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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modernization is deeply rooted in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is the cre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essenc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is paper holds that in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such as “well-off great harmony”, “people 
a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country”, “unity of man and nature”, “unremitting self-improvement”, “benevolence” and “harmony” 
ideological resources are the cultural gene and spiritual suppor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but also the power source of its 
development. From the dimensions of social ideal, natural view and social ethic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at these cultural concepts 
provide rich value orientation and practical wisdom for Chinese modernization, so that they can realize economic development, 
cultural	prosperity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finally	realize	the	grand	goal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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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的优秀传统文化根基
闫鸿斐

信息工程大学，中国·河南 郑州 450001

摘　要

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对中华文明精髓的创造性发展。论文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小康大
同”“民惟邦本”“天人合一”“自强不息”“仁者爱人”与“和合共生”等思想资源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基因和精神
支撑，更是其发展的动力源泉。从社会理想、自然观、社会伦理等维度，探讨了这些文化理念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丰富
的价值导向与实践智慧，使其在实现经济发展的同时，兼顾社会和谐、文化繁荣与生态文明建设，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宏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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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1]，

是对中华文明悠久深厚的文化精髓的创造性发展，为全球现

代化进程贡献了独特的中国智慧。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在经济

和技术层面取得了显著成就，更在文化层面展现出强大的自

信与底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小康大同”“天人合

一”“仁者爱人”等思想资源，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血脉基

因和精神支撑，赋予其独特的文化自信与底气。这些思想不

仅在社会维度上强调和谐与共生，在自然思维上倡导人与自

然的和谐共处，在思想维度上更是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价值观

和世界观，深刻影响着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和实践模

式。通过传承和创新这些文化基因，中国式现代化展现出一

种生生不息的独特优势，实现了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还为世

界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发展范式。这种范式强调社会

和谐、文化繁荣与生态文明建设，体现了对人类共同价值的

深刻理解与尊重。

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血脉
基因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

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2] 这一连续性不仅体现在历史的延

续性上，更在于文化基因的传承与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根脉，历经数千年而不衰，为中国式现

代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与价值观念。

2.1 小康大同
小康社会与大同社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两个层次

的社会理想，是人类世世代代对于社会政治的终极奋斗目

标，也是历代政通人和、太平盛世的蓝本。小康社会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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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出现在《诗经》中，“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

以绥四方”，表达了奴隶制社会中人们对安定舒适生活的美

好希冀，也是农耕文明时代人们对于衣食无忧生活的朴素追

求；而大同社会则是更高层次的理想，强调“天下为公”“以

百姓心为心”，体现了对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追求。小康社会

注重个体家庭的安定与物质生活的满足，是对衣食无忧生活

的朴素追求；大同社会则强调国家安定、社会富裕、人民安

康，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在大同社会中，没有阶级、没

有战争，人人平等，经济制度上财产公有，社会分工上人尽

其力，分配原则上财富均平，政治制度上选贤与能。“天下

太平、共享大同是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的理想”[3]。近代以来，

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运动、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以及孙中山的民

生社会主义理想都是对大同社会理想的探索。虽因缺乏实践

基础和科学理论支撑而未能实现，但其承载的中国人民对国

家富强、人民富裕的理想社会的追求被延续下来。中国共产

党将大同社会的美好愿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

带领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中国式现代

化在实现共同富裕、构建和谐社会、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等方

面取得了显著成就，这正是对“小康大同”理想的当代诠释

和实践。小康是通向大同的必经之路，中国式现代化通过不

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为最终实现“大同”的理想社会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2.2 民惟邦本
“民惟邦本”是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的重要思想，强

调人民是国家的根基，统治者应重视民众的力量。早在商周

时期，民本思想便已萌芽，思想家们从桀纣亡国的历史教训

中认识到人民群众在国家兴衰中的重要作用。管仲是明确使

用民本思想这一政治理念的第一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

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意思是百姓是国家的

根基，只有百姓安定，才能获取民心、拱卫君权。孟子继承

并发扬了民本思想，强调民心是政权的基石，提出“得其民，

斯得天下矣”的主张，认为统治者应该以民为本，施行仁政，

才能得到民心，巩固政权。由此，民本思想逐渐成为了古代

社会基本的施政方针。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是封建专制时

代的产物，维护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主要目的是稳固至上

的皇权，无法真正落实到政治实践中。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

来，始终把人民放在首位，“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4]，

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扬弃与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始终坚守人民主体地位，体现了

“治国有常，利民为本”的理念，正是对“民惟邦本”思想

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
支撑

中华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与“自强不息”的思想

资源，涵盖了中国古代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社会伦理、

政治生活等各方面的内容，是中国式现代化得以超越西方现

代化，拥有解决人类社会进步问题创造性的时代价值的重要

的精神支撑。

3.1 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思想深蕴着人与万物和谐相融的理念，

是华夏民族在与自然世界不断抗争的过程中凝练出来的生

存智慧和终极理想。古代哲学家如孔子和庄子等都强调人与

自然的统一，主张顺应自然、尊重自然法则。孔子提出“天

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强调自然规律的客观存在

和人类对自然的敬畏之心。随着社会的发展，董仲舒进一步

提出“天人感应”理论，认为天与人相互影响，这一思想在

社会治理中强调社会秩序与自然法则的统一。宋代哲学家张

载将“天人合一”提升到道德修养的高度，认为只有达到“天

人合一”的境界，才能真正关爱天下苍生，实现社会理想。

现代化进程中，“天人合一”思想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重

要的价值导向和实践指导，启迪人们尊重自然、保护环境，

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这对于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中国式现代化以及化解当今世界面临的生态危机具有重要

的指导意义。“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生态环

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生态环境变化直接影响文明兴

衰演替”[5]，只有汲取“天人合一”的思想精华，才能打破

西方工业化过程中带来的全球性生态危机，把我国建设成为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3.2 自强不息
“自强不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的精神内核，

体现了华夏儿女积极进取、昂扬向上、勇于担当、不屈不挠

的民族性格，推动着华夏文明在绵延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百

折不挠、蓬勃向前。这一精神源自《周易·乾卦》中的“天

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表达了古人对天道的总体认识和

根本看法，认为君子应效法天道的刚健品格，发奋拼搏，积

极进取。孔子以恢复周礼、匡扶乱世为己任，展现了“知其

不可为而为之”的独立人格，成为“自强不息”的典范。孟

子则从人格修养的角度，强调独立人格和奋斗勇气，提出“富

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

荀子则从天人关系的角度，提出“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

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的论断，主张探求

自然规律并为我所用，体现了豪迈的自强精神。自此，中国

传统文化中一直延续着与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相一致的精神

品格，激励着人们在和平年代开拓进取、建功立业，鼓舞着

人们在民族危难时不畏强暴、迎难而上。刚健有为、自强不

息的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永续发展的精神密码，也是

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前进的动力源泉，引领中华民族在任

何困难和风险面前都从来不放弃、不退缩、不止步，为自己

的前途命运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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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
源泉

中华传统文化中“仁者爱人”“和合共生”的思想孕

育了中华民族宝贵的民族精神内核，深蕴其中的价值理念与

道德规范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得到了检验，彰显了世界

性、人类性的文化自信。

4.1 仁者爱人
“仁者爱人”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也是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精髓。它强调伦理道德的根本原则，主张人与人之间

的互敬互爱、和睦相处。孔子最早定义了“爱”是仁的本质

属性，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这两方面合起来就是“忠恕之道”。孟子明确

了“仁者，爱人”的命题，主张爱人首先是“爱亲，亲亲，

仁也”，并将仁爱的范围扩展到整个社会，强调君子应“以

仁存心，以礼存心”，将内在的仁爱转化为外在的仁政，最

终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和关爱。宋代理学家朱熹在

《朱子语类》中进一步发展了仁爱思想，指出“仁者，爱之理；

爱者，仁之事”，强调仁与爱具有本体论上的同一性，仁爱

的一体性要求超越家庭、人类社会达致天下一家、万物一体，

体现了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世界观。

尽管传统的仁爱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封建主义的色彩，但其

核心要义在于倡导人与人之间的互敬互爱、和睦相处，并以

爱人之心对待天地万物。这种以人为本、推己及人的仁爱精

神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铸就了中华民族的独特品质。

“仁者爱人”的理念深刻影响着中国参与全球事务的方式，

推动中国以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姿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中国式现代化将仁爱精神与现代化实践相结合，不仅

追求经济和技术的进步，更注重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体现

了对人类共同价值的深刻理解与尊重。这种文化自觉与实践

创新的结合，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路径，为世界其他

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发展范式。

4.2 和合共生
“和合共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协调人与人、人

与社会关系的基本准则。它以“和为贵”为核心，强调包容

互鉴、彼此共生的关系，体现了中华民族尊重差异、海纳百

川的胸襟。孔子提出“和而不同”的命题，主张在存在差异

的事物间寻求对立统一、彼此依存，强调“和”是包容“异”

的和谐，而非排斥差异的同一。这一思想为化解不同价值观、

协调社会关系提供了重要的价值参考，体现了儒家思想家对

事物存在状态和发展规律的哲学思考。其理想境界是“万物

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传递出宽广包容、旷达

平和的精神。这一理念不仅在个人修养、社会交往中被广泛

推崇，也在国家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中，“和合共生”理念衍生出“协和万邦”的主张，强调国

家间应讲信修睦、礼尚往来，而非倚强凌弱、以富压贫，反

映了中华民族热爱和平、崇尚友善的价值追求，形成了“有

容乃大”“以和为贵”的胸襟与格局；内蕴着全世界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共同价值诉求，体现了心向和平、合作共赢的价

值取向，为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推动世界朝向

更加公正正义的方向演进。

综上所述，论文探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

代化的密切关联，认为“小康大同”“民惟邦本”“天人合

一”“自强不息”“仁者爱人”与“和合共生”等传统思想

理念，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基因和精神支撑，更是其

不断发展的动力源泉。这些文化理念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

丰富的价值导向和实践智慧，使其能够在实现经济发展的同

时，兼顾社会和谐、文化繁荣和生态文明建设，最终实现中

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由于研究视角的局限性，论文对

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具体互动机制的探讨尚不够深入。

未来研究将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深入探究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实践路径，并重点分析其与现代

科技、教育等领域的融合机制，以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可操

作性的参考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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