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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如 何 “强 起 来 ”
———从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角度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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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问题是如何面对现代性，中国要“强”起来的根本问题也正是如何

面对现代性。马克思主义对当今中国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对中国“强起来”的现实意义，很大程度上就体现于

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对中国“强起来”的指导作用。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现代性应

当是整体的，中国不能只停留于“片面的现代性”，只有全面地实现现代性，才能真正“强起来”。根据马克思

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现代性展开的过程产生强烈的负面效应，中国必须正视这些负面效应，只有将之克服

掉，才能真正“强起来”。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现代性是可以也应当超越的，中国必须在实现

现代性的同时还要超越现代性，通过超越现代性来使自己真正“强起来”。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

论，现代性必然卷入到各种复杂的关系之中，中国必须根据复杂现代性的现实，正确驾驭各种矛盾，使自己走

向“强起来”。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展开，特别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结合中国现代

化实际的创造性运用，中国正在通过“驾驭资本”的实践破解如何使中国“强起来”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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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中国正站在实现“强起来”的新的历史

起点上，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

飞跃。那么，什 么 是“强 起 来”? 如 何 才 能“强

起来”?

尽管经历很多艰难曲折，中国自近代以来就

走上了力求实现现代化的征途。中国从“站起

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过程，实际上就

是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不断前进、现代性在中国大

地上不断实现的过程。所以，研究什么是“强起

来”，以及如何才能“强起来”，就是要研究现代性

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下中国可以称之为“强起

来”，我们今天究竟如何正确地对待现代性中国

才能强起来。也就是说，研究什么是“强起来”以

及如何才能“强起来”必须借助于现代性理论的

视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问题是如何

面对现代性，中国要“强起来”的根本问题也正是

如何面对现代性。
当今世界存在着形形色色的现代性理论，马

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具有特殊的地位。马克

思主义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视域中以“资本”
为本质范畴所展开的现代性批判，重建了现代性

批判的规范基础，至今还闪耀着真理的光芒。世

界上没有一种现代性理论可以与马克思主义的现

代性批判理论相提并论，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

判理论的当代意义是任何一种现代性理论所不能

替代的。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中包含着

对现代性的诊断、批判和超越的理论框架和思维

模式。尽管马克思很少使用现代性这一概念，但

通过对现代社会的深入探究，深刻地论述了具有

实质内容和鲜明特征的现代性理论。从现代性理

论的视角来研究中国“强起来”，主要借助的是马

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的视角。马克思主义对

当今中国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对中国“强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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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意义，很大程度上就体现于马克思主义的现

代性批判理论对中国“强起来”的指导作用。

一、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现代

性应当是整体的，中国不能只停留于“片面的现

代性”，只 有 全 面 地 实 现 现 代 性，才 能 真 正“强

起来”

我们习惯于把马克思对现代性的相关研究说

成是“现代性批判理论”，这容易造成一种误解，

似乎马克思只注重于对现代性的批判。其实不

然，马克思对现代性的首要态度是赞颂。马克思

对发端于欧洲近代的现代性首先是持肯定态度

的，肯定其对人类文明的推进。马克思对现代性

的赞颂与对人类现代文明的赞颂是相一致的。一

些后现代主义者把马克思说成是与他们一样的现

代性的全盘否定者、批判者，是别有用心的。一讲

起马克思对现代性、现代文明的赞颂，马上会想起

《共产党宣言》。确实，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

党宣言》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的

纲领性文献，在这一著作的篇首，马克思和恩格斯

就带领我们走进了对现代社会的理解，向我们肯

定了资本现代性的辉煌，为我们确立了一个鲜明

的现代性形象。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说道: “它

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

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 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

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

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这个世

界就是资本全面统治的世界，也就是“现代社会”
或“现代历史”［2］93。马克思和恩格斯以磅礴的

语气概括了现代性的确立过程。必须指出的是，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这种对人类社会起着巨

大解放作用的现代性的确立，是历史必然性的过

程。正因为现代性的这种正面效应是必然的，所

以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尽管现代性具有如此大的

消极影响，但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仍应积极地进入

现代化的进程以发展自身。
在指出马克思对现代性首要的态度是肯定这

一点以后，必须进一步强调马克思肯定的是整体

的现代性而不是片面的现代性。与马克思把现代

社会历史视为一个不断总体化的过程相一致，马

克思也认为现代性具有总体性特征。“现代”“现

代性”在马克思那里是一个形态学概念，“马克思

以生产方式概念为基础，在历史的形态变迁中确

定了现代的位置，将现代看成是一个总体性的

‘世界历史时代’。从历时性的纵向来看，它等义

于‘现代历史’，从共时性的横向来看，它等义于

‘现代社会’，它既同人类历史的总体联系起来，

本身又构成一个具体的总体。”［2］197 资本是现代

性的本质范畴，马克思时常以资本来命名现代性。
而资本在马克思那里实际上并不单纯是一个狭义

的经济学概念，马克思认为资本的内在原则贯彻

于现代经济、政治、文化和人们的内在心理结构之

中，资本显然具有整体性的特征，而资本的那种整

体性的特征也正标识了现代性的整体性特征。由

此可见，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是一种总体性的现

代性理论，它绝不只涉及现代性的政治、经济或文

化的某一方面，而是涉及整个社会。
正因为现代性概念在马克思那里是个总体性

概念，所以马克思所期望的现代性的实现应当是

整体性的实现，即不仅仅是社会的某一领域实现

现代性，而是社会的各个领域实现现代性，社会在

整体上贯穿现代性。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

代性之所以加以批判，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资本主

义社会的现代性是片面的现代性，只是在社会的

某一个领域，即经济的领域实现现代性，批判资本

主义社会的现代性的片面、畸形的发展，是马克思

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主要视角。如果把资本

主义社会中的现代性视为是“一元现代性”，即只

是在经济领域实现现代性，那么马克思批判的正

是这种“一元现代性”，马克思要求的是“多元现

代性”，即在经济发展、政治建设、文化创新、社会

进步以及人的现代转型等方面全面地赋予现代性

的价值。
新中国自成立以后就在“站起来”的基础上

走上“富起来”的道路，特别是在实施改革开放以

后，中国更是走上了“富起来”的快车道。改革开

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一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唤醒了全中国人民。经过 30 多年的不懈努力，虽

然当前全球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不断显现、国

际环境不稳定因素日益增多，但是中国经济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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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在稳步增长，GDP 稳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

增长贡献率超过 30%。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富

起来”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但是，用马克思主

义的现代性理论加以对照，不难看出，这种“富起

来”主要是现代性在经济领域的实现。与“富起

来”相对应的现代性是“片面的现代性”。当然，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选择首先在经济领域

实现现代性，走上“片面的现代性”道路，有其历

史的必然性。但是，当今天中国站到“强起来”新

的历史起点上时，就必须克服这种“片面的现代

性”，即必须实施“全面的现代性”。不全面地实

施现代性，中国进一步走向“强”起来是不可能

的。如果说中国的“富起来”是与“片面的现代

性”联系在一起，那么中国的“强起来”就应当与

“全面的现代性”联系在一起。在中国，“强起来”
是“富起来”的升级版，与此相适应，“全面的现代

性”也是“片面的现代性”的升级版。“富起来”的

中国往哪里去? 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两个阶

段”的发展战略。这“两步走”的发展战略，全面、
生动地描述了中国如何从“片面现代性”走向“全

面现代性”。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理论对现代性的整

体性的要求，中国必须全面提升物质文明、政治文

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实现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强国。如果说“站起来”主

要着眼于取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政治层面，

即着眼于为中国实施现代性创造政治基础，“富

起来”主要着眼于解放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物质生

活水平的经济层面，即着眼于在经济领域首先实

施现代性，那么，“强起来”则着眼于实现“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整

体战略，即着眼于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大地上全面

地实施现代性。即使就经济发展而言，根据全面

现代性的要求，“强起来”体现在发展更重质量的

经济，致力于经济结构和发展动力的重大转变，使

技术要素和创新要素逐步成为经济发展的第一动

力。当然，根据全面现代性的要求，中国要“强起

来”，在经济领域之外的其他领域都必须与现代

性相符。例如，民主的改善和社会福利的提升、文

化事业的发展和文化自信的增加、美丽中国建设

成绩斐然，等等。“片面的现代性”带给中国的只

是“富强”这一现代性元素，而实施“全面的现代

性”将使中国的现代化真正成为具有“富强”“民

主”“文明”“和谐”“美丽”五个元素的现代性。
从“片面现代性”向“全面现代性”的发展，就是从

“大国”向“强国”的提升，其中根本的是从数量

向质量的提升，从硬实力向软实力的提升。

二、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现代

性展开的过程会产生强烈的负面效应，中国必须

正视这些负面效应，只有将之克服掉，才能真正

“强起来”

马克思对现代性持辩证的态度，在肯定现代

性的正面效应的同时，又对现代性的负面作用持

批判态度。面对现代性，马克思鲜明地坚持了辩

证的态度，即既与保守的浪漫主义的那种怀旧、全
盘否定现代性相对立，又与自由主义那种现代化

的自鸣得意、全盘肯定现代性相抵触。正是在辩

证的思维中，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现代性的分裂

与矛盾。在他看来，对现代性的进步的肯定与对

现代性异化本质的批判是由现代性本身的辩证特

征所决定的。现代性就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对

立、冲突、分离、悖论是现代性的基本特征。他还

指出，由于现代性的自由、平等的价值取向受制于

现代社会的物质条件，现代的解放只是政治意义

上的抽象解放，现代性的价值理念和现代社会制

度之间存在着矛盾。作为政治解放的现代解放使

人们过着分裂的双重生活。马克思又通过政治经

济学批判，深刻洞见了现代性矛盾的经济学基础，

并把这一基础看成是现代性的基本框架。这样，

马克思一方面颂扬了现代社会巨大的经济成就和

文化成就，另一方面又尖锐地揭示了异化的现代

性境遇、揭示了现代性内部的分裂与矛盾。马克

思强调，现代的危机与动荡，正是产生于现代性的

分裂与矛盾，产生于现代性自身的悖论［2］180、181。
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批判现代性的理论基础是

对“现代社会经济规律”的揭示，而不是出于“应

然”立场的道德评判，将批判奠定在坚实的存在

论分析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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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是现代性的本质范畴，马克思对现代性

展开过程中负面作用的批判，也就是对资本展开

过程中负面作用的批判，马克思认为现代性本身

包含着对立、冲突、分离、悖论，也就是认为资本本

身包含着对立、冲突、分离、悖论。“在马克思那

里，现代性的这种矛盾性，现代性的这种‘好的方

面’和‘坏的方面’，都同现代的资本原则相关，是

现代社会异化的现象学呈现，并不是我们能够保

存或剔除的。如果资本还是历史的基本建制，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是现代性的存在论基础，现代

性的矛 盾 将 被 保 存 着，它 由 资 本 的 本 性 所 决

定。”［2］182马克思曾明确地指出: “在资本的简单

概念中已经潜在地包含着以后才暴露出来的那些

矛盾。”［3］395 确实，我们不可能在资本的统治中，

只要资本的“好的方面”，而不要资本的“坏的方

面”; 当然，我们也不可能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

中，只要现代性“好的方面”，而不要现代性“坏的

方面”。
这里的关键在于，资本本身就体现了一种生

产关系，而不是一种“自在之物”。对于这一点，

马克思在论述资本时是讲得非常清楚的。马克思

说:“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

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

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资本不是物质

的和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的总和。”［4］马克思明

明白白地告诉人们，资本是现代存在物的存在形

式和存在规定，资本的运行原则就是现代社会的

构成原则。而资本成为存在物的普遍抽象形式，

不仅是指物作为社会的物的抽象形式，而且是指

人作为社会的人的普遍抽象形式，甚至资本家的

雇佣工人也不过是资本的人格化。只要消除了资

本“中立”的假象，就能从根本上认清资本的本质

是什么，也才能把资本带来的负面影响与资本的

本质联系在一起。正因为资本在展现过程中有着

负面作用，而且这种负面作用是必然的，所以我们

不能忽视而必须正视资本的这种负面作用。当我

们感受到资本的“恩泽”之时，也应体会到资本所

带来的种种不幸。资本具有两大基本原则: 一是

竞争原则，二是增殖原则。这两大原则所造成的

不良后果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着的。资本的运营和

扩张大大促进了生产力，导致了财富的大规模的

积累和社会的进步，但无论在动力上还是在运行

机制上都是一个不讲道德的过程。由于资本的本

质是盈利，是贪婪的恐惧的化身，所以资本的不断

扩张过程，也是一个侵犯他人权益的过程，是一个

导致各种社会矛盾的过程［5］213、212。
实际上，中国在利用资本追求现代性的过程

中，由资本、现代性本性所决定的那些负面效应也

正在日益显露。在致力于“富起来”的日子里，这

些负面效应可能还不那么明显，可能时常被人们

所忽视。但是，当中国人民在“富起来”的基础上

走向“强起来”之时，这些负面效应就变得那么显

眼，就成了必须正视的问题。人们的目标是个系

统，不是单一的，其由各种目标组合在一起。在特

定的历史时期，人们往往突出某一目标而忽视其

他目标，从而往往为了实现某一特定的目标而不

惜采取一些损害其他目标的手段。为了“富起

来”这一目标，我们必须充分利用资本，对利用资

本可能带来的有损于其他目标的实现这一点，暂

时不加以过多考虑。现在在我们的目标系统中，

“强起来”成了主要目标，那么对资本所带来的负

面效应就非但不能忽视，而应着重关注并加以切

实克服，否则就无从谈及“强起来”。
面对这些负面效应，我们千万不能做出以下

两种选择。第一种选择: 因为现代性给我们带来

了磨难，使我们失去了诸多美好的东西，所以憧憬

起前现代性的生活来，竟然产生了干脆放弃对现

代性的追求，使中国成为一块置身于世界之外的

“非现代化的圣地”的意念。在有些人看来，既然

现代化的弊端已暴露无遗，我们为什么不马上悬

崖勒马呢? 第二种选择: 现代性是人类的必由之

路，西方人走过的道路我们中国人也得跟着走。
现代性的正面效应与负面作用都不可避免。我们

只能置现代化所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于不顾，继

续沿着原先的路走下去，让中国这块古老的大地

彻底经历一次西方式的现代性“洗礼”。只有等

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基本完成了才有可能解决这些

负面问题，倘若现在就着手去解决，只能干扰中国

的现代化建设。
实际上，以上两种选择都是“死路”。前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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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重新走回头路，而倒退无论如何都是没有出

路的; 而后者则迟早会葬送中国，很有可能中国人

民对现代化的成果还没有充分享受到，而代价却

已把中国拖垮了［5］181－182

中国人民“强起来”必须做出第三种选择，就

是正视、克服它们。
所谓“负面效应”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

一，两极分化日趋严重。当今中国的财富只流到

了一小部分人的口袋里，20%的人占有了 80%以

上的财富，余下的 20%的人所拥有的财富则还不

到 20%。当一部分人依靠现代性、资本的展现

“暴富”的同时，另一部分人则被迅速地推向社会

的底层。第二，自然环境严重破坏。伴随 GDP 增

长的是生态危机的加剧。这些年中国自然环境遭

到的破坏较为严重。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推进

到哪里，自然环境的破坏就扩展到哪里。第三，人

越来越成为“单向度”的消费机器。有些人把“消

费主义”作为生活准则，一心追求物质利益的最

大化。人自身内部的各种需求、各种功能之间的

矛盾正痛苦地折磨着当今的中国人。无疑，这三

个方面负面效应的逐步解决有赖于马克思主义的

指引，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当今中国人民认识和解

决这些难题、矛盾的主要思想武器。

三、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现代

性是可以也应当超越的，中国必须在实现现代性

的同时超越现代性，通过超越现代性来使自己真

正“强起来”

对马克思来说，谈及现代，都必须联系“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来加以理解，现代社会就是资产

阶级社会，现代文明就是资本主义文明。也就是

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社会经济形态本身具

有的历史性，决定了“现代”在人类历史演变中的

位置和历史意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历史

性，现代社会、现代文明也具有历史性，它在一定

历史条件下形成也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消失。现

代社会、现代文明被一种新的社会、新的文明所取

代是必然的。所谓现代性是现代之所以成为现代

的内在规定及其基本特征。现代性的历史性又是

与现代社会的历史性相一致的。马克思把“流动

性”视为现代性的一个基本特征［2］173－179。现代

性在马克思那里确实是一个历史时间概念，用它

来表达历史现时性中对于现时的理解。在流动

的、历史的现代性中，存在变成了一种当下的“切

面”，变成了一种瞬间化的现身，变成了不断的自

我批判和自我扬弃，变成了“运动”本身，即马克

思所说的“一切新形式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

陈旧了”。
马克思强调现代性的流动性、历史性，其根本

目的是为了指引人们超越它。马克思对现代性的

基本态度，一是实现它，二是批判它，三是超越它。
在某种意义上说，不仅批判现代性是为了超越现

代性，而且实现现代性也是为了超越现代性。马

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的核心是开启了超越现代

性的理论可能性空间。现代性是与启蒙联系在一

起的，实际上马克思早在 1845 年前后，也就是在

其青年时期，就开始考虑超越现代性的问题。马

克思原先是个启蒙现代性的崇拜者，后来他发现，

启蒙现代性在引导人们脱离对“神圣形象”膜拜

的同时，又使人们陷入对“非神圣形象”的膜拜，

即对商品、货币和资本的膜拜。对“神圣形象”的

膜拜意味着人还没有获得自己，而对商品、货币和

资本的膜拜，则标志着人再次丧失了自己。马克

思得出结论，在“非神圣形象”的统治下，现代性

的每一个胜利都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而无产阶级

和广大劳动人民则再度失落了。这样，马克思就

从一个启蒙现代性的崇拜者变成了启蒙现代性的

批判者。作为现代性最大追求者的马克思，开始

具有了十分清醒的自觉意识: 把超越现代性作为

人类的最为根本和彻底的任务。以后，马克思就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野中，进一步展开了对

这一最为根本和彻底的任务的论述。当然，马克

思认为，超越现代性的道路不得不经过和扬弃现

代性，而不是摆脱现代性［6］。马克思为人类所描

绘的共产主义社会，既不是旧有观念中的“大同”
社会和宗教的天堂，也不是现代性个人主义的极

端表现，更不是要以更加充分而且更加深刻的现

代性来医治现代性的创伤，而是对现代性的超

越［2］201。
马克思的现代性概念就是资本现代性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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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马克思认为人类最终要超越现代性，也就是

把超越资本作为人类的目标。马克思的现代性批

判实质上就是要以实践的方式消除资本的现实前

提和存在基础，亦即超越资本。在马克思看来，只

要资本还是基本的存在规定和存在形式，无论以

何种话语形式来批判现代性、以何种话语来宣布

现代性的终结，人们实际上并不因此而真的超越

了现代性的历史境遇，充其量只是“话语”上的自

我翻新而已。资本的流动性是不言而喻的，资本

总是按照自己的趋势，导致一切固定关系的解体

和静止形象的消除，总要破坏着一切并使之发生

变革。资本没有界限，资本破坏一切界限，不仅是

在广延的空间上，而且在生命的时间方面。现代

性的流动性正是由资本的流动性所决定的。资本

的流动性和现代性的流动性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

面。现代性的流动与现代性的坚硬，都只是资本

的面相。由此说来，现代性的超越完全取决于资

本的超越。而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是完全可以超

越的。马克思说，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

将使资本遭遇本身的限制。“这些限制在资本发

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

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来

消灭资本。”［3］390在马克思看来，超越资本的必然

性和必要性都来自资本本身。马克思激烈地批评

了“资本没有替代物”的呐喊。
资本在一定时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在马

克思看来，这种合理性并不意味着资本的存在是

永恒的、不可超越的。也就是说，不能从资本在一

定时期存在的合理性推论出它的存在的永恒性。
按照马克思的论述，资本即使在当今具有合理性。
并不意味着它永远具有合理性，也就是说，并不意

味着它永远是不可超越的。确实，这种把资本存

在的合理性加以永恒化、绝对化的立场与马克思

主义风马牛不相及。正因为马克思对资本的最终

被超越这一点充满了信心，所以他在《资本论》第

1 卷的结尾，如此坚定地向人类宣告: 资本的垄断

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荣起来

的生产力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

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

步。这个外壳就要崩溃了。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

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坚持改革开放道

路的中国人也应当有着马克思同样的信念，万不

可因为资本在当今中国存在的合理性就动摇超越

资本的信念。I．梅扎罗斯的《超越资本》一书在当

今的历史条件下论证了人类超越资本的必要性和

可能性，并在此基础上批判了对资本主义“别无

选择”的观点，提出人类做出另一种选择，即建立

社会主义社会是完全可能的［5］214、215。
如果说我们在致力于“富起来”之时关注的

重点是如何实现现代性、如何利用资本，那么，在

致力于“强起来”之时就应当较多地关注超越现

代性、超越资本。中国的真正“强起来”必然不是

完全建立在实现现代性、利用资本上，而是必然与

超越现代性、超越资本联系在一起。按照“强起

来”的内涵，其基本要求远远超出了现代性的范

围，仅仅停留于现代性上，是无法跨入“强起来”
的境地的。立志使中国“强起来”的中国人民，必

须思考如何从现代性中超拔出来。只有当超越现

代性全 面 展 开 之 际，中 国 才 真 正 称 得 上“强 起

来”。实际上，已经基本实现了“富起来”的当下

中国，完全有条件超越现代性，进行新的现代性建

构。首先，中国近代以来对实现现代性的探索本

来就具有“另类现代性”的特性。中国人民本来

就是一方面抱有学习西方现代性的心理依赖和无

意识选择，另一方面又对西方的现代性持有强烈

的警惕。这种复杂矛盾的心态曾被人描述为“反

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可以说，中国人本来就

具有超越现代性、追求“另类现代性”的“文化基

因”。其次，中国是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致力于

现代化建设的，当代中国的现代性方案必然置于

科学社会主义的框架内，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导向

决定了中国对于现代性的一般逻辑及其内在弊端

保持高度的警惕与拒绝姿态，决定了中国存在着

对现代性的一种可能性超越［7］。
纵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启和推进过

程，我们不仅看到这是一个实现现代性的过程，而

且也是一个超越现代性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本质上是对当代中国既实现现代性又超越

现代性的一种理论规划。有人提出中国实际上正

在追求一种与传统现代性不一样的“新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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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用另一种表述来说明中国正在超越现代性。
中共十九大明确提出中国进入了致力于实现“强

起来”的新时代，与此相应，中共十九大所制定的

一系列发展战略和方针也包含着超越现代性的因

素。中共十九大认定，“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

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

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把实现人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追求作为奋斗目标，这一奋斗目标显然

是超现代性的，突破了现代性的物质主义、消费主

义，已接近于马克思对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要

求; 中共十九大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

布局是“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是“四个全面”，强

调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

文明全面提升，其中许多内容都是超现代性的;

中共十九大强调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努力实现更高质量、
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这种新发

展理念实现了对旧的现代性发展理念的突围与超

越; 中共十九大提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

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这种判断和要求绝不

是局限于现代性的思维所能提出来的; 中共十九

大表达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强决心，

提出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

开放战略，坚持正确义利观，树立共同、综合、合

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

的发展前景，这种世界历史的眼光和以天下为怀

的 胸 襟 绝 不 是 属 于 崇 尚 个 人 本 位 的 现 代 性 世

界观。

四、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现代

性必然卷入到各种复杂的关系之中，中国必须根

据复杂现代性的现实，正确驾驭各种矛盾，使自己

走向“强起来”

在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视野中的现代性概

念是个复杂的概念。他看到了现代性必然卷入到

各种复杂的关系与矛盾之中，所以他在论述现代

性的实现与超越之时就强调这是一个复杂的过

程。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体现了对西

方启蒙运动以来现代理性精神的深刻反省和对复

杂现代性内在矛盾的揭示。国内一些学者根据马

克思以及其他一些研究现代性理论的学者的相关

观点，更基于对当今中国现代性构建的现状的考

察，提出了“复杂现代性”的术语［8］26－27。围绕现

代性，国外学界提出了一系列的术语，如“早期与

晚期现代性”“未完成的现代性”( 哈贝马斯) 、
“反思现代性”( 吉登斯) 、“多元现代性”( 艾森斯

塔特) 、“第二现代性”( 贝尔) 等，所有这些术语都

包含对现代性的复杂性的认知。如前所述，马克

思对现代性的研究有着方法论上的总体性的特

征，这就是把现代社会视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并

不认为其是由单一原则所支配，同样地，在马克思

那里，现代性也是一个具有复杂性的概念。现代

社会是个“复合社会”，决定了现代性也是一个由

各种因素形成的“复合体”。现代性理念并不存

在于真空中，作为一种规范的理念和计划，它以复

杂的生存环境为基础。这就是说，现代性的复杂

性是长期以来社会中的各种矛盾与冲突所带来的

复杂结果和经验。在现代性这个“复合体”中，

“既包含着社会条件的变化，也包含着社会理念

的变化，它们之间相互作用使现代性本身成为一

个复杂的事物”［8］27 ; 而与复杂性相对应的是单纯

性，现代性明显与单纯性无缘。有学者这样提出:

“强调‘现代性’在空间、时间和内在结构上的特

殊性、多样性和实现过程的阶段性和不确定性

( 包括试错) ，是‘复杂现代性’概念对现代性在经

历与不同文化相结合的历史演变和当代呈现的一

种把握。”他们还提出，复杂现代性所包含的复杂

性包含着“三个维度”: “其一是指在现代性诸多

规范的协调性和内在结构的自洽性方面呈现的复

杂性; 其二是指现代性在实现条件和实现方式的

复杂性; 其三是指现代性所呈现出来的一种发展

性，即在其实现过程中它的规范、内在结构所呈现

出来的生成性和所具有的开放性。”［9］

实际上，也不要把现代性的复杂性解释得太

复杂。在马克思那里，现代性的复杂性主要表现

在两个方面: 其一，现代性的起源是相同的，但其

过程并不是统一的。一方面，人类历史在从传统

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表现出现代性的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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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即都朝向现代性的目标; 另一方面，不同时代

的民族国家在其现代化具体演进中，在现代性具

体展现中，又显示出多样性与差异性发展路径和

表征。马克思论述现代性时总是渗透着对世界性

与民族性的双重审视。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

现代性的构架体现着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从

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现代

性本质上是一元的，而现代性本质之表现形式可

以是多样的。现代性包含着“物质内容”和“社会

形式”两个方面。从“物质内容”来看，现代性主

要是指生产力获得史无前例的解放和发展，引发

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深刻变革和显著进步; 而

“社会形式”则是指实现这些内容的方式。显然，

现代性的特定社会形式具有特殊性，可以多种多

样; 而现代性的物质内容却具有普遍性。有学者

指出:“对于现代性的物质内容与社会形式之间

的矛盾关系，马克思曾以劳资对抗关系为中心做

过具体而深刻的阐释。”［10］其二，现代性总是与

前现代性、后现代性交织在一起。从传统社会中

孕育现代社会不是一蹴而就的，并不是突然间现

代社会取代了传统社会。随着现代性因素的不断

增加，前现代性因素的日益减少，现代社会才得以

确立。判断一个社会是不是成了现代社会，主要

是看这个社会中现代性因素是不是占据主导地

位，而不是说这个社会是清一色的现代性因素。
这样，即使在一个现代社会中包含着一系列的前

现代因素，也属于非常正常。马克思在许多场合

曾详尽地分析过存在于现代社会中的前现代的东

西如何顽强地发挥着作用。而在进行现代性建构

的过程中，一些超越现代性的属后现代的东西也

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后现代性因素与现代性因素

往往同时出现。在消解前现代因素的过程中，人

们所期望的现代性因素没有出现，而后现代的东

西却呈现于前。这样，在一个现代社会中，又必然

包含前后现代的因素。
中国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过程一定

是一个正确地面对和处置现代性的复杂性的过

程。如果说在实现“富起来”的过程中，面对和处

置现代性的复杂性的问题还不十分突出，那么要

实现“强起来”，如何正确地面对和处置现代性的

复杂性就变得异常急切。要实现“强起来”首先

应做的事情就是科学判断当今中国的现代性所处

的历史方位，也就是在深刻认识现代性的复杂性

的基础上，知道自己是如何卷入现代性的复杂的

矛盾与关系之中，从而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处置这

种复杂性、实现并超越现代性的政策措施。具体

地说，就是要继续探索与一般现代化道路有别的

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既然现代性的复杂性就在

于尽管现代性的目标起源和“物质内容”相同，但

实现现代性的方式往往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那

么，我们就要致力于创建中国模式的现代化道路。
中国的“富起来”有赖于这种中国模式的现代化

道路，而中国的“强起来”则完全取决于能否沿着

中国模式的现代化道路走顺、走通。我们既要批

判借鉴西方的现代性的经验教训，也要立足于中

国国情; 既要体现现代性的一般本质，也要考虑中

国的特殊实际; 既要遵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

和我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也要符合人性发展的

价值诉求; 既要克服现代性的消极弊端，又要释

放出现代性中的积极精神; 既要力求克服我国现

代性进程中出现的问题，也要确定中国现代性建

构的目标走向［11］。另外，既然现代性的复杂性

还表现在现代性总是与前现代性、后现代性交织

在一起，那么中国要“强起来”就必须正视前现代

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纠结，牢牢掌握驾驭

现代性的主动权。随着中国的逐步“强起来”，三

者之间的纠结会越发严重，中国正是在面对而不

是回避这种纠结中实现“强起来”。当我们认识

到应当并致力于超越现代性时，我们千万不能忽

视我们的社会实际上还存在着的许多前现代的东

西，现代性在中国还没有完全确立，从而应当继续

关注如何用现代性来消除前现代性。当我们把注

意力还停留于如何消除传统因素确立现代性之

时，我们又千万不能忘记从总体上来说我们已应

当把如何超越现代性摆上议事日程。
我们在前文反复强调，现代性内含于资本的

逻辑之中。当今中国要实现“强起来”，当务之急

是如何正确面对和处置现代性的复杂性，说到底

就是如何正确面对和处置资本逻辑的复杂性。为

了“强起来”必须超越资本，但资本在当今中国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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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强起来”建立在“富起

来”的基础上，“强起来”不是对“富起来”的否定，

而是对“富起来”的升华，从而我们为了维护“富”
这一基础，还得充分发挥资本的功能。这样，我们

就陷入了超越资本、限制资本与利用资本、发展资

本的复杂性之中。目前中国人面对资本的复杂性

就在于，我们既要考虑如何充分地利用资本、让资

本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正面效应，又要思考如何不

能像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那样去利用资本，而

是在利用资本的同时又要超越资本，在利用资本

与超越资本之间保持一种合理的张力。所以在当

今中国，如何承认资本、利用资本、限制资本、超越

资本并反思资本，成了求解中国如何“强起来”的

关键。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展开，特别是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结合中国现代

化实际的创造性运用，中国正在通过“驾驭资本”
的实践来破解如何使中国“强起来”这一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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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viewing the World Significance of China’s Development in 40 Yea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Human Civilization

———Study ＆ Exploration Interviewed Mr． Zhang Yunling，the Member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ZHANG Yun－ling
(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732)

Abstract: From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leventh Central Committee when the decision on reform and
opening up was made in 1978，until the socialist construc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ered a new era in
2018，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has witnessed a brilliant 40 years． In this short period of forty years，
China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in all aspects of politics，economy，society，culture and other fields．
China has become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economy from the largest developing country． It can be said that
China’s development achievements have created miracles in the history of human development． It not only
changed the face of poverty and backwardness in China，but also provided Chinese approach and Chinese ex-
peri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othe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herefore，on the occasion of celebrating
China’s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theoretical value to com-
prehensively sort out the development achievement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systematically sum up the de-
velopment experience，and make a new era for the future prospects． For this，Zhang Lei，editor－in－chief of
Study ＆ Exploration，conducted an academic interview with Mr． Zhang Yunling，the Member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to inspire the readers．
Key words: Forty Years of Ｒ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Development Achievements; the Basic Experience;
the World Significance; New Human Civilization;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How Could China Get Strong?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Criticism of Modernity
CHEN Xue－ming

( Fudan University，School of Philosophy，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For the project of“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the ultimate problem is how we should
face up to modernity． How to face up to modernity is also the ultimate problem for China to get strong． The re-
alistic meaning of Marxism to contemporary China，especially its meaning to the way for China to get strong，
just lies in the directory function of Marxist criticism of modernity in the Chinese efforts to get strong． Accord-
ing to the Marxist theory of the critique of modernity，modernity should be all－round． Thus China could not
just stop at a kind of“one－sided modernity”． Only with the realization of“all－round modernity”，could China
really get strong． According to the Marxist theory of the critique of modernity，the process of actualizing moder-
nity would bring about some strong negative effects． China must face up to these negative effects directly and
find out ways to overcome them． Only when this has been accomplished，could China really get strong． Accord-
ing to the Marxist theory of the critique of modernity，modernity itself could and should be transcended． Thus，
at the same time of realizing modernity，China must also find ways to transcend modernity． It is just through
the efforts to transcend modernity that China could really get strong． According to the Marxist theory of the cri-
tique of modernity，modernity would necessarily be involved in all kinds of complicated relations． Based on the
reality of complicated modernity in China，China must be able to correctly control the contradictions within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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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y in this way，could China be on the right track to get stronger．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Chinese efforts
at the Sinicizing Marxism，especially with the creative application of the Marxist theory of the critique of mo-
dernity in the reality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China has been trying to solve the difficult problem of“getting
strong”through the praxis of“reining”capital．
Key words: China’s Getting Strong; Marxist Theory of the Critique of Modernity; All－round Modernity; to
Transcend Modernity; Complicated Modernity

Ｒesource Security，Competition among Big Powers and National Strategy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Ｒare Minerals

YANG Dan－hui
(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conomics，Beijing 102488)

Abstract: Along with the increasingly widespread application of rare mineral resources in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the significance of rare minerals as key raw materials for high－tech industries has been continuous-
ly highlighted，and major industrial countries have waged intense competition in the rare mineral resource sec-
tor． As the biggest reserve，producer and consumer of rare minerals in the world，China is playing an impor-
tant role in the global competition landscap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rare mineral resourc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relative scarcity and its market response mechanism with the
general rules of changes in the consumption structure of mineral resources． It i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that in
face of new trends of global resource competition and security situation under the new round of technological
and industrial revolution，based on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f the status and exploitation conditions of rare
mineral resources as well as in line with the principle of security，openness，intensity，sustainability，China
should establish and improve a national strategy and policy system covering various aspects of the value chain
of rare minerals，such as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processing and smelting，strategic reserve，high－end
application，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tc．，so as to provide stable and reliable supply of
key raw material to achieve the main goals of economic upgrading，including industrialization in 2020，building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and accelera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Key words: Ｒare Mineral; Ｒesource Security; Competition among Big Powers; Environmental Impact

Generative Aesthetics in Contemporary Art: Socially Engaged Art as
a Mode of Cognition in Everyday Life

ＲEN Hai1，2

( 1．Sichuan Fine Arts Institute，Chongqing 401331; 2．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Tucson，Arizona，the U．S．)

Abstract: Socially engaged art is an important transdisciplinary research topic． Compared with various genres
and movements in the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art，socially engaged art is closely connected to everyday life．
Due to this fact，on the one hand，it vividly demonstrates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contemporary art:
multiplicity，contemporaneity，and social production． On the other hand，it raises such questions as whether it
can directly help to address social problems and to improve economic and moral conditions． Compared with
theoretical models focusing on economic benefits，moral values，and social relations，the author proposes the
concept of“generative aesthetics”by drawing on aesthetic philosophy and anthropology． This new theory ena-
bles us to understand socially engaged art as a techne or a mode of cognition，bringing what is concealed and
withheld from everyday life into play．
Key words: Socially Engaged Art; Everyday Life; Aesthetic Philosophy; Generative Aesthetics; Contemporary
Art; Contemporane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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