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蕴含着

人类世界的重大转型发展和世界格局的巨大变

革。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意味着，在当前及未来

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人类社会发展将面临着极

大的不确定性、诸多重大的矛盾性和各种类型

的不稳定性。变局越大，这种不确定性就越

大。面对世界大变局的一系列相关重大问题，

世界各国特别是诸多大国之间都有不同的战略

利益和应对方略，这更导致了这种不确定性所

带来的令人不安的变数。世界各国矛盾分歧频

发甚至激化为对抗和博弈的时代背景，提出了

“如何在‘变’局中把握‘不变’的确定性”的

新课题。对这种时代大变数的不确定性焦虑，

呼唤哲学家们真正基于人类文明发展视角，去

深层地回答“如何把握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规

律”“如何把握人类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以及

“人类应该遵循哪些基本共识”等事关人类社会

发展的本体论式的哲学话题。

因此，现时代迫切需要构建一种能够反映

新的文明形态的哲学话语体系，并为这个时代

“安身立命”①。

一、把握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需要哲学思想的正确引领

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从哲学高度

把握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规律。哲学作为时代精

神的精华，凝结了人们对世界的本源性思考。

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特征及其所蕴含的

不确定性和矛盾性，恰恰最需要运用哲学思维

进行思考和探索。宇宙一切事物的运动都是确

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矛盾运动过程，人类社会事

构筑全人类共同价值哲学话语体系
王永昌 李学敏 *

【摘 要】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呼唤思想家、哲学家思考人类文明新形态，并为构建新

哲学话语体系贡献智慧。当代中国哲学家应有足够宽广的视野和高远的情怀，

依托中国发展和治理的生动实践，去辨析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发展之间的

内在规律及真实关系，并在辩证总结人类文明新形态丰富内涵的基础上，从哲

学高度构筑全人类共同价值话语体系，回应新时代实践对哲学的呼唤。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 全人类共同价值 哲学话语体系

* 王永昌，浙江大学教授，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李学敏，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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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发展更是如此。我们人类的科学知识与实践

活动也是不断把不确定性认知转化为确定性文

明成果的循环上升过程。世界大变局演进充满

着跌宕起伏的变与不变的辩证法②，正是在“变

与不变”的矛盾运动中，哲学家才能把握人类

社会文明发展规律，进而找到人类未来社会发

展的正确方向。

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从哲学层面

揭示人类已有的共识和规则、探寻新的共识和

规则。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

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中指出：“当今世界正

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

球化处于深刻变化之中，各国相互联系、相互

依存、相互影响更加密切。为了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挑战、促进经济复苏、维护世界稳定，国

际社会作出了艰苦努力，各国政党作出了积极

探索，展现了责任担当。同时，一些地方战乱

和冲突仍在持续，饥荒和疾病仍在流行，隔阂

和对立仍在加深，各国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呼

声更加强烈。”③毫无疑问，揭示和正视人类谋

求战胜新冠肺炎疫情挑战、经济复苏和世界稳

定的共同诉求，探寻新的人类共生模式和共识

价值，是大变局向人类社会提出的时代课题。

而这些基本共存方式、共识理念和共守规则，

无疑应立足于守护和推进人类文明成果，为此

需要我们站在时代高度，对人类文明发展的本

质特征进行反思、提炼和总结，从中确立起能

够继往开来地为未来人类社会的正确发展方向

提供作为思想根基的哲理。天下为公，大道至

简。人类的共识共存理念及行为，首先应从人

类最本质的哲学层面对人类文明发展基本规律

建构起逻辑结构。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启示我们，时代变化越

大，越需要相对确定的、稳定的思想和方法来

指引这个时代。只有构建起新文明哲学的话语

体系、凝练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才能真正把握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而引领人类社

会发展走向正确方向。

二、探讨中国道路与文明发展规律的

关系，需要哲学视角的辩证总结

人类社会进步与人类文明形态的多样化发

展，需要系统总结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伟大

实践及其特性。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

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

大飞跃，实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

转的历史进程，开创了现代化道路的中国模

式，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文明样式及选

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我们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

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

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

文明新形态。”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人类

文明新形态和中国式现代化，既是继承历史

的，又是面向未来的；既蕴含中国的民族性，

也包含世界性。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世界

意义能否在更广范围和更深层次发挥作用，能

否深刻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并形成文

明诠释体系，正是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的焦点性课题。

进一步探讨中国式现代化同人类文明发展

规律之间的统一性和特殊性，是新时代中国哲

学社会科学需要加以深思的。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

念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

多样性是人类文明的魅力所在，更是世界发展

的活力和动力之源。‘非尽百家之美，不能成一

人之奇。’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

色、地域之别，只有在交流中才能融合，在融

合中才能进步。”⑤对此，需要阐释中国式现代

化新道路同人类文明发展规律之间的辩证关

系。一方面，站在中国现实的维度，站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继往开来的高度，探讨和深

化人类文明发展和现代化道路，厘清现代化和

当今时代文明发展的关系；另一方面，站在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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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类文明发展和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视角，研

究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创造的新文明形态的价

值和意义。总之，只有阐述清楚中国式现代化

的深刻内涵、厘清其同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异

同关系，才能为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新

的走向现代化的有效路径选择，才能从根源上

把握人类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

三、构筑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需

要哲学层面的高度概括

构筑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新文明哲学话语

体系建构的最深层的共识共生、共建共享的思

想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将

继续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弘扬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

类共同价值”。⑥全人类共同价值不仅是联合国

的崇高目标，还是一种新文明发展观的重要内

容。人类正是存在着共同的利益和价值，才有

共同的话语和规则，也才使得不同国家和群体

之间能坐下来进行交流和对话，最终使合作共

赢成为可能。可以说，在文明哲学话语体系

中，共同价值是一个前提性的、基础性的共

识，对构筑整个新文明发展的哲学观具有社会

或历史本体论的意义。因此，哲学家们更应从

哲学高度，系统深刻地思考和阐释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重大命题。

构筑全人类共同价值，应当坚持历史唯物

主义，充分运用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哲学

原理，且全人类共同价值须是全人类求同存异

的基础。“我们要本着对人类前途命运高度负责

的态度，做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倡导者，以宽广

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

同国家人民对价值实现路径的探索，把全人类

共同价值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本国人民

利益的实践中去。”⑦习近平总书记还深刻指

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

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

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

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

版。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

路，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

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

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

美好现实。”⑧历经百年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

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

文明新形态。这种新的人类文明形态，正是当

今时代人类文明积极的、多样性的发展的生动

体现，其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全人类共

同价值的必然诉求。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人类五百年来工业化

和以工业化为基础的现代化一直在欧洲处于中

心地位，使得不少西方人以为西方文明就是人

类文明，或者说是代表人类文明的主导模式，

甚至以为是唯一正确的方式，而一味地排斥其

他非西方现代化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

国人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创造了独

特好故事，但往往被淹没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掌控的话语体系中。因此，中国思想理论界应

基于中国的实践，从哲学层面高度阐述全人类

共同价值，从共同价值理念上打通各国文明发

展的共性本质，并以此为基础去构筑新文明哲

学话语体系，进而诠释人类现代化的民族性及

时代性。

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时代命题，

呼唤建构新文明哲学

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是人类现代化发展的重

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既为中国人民谋幸

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

世界谋大同。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实现

全人类共同价值，需要中国的思想家、哲学家

和为世界负责任的学者们共同胸怀人类历史命

运意识。这种历史命运意识的体现，要求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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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发展史轨迹，尤其置身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背景下，去深入思考如何关注时代，并且

从哲学高度如何引领时代这样的“时代之问”。

为此，思想家、哲学家们要具备世界眼光

和人类情怀，关注时代现实，并且在立足时代

现实的基础上去超越现实，从而能够研究和解

释时代、引领时代，进而提供为这个时代“安

身立命”的哲学洞见，并为把握当今世界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建构新的文明话语体系。可以

说，这个课题宏阔且意义深远，也是当今时代

迫切需要的。

继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之后，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审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

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再次指出，我们党领

导人民“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

人类文明新形态”。关于“新道路”“新形态”

的重大判断和重大思想，表明党中央已经把今

天中国发展的实践和理论凝练上升到了人类历

史进步和世界发展的新高度，需要哲学家们从

世界观、发展观、人类观、文明观等至高的哲

学层面或人类文化的最高层面来思考和探讨这

些根本性问题。对此，哲学家们是大有用武之

地的。当代中国哲学工作者不应将哲学研究仅

仅停留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人类文明新

形态”概念浅层表象去说明问题，而更应该深

入人类文明演进的深层本体角度去思考分析。

在说明“是什么”的基础上，去探讨“为什

么”“应如何”“何以可能”等深层的哲学问

题，多去追寻“本”“源”之谜。这样才能打通

与人类文明的联结，与人类文明话语体系对

话，进而从人类文明大厦中确立起中国式现代

化的人类价值及意义。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基于国际外

交和国家之间的战略博弈，尤其是中美关系等

方面的考虑，现实需要确立一种能消融“大变

局”矛盾焦虑的“安身立命”的哲学关怀，使

人们能够站在人类最高点的世界观、价值观和

方法论的角度去思考“人类文明进步”，从而给

当今和未来世界以更多的确定性和稳定性。

五、结语

人类文明的形态从来都是多样的，人类文

明就是在不同形态相互借鉴、相互交流中发展

进步的，这正是当今时代迫切需要的人类共同

意识。中国始终反对零和博弈和对抗性的冷战

思维。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构

建以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为宏观视野的、体现全

人类共同价值和文明交流共生意识的新文明哲

学话语体系，正是当今时代所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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