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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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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精神贫困是西方现代性后果的主要病症所在,如何摆脱精神生活的现代性困境,已经成为

严峻而紧迫的时代课题。关照人的精神利益需要,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富裕,是中国式

现代化道路的本质规定。在发展理念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人民至上为价值遵循、以群体本位为文化理

念、坚持协调发展的基本策略,为人的精神利益实现提供了文明指引。在实现过程中,我国现代化建设始

终将人民的精神利益贯穿于精神生产—精神分配—精神交往—精神消费的全链条中,在精神利益的实现

内容、方式、性质上与西式现代化道路存在根本差异。在不同理念的指引及实践过程的运行下,精神贫瘠、

人的全面异化是西方资本文明发展模式的历史必然;与之相对立,实现精神富裕、人的全面发展将是中国

式现代化道路的未来图景。中西两条现代化道路通过理念、过程及结果的动态比较,进一步彰显了实现人

的精神利益向精神富裕的跃升,是人类文明新形态之于资本主义文明在精神层面的显著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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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在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

展了中国式现代化”[1]22,“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

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1]22,将“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

求之一,这为我们更深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明特征,提供了独特的理解视域和致思理

路。在我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社会财富极大增长,人民物质利益得到极大满足的前提下,关

照人的美好精神需要,让人民享有高度的精神文明,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

化道路的内在规定,也是区别于西方式现代化道路的显著特征。精神贫困是西方资本文明模式

的主要病症所在,如何引导时代精神的文明转换,已成为严峻而紧迫的时代课题。中国式现代化

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创造了社会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相

促进、社会物质发展与精神发展相协调、人的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相统一的新文明形态。中国式

现代化道路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重构了现代化发展的文明逻辑,充分展现了现代文明的中国

样态,也为克服西方式现代社会“精神贫血症”找到了“药方”,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全新的发展

路向和价值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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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自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作为两个重要命题提出以来,学界对此给

予了积极关注,并展开了广泛研究,这是本文问题提出的学术针对性所在。

(一)相关问题的主要研究概述

其一,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研究。中国关于“现代化”这一概念的讨论,缘起于1930年

代国内关于“中国本位论”和“全盘西化论”的论争。1979年邓小平明确提出“走出一条中国式的

现代化道路”[2]163以来,学界围绕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起点、科学内涵、发展演进、历史成就等

问题进行了探讨,形成了一定的研究基础。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中国式现代

化新道路”[3]10这一命题以来,学界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研究呈现井喷式增长。党的二十大

召开之后,又引发了新一轮研究热潮。如今,学界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趋于成熟,形成了关于

其科学内涵、主要特征、生成逻辑、历史演进、世界意义、推进路径等问题的完整研究体系。除对

相关问题进行具体研究外,还有不少学者以某一具体视角为主线,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进行“线

性式”研究。如黄承梁从生态文明视角深化了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认识[4];邹广文从文化视角

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进行了解析[5];周红路立足中华民族从“强起来”到“美起来”的演变历程,从

美学视角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进行了审思[6];方世南等从“五位一体”协调发展的视角对中国式

现代化道路的价值诉求、目标及定位进行把握[7];孙喜香等从“共产主义”维度出发,立足改革开

放四十年来的发展历程,结合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中出现的重大现实问题,探索共产主义对超越

“资本文明”和回归“属人世界”的中国新型现代化之路的价值意蕴[8]。与此同时,还有学者从法

学、人学、国家成长、共同富裕、世界历史、人类文明等多重视野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进行了全面、

立体的探究,整体上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研究视域。

其二,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特征”的研究。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主要从两方面着手:第一,

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进行探讨。自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阐明中国式

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之后,大部分学者从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五大特征”进行阐释。此外,也有学者从“五个新

说”[9]、“六个统一说”[10]、“十大特征说”[11]等不同思路进行解读。第二,部分学者基于比较视域,

在新旧道路及中外道路的对比中彰显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明特征。如孟鑫指出,中国式现代

化道路在指导思想、领导核心、宗旨理念、奋斗目标以及文化底蕴等方面,展现出了不同于其他现

代化道路的显著特征[12];尹占文认为,与西方的现代化相比,中国的现代化“是德性和理性、国强

和民富、党的领导和人民至上、文明传承和守正创新融合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13]。

其三,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研究。目前学界主要围绕其科学内涵、文化基因、价值意蕴、

目标要求、存在短板、指标体系、实现路径等问题进行了有益探讨。就其科学内涵而言,有学者从

全体层面的全民富裕、内容层面的全面富裕、形式层面的差异性富裕、过程层面的渐进富裕四个

方面进行把握[14]。周泉等认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人的本质需要,具有主观能动性、物质制

约性、相对独立性、个体差异性或多样性四重特性[15]。就其存在的短板而言,魏泳安从物质生活

的现实掣肘、公共文化效能不足、民众对精神生活的认识模糊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16]。就实现

路径而言,有学者认为应通过推动精神文化产品高质量发展、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

促进区域之间均衡发展和激发内生动力来实现[17]。黄蓉生提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精

神生活共同富裕,“在国家、社会、公民个人不同层面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

面的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8]。钟志凌等认为“应加强精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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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供给侧改革,应需供给优质精神文化资源;深化社会公平正义,推进精神文化发展成果共享;强

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筑牢共同价值信仰和精神家园”[19]。

(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研究的评析及问题的提出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及精神富裕等问题展开了全面研究,研究成果颇

丰,这无疑为本研究提供了借鉴和参考。此外,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界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精

神富裕两者间的交叉研究成果逐渐增多,从最新研究成果看,不少学者都认为实现精神富裕是中

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应有之义和重要特征。如有学者指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中国人民开创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特征”[20],但目前学界对于精神富裕何以可能成为中

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特征还缺乏系统性、深入性的逻辑论证。与此同时,实现精神富裕作为全人类

的共同价值诉求,现有研究多是立足国内探讨其民族性,而鲜有成果将精神富裕置于人类文明发

展的时代高度,从精神层面探究中国式现代化之于西方现代化的超越性和人文性。

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为人之基础、固党之根本、兴族之关键、强国之支柱、立世之

依靠,特别是当前在人类面临严峻精神危机的现时代,如何为破解当代社会精神危机提供新的文

明范式和价值范式,已成为一项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鉴于目前学界研究的不足和现实的迫切

需要,本文拟解决一个关键问题,即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之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

形态,在精神层面“新”在何处?

以此为研究对象,在结合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拟从“精神利益与精神富裕”的微观视角切

入,在动态发展意义上窥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明特征。本文首先从民族性的角度阐释精神

利益与精神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特征的理论根据;然后,再从世界性的角度将“精神利益与精神

富裕”置于宏观视域中进行对比探讨,通过中西方文明在“理念—过程—结果”上的差异,最终得

出“实现精神利益向精神富裕的跃升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区别于西式现代化道路的根本特征”的

结论,希冀能在尝试性探赜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文明特征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为学界进一步理解中

国式现代化之“特”、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新”提供一个新思路。

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之精神意蕴

诚然,精神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但精神文明建设从根本上说就是人的建设,其

根本目的是塑造现代化的人,而“精神境界的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最本质的反映”[21],往往通过

人的精神利益和精神富裕得以表征。因此,本文拟遵循“社会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精神领域的

现代化—精神利益与精神富裕”的逻辑理路,把人的精神利益与精神富裕作为剖析中国式现代化

道路精神意蕴的重要立足点和突破口。

(一)精神利益与精神富裕: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规定

马克思恩格斯虽未明确提出“精神利益”与“精神富裕”这对概念,但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

人的精神需要的丰富发展、人的精神境界的极大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的极大进步是未来共产主义

社会的理想目标及重要特征。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将这一思想一以贯

之。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人民经济文化需要的迅速发展,毛泽东指出:“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

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22]毛泽东将发展文化事业和提高人民

的综合素质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厚植了我国现代化的精神文化底蕴。

此后,这一思想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为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邓小平指出:“我们

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2]367他创造性地

提出“两个文明”理论,并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纳入我国总体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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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中。面对新形势,江泽民说,一个民族,“只有物质和精神都富有,才能成为一个有强大生命力

和凝聚力的民族。”[23]胡锦涛指出:“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重要内容。”[24]高度重视人民的精神生活,已成为全党共识。进入新时代,为实现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习近平在继承和发展党的历届领导集体思想的基础上,把精神文明建设推向了一个

新的高度。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

义”[1]22-23。他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1]22,而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

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3]142。学界普遍认为,习近平提出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高度

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和中国式现代化重要特征的一种新概括”[25];“新时代共同富裕

是‘脑袋’与‘口袋’的统一”[26];“物质和精神都富裕是新时代共同富裕的内容构成”[27]。历史地

看,从物质文明建设到精神文明建设、从实现物质富裕到实现精神富裕、从谈利益“色变”到正视

人的正当物质利益再到重视人的美好精神文化利益需求,我们党在实践中一步步纠正和摆脱了

将实现人的精神富裕居于次要地位的“次要论”、物质生活富裕能自发引导出精神生活富裕的“自

发论”、以牺牲精神富裕为代价来换取经济发展的“代价论”等错误认识,始终关注人的精神需求

和精神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是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

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其中一个方面“就是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

调的现代化”[28]。总而言之,把人的精神利益与精神富裕摆在应有的位置,这既是我国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本质规定,也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精神利益与精神富裕之辩证关系

精神利益是以精神需要对象为实际内容的利益类型,是“人们在精神上所得到的好处,即精

神需要的满足”[29]。由于人的精神需要是一个复杂的范畴,因此,精神利益往往具有多样性和多

层次性,是一个内容丰富、层次分明的综合体系。精神富裕则是相对于精神贫瘠而言的,它“反映

的是个体精神生活在总体上得到较高满足乃至充分满足的一种状态”[30],具有积极、正向的意

义。精神富裕意味着人民享有充盈的精神生活、国民文明素质极大提高;意味着社会文明程度显

著提升,全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大大增强;意味着全国各族人民牢铸信念信仰、自信自强,拥有安

身立命的精神家园,是对个人、社会、国家、民族等多个层面的全方位精神性关涉。精神富裕往往

指涉一种应然状态,与社会现实始终保持一定的张力。在逻辑关系上,无论是精神利益还是精神

富裕,都是以人的精神需要为逻辑起点,精神利益是精神富裕的基石,而精神富裕则是精神利益

得以充分实现的积极状态,是在精神利益基础上“量”与“质”的跃升。从精神利益到精神富裕是

一条不断走向“实然—应然—实然”的进阶之路,而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也就是人的精神生活不断

充实、道德人格日臻完善、个性潜能充分发挥的过程,是不断推进人的现代化、走向自由全面发展

的历史进程。精神利益与精神富裕作为一对社会历史范畴,它依附于人的实践活动,不同历史时

期其内涵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永无止境的发展过程。

当今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民众对基本人权、人格尊严、自由平等、生命安全及幸福美好

等精神利益的追求和向往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精神利益俨然已成为人类普遍关注的话题,

但在不同的制度文明形态下,人的精神发展及未来图景却截然不同,通过“发展理念—实践过

程—最终结果”的动态对比,中西两条现代化道路的文明分野日渐显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实

现人的精神利益为价值导向,并最终以人民精神富裕得以呈现,是实现人民精神利益向精神富裕

的跃升之路。与之相异,由于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内在痼疾,精神贫瘠、人的全面异化是西方资本

主义文明发展模式的历史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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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资本主义文明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分野之“根本”:发展理念之“背道而驰”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31]一个国家的发

展理念直接决定着道路的根本方向、价值取向及未来走向,中西两条现代化道路在价值遵循、文

化理念及基本策略等总体发展理念上存在根本对立。

(一)价值遵循:以物为本—以人为本

如何审视物的发展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中西两条现代化道路、两种文明分歧的关键所

在。“以物为本”是西方现代化国家的主导发展观,其实质是“以资为本”的文明类型,即把资本作

为“普照的光”[32]707和“特殊的以太”[32]707进而统治、操纵着整个社会,人则沦为资本增值的工具

和“物的奴隶”。显然,以物为本的文明发展模式忽视了现代化的主体———人,人的价值、自由、尊

严及发展受到社会异己力量无情的压制,导致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相分离。与此相适应,金钱和

商品的拜物教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马尔库塞指出:“人们似乎是为商品而生活。小轿车……

以及厨房设备成了人们生活的灵魂。”[33]“以物为本”的价值取向造成了人的精神生活被全面物

化,这也决定了在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下,人的精神利益只能依附于物质利益而存在,丧失了精神

利益的崇高本性和独立空间。

从哲学层面看,现代化的表层是“物”的问题,而深层却是“人”的问题,即人的现代化问题。

人始终是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和主体,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人的现代化。与西方社会资本统治人、奴

役人不同,“以人为本”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秉持的根本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中

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原则,而资本在社会主义制度及无产阶级政权的规约和驾驭下,成为服务于人

民生活需要、促进人的现代化的一种方式和手段,“人”始终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和价值旨归。

与此同时,我国坚持的“以人为本”≠“以经济人为本”,而是把人的素质、价值、文化、尊严、自由作

为人的根本,在精神向度上关照民众的文化需要、情感需求、人格尊严、意义价值等,凸显其人文

关怀。总之,“以人为本”是社会主义文明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价值根基,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

‘以资本为中心御物创造文明’到‘以人为中心御资本御物创造文明’的历史转向”[34]。从而开辟

了一条以“人本”代替“物本”的文明新路,为人的精神利益的实现和精神生活的富裕提供了基本

遵循和价值指引。

(二)文化理念:个人本位—集体本位

一个民族的现代化往往同自身的文化理念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个人本位的价值观是西方

文化理念的核心,即把社会仅仅看作抽象的、孤立的单个人的简单集合,在本质上否定人的社会

性,把人的利己性视为人的本质特性,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在价值观念上的反映。霍布斯是西方近

代首位彻底贯彻个人主义思想的代表,他从人的自私本性出发,认为在自然状态下,人们会通过

各种各样的手段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进而形成“每一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35]。经过长期的历史

演变,个人主义思想体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发展巩固,并形成一种“个人本位”的价值文化理念

而稳定下来。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下无限膨胀的个人主义促成了个体的“自我中心”,并进一步形

成了“个人至上”“人类中心”的社会格局,使人的精神空间变得日益局促、狭隘与平面化,人的精

神生活的公共性和社会性向度也随之逐渐失落。

与个人本位的文化理念截然不同,集体本位是社会主义文明的核心原则,它是建立在以公有

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之上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基础,

蕴含着深刻的集体主义思想。马克思批判了以往唯心主义将“人”视为抽象的、孤立的、虚幻的

人,他从“现实的人”出发,坚决反对将人与社会对立起来,并进一步从社会关系角度解释人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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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指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6]139,社会性才是人的根本特性。

与此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倡导的“天人合一”“天下大同”“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等和合思

想也蕴含着丰富的集体主义基因。在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相结合中所熔

铸的集体本位价值观,“利他性”是其本质特性,“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是其本质内涵,坚持个人

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动态平衡是其基本原则,建立“自由人联合体”是其目标旨趣。相较于资本主

义文明的个人本位文化理念,集体本位是对个人本位的升华,是比个人本位更文明、更进步的一

种文化理念,是社会主义文明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道德基础。

(三)基本策略:片面发展—协调发展

价值取向及文化理念的对立必将导致实践策略的差异,而片面发展与协调发展正是两条现

代化道路在实践策略上的不同抉择。西方资本文明模式将现代化仅仅视为一种经济层面的变

迁,而把文化、精神、道德、生态等因素排除在社会和个人需要之外,物质文明取得的成就往往是

以牺牲社会其他领域的文明为代价的,“这使得经济的东西成为生活的中心,并导致了所有的精

神的东西、人道的东西和艺术的东西统统被挤到了次要的位置”[37],最终结果是现代化成为片面

追求物质文明的“经济现代化”,现代人则成为仅仅追求物质财富的“单面人”和“经济人”。囿于

缺乏人文精神的滋养和指引,整个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是一种没有意义的发展、没有幸福的富裕。

我国作为“后发型”的现代化国家,通过汲取西方现代化建设的反面教训以及总结我国社会

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逐步走出了一条文明发展新路。1954年我们党第一次提出“四个现代化”

任务,此时的现代化仍以经济现代化为主导。改革开放后,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著名论断,以着力解决发展不协调的问题。此后,我们党在协调发

展的道路上不断开创新境界。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两个文明”到“三位一体”“四位一体”,再到今

天的“五位一体”,从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到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

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内涵到目标的全面升华凸显了我们党对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

识不断深化。在强调社会协调发展的同时,我们党始终以人的全面协调发展为旨归。习近平指

出:人“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38],从克服历史上“道德人”“政治人”“经济人”的

局限,再到塑造“全面人”的目标追求,凸显了我们党对人的发展规律的认识更为明晰。从局部现

代化到全面现代化,从不大协调的现代化到全面协调的现代化,从全向度发展的社会到全向度发展

的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开启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现代文明的思想空间与

实践样态,生成了一条独特的文明跃迁道路”[39],是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下片面失衡发展的超越。

四、资本主义文明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分野之“呈显”:实现过程之“大相径庭”

在不同现代化发展理念指导下,两条道路在精神利益实现的内容、方式、程度、性质等方面也

大不相同,并通过精神“生产—分配—交往—消费”整个过程链条得以呈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40],是社会主义文明在我国的创新和

发展,其所蕴含的全新发展理念,为促进人的精神解放、合理分配精神资源、构建理性和谐的社会

关系、引导人民找寻真实自我提供了文明指引。

(一)精神生产:精神奴役—精神解放

精神生产是人类社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本质体现及人之为人的重

要确证。然而,资本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生产方式下,精神资料与劳动者发生

分离,人的精神生产由一种自由自主的“感性活动”沦为替资本服务、受他人支配的异化劳动。在

资本逻辑的宰制下,人的精神生产被纳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人的精神的类能力,都变成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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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了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36]57。也即是说,精神生产者为谋求生

存,就不得不按照资产阶级的利益需要进行精神生产,“在私有资本逻辑下,精神生产的本质属性

被遮蔽,沦为资本追逐剩余价值和高额利润的工具”[41]。人的独立性、主体性和能动性也被资本

所剥夺。由此观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究其实质是“建立在劳动奴役制上的

罪恶的文明”[42]120。

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使人摆脱精神奴役逐步实现人的精神解放的

新文明,是消除奴役人的生产关系从而创造新的经济关系的新文明。中国式现代化条件下的精

神生产以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为前提,使物质生活资料及精神生活资料由全体劳动者共同占

有,人民通过劳动积累起来的社会条件和精神文化成果最终运用于满足人民美好精神生活需要,

属于精神生产者为自己劳动的部分,人既是实践主体,又是价值主体。“人们的精神需求随着时

代的发展而不断提高,劳动者更注重个人精神生活的品质的提升,这就要求新时代的精神财富要

以推动个人精神生活高质量发展、促进人民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为目标。”[43]与此同时,在社会

主义文明中,人的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不再受自己创造的经济关系的奴役,人的主体地位得到充

分彰显,个人的人格尊严与自主权利得到承认和尊重,这就使得人的才能智力得以充分自由发

挥,公共服务意识得以增强,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得到激发。此外,与资本主义社会精

神生产的功利化不同,我国现代化建设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把“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1]45作为建设宗旨,在精神生产上

坚持社会效益优先原则,努力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以人本逻辑驾驭资本的逻辑并按

照“美的规律”进行精神生产。在产品内容上以崇高代替媚俗、以精神升华物质、以多样代替齐

一,不断满足人民多样化、多层次、动态化的精神文化需求,符合人们的美好精神生活期待,从而

在增强人民的文化幸福感和获得感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的解放。

(二)精神分配:差异分配—合理分配

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

精神生产资料”[36]178。这就是说,资产阶级拥有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拥有对精神生产资料的支配

权和垄断权,这就意味着在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中,社会文化资源和精神财富在很大程度上由少数

资本家、富人占有,一些人总是通过占有、剥削另一些人的精神生产资料和精神产品来满足自己

的精神需要。因此,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现代文明必然导致不同阶级、不同地区、不同人种、不同收

入的人群在精神产品的占有和享受上存在较大的“贫富差距”,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在这个

意义上,资本主义文明是一种以牺牲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来满足少数人利益的剥削式文明。

较之于现代资本文明发展模式总是伴随着区域差距、等级悬殊、种族歧视等问题,精神利益

成为少数富人和资本家的“特殊待遇”,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让精神文化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

全体人民,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富裕,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要求”[44]。“在以资本为社会基础

的所谓文明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所有者、少数的‘人民’占据了更为广大的无产阶级这一真正

的‘人民主体性’,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开启了人民对发展本质和发展主体的全新认识和思考。”[45]

具体而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人民为中心,以“共生—共建—共富—共享”为基本逻辑,秉持着

机会均等、人人共享的价值理念,“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坚决防止两极分化”[1]22。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通过大力构建“公平公正、资源共

享”的精神产品分配制度体系,形成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不

断化解城乡差异、地方差距、数字鸿沟等二元对立,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力求合理公

平分配精神产品和文化资源。但“公平分配”绝不是“平均主义”,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也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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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同等、同时富裕。我们党在把握精神富裕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最大程度地尊重

个体、地区及城乡在精神生活上的需求差异,因需施策、有的放矢,在物质共同富裕的基础上有层

次地、渐进地、逐级地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由此观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的人类文

明新形态是对资本主义剥削文明的摒弃和超越,是努力实现能给所有人以幸福的文明。不得不

承认,现阶段我国在精神文化资源分配上还存在一些矛盾,但我们党始终发挥和利用我国的制度

优势,并通过建立心理疏导服务体系、强化共同富裕舆论引导、加强人文关怀、及时心理纠偏等途

径,不断提高人们的理性认知、消解人们的负面情绪、培育人们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防止各种畏

难情绪,从而为人民精神生活走向共同富裕提供了制度保障和精神引导。

(三)精神交往:对立冲突—理性和谐

精神交往在整个过程链条中处于重要环节。诚然,人的幸福、情感、文化、自由、自尊等精神

利益的获得都离不开人的精神交往,精神交往首先是人的交往。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工具理性的

扩张,“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

系了”[32]403。在资本主义文明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立体的社会关系被货币和资本所平面化,各种

道德伦理、精神价值被利益化、功利化,这就导致在资本主义社会,不仅人与人之间相互冲突,人

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矛盾也在加剧。在这种对立的社会关系下,人在与他我的精神交

往中感受不到融洽,个体精神生活的归属感和认同感逐渐消解,异化了的交往实践所产生的人的

精神生活也必然随之异化。

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是我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核和精髓,中

华文明内蕴的处世之道和伦理思想已成为一种文化基因流淌在国民的血脉之中。在人与人的关

系上,人类文明新形态倡导人人平等、诚信友爱、互帮互助,最终达到“人与人之间的兄弟情谊在

他们那里不是空话,而是真情”[36]232。必须承认,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但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我

国人民内部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基础上的非对抗性矛盾,从而与资本主义社会区别开来;

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一条推动社会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良性互促的协调

发展之路。人始终是推动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主体力量,而社会现代化的高度繁荣又会推动和促

进人的进一步发展。也即是说,在社会主义文明社会中,人的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是高度统一

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打造人与社会良性互动的文明新形态;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中国

式现代化道路摒弃西方现代化的“人类中心主义”,倡导人们尊重自然、爱护自然、保护自然,“坚

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1]23;在人与世

界的关系问题上,西方国家打着“自由、民主”的幌子,实则到处制造对抗和分裂,严重影响了各民

族的相互往来。党的二十大报告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纳入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这无疑是对“零和博弈”对抗思维和“西方中心”狭隘文明观念的超越。中国式现代化积极融入全

球化浪潮,倡导各民族文明交往交流交融,力图打造开放包容、共享共赢、平等尊重、求同存异的

共生格局,并以实现人的自由解放为旨归,推动个人交往跨越民族交往走向世界交往。概而论

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与自身(人格之美)、人与自然(天人之美)、人与社会(人伦之美)

和谐关系的新文明形态,社会关系的丰富完善为人真正占有自身本质创造了精神条件。

(四)精神消费:虚假需要—真实需要

从精神生活过程链条看,精神消费处于“链条终端”。在以资本为基本建制的现代文明社会

中,为促进民众的消费以谋取高额利润,资本家往往对精神产品中的时尚潮流、个性尊严、品牌理

念等价值范畴进行符号化赋意以制造“虚假需要”,长此以往,占有产品附加的“象征意义”和“符

号价值”等“虚假需要”就被合理化为消费者自身认同的必然需要。人们往往以占有和消费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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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来找寻自身存在的价值意义和幸福程度,极大激起人们“病态的欲望”,而“人本身越来越成为

一个贪婪的、被动的消费者。物品不是用来为人服务,相反,人却成了物品的奴仆”[46]。如此一

来,精神消费与人的真实需要相脱离,成了与人们具体的、实在的自我相异化的幻想行为。

不可否认,随着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持续深入,西方不良社会思潮的涌入给我国民众的价值观

念带来了严重冲击,不少人在追寻自我的道路上落入诸多陷阱,使其情感、心理、道德、意志和思

维遭到摧残,阻碍了人的精神发展。恩格斯说:人只须认识自身,“根据人的本性的要求,真正依

照人的方式来安排世界,这样,他就会解开现代的谜语了”[42]521。为促进人的现代化,我国在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文明进程中通过“需求升华”和“供给改革”的双向建构以克服资本主义现代文明

的弊病。一方面,面对社会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趋势,我国始终“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

需求”[1]43,提升人民的文化品位和审美境界,引导人们从本真意义及超功利的境界出发寻求自身

的“真实需要”,使个人从物欲化与世俗化的消费泥沼中超拔出来,以形成绿色消费理念和良好的

精神消费生态,从而牵引精神生产的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通过扩大升级精神文化产品的质

量、风格、形式、服务、载体等,提升产品内容的思想内涵、内在品质和情感体验,从而创造出更高

层次的精神消费需求、刺激民众更高水平的精神消费,进而在精神消费与精神生产的良性互动和

循环中进一步优化精神“生产—分配—交往—消费”的全链条,最大化、持续性地满足人民群众的

美好精神需要。总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文明形态超越了强制

消费的资本逻辑”[47],是创造经济规律和人的发展规律相统一的新文明形态。

五、资本主义文明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分野之“图景”:最终结果之“殊途殊归”

在不同发展理念的指引及不同实践过程的运行下,中西两条发展道路也必将呈现两种不同

的结果。资本主义文明内在的无法克服的矛盾和痼疾必将导致人的精神贫瘠和全面异化。与西

方现代化道路迥然相异,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由于在价值取向、治国理念、发展模式、制度建构等层

面都有着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无可比拟的优势,其所创造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文明一定能克

服西方现代文明的精神弊病,最终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也进一步彰

显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引领人类文明发展新航向的新质态文明。

(一)精神状态:精神贫瘠—精神富裕

史蒂芬·罗曾在《再看西方》中描述了西方社会现代人的生活镜像:“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相互

关系摇摆不定,心内存有某种麻木现象,精神深处出现了理想和取向的空白,以致我们似乎忘记

了该怎样去过一种人的生活。”[48]西方文明发展模式囿于自身的痼疾和弊端,衍生了一个内在逻

辑悖论,即“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36]51,人的片面发展和精神病态达到了空

前的程度。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推进,资本原则支配的现代文明必然导致人们的精神文化空间不

断被日益膨胀的物质生活所挤压,从而加剧人的意义失落、道德沦丧、价值虚无、信仰缺失等“精

神病症”,也让尼采所谓的“末人”(TheLastMan)时代变得不再遥远。早在19世纪80年代,尼

采就在他的《权力意志》一书中这样断言:“我要叙述的是往后两个世纪的历史,我要描述的是行

将到来的唯一者,即虚无主义的兴起。”[49]这也进一步印证了精神空虚是西方未来社会中人的历

史宿命。应当看到,随着资本逻辑的全球化推进,精神危机不仅越来越表现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的现代性后果,也逐渐成为我国所要面对和解决的现实问题。但与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内在结

构性矛盾不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以马克思主

义为根本指导思想,以消除贫富差距、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实践指向,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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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为根本支撑,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我们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不断夯实人民幸福生

活的物质条件”[1]23,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从而为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

同富裕创造了现实条件。可以说,中国现代化道路在价值取向、治国理念、发展模式、制度建构、

实践遵循等层面都有着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无可比拟的优势,展现了牵引时代精神的文明

转化、引领人类文明发展新航向、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现实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毋庸讳

言,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其所创造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文明一定能够克服西方现代文明的

精神弊病,最终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就是在扬弃资本主义文明

困境的基础上通向未来理想社会的必由之路”[15]。

(二)终极样态:全面异化—全面发展

精神贫瘠与精神富裕是两条道路下人的精神状态的总体表征,而人的全面异化与全面发展

则是两条现代化道路下人的发展的终极样态。在资本主义文明中,物化已渗透到社会精神生

产—精神分配—精神交往—精神消费的全过程,并扩散到社会的各个方面、领域之中。西方民众

深受物质主义发展模式的戕害,“作为现时代之特点的物质至上价值观和片面割裂的世界观已经

深入我们的骨髓”[50]。人的存在的普遍物化表现为人的全面异化笼罩着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所有

人。西方现代化开创的以资本为中心的文明形态,非但不能解决人与社会的对抗性关系、承担起

“人的解放”的历史重任,反而会使人囚禁在物质的“牢笼”中,与人们追求的自由、幸福渐行渐远,

显然不符合人类文明的进步方向和价值目标。马克思认为,人的异化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必然

产物,但“这种颠倒的过程不过是历史的必然性……但决不是生产的一种绝对的必然性,倒是一

种暂时的必然性”[51]。质言之,在“物的依赖性”阶段,异化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既具有客观必然

性,又具有历史暂时性。因为,资本主义文明在造成人的异化困境的同时,也“才能为一个更高级

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32]267。异化和异化

的扬弃归属于同一条人类文明发展道路。这条文明道路是使人逐渐摆脱“物的依赖性”而走向

“人的自由个性”、摆脱异己化的世界而走向人的本质的复归之路。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资本主

义社会文明形态下人的畸形、片面发展的同时,提出了全新的社会文明理想,指出人类文明将以

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新样态所代替。共产主义社会作为更高阶段的文明社会,它要求“人不

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32]739。到那时,人类将从奴役、束缚自

身发展的各种关系中解放出来,人将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质,成为自然界和自身

的主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人。“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展望,旨在彻底消除精神类特性的资

本属性,实现精神‘属人’性的回归,将精神的效用性完全体现为人的效用性。”[52]毋庸讳言,中国

式现代化道路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根本遵循,以探索人类自由解放为目标旨趣,致力于“促进物的

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1]23,是我国通往共产主义的必经之路。相较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

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人类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开辟了一条真理性的思想理路和幸福道

路,也为解蔽人的精神困境、促进人的解放提供了全新的文明范式和中国智慧。

六、余 论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人民至上为价值遵循、以群体本位为文化理念、坚持协调发展的基本策

略,在科学理念的指引下,将人民的精神利益贯穿于精神生产—精神分配—精神交往—精神消费

的全链条中,最终实现人民精神富裕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西两条现代化道路在理念、过程及

结果的全面对比下,实现人的精神利益向精神富裕的跃升是人类文明新形态之于资本主义文明

形态在精神层面的显著特征。本文主要基于比较视域,从人的精神动态发展层面剖析其文明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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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虽为厘清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人文精神层面的优越性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为分析中国式现代

化如何发挥制度优势实现人民精神富裕提供了一定的思路,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精神富裕作

为两个重要命题,本文还未能对其进行深入的专题研究。

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还需对如下问题做进一步的深化探析:第一,对中国式现代化与精神

生活共同富裕的现实关联性进行探究。对该问题的研究可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实现人民精神

生活共同富裕为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了道路;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为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

裕提供了根本保障,在后续的研究中可围绕这两方面进行深入剖析。第二,精神富裕有哪些特

征? 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不同阶段,精神富裕的评价指标和体系该如何制定? 对于这一问题,在
后续的研究中可从全民性、差异性、复杂性、长期性、渐进性等方面去把握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主

要特征。对于指标体系,可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生产、文化供给、文化服务、文化消费等

五个具有代表性的指标,制定关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第三,在当前世界

经济政治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形势下,实现人的精神富裕之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究竟有何历史

意义和价值意蕴。对于这一问题可从主体语境、政党语境、民族语境、人类语境四个维度进行解

读。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可以进一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精神富裕的研究走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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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ritualInterestsandSpiritualAffluence:TheCivilizationCharacteristicsofChinesePathtoModernization

WUYandong,LIAOXiaodan
(SchoolofMarxismStudies,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SpiritualpovertyisthemaindiseaseoftheconsequencesofWesternmodernity.Howtogetridofthepredica-
mentofmodernityinspirituallifehasbecomeaseriousandurgenttopicofthetimes.Takingcareofpeoplesspiritual
interestsandneeds,enrichingthepeoplesspiritualworld,andachievingaprosperousspirituallifeareessentialprovi-
sionsoftheChinesepathtomodernization.Intermsofdevelopmentconcept,theChinesepathtomodernizationfollows
thevalueofputtingpeoplefirst,takinggrouporientationastheculturalconceptandinsistingonthebasicstrategyof
coordinateddevelopment,providingcivilizedguidancefortherealizationofhumanspiritualinterests.Intheprocessof
realization,Chinasmodernizationalwaysintegratespeoplesspiritualinterestsinthewholechainofspiritualproduc-
tion-spiritualdistribution-spiritualinteraction-spiritualconsumption,whichisfundamentallydifferentfromtheWest-
ern-stylemodernizationroadintermsofthecontent,modeandnatureofspiritualinterestrealization.Undertheguid-
anceofdifferentideasandtheoperationofpracticeprocess,theimpoverishmentofspiritandthealienationofhuman
arethehistoricalinevitabilityofthedevelopmentmodeofWesterncapitalcivilization.Onthecontrary,therealizationof
spiritualprosperityandall-rounddevelopmentofhumanbeingswillbethefuturepictureoftheChinesepathtomod-
ernization.Throughthedynamiccomparisonoftheconcept,processandresults,thetwomodernizationpathsfurther
demonstratethattherealizationofthespiritualintereststospiritualaffluenceisasignificantfeatureofthenewformof
humancivilizationcomparedwithcapitalistcivilizationinthespiritualdimension.
Keywords:spiritualinterests;spiritualaffluence;Chinesepathtomodernization;anewformofhumancivilization;capi-
talistcivilization;characteristicsof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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