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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思索一下：我们文明的

根柢和核心价值是什么？

摇 摇 中国正在崛起，中华民族正在实现伟大复兴，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

实。面对中华民族的复兴，赞许者有之，诋毁者有之，支持者有之，反对

者亦有之。所谓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已成为海内外热议的

话题，有的肯定曰其有，有的否定曰其无，数以百计的各种解读令人眼

花缭乱。

至于中国未来，悲观者预言中国危机四伏，不出三年必定崩溃，乐

观者相信中国经济体不出十年即会超过美国，圆员 世纪完全可能成为中

国世纪。直面中国堆积如山的大大小小各色各样问题，人们提出了互

相矛盾的无数建议：从怀念一律公有、计划经济、吃大锅饭、所有人都只

能凭票证得到有限供应的“平等”，到力主全盘私有化、不受限制的自

由竞争，以及人人在市场交易契约关系中的平等；从倡导新权威主义，

到倡导与之截然对立的新自由主义；从确保人们成为“经济人”、实现

利益最大化，到努力保障每个人都能自由而全面地发展；从法律至上、

宪政至上的“公平”与“正义”，到理想至上、道德至上的“正义”与“公

平”；如此等等，这些主张彼此完全抵牾，但每一主张都振振有词，似乎

都真理在握。我们所生活的名副其实是一个思想特别多元、主义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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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跃的时代。

然而，正因为如此，就特别需要严肃而认真地研究：中华民族复兴

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历史的必然？中国究竟基于什么样的文明根柢，经

由怎样艰难的探索和艰苦的奋斗历程，方才走到今天？中国凭借着这

一文明根柢，将迎来一个什么样的明天？

中华民族复兴，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紧密相连。而所谓中国化，所谓中国特色，说到底，其实就是坚定不移

地立足中国实际，立足当今世界的实际，充分利用历史给我们提供的各

种资源和全部主客观条件，走中国自己的发展之路，走中华民族自己的

发展之路，走中华文明自己的发展之路。

近代以来，中国、中华民族、中华文明所面临的是来自西方资本主

义的空前严峻的挑战。这一严峻的外部挑战又常常和内部日益激化的

矛盾冲突互相交织在一起，中国、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到了几千年来所

从未遭遇过的最危险的关头。中国的社会精英，中国的草根大众，挺身

而出，为维护国家主权，为捍卫民族独立，为复兴自己伟大的文明，前赴

后继，不屈不挠，进行了殊死的战斗。民族复兴正是人们已经持续了一

个半世纪以上共同奋斗的必然结果。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外来各种新思想、新文化，可以更好地

了解自己，可以极大地丰富自己，可以帮助自己避免重犯别人所曾犯过

的各种错误，使自己在发展过程中少走一些弯路。可是，近代以来，两

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抗击八国联军战争的失败，

一次次丧权辱国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突然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巨变，

完全缺乏心理准备的不少中国人曾一度陷入迷茫，对自己的文明不再

那么充满自信，总觉得自己万事不如人。人们怀疑先前所做的一切，不

断地批判先前所做的一切，试图全方位地找出先前各种差错，好全面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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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更张。重点在找错，只想着前人究竟做错了什么，便没有精力去思考

几千年来，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文明，究竟做对了什

么。然而，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从林则徐、洪秀全、曾国藩、张之洞，

到康有为、严复、梁启超、杨度、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蔡元培、

张謇，再到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瞿秋白，再到毛泽东、周恩来、刘

少奇，直到邓小平和中共新一代领导人，还有无数教育救国论者、科学

救国论者、实业救国论者、宗教救国论者，以及投身各种救国建国事业

的芸芸众生，在奋斗中很快就开始觉悟，找错，是必须的，但只是找错，

又是不行的。这些人几乎都曾非常热心地诚心地或师法过西方，或师

法过苏俄，力图从他们那里寻得富国强兵的妙法良方。经过艰苦卓绝

的奋斗，以及成功与失败互相交错的反复实践，他们中的大多数，终于

愈来愈清醒地意识到，别国成功的经验，无论如何也代替不了自己的独

立思考，代替不了自己的独立探索。对于中国、中华民族、中华文明这

样一个巨型国家、巨型民族、巨型文明说来，尤其如此。

人们愈来愈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只能走中国自己的路，中华民族只

能走中华民族自己的路，中华文明只能走中华文明自己的路。借鉴和

吸取所有外来的成功的经验，归根结底，都必须使之能和中国的根柢、

中华民族的根柢、中华文明的根柢相容、相融，而不是相悖、相害。实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半世纪以来人们在

不断试错之后做出的历史性抉择。中国的迅速崛起，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是在思想上和实践中有效地克服了脱离或

偏离中国实际、中华民族实际、中华文明实际的各种思想和做法之后，

一步一个足印，终于坚定不移、心无旁骛、踏踏实实地走中国自己的路

的结果。

怎样才是真正走中国自己的路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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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形态》一书中曾非常明确地指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

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

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

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历史的每一阶段

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

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

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

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

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

创造人。”走自己的路，其实就是非常积极而自觉地“利用以前各代遗

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以“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

所继承的活动”，再“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但这种

变更终究是有限的，因为先前各世代所遗留下来的“一定的物质结果，

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已

“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

殊的性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非一蹴即就，在这

一进程中，也曾不止一次地犯过照搬别国经验的错误，并为此付出过沉

重的代价，人们终于逐渐明白了，无论如何努力，终究避不开中国、中华

民族、中华文明几千年历史演进中所积累起来的“一定的物质结果，一

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的制约，

客观条件如此，主观条件也不例外，因为哪怕是全新的一代，他们身上

也无法做到绝不保留先前历史所遗传下来的基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今日之所以能够较之前辈取得更为显著的成

功，其实，就是在前辈不断努力探索努力实践的基础上，在这一个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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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上，有了更加深刻、更加全面的认识，决策与行动都更为自觉，更能

持续。

今天，中国之所以崛起，中华民族之所以复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全体中国志士仁人都更加自觉、更加坚定地立足

于中华文明的根柢，努力“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

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呈现于读

者面前的本项研究，简要回顾了中华文明先前各世代依以存在和发展

的主要根柢，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大变动中逐步为人们所认知、所认

同、所继承、所变更的历史过程。这一历史过程清楚表明，想断然脱离

这些根柢、抛弃这些根柢，必然要在实践中严重受挫；反之，积极依靠这

些根柢，充分利用这些根柢，在继承的基础上，在完全改变了的现实环

境中对它们进行有效的变革，推动它们适应历史的变迁而自觉转型，就

能够取得成功。

这一认识，说实在话，连我自己也非常吃惊。因为它同自己往昔所

崇信的同传统要彻底决裂这一基本观点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然

而，只要认真梳理一下相关的主要历史事实，就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个

不容否定的历史真理。

即以中国传统的政治大一统而论，近代以来，人们在揭露和抨击封

建君主专制制度黑暗统治时，就经常漠视传统的政治大一统的历史合

理性，在西方民族国际理论与实际的影响下，一些人曾试图将中国传统

多民族统一国家改变为单一民族国家，将中国传统单一制国家改组为

联邦制国家，将传统集权制改组为分权制，将传统郡县制改组为地方自

治制，将大一统精英治国改组为多党或两党竞选治国，可是，一接触中

国政治实际，所有这些构想一一都碰了壁，因为这些方案一旦付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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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非但没有将中国引向大治，反而一再将中国引向大乱，引发极为激

烈的社会政治冲突。中国由大乱重新走向大治，是依靠了传统的政治

大一统国家在新形势下的变革和重建。

再以中国传统的家国共同体而论，在中华传统文明中，它不仅是一

种社会结构，而且是一种经济结构。近代以来，人们在揭露和抨击以家

长制为核心的封建家族宗法制度的黑暗与残酷时，连带否定了这一社

会结构、经济结构巨大的社会凝聚力、平衡力和再生力，以及它在稳定

和重建大一统国家中的基础性作用。在西方个人本位主义、国家本位

主义及社会本位主义影响下，一些人致力于从经济制度上、政治制度

上、社会结构上、思想意识形态上打破家庭关系，打破家族关系，打破乡

里关系，打破传统的个人、家庭、乡里、国家、天下密不可分的同构关系，

而代之以纯粹的契约关系、商品交易关系以及阶级关系、阶层关系、党

派关系，同样，在实践中，人们也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

中国传统的家国共同体有其黑暗与残酷的一面，但更有其有效化

解社会冲突、凝聚全体社会成员为一体的积极功能。事实恰恰证明，中

国传统家国共同体固然需要根本性的变革，但它合理的内核则不容否

定，在现代社会动员、社会管理、社会自治、社会稳定中，它具有不可替

代的积极作用，在现代国家建设、现代政党建设、现代经济建设、现代文

化建设中，它也同样是一支不可忽视的软实力。

以天下国家为己任、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文明几千年一直

生生不息的强大精神支柱。近代以来，当中华民族面临前所未有的严

峻挑战时，这种民族精神被坚守，被弘扬，并获得极大提升。这是中国

克服种种磨难，得以振兴的强大精神动力。

以中国传统的“民惟邦本”与选贤任能的国家治理路径而论，自周

秦以来，如何处理好“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与精英治国的关系，中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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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已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形成了相当成熟的制度，在大多数时间

中，这一国家治理路径是有效的。当然，这一治国路径也有许多弊端。

近代以来，这一治国路径为西方文明所坚持的天赋人权论、社会契约

论、代议制民主、议员和国家领导人通过一人一票直接选举产生的选举

制等等所全面否定。然而，有识者很快就发现，自然所造就的人或自然

人，原就不可能完全平等，平等只能是社会的行为，是社会发展的产物，

无论是人们起点的平等，还是过程的平等，或是结果的平等，都根源于

社会，因此，人权从来不是天赋的，而只能是后天的，是社会发展所赋予

的。至于人与人的关系，社会成员与国家的关系，除去利益关系外，还

有情感的关系，知识传授、交流与互动的关系，价值取向相同或相异的

关系，等等，将这一切都归结为社会契约关系，实际上就是将这一切关

系都简约化为产品交易关系。这一理论取代不了中国所固有的“民惟

邦本”多层面的内涵。至于代议制民主、议员和国家领导人通过一人

一票直接选举产生，一旦付诸实践，面对中国幅员如此广大、人口如此

众多、族类如此复杂，各地区发展如此不平衡的实际，经由这些方式产

生的治国者未必就是社会精英，清末新政以来代议制和总统选举所导

致严重的政治混乱，以及所演出的各种政治闹剧，使人们不得不认真思

考：在现时代的中国，究竟该如何做，方才能够实实在在真正做到“民

惟邦本”？方才能够保证专职负责治国的精英们不脱离草根民众？中

华民族复兴，很大程度上，正是在这一方面，努力寻求适合中国国情的

自己的路径。

“民惟邦本”与“选贤任能”的政治伦理，“以义制利”和“以道制

欲”的经济伦理，以“中”为体以“和”为用的社会伦理，以及中国“德性

普施”、“天下文明”的世界伦理，使中华文明得以长存并多次领先于世

界其他文明。近代以来，中华文明的这三大伦理原则，受到近代西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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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所力主的“经济人”或“自利人”观念、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功利主

义、“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线型进化观以及弱肉强食的国际霸权主

义这四大观念的全面挑战。二者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中华文明一贯以

为，我者与他者相较，他者为先，他者为重，以为先有他者，方有我者，先

有父母，方有我的出生，先有社会，方有我的成长。“民惟邦本”与“选

贤任能”，“以义制利”和“以道制欲”，以“中”为天下之大本，以“和”

为天下之达道，特别崇高德性普施，谋求“天下文明”，都体现了这一基

本原则。近代西方四大根本观念则不同，它们实际上都是以我者为先，

我者为重，他者为次，他者为轻。西方四大观念的输入，给中国人先前

一直被压抑着的自利主义、纵欲主义及竞争意识提供了合理与合法的

根据，为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但同时也引发了

一系列新的社会冲突，并空前激化了中国先前所固有的各种矛盾。

在中国崛起和民族复兴的全过程中，中华文明传统的四大伦理原

则和近代西方四大根本观念一直进行着激烈的搏击。事实表明，后者

缺位，中国在实现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世界化中会缺乏足够的动

力，而前者缺位，不将后者的作用约束在可控的范围之内，那就完全可

能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空前激烈的社会冲突而毁于一旦。

世界各种文明盛衰存亡的历史表明，每一种文明，每一个民族、国

家，都无可避免地会充满各种矛盾各种冲突。国家也好，民族也好，文

明也好，都是在内外各种矛盾的互相冲突和互相融合中演进的。一些

国家、民族、文明，因为缺乏必要的矛盾冲突而过于安逸，滋长了因循、

保守的惰性，而一步步趋于衰退、没落；反之，也有一些国家、民族、文

明，因为没有处理好各种矛盾从而使它们逐步走向互相认同、互相融

合，陷入一种无休止的冲突，最终也不免走向崩溃和灭亡。中国、中华

民族、中华文明，同样经常处于内外各种矛盾的相互冲突与相互融合

８

中华文明的根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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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曾多次因过于安逸而一度衰败甚至危亡，但中国、中华民族、中华

文明，作为世界上屈指可数而且一直绵延不断的巨型国家、巨型民族、

巨型文明，从来就有着自己独特的坚守，有着自己难以摧毁的根柢，因

此总能一次次在极其严重的威胁和极为剧烈的冲突中重新崛起。

员远园 多年来中国所走过的道路清楚表明，中国今日之所以崛起，中

华民族之所以复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

以取得巨大成功，绝非偶然，它有着极为深厚极稳固的文明根柢作自己

坚实的基础。同时，它又具有天下为公、有容乃大的世界视野，勇于吸

收世界其他各种文明的精华来滋养自己、充实自己，并致力于构建和维

护一种协和万邦、天下文明的新的世界秩序。很明显，只要继续非常自

觉地认知、认同、继承中华文明的主要根柢，非常自觉地“在完全改变

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再“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

更旧的环境”，民族复兴今后便必定能够持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今后便必定能够继续保持其强大的生命力。

９

序摇 认真思索一下：我们文明的根柢和核心价值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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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柢：

历久弥新的中华文明

中华文明从传统的农耕文明、政治大一统、德性至上的泛

伦理主义正在实现向现代文明的全面转型。经由一个多世纪

的艰苦探索，中国人终于开辟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独创性

的转型路径，正在成功地解决着外铄与内生、大一统与人的普

遍自主化、人的德性知性与诗性全面发展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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