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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式现代化破除资本主义文明的
“神圣形象”

王新生　吴大娟

摘要：在西方现代化理论中，资本主义文明被塑造成超历史的“神圣形象”。这只不过是一种资本主义

意识形态神话。血腥的原始积累、异化的现实发展以及必将自我终结的命运，都清晰昭示了资本主义文明的

非文明性和非神圣性。中国式现代化以独特的精神面貌和价值追求亮相，以“革命—建设—改革”一体化的

自主探索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扩张侵略，以谋求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的人本逻辑超越导致人与人对立的

资本逻辑，以胸怀天下、和而不同的世界情怀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狭隘民族偏见和国际霸权，深刻揭橥了资

本主义文明的“非神圣形象”。中国式现代化批判性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精神实质和价值意蕴，不在于弥补

或修复资本主义文明内在的非正义和不完善，而在于拯救被资本、市场和私有财产联合剥夺的现代人的感性

生命和合乎人性的生存方式，赋予共产主义理想新的时代内涵和中国式理解，开启彰显时代智慧、引领世界

潮流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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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前的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资本主义文明被赋予了某种“神圣形象”，俨然成为现代化的标杆、人

类文明的终结。当下，马克思与恩格斯曾在《共产党宣言》中满怀激情许下“两个必然”的历史承诺，遭

到一些人的质疑。在这些人看来，资本主义非但没有像他们预测的那样走向崩溃，反而借助自由市场、民

主政治、现代法律等文明要素，构筑起了令人迷醉的“文明景观”。自由主义者甚至提出，资本主义是永

恒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秩序。如何认识这种历史反差？如何揭穿资本主义文明“神圣形象”背后的

历史真相和本质规定？如何把握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式现代化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超越及精神

实质？回答这些重大时代课题，需要站在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思想高度作出理性审视和科学剖析。

实际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提供了理解资本主义文明的思考线索。他指出：“资本的文明 
面之一是，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 
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a资本主义文明只有在一定的历史限度内（即相比于前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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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诸多文明形态）才具有文明的意义，超脱特定历史限阈理解资本主义文明的做法是非历史主义的，

因而是错误的。殖民扩张、侵略掠夺的原始积累路线，周期性经济危机、社会整体性撕裂、摧毁生态环

境的发展方式，从各个方面证伪了资本主义文明的“美好圣洁”形象，证明了资本主义文明必然为新的

文明形态所超越。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扬弃资本主义文明基础上开启的一种全新文明形态，具有殊异于且

优越于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模式、价值理念和战略规划。本文力图从历史主义方法论出发，破解资本主

义文明的“神圣形象”，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逻辑理路、重要表现及价值意蕴。

一、揭穿资本主义文明“神圣形象”的非神圣性和非文明性

资本主义文明对推动人类社会摆脱血缘和地缘等羁绊，寻求更高阶位的现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

通过审视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起源、现实运作及未来趋势可以看到，其文明外表下镌刻着“非文明”的

生命基因，神圣形象的背后潜藏着压迫、剥削和异化的实质。资本主义文明样态不过是文明的景观式“幻

象”呈现 a，不足以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文明”，“非文明”和“非神圣”才是资本主义文明的本真面目。

（一）血腥的起源：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建基在殖民扩张和侵略掠夺之上

资本主义文明的起源史是一部刀剑相向、血泪交织的殖民史、掠夺史，“非文明”的基因一开始就

印刻在其骨子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1 卷中引用了托 • 约 • 邓宁的精彩论述，揭示了资本原始积累

的疯狂和罪恶：“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 10% 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

20% 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 50% 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 100% 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

法律；有 300% 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

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b经济利润刺激资本主义冲破一切伦理道德底线，以殖民扩

张、贩卖黑奴等残酷手段加速资本原始积累。美国历史学家 L.S. 斯塔夫里阿诺斯站在全球史的角度，分

析了贡纳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动力机制及世界影响。他指出：“自生性技术的充沛活力和经济的扩

张主义侵凌了任何制度，也在任何妨碍资本主义‘非利润即死亡’神圣原则的有生命或无生命之物中蔓延。

资本主义创造性竞争的牺牲者不仅包括海外的食物采集者部落，也包括中国、印度和中东这些古老的文

明以及今日第三世界不发达的社会；不仅包括 18 世纪威尔士的低谷地区，也包括亚马孙河流域的广阔大

陆以及 20 世纪末的整个地球生态系。”c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资本以殖民扩张的方式将其触角伸向

世界各个角落。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对于资产阶级而言，只要能为资本带来剩余价值一切都是合理和正

义的，人之天职就是生产和占有财富，尽管这种生产和占有会导致无数国家破产和无辜人民流血牺牲。

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会愤然揭露：“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d

资本主义文明展现在外的“神圣形象”总是具有迷惑性，常常使人沉浸在资本主义制造的虚幻的文

明“景观”之中，忘记其最初的野蛮剥夺行径和造成的历史创伤。资本主义文明的原始积累建立在血汗工厂、

殖民掠夺和扩张侵略之上，表现为无情征服、奴役和杀戮的历史发展过程。为了寻找有利商机、攫取利润，

资本冲破一切人文地理界限，在全世界扎根落户，打着文化传播、民族交往和自由贸易的旗号，掠夺落

后国家和地区的财富，榨取其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开拓原材料场地和商品倾销市场。

中国也曾沦为西方资本主义扩张侵略的对象，近代中国正是在遭遇西方坚船利炮后被迫开启现代化

历程的。对此，马克思曾在 1853 年写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做过说明：“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

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

a 胡博成、朱忆天：《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幻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根本指向和价值旨归》，《经济学家》2022 年第 8 期。

b [ 德 ]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年，

第 871 页。

c [ 美 ]L.S. 斯塔夫里阿诺斯：《远古以来的人类生命线——一部新的世界史》，吴象婴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第 106 页。

d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8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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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a马克思带着一种同情和发展的眼光看待英国对华的侵略。面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冲撞，近代中国

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惊醒，被迫融入世界，开启了现代化探索之旅，虽然追求现代化的动因与英国对华

发动的鸦片贸易战争有关，但却无法抵消殖民主义侵略和奴役造成的巨大伤害。近代中国人民经历的国

破家亡、民不聊生的苦难历史，鲜明地证实了所谓资本主义文明具有超越历史时空的“神圣形象”，无

外乎是资本主义逃避历史罪责和粉饰自我的意识形态神话。

（二）异化的发展：资本主义文明遵循的资本逻辑引发严重的社会撕裂

资本主义文明围绕资本逻辑发展，本质上是矛盾丛生和“只能造成灾难”b的文明。在马克思政治经

济学批判的语境下，资本逻辑意指一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内在包含资本与劳动及其相互作用关系的

两个层面。 资本本质上并非如古典经济学家界定的那样是作为生产条件积累起来的劳动（如机器、厂房、

设备等），它的实质“在于活劳动是替积累起来的劳动充当保存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c。全部资本

主义文明建基在作为“死劳动”的资本压榨“活劳动”之上，而雇佣劳动为资本绝对支配和无偿占有是

资本主义文明繁衍生息的命脉。资本逻辑强调“物的升值 > 人的价值”，“以牺牲个体自由个性为代价换

来无人身理性的经济单向度发展”d。人被物化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统治，被迫与资本“共舞”，而不是

人享受其所生产出来的物。

资本主义文明拉开了现代社会的帷幕。现代社会较之于传统社会的本质区别不在于哈贝马斯所谓 “理

性化过程和理性结构的历史客观化”e，而在于社会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以及由此决定的全部社会关系的

革命性变革。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深刻解蔽了现代社会（资本主义）掩藏的矛盾冲突和社会

整体性撕裂。第一，在社会关系上，那些维系传统社会平稳运行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法律关系、交

往关系等，遭到资本的改变和异化，并被置换成冷酷无情的金钱关系。物质生产以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

为代价，劳动并没有为劳动者带来相应的财富和幸福，而是带来贫困和不幸。第二，在人的生存状态上，

“个人受抽象统治”f。这里所谓的“抽象”，是指具有统摄一切力量的市场规律（物）。与前现代社会

中个人受等级权贵、封建王权、身份地位的有形支配不同，资本主义文明下个人在市场规律的强力压制

和全面侵蚀下，个体自由自觉的本质力量与“对象性形式”分离，人彻底陷入异化、抽象化、空虚化的

生存境地。第三，在精神文化状态上，每个人都作为理性“经济人”和自身的“资本家”谋取私利，个

人的感性精神需求异化为赚取物质利益的纯粹经济需求，个人的自由异化为资本获利的自由。高雅脱俗

的文化追求被粗俗平庸的物欲肢解，人的精神世界充斥着无数资本的狡黠和算计。第四，在文明多样性上，

资本主义造就了全球化景观和世界历史，促进了文明的交流与碰撞，但现代文明的这种发展受到资本支

配，使许多灿烂多样的文明消失在历史长河中，最终陷入了文化单一化的困境。第五，在人与自然关系上，

人们出于牟利的欲望刺激全面凌驾于自然之上，自然由“人的无机的身体”转变为资本生产操控的工具

性对象。资本主义文明引发了人与自然不可调和的紧张对立关系，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

综上可见，资本主义文明是被资本统治的畸形文明。其中，以自由竞争和等价交换为形式、以利润

增值为内核的资本逻辑掌控着一切，社会的运行规则、个人行为方式和价值理念都得配合资本的意志展开，

个人背负沉重不堪的生活包袱，社会陷入全面撕裂的对立状态。

（三）有限的未来：资本主义文明并非文明的终极形态

资本主义文明的“神圣形象”终将在它展现自己的历史过程中走向神话破灭。自由主义将西方资本主

a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609 页。

b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542 页。

c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726 页。

d 薛俊强： 《超越“资本逻辑”：共产主义的历史承诺——兼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的价值取向》，《西南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3 期。

e [ 德 ] 于尔根 • 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年，第 3 页。 
f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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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文明视为最先进、最崇高的文明，将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看作是根源于人类一般本性的永恒秩序，并以此

为根据将资本主义文明看作是人类文明的终极形态。例如，哈耶克根据他所谓“自然秩序原理”，将社会

主义视为一个致命性的谬误。“通过遵循决定着竞争性市场秩序的、自发产生的道德传统，我们所生产并

积蓄起来的知识与财富，要大于那些自称严格遵循‘理性’办事的人所鼓吹的中央指令式经济所能得到或

利用的数量。因此，社会主义不可能达到或贯彻它的目标和计划；进而言之，它们甚至在逻辑上也是不能

成立的。”a哈耶克从实践开展到理论逻辑对社会主义文明发起了全面攻讦。弗朗西斯 • 福山秉持相同的

立场，在政治上将西方自由民主制视为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和人类政体的最后形式， 认为“就人类

历史确实通向某处而言，它正在通向的不是共产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b。哈耶

克和福山的这些论断将资本主义的短暂“美好”光景无限延长，自动屏蔽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结构性冲突。

资本主义文明背后掩盖的系统性危机和社会矛盾，被他们用表象形式的财富积聚和所谓的文明秩序一笔勾

销掉了。这种意识形态呓语不仅是一种阶级偏见，更是根源于自由主义的非历史主义思维。

资本主义文明最终将退出历史舞台，这种必然性根源于资本主义本身的结构性矛盾。马克思指出：

“资本用来从它的有限的基础出发进行生产的手段，实际上是炸毁这个基础的物质条件。”c资本主义借

以生产的物质条件和业已生产出来的物质财富，蕴含着摧毁自身的否定性力量，即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

资本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它越是不可遏制地追求普遍性，就越是受到自身狭隘性的限制，最终不得不“利

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d。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就是一个不断“内爆”e的自我毁灭过程，周期性的经

济危机、政治极化、价值共识的破裂、阶级成员之间的激烈对抗以及生态环境的全面破坏等，无不预示

资本主义文明的“神圣形象”终将破灭。尽管资本主义目前还显示出应对危机时自我修复和快速调整的

生命力，但这只不过是以“进一步、退两步”的方式不断积累矛盾的过程。诚如弗雷泽所言，“资本有

一种腐化、破坏或耗竭的内在倾向，无论如何，都会破坏其自身的前设”f。

二、中国式现代化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性超越

资本主义以理性启蒙对抗宗教神学和封建专制，帮助人们“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g,   
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推动了科学技术创新进步。但随着现代化的推进，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不断激   
化，资本主义文明日益显露出颓废衰败的迹象。资本主义把实现价值增殖视为唯一精神信仰，架空了本

应为劳动主体发展服务的理念和行动，堵塞了全球大多数人追求美好生活的通道。资本主义文明在根源

层面难以为人的自由解放和社会健康发展提供保障。未来的人类社会要构建真正的公平正义，还需要从

马克思关于理想社会形态的探索中汲取养料，特别是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中国式现代化

具有不同于西式现代化、苏式现代化的独特文明气质，它基于革命、建设、改革一体化的独立实践探索，

秉持和践履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有效驾驭和导控了资本逻辑，创造了风景这边独好的“中国之治”景象。

（一）以自主探索超越西方扩张侵略，在改革实践中发展现代化

与资本主义文明依赖对亚非拉落后国家及地区的殖民掠夺存在本质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凭靠艰辛摸 
索，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奋斗历程中，不断试错、改错和纠错，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

来的伟大飞跃。独立自主、自立自强的精神品格是中国式现代化永不消退的文明底色。

a [ 英 ]F•A• 哈耶克：《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冯克利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第 2 页。

b [ 美 ] 弗朗西斯 • 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陈高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349 页。

c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第 197 页。

d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第 91 页。

e 此处的“内爆”一词，援引自鲍德里亚后现代社会理论的一个概念，意指一种现象向另一种现象内部的融缩，以及传 
统的极点之间相互朝向的坍塌。参见 Jean Baudrillard(1983). Simulations, New York: Semiotext(e), 57.

f [ 美 ] 南希 • 弗雷泽：《食人资本主义》，蓝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 年，第 245 页。

g [ 德 ]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年，第 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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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在西方列强的“枪炮政策”下，被迫踏上现代化寻路之旅。在经历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旧 
中国的死亡时刻正在迅速临近”a。整个国家破败不堪、无所适从，在这种极端艰难的境遇下，无数仁人 
志士开始探索救亡图存之道。从太平天国运动到洋务运动，再到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近 
代中国人民上下求索、苦寻出路，希图找到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救世良方。中国从器物到制度再 
到思想文化，全方位向西式现代化看齐，“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b

在久经磨难、几近绝望之际，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建立起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中国送来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为黑暗中摸索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点燃了指路明灯。1921 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

中国式现代化从此拥有双重力量的叠加保障：中国共产党的引领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以毛泽东为

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发展相结合，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

胜利，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脊背上的“三座大山”，建立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即将开展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根本政治保障。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展开了“一化三改”运动，超额完成“一五计划”规定的任务，建立起了相  
对完备的现代工业体系和国防体系。虽然此后一段时期中国经历了历史特殊时期，中国式现代化陷入发  
展的低谷。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拨乱反正，深刻总结此前现代化建设的成败经验，  
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厘清了“计划和市场”之间的复杂关联，使中国式现代化在“苏东剧变” 
的历史性悲剧中战胜考验、重获新生。江泽民和胡锦涛分别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引， 
带领全国人民接续奋斗，使中国式现代化再上新的历史台阶。进入新时代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的带领下，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注重发展质量和效益，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水平都大幅度提升， 
人民幸福感、获得感得到极大满足。“五位一体”统筹推进的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在国内创造了发展奇观， 
而且在国际层面彰显出惊人的创造潜力、发展活力和拼搏动力。

（二）以人民本位超越资本本位，使资本逻辑真正复归人的世界

资本主义文明遵循资本本位的发展逻辑。所谓“资本本位”，意指社会发展以资本增殖为初衷和目的， 
资本成为导控社会运行的根本准绳，资本生产关系规定并操控所有社会关系（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我、

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并将上述关系转化为“纯粹的金钱关系”c。社会存在在围绕资本这一轴心运转，

成为资本的附庸和工具。资本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活动原则，以此规制和定夺人的社会生活，现实个人

的自由个性、主体性和创造性被淹没在资本增殖的经济理性当中，每个人都是被资本建构起来的碎片。

物的增殖伴随着人的贬值，财富积累伴随着分化的加剧，经济发展伴随着精神危机，这是资本主义文明

坚持资本本位的必然结果。

诚然，无论是西方式现代化还是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上都离不开资本的文明作用，都需要资本的介 
入以刺激经济发展潜能和更好配置有限资源。在都尊重和发挥资本的积极效应的前提下，究竟是以资本 
为中心还是以人民为中心，便构成西方式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分歧。中国式现代化选择人的价 
值高于资本增殖，它超越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最大转捩点就在于：重新确立人的主体性与资本的工具性 
之间的关系，颠覆资本本位的异化发展观，确立人本位的价值理念。遵循人本位，尊重人的主体地位和

坚持发展为了人，并不是说完全拒斥资本，而是说在发展资本的同时超越资本，使资本真正回归作为人

解放和发展自己的“手段”本身。正如有学者揭示的那样，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破解了资本与社会主义二

元对立的传统思维图式，生动诠释了“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d的中国理论与实践智慧。波澜壮阔的中

国式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善加利用资本的过程。从最开始的“节制资本”到当下依法“支持和引导资本 

a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第 627 页。

b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470 页。

c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第 34 页。

d 夏莹、崔居然：《中国式现代化与资本问题：理论架构及其实践智慧》，《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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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健康发展”a，中国共产党始终辩证摆放资本在现代化发展中的位置：一方面，积极利用资本发展经

济、 扩充人民的增收渠道、增加就业机会等；另一方面，谨防社会运转和发展完全资本化，努力摆脱资

本的形而上统治，使资本从西方式现代化体系中支配一切、宰制一切的“神坛”位置退居其后，真正回

归人的世界，使经济发展造福于社会，使劳动价值服务于人民生活。

总之，中国式现代化在充分挖掘和利用资本的社会生产力潜质的同时，又为资本发挥作用设置了“红

绿灯”，强调对资本进行科学规范和合理引导，使资本从增加交换价值的要素转变为生产使用价值的工具。 
中国式现代化秉承的人民本位发展思路，内在规定了资本运行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使劳动与资本、  
效率与公平、自由与必然在社会生产和现实运动中达成了历史性和解。

（三）以胸怀天下超越大国霸权，引领人类社会迈进命运共同体

资本主义文明本质上是一种霸权主义形态的、伪善的文明。“霸权”集中反映了资本主义凭借绝对的

垄断资本，从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格局中收揽财富和操控政治的剥夺本性。从十四五世纪资本主义原始积

累时期的殖民扩张，到如今 21 世纪新自由主义奉行的强权政治，资本主义从未放弃过霸权主义计划。更

甚的是，这些霸权计划以更加隐蔽和欺骗的方式渗透到全球各个角落，从最初的经济政治领域的霸权升

级到思想文化艺术领域的霸权，如价值霸权、知识霸权、数字霸权、景观霸权等。b霸权如影随形，挥之

不去。资本主义奉行的大国霸权主义，逆历史潮流而动，严重破坏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压制了第三世

界追求现代化的自由与权利，在全球范围内制造了极端奴役、迫害、战争、恐慌、贫困和浪费。这些与

资本主义文明高度链接在一起的现代危机表明，资本主义必将走向终结。 
中国式现代化以胸怀天下的大国气魄和世界情怀，超越了资本主义文明的狭隘民族偏见和称霸全球 

的野心，真正做到了以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为己任。虽然资本主义国家也对资本霸权笼罩下的发展中国 
家和底层民众的悲惨遭遇表示过同情，但这至多是“一种模糊的人道主义兴趣”c。中国则是切实树立和 
践行了谋求世界大同的价值理念。在追寻和探索现代化的历史征程中，中国坚决摒弃以牺牲他国利益成 
就自身的大国沙文主义行为，始终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多元的文化习俗，积极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弘扬符合世界人民心声和共同利益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杜绝“冷战”思维，不搞零和博弈，

“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筑墙设垒”“脱钩断链”，反对单边制裁、极限施

压”d。从万隆精神到“一带一路”倡议再到当下的全球文明倡议，中国在解决好自身现代性问题的前提

下， 以经济援助、国际维和等行动维护了全球安全，促进了世界向更加公平正义、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

这些无不表明中国式现代化在谋求自身进步的同时，也眼观全球、胸怀天下，及时回应和主动解答国际

社会的忧虑，致力于打造一个“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和谐世界。

三、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精神实质与价值意蕴

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在场，暴露出资本主义文明的欺骗性、剥削性和非神圣性。它对资本主义文明 
批判超越的价值意蕴，并非在于纠正或修复资本主义文明内在的缺陷和矛盾，抑或使自己成为世界文明

格局中的新任霸主，而在于消解资本、市场和私有财产联合剥夺现代人感性生命的异化现实，赋予共产

主义理想在新时代背景下的补充发展，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智慧，开辟人类文明新形态。

（一）规避资本、市场和私有财产对现代人感性生命的剥夺

中国式现代化真正勘破了资本主义文明的根本症结，并努力加以避免和克服。这个根本症结就是资

a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4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年，第 212 页。

b 孟宪平：《资本主义社会霸权的形态及符号形式分析》，《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1 期。 
c [ 法 ] 皮埃尔 • 布迪厄：《遏止野火》，河清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77 页。

d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 
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年，第 60—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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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场和私有财产操控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资本成为至高无上的“神”和“特殊的以太”a，市场从

社会中“脱嵌”，“社会关系被嵌入经济体系之中”b。在马克思看来，市场看似只是提供商品流通的场

域和调节资源配置的手段，但它却隐匿了不平等的财产关系。根据自由市场原则，市场机制通过所谓的

自由竞争和等价交换，调节财产流向和财富占有，每个人的财产获得都必须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但是，

那些本来就垄断了社会资源的资本家，通过市场竞争和商品交换中的优势地位进一步剥夺社会公共财产，

再次将其转化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私人财产，使贫富两极分化越演越烈。这个根本性的问题恰恰被标榜自

由竞争和等价交换的市场机制掩盖。资本、市场和私有财产交相强化，共同形构了虚假的资本主义文明。

个人感性真实的生命力在其中荡然无存，人沦为片面发展、丧失批判和创造能力的理性“经济人”。

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最显著意义在于，反抗和规避了资本逻辑、市场意识形态和私有 
财产对个体感性生命的抽象统治，使个体不再成为“经济活动的规定”，而是成为自我决断和自由发展 
的主体。一切为了人民的价值理念，直接框定了资本的发展轨迹，资本无序扩张和贪婪逐利的经济任性，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理性之下得到了根本遏制和矫正。中国特殊的国体和政体决定了资本在

中国不可能作为统摄一切的社会关系存在，而只能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人民生活的一种工具。同时，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下被神化的万能市场，在中国受到政府宏观调控功能的制约。政府不再被动地扮演市

场“守夜人”的角色，而是成为引导和规范市场良性运行的“指路人”。“政府通过介入经济运行把政治

能量转化为经济优势”c，有效制止了市场秩序混乱和经济危机爆发。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必将瓦

解资本主义条件下以盗用他人劳动时间、窃取他人劳动成果为形式的财富生产，创造性地使生产力发展

和财富生产，基于“有形之手”的干预力量和“无形之手”的自发调控力量的有机配合，因而必能有效

避免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社会财产被私人垄断。以资本增殖为旨归的资本主义生产，将转变为以满足人

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核心关切的社会主义生产。生产的直接目的不再是增加交换价值，而是创造使用价值，

“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d。同时，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将

会保障每一份劳动付出都得到相应回报，这便从制度层面规定了财产收入的合理合法性，避免了资本主

义条件下以投机取巧、盗窃他人财产的方式收敛财富的非正义行为。

中国式现代化每一步前进，都将着眼于人的创造力的发挥和自由个性的实现，个体所拥有的大量非

劳动自由时间从资本增殖需要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作为休闲时间用以发挥个人特长、培养个人兴趣爱好。 
这是中国人民生活的幸福感、安全感和满足感普遍高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民众的根本原因。

（二）赋予马克思共产主义理想新的时代内涵和自我理解

马克思终生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是一项志在超越资本逻辑、实现人向自身复归和每个人自由全面 
发展的历史性事业。对当今时代的中国来说，马克思共产主义理想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时代邀请书。在当下每个人都向往物质财富充分涌流、精神境界极大提高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而又

依旧存在“何为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何以实现”等不解之惑时，需要开启一场跨越时空、地域、思想

和文本的对话，认真思索共产主义的精神实质和实现可能。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场，无疑对这些问题做出

了最富有时代感和现实感的回答。

资本主义文明为共产主义准备物质基础，但是其发展理念和价值旨趣却是与共产主义背道而驰的。

马克思在生前留下了大量关于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思想遗产，但却没有提供实现共产主义的细节性指

导。如何以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方式走向共产主义，始终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思考和

a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第 31 页。

b [ 英 ] 卡尔 • 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20 年，第 
58 页。

c 董筱丹、温铁军：《去依附：中国化解第一次经济危机的真实经验》，北京：东方出版社，2019 年，第 43 页。

d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第 196—1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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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的问题。美国著名左翼马克思主义学者大卫 • 施韦卡特提出了“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的构想；分

析马克思主义者埃里克 • 奥林 • 赖特提出了在资本主义内部的缝隙处培植非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和社会关

系，以侵蚀资本主义根基的“侵蚀资本主义”计划；施韦卡特和赖特都设计了一套旨在超越资本主义的

理想方案。但是，这些设想和方案都停留在思想观念之中，未能触动资本主义的根本前提。英国左翼学

者梅扎罗斯说：“倘若没有‘超越前提’的新的历史形式的暗示，我们就会被锁定在资本的互惠假定的

恶性循环之中。”a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在野党在无力改变现实的情况下发出的无奈感叹。

只有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大国开启的新的现代化实践，才能破除被资本主义文明的魔咒锁定的恶

性循环，开辟人类文明新境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前提”，

这个“前提”就是主导社会规则的资本逻辑。解除资本对现实生活及个人需要的宰制，使人作为人而成

为人，并进而向“自由人联合体”迈进，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层价值底蕴。中国人骨子里镌刻着对社

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执着追求。中国式现代化是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同频共振的逻辑必然。中国式现代化既承接了马克思关于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实现共产主义的思想

精髓，又关照了中国本土实际，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植入了大量丰富的中国元素。实行“有效市场”

与“有为政府”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行共产党执政和多党派参政的新型政党制度，

树立既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又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世界普遍价值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等等。中国式现代化以其独特智慧和非凡成就，将共产主义理想“照进”了中国现实，真正实现了理论

逻辑、实践逻辑和历史逻辑的统一。

中国式现代化只是通向共产主义的一条历史路径，但它忠实地坚守了共产主义的真理和良心，因而

是当今时代共产主义理想的最好确证。共产主义只能在不断的财富增长和社会改造运动中走向现实。中

国式现代化的不断发展将会有力证明，共产主义不是思辨遐想的乌托邦之梦或抽象的道德律令，而是消

灭现存异化状况的现实运动。中国式现代化以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赋予了马克思共产主义理想新的

时代内涵和自我理解，向世界昭示了共产主义是一项可欲、可求和可实现的伟大事业。

（三）开启彰显时代智慧和突围现代性困境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精神实质和当代意义，并非是将自身打造成为如英、美、法、德

那样的现代化国家，也并非“移植西方现代化的样本，而在于构建一种超越资本现代性的文明形态”b，

开启一种全新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文明类型。资本本位的资本主义文明撕裂社会，使个人沦为欲望

的奴隶，使丰富多元的文明形态只剩下“资本文明”。这样的文明注定是无法引领人类历史的。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指向全新现代文明的伟大社会工程。它从历史的深处和鲜活的社会现实中走来，

是东西方文明碰撞和不同文明相互融合的产物。这一新的文明形态，既有适合自身文明发展的特殊规律，

彰显出中华民族独具一格的处世之道、精神气质和发展理念，也体现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为全球

化背景下不同文明开展友好对话、平等交流和互鉴共存，树立成功典范。中国式现代化的理念和实践向

世人表明，人类文明除了资本主义建制的扩张和流布以外，还存在超越性的、代表全人类共同利益的高

阶文明，这样的文明才是值得我们为之而努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现代文明——实质地说来，资本主

义文明——及其普遍性或普遍意义也是历史的，亦即只是在特定阶段上具有‘绝对权利’的。”c资本主

义文明愈益被自身制造的现代危机——经济失调、政治失灵、文化失信、生态失衡、社会融合失效——

证伪和击垮。而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具有突围资本主义现代性困境的能力和优势，引领创造人类文明新

形态，乃是因为中国在向现代化目标进军时，既吸收了现代化的一切文明成果，又超越了现代性本身。

a [ 英 ] 梅扎罗斯：《超越资本——关于一种过渡理论》（下），郑一明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年， 
第 521—522 页。

b 臧峰宇：《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22 年第 7 期。 
c 吴晓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哲学研究》2019 年第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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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作为历史的实存，始终遵循社会主义的定向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效规避了资本主

义现代化进程中的对立和冲突，同时又在积极占有现代化成就，自觉复活和重建自身优良传统，使现代

文明成果与前现代遗产交相辉映、相得益彰，为创造人类新文明类型赢得了主动权和话语权。正如美国

知名学者吉尔伯特 • 罗兹曼在评价中国现代化时总结的那样：“在特别令人注意的那些现代化经验要素的

相互关系上，中国与其他国家大不相同。它有记录着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上的人类最杰出成就的文化传统，

其政体和政权有着可向后追溯约 20 个世纪的、在许多年月里具有对付特定挑战而动员其技能和资源的几

乎无可匹敌的能力。”a

当今世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并存。“我们目击着资产阶级观念的终结——这些观

念对人类行动和社会关系尤其是经济交换都有自己的看法——资产阶级曾经靠着这些观念铸成了现代社

会。如今，我们已面临现代主义创造力和思想统治的尾声。”b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展开，就是不断超越

资本主义文明的过程，也是积极筹划和赢取创造人类新文明类型之可能性的过程。这一可能性必将在我

们的不断努力下成为历史的必然和生动的现实。

Breaking the “Holy Image” of Capitalist Civilization with Chinese Modernization

WANG Xin-sheng &WU Da-juan
(School of Marxism,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Abstract: In Western modernization theory, capitalist civilization is portrayed as a “holy image” that 
transcends history. This is nothing more than a capitalist ideological myth. The sanguinary primitive accumulation, 
the realistic development of alienation, and the inevitable fate of self-termination all clearly demonstrate the 
uncivilized and unholy nature of capitalist civilization. Chinese modernization is presented with a unique 
spiritual outlook and value pursuit. It transcends the expansion and aggression of capitalist civilization with the 
integrated independent exploration of “revolution-construction-reform”, transcends the capital logic that leads 
to confrontation between people with the humanistic logic which seeks for human freedom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and transcends the narrow national prejudice and international hegemony of capitalist civilization 
with a global sentiment of embracing the world harmoniously with diversity. Therefore, it deeply reveals the 
“unholy image” of capitalist civilization. Chinese modernization critically transcends the spiritual essence and 
value implication of capitalist civilization, not to make up for or repair the inherent injustice and imperfection 
of capitalist civilization, but to save the emotional life of modern people who have been deprived by capital, the 
market and private property and a way of life that is in line with human nature. It endows communist ideals with 
new connotations of the times and Chinese-style understandings, and opens up a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that demonstrates the wisdom of the times and leads the world trend.

Keywords: Chinese Modernization, Capitalist Civilization, Unholy Image, Critical Transcen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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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美 ] 吉尔伯特 • 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陶骅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6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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