文明的正确道路，同时体现

着对人类文明未来发展的自觉担当。

中华文明是世界诸多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

的文明。这有多方面的原因：独特的地理环境

与地缘政治；中原地区发达的农业文明及其辐

射与凝聚效应；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结构及其

认同效应；社会财富的持续积累及其传承；人

口流动的传统及其社会活力；巨大的学习与创

新转化能力；包容和谐、厚德载物、生生不息

的哲学传统；儒道释法等文化传统的交汇融合

及其开放转化；和平主义与天下关怀的精神；

等等。在古代相对隔离的世界版图里，中华文

明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域外文明也视中华文

明为大国治理的典范。西方启蒙运动的一个初

衷，就是不满于欧洲中世纪后分崩离析、纷乱

不已的状态，希望重回罗马帝国时代，遂把中

华文明看成大国治理及国家自信的楷模。但

是，随着工商业、资本主义和海洋文明的兴

起，西方大国在崛起后迅速改变了自己的历史

观，形成了西方中心主义，中国被卷入西方大

国全球性的殖民主义扩张之中，备受欺凌，中

华文明遭受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

“变局”也成为中华文明艰难复兴的历史起点。

为了中华文明的复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

从“文明”视角看中国道路

中国道路是复兴中华文明的正确道路

●邹诗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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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的领导下奋起抗争，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奋

斗。先是建立了独立自主的现代中国，奠定了

中华文明复兴的根基；然后经过新中国成立后

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奋斗，中华文明的复

兴又有了新的格局与气象。正如习近平同志所

讲的，“当前，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都更有信心、有能

力实现这个目标”。当此之时，我们应该愈加敬

畏自身的文明传统，感念这一古老民族为实现

文明复兴已经付出并仍在付出的艰辛；我们也

应该更加坚定对中国道路的自信，笃定信念，

为真正实现中华文明复兴而继续努力。

也许有人会问：要复兴中华文明只能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吗？中国为什么要选择马

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这是讲得清楚的。在历史发展进程

中，中国的道路选择主要有三条：君主立宪要

走的道路、民族资产阶级革命要走的道路、中

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要走的道路。袁世凯、张勋

复辟帝制的闹剧，日本的强势裹挟，清末民初

的乱局，决定了所谓的君主立宪是条死路。民

族资产阶级革命要走的道路仍难以使中国摆脱

帝国主义殖民地的身份，而且其关于民族国家

的构想显然不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正是在这

种条件下，中国历史性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社会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开始推进

改革开放以实现文明复兴。改革开放以来，我

国发展经历了市场经济的洗礼，但不能因此如

西方激进左翼理论家那样将中国道路称为“中

国特色资本主义”。这显然是误判，因为中国道

路有着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使命担当。改革

开放以来，中国通过改革发展使广大民众共享

改革开放成果，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

性。当然，在文明复兴路上，我们仍然需要向

西方学习，毕竟西方现代文明积累和沉淀了几

百年。在经历过早期资本主义危机，19世纪中

叶以后，上升时期的资本主义逐渐形成了基于

民族国家的治理文明；20世纪60年代以来，面

对当代资本主义工业及其环境危机，西方特别

是欧洲经历了旨在提高生活质量的新文明运

动。这些都值得我们借鉴。当下中国在文明建

设中，正在直面问题、主动作为，努力实现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自己的制

度文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

出，无疑会大大加快文明建设的步伐，对此人

们满怀信心与期待。

沿着中国道路实现中华文明复兴，也将给

人类文明未来发展作出积极贡献。近些年来，

国外经常会出现中国崩溃论或中国威胁论，这

实际上是用西方资本主义扩张的强权逻辑来看

待中国崛起；甚至说，这是将人类文明等同于

西方文明、将中国道路置于人类文明系统之外

得出的偏见。中国道路秉承和平主义传统，倡

导多极化及多样性，倡导和而不同与合作共

赢，其所代表的正是人类文明未来发展的方

向。从邓小平同志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

时代主题的判断，到习近平同志关于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思想及其“一带一路”大手笔式的实

践，均体现了中国道路对于人类文明未来发展

的自觉担当。

（作者：复旦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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