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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建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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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话语建构方法，是政治话语能够被成功建构并且形成体系的关键因素。通过百余年的艰

辛探索，中国共产党走出了一条内涵独特和形态丰富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运用多种方法建构

起有物、有理、有义、有情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运用历史辩证法，认识与把握历史规律，奠定

了现代化话语的前提和边界；运用现实抽象法，立足实践情境和格局脉络，构筑起现代化话语

的议题与框架等；运用系统比较法，对比其他国家现代化的内涵外延，建构起能够展现综合实

力、创新评价体系、推动全球叙事的现代化话语；运用情感规约法，以促进人的现代化为旨归，

通过话语品格和话语情态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赋予情感能量。这四种方法相互联系、相互作

用，不断提升话语的现实指向性、客观说理性、传播有效性，有助于在话语建构过程中厘清同

中国式现代化相关的历史与现实、东方与西方、国际与国内、政党与人民等话语对象的关联性。

合理运用这些方法，能够使话语在引领现代化实践、主张现代化观念、发展现代化理论、推动

现代化传播等方面发挥实质性作用。这些话语建构方法，是由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特征、演进

逻辑与内涵底蕴等共同作用而成的，呈递出坚持人民至上的现代化观以及坚持独立自主实现现

代化的价值观。总结、运用和发展这些话语建构方法，能够从一个侧面瞥见中国共产党人对于

现代化的认知体悟与实践审思，有助于建构人类社会现代化的新型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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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建构方法，是实现话语建构和推动话

语体系建设的关键因素。合适的方法，能够有

效地统筹思想概念、价值理念、实践观念与事

实经验等，从而催化生成言之有物、言之有理、

言之有义的政治话语。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不是

凭空生成的，而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通过

努力奋斗和艰辛探索而建构起来的。近年来，

学术界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主题形成了一

批研究成果：一是对“话语体系”的研究，主要

探讨建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何以必要、何

以可能、何以实践等议题[1]，归纳话语体系的目

标维度、特征维度、原则维度、方法维度等。[2]

这类研究重点关注话语环境、话语内容、话语

表达[3]，以及话语原则和话语运用等问题[4]，但

对于话语建构过程的经验及方法则较少关注；

二是对“话语叙事”的研究，主要探讨中国式

现代化话语得以形成的叙事基础、叙事逻辑及

其叙事蕴意等[5]，分析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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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形成有别于西方话语的价值命题与结构特

质等。[6]要研究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何以能够增

强叙事性并讲好中国故事时，需要对话语资源

实际运用进行深入考察。[7]对话语建构方法研

究是否充分，会对话语资源运用研究的深度、

广度、灵活度等产生重要影响；三是对“话语

建构”的研究，主要探讨建构中国式现代化话

语的基础与困境[8]、动力与结构[9]、形态及其演

进等问题[10]，突出“新现代性”话语内涵的历史

演化逻辑[11]，重视话语的历史继承性和现实接

续性[12]，论述文明形态演进与话语建构之间的

关系等。[13]如何能够建构一套足以承载中国传

统文明与现代文明、表达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

观、超越西方现代化以资本逻辑为内核的叙事

体系，是话语建构实践中必须面对的问题。总

体而言，学术界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建构

方式方法进行论析的研究鲜见，[14]有必要从系

统性和整体性的角度对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建构

方法进行专门梳理并作阐析。

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现代化道路过程中，运

用历史辩证法、现实抽象法、系统比较法、情感

规约法等方法，建构起中国式现代化话语。这

些话语建构方法，是党和人民百余年奋斗经验

的重要外延，体现出党在领导现代化过程中所

具有的政治智慧和历史主动精神。本文从话语

建构方法研究视角，管窥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生

成与建构的内在机理，尝试呈递出中国共产党

人对推进现代化的认知体悟与实践审思。

一、历史辩证法奠定话语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的连续性和整体性、阶段性

和过程性，体现出历史辩证的一般规律。党运

用历史辩证法确立了话语前提，框定了话语边

界，以此奠定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基础。

（一）确立话语前提

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历史性前提的确立。党

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

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

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15](P13)

从“四史”到“五史”，延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的

历史根基，拓宽了话语建构的历史空间坐标，

为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过程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进程的同向叙事作出铺垫，形成了由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再到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叙事

结构。[16]以“五史”来界定话语前提，有助于推

动现代中国同历史中国不断“对话”，让人们能

“理解过去的社会”[17](P115)，并“增加把握当今

社会的力量”[17](P146)。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论述了中国式现代

化和中华文明二者所存在的历史辩证关系：“中

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

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18]现代中

国继承并发展着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与优良品

格。数千年传承至今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

性、包容性、和平性等已然成为中国式现代性的

核心特征，支撑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

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在当代中国的现代

化实践中不断深化。这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

建构与拓展、丰富与提升、传播与接受，奠定了

重要的历史性前提。

中国式现代化话 语主体性前提的确立。

《德意志意识形态》指出，“前提不是任意提出

的，不是教条”[19](P516)，而是一些现实的个人的

活动和物质生活条件，这包括已有的和通过活

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19](P519)现代化的本

质是人的现代化，现实的人构成了现代化命题

的前提条件。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新时代的

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

出来的！”[15](P12)由此可见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

基础同党和人民的主体地位之间的紧密关系：

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是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

求和重大原则，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

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20]另一方

面，人民是推进现代化最坚实的根基、最深厚

的力量。[21]在现代化进程中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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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是党能够立于不败之

地的强大根基。党和人民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

主体地位，不是理念逻辑的应然推导，而是来自

党百余年来不懈奋斗的实然结果。通过话语建

构来不断巩固党和人民的主体地位，明确话语

“由谁言说”和“为谁言说”，是确立现代化主

体性的关键点。

（二）框定话语边界

中国共产党坚持运用历史辩证法，根据不同

的历史阶段、历史过程的规律特点，通过总结大

事和回溯历史来框定中国式现代化话语边界。

党在总结历史和以史鉴今中框定话 语 边

界。2023年1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

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借助对

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评价，表达了中国式现代

化的历史基础与时代任务。他指出，毛泽东同志

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奠基

者”；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

复兴伟业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未竟事

业”，对他的最好纪念就是“把他开创的事业继

续推向前进”。[22]这些话语彰显中国式现代化

从无到有的历史过程性，体现出中国式现代化

需要接续奋斗的历史阶段性。这是历史辩证法

在建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中的生动体现。

党在立足当下和展望未来中框定话 语边

界。通过迭代全新涵义的“三件大事”和“两步

走”等政治话语来框定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边

界。其一，用“三件大事”和“历史性胜利”来框

定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历史边界。党的二十

大报告指明，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实现第一个百年

奋斗目标“三件大事”对于中国和世界都是“历

史性胜利”。[15 ] ( P4)“三件大事”从党的百年奋

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新的飞跃、开启实现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等维度，划清了中

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边界。“历史性胜利”则指向

党和国家事业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历

史性变革”，包括“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

题”“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教育普及水

平实现历史性跨越”“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

性变化”等。[15](P5-10)这为确立“三件大事”提供

了现实依据。其二，用“两步走”来框定中国式

现代化话语的目标边界。在阶段性目标边界上，

现代化国家总体水平、创新型国家属性、现代化

经济体系、国家治理现代化、国家软实力、人的

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美丽中国、国家

安全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等八个方面，概述了中

国式现代化到2035年的总体目标。在过程性目

标边界上，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建设现代化经济

体系、国家治理与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系、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华民族凝聚力和

中华文化影响力、居民分配与社会公共服务、

美丽中国建设、平安中国建设、中国的国际地位

与全球治理等八个方面，[15](P20-21)概括出中国式

现代化开局起步的主要目标任务。前者需要后

者提供必需的物质基础和制度准备，后者需要

前者提供目标指引。可见，“两步走”衔接了两

个奋斗目标及内容，回答了“中国式现代化如何

实现”之问，框定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及

叙事边界。

总 之，党 运用历史 辩 证法发 展现代化话

语，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同中国式

现代化的实践互动性、概念互构性、时代互通

性。通 过 这些 话 语，能够更 好地理 解中国式

现代化不是个别领域的现代化，而是历史贯通

的、系统整体的、内在协调的全方位现代化。

二、现实抽象法提供话语策略

话语能够建构事实[23](P34)，其机理在于话语

生产不能脱离对现实的抽象。党在面对和解决

现代化实践问题时，以现实抽象法为策略，构筑

起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议题和话语框架。

（一）从现代化现实情境抽象出话语议题

作为“一种特殊的上层建筑”[24](P20)，话语

是特定事实经验的反映，承载着实践主体思考

特定议题的方法、意义与价值系统。[25]对中国

推进现代化的现实情境进行抽象，构筑起话语



深圳社会科学 2024年第7卷·8·

的理论议题与实践议题，是中国式现代化话语

实现话语革命与创新发展的必要条件。

理论 议 题的 抽象与构筑。一是 思想引领

形成理论议题。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

个方面成就”基础上，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

把这一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概括为“六个坚

持”。宏观层面的思想指导为中观和微观层面的

叙事提供指引，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展开提

供理论呼应和理论支撑，为科学地回应中国之

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提供理论资

源。二是文化底蕴孕化理论议题。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18]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根植于中国人的内心，文化魅力及其传承能

量构成当代中国推进现代化的力量根源，是中

国在世界发展浪潮中立足的根基。中国人民的

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同中国式现

代化蕴含的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

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实践存在高度契合性。坚持

“两个结合”，既是利用传统因素为革新助力，

也在文化扬弃中克服传统因素对革新的阻力，

这是“成功的现代化运动”的内在要求。[26](P400)

三是中国特色创新理论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

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

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7](P315)中国

特色体现中国国情、承载中国文化、表达中国精

神，创造出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底蕴和时代色彩

的现代化话语。锚定中国特色来创新话语理论

议题，有助于加强话语的事实合法性、现实规

律性、叙事说理性，引导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建设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理论议题的确立，证明中国

在现代化发展上实现了“话语自主”，以“话语

性成长”引领现代化实践。[28]

实践议题的抽象与表达。在梳理和表达中

国式现代化的现实问题时，党紧扣社会主要矛

盾，提出解决矛盾的议题与路径。党的二十大

报告中的各章部分所阐述的问题，是对我国发

展现状的抽象，并关注矛盾各个方面的系统性

关联。以报告的第四部分为例：一是在指明我

国高质量发展所面临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把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如何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

的战略目标与实践途径、如何引导资本发挥重

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如何实现高水平科技

自立自强、如何保障好初级产品供给、如何防

范化解重大风险等问题的重要论述作为主要

话语资源，并转换为指引改革行动的话语概念

群，推动话语涵义从实践问题向改革议题升级

迁移；二是在指明我国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意义

方面，汲取我国创造“两大奇迹”的经验，并总

结经济社会在结构、要素、层次、能量等领域中

所存在的问题、短板以及显性和隐性的风险挑

战等，形成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任务话语、方

法话语、政策话语等，体现出坚持问题导向和

系统观念的话语建构思路。这些实践议题，旨

在表达中国式现代化所涉及的生产力与生产关

系之间的矛盾形态及变革的意图、行动、路径

等，既从经济发展的现实逻辑层面回答了“中国

式现代化如何防止逆转现象的发生”的时代关

切，[29]还从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层面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这一重大论断提供了阐释依据。[30](P480)

（二）从现代化格局脉络抽象出话语框架

对现代化核心领域的抽象。1954年，周恩来

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把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概括为现代化

的核心领域。[31](P503)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

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包

括工业、农业、科学文化和国防等四个领域的现

代化。[32](P116)“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发

展现代化的重要话语框架。改革开放以来，邓

小平指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所对应的国民生产总

值“按人口平均来说不会很高”[33](P194)，“四个

现代化，集中起来讲就是经济建设”[33](P240)。把

现代化发展的核心领域抽象为经济建设，是改

革开放初期我国国情社情的现实呈现。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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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与十九届五中全会

表述的“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农业农村现代

化”“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以及党的二十大提

出的“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等概念，不

断拓展现代化的广度与深度。2023年7月，习近

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时深刻指出：“中国式现代

化关键在科技现代化。”[34]同年9月，在黑龙江

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快形成新质

生产力”的重要论断。[35]这些论断点明了当代中

国推动现代化的核心领域，“新质生产力”等重

要概念丰富了中国的现代化话语资源，意味着

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生产关

系”理论贡献了时代价值。通过对重要领域进

行“现代化”的话语梳理，体现出党在领导现代

化问题上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坚持解放

思想、与时俱进，不断总结探索现代化的正反经

验。对现代化实践格局进行概括及表达，形成了

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基础框架。

对现代化国家形 态的 抽象。从 党的十三

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是要

“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36](P13)，到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15](P20)，创造出以

抽象词组来表达现代化国家形态的话语框架。

这种框架的形塑与变迁，表明党对现代化发展

的规律性认识逐步清晰，呈现出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目标选择与路径取向，勾画出中国

推进现代化的格局。对国家形态进行抽象和表

达，体现出党在领导现代化建设上具有一以贯

之的态度、科学清晰的思路、接续奋斗的任务，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把国家形态转化为现

代化实践情态，凝练地宣扬着坚定不移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主张。[37]

对现代化 发 展脉 络的 抽象。改革开放以

来，大力发展经济催生出“解放思想”“解放生

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小康社会”

等话语。经过多年发展，中国的现代化实践迎

来了新的问题和挑战。改革的“攻坚期”“深

水区”“硬骨头”“中梗阻”等比喻，以及“三个

进一步解放”“更高水平的开放格局”“市场在

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等理念，拓展出全

面深化改革和新时代制度建设的话语矩阵，直

指思想观念束缚和体制机制弊端等现实问题。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些话 语

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概念提出和实践推

进创造了时代语境与概念基础。“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表达，成为引领质量、效率、公平、

动力等变革的重要话语。从“有没有”到“好不

好”的实践观念转变，推动现代化发展脉络发生

“质量转向”，有关话语用词及概念不断更新、

浓缩与深化。高质量发展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15](P23)在发展战略层

面需要由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等协同支撑；在发展方式层面需

要重点在产业转型升级和城乡区域发展上实现

转方式、调结构、防风险、保民生，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绿色化与低碳化；在发展性质层面需要

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与效益，实现经济“质的

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38]可见，“高质量

发展”从一种对经济发展状况的描述，在抽象新

格局、引入新概念、描述新实践、指明新问题的

促动下，延伸成为引领其他领域贯彻新发展理

念的主旨主题。这勾勒出以高质量发展支撑中

国式现代化的全局脉络，同时也在不断突破既

有的现代化话语框架，并在动态的实践中持续

重构话语样态和调整话语指向，不断提升话语

体系的系统性、完备性、缜密性。

三、系统比较法凸显话语参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

现代化有本质不同，西方现代化那种两极分化、

掠夺别国等道路我们不能走也走不通。”[39]中

国共产党积极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

果，审思其它现代化道路及其本质，尤其对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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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以资本逻辑为内核的负面现代性进行了批

判、规避与超越，对人类社会现代化进行前瞻

性思考并积极担当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

现代化形成了系统性的比较优势。这些优势为

建构起中国式现代化的综合实力话语、立体评

价话语和全球叙事话语，提供了现实参照。

（一）对比西方现代化的内在属性，建构综

合实力话语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是以综合国力

提升作为依据和评判标准的。中国的经济实力

话语、制度优势话语、国防实力话语等，共同构

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综合实力话语。这既是以西

方现代化为参照而形成的话语矩阵，也是中国

式现代化在内在属性上区别于西方现代化并且

超越它的表达途径。

一是经济实力话语。2022年，中国国内生产

总值超过120万亿元人民币，[40]近十年对世界经

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过30%，居世界第一。[41]

反观西方发达国家，保护主义、民粹主义、逆全

球化态势愈演愈烈，霸权、霸道、霸凌的行径为

经济全球化制造障碍，不利于人类社会现代化

发展。中国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

化产业体系，防止走向脱实向虚的道路，[39]把国

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21]这

是中国经济实力能够不断实现历史性跃升的重

要依托。此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

出“两个毫不动摇”等制度话语，展现出中国式

现代化的经济实力构成与市场活力来源。我国

的经济实力话语，有效地统合了新时代中国的

经济基础及市场实践，彰显中国经济所具有的

蓬勃生命力和公平正义性。

二是制度优势话语。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

成功开辟，展现出我国根本制度、基本制度、

重要制度的优势。从消除绝对贫困到克服世纪

疫情，一系列事件展现出党拥有非凡的政治领

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

国家制度在百年变局中彰显出强大优势。例如，

“全过程人民民主”等制度体系话语，逐步消解

西方国家的“自由市场”“三权分立”等理念；能

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等制度能力话语，有力地

破除了“现代化迷思”“价值中立说”“历史终

结论”等命题。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发展全过程

人民民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文化自信自

强、增进民生福祉、推动绿色发展、推进国家安

全现代化进行了整体性布局，系统阐述了中国

国家制度体系及能力的性质本源、价值旨归、发

展路径等。系统对比中西方现代化制度，更能清

晰地领略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合法性、合理性、科

学性。正如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所指明，社会主

义与资本主义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

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42](P64)

三是国防实力话语。党的二十大报告作出

了“打造强大战略威慑力量体系”“塑造安全

态势，遏控危机冲突，打赢局部战争”“巩固

提高一 体化国家战略 体系和能力”等重要论

断。[15](P46)这些论断，指明了新时代国防和军事

发展的新要求、新任务、新标准，彰显出中国国

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和平正义属性。一些西方国

家通过对外军事扩张来巩固霸权主义地位与扩

大资源掠夺，中国国防实力的提升与之相比存

在本质不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中国

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是国际正

义力量的壮大。”[21]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

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捍卫全人类

共同价值，以增强正义的力量来跨越西方国家

实现现代化的“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老

路”[15](P19)。国防实力话语的建构，是有力破解

“中国威胁论”“国强必霸论”“侵略扩张论”

等话语陷阱的必然举措。

（二）对比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模式，构建系

统评价话语

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为推动资本扩张，

建构起以维护资本逻辑为目的、以商业化和工

业化水平为对象的评价体系。[43](P33)美国学者英

克尔斯提出，现代化程度应主要考察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GDP占比、非

农业就业人口规模、受高等教育人口规模、城

镇化率、医疗资源、成人识字率、人口自然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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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与平均寿命等指标。[44]这套评价体系重点关

注物质、资源、利益等分配情况，是具有代表性

的西方现代化评价体系。但是，它忽略了经济发

展与生态文明的平衡，无视现代工业的协调性

与可持续性，忽视广大民众的精神需要。西方现

代化评价体系，主要以“中心-外围”的依附性

现代化发展模式为底本，受到资本主义意识形

态和社会制度的制约，因而在评价的对象、标

准、方法、范畴等存在局限性，难以客观地反映

人类社会现代化的本质、需求与期盼。

发展现代化的路径以及如何评价现代化道

路和效果的标准也不能完全以西方为唯一准

绳。2023年，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

话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新的人类社会现代

化评价准则：现代化的最终目标，应是“实现人

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现代化的评价原则，“关

键要看是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现代化的评

价方式，需要在指标数据的基础上关注人民的

幸福安康；现代化的现实形态，世界各国应当

携手合作，努力实现物质富裕、政治清明、精神

富足、社会安定、生态宜人的局面；现代化的功

能，应当处理好人民各方面诉求和多层次需要，

兼顾好当代人的福祉与后世人类的权益，促进

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

主题[45](P103)，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怎样认

识、发展与评价现代化，既是改变现状、跟上时

代的迫切问题，更是“关系着国际社会发展的方

向与前景的全局性的问题”[26](P32)。这样的评价

标准，兼容了其他国家发展现代化的共性和特

性，扬弃了西方国家单一的现代化模式，为发展

中国家走独立自主、全面协调的现代化道路贡

献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

（三）对比西方现代化的形象口碑，发展全

球叙事话语

贫富两极分化、中产阶层塌陷、社会动荡

撕裂、种族冲突不断、生态破坏严重等，成为西

方现代化的主要标签，西方国家的话语霸权和

虚幻口碑正在瓦解。这为“加快构建中国话语

和中国叙事体系”与“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

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带来了时代机

遇，[15] ( P 38)为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全球叙事话

语创造了时代语境。以此为参照，建构起中国

的倡议话语、责任话语、机遇话语。

大国倡议话语推进叙事。近年来，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等“三大倡议”。中国的“三大倡

议”，凝聚着当代人类社会渴望和平与发展的

诉求，承载着以“和合精神”为代表的中华文明

智慧。2021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球发展

倡议，强调各国要“共同推动全球发展迈向平

衡协调包容新阶段”。[30](P513)这是新时代中国共

产党人以信心、勇气和担当来回答时代课题、

作出历史抉择的具体表现。2022年4月，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强调“人类是不可分

割的安全共同体”。[27](P451)全球案例倡议一经提

出，便赢得许多国家的支持、认同和响应。2023

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球文明倡议，这为

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做到尊重世界文明

多样性，如何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如何重视

文明传承和创新，如何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

等提供了重要指引。[21]“三大倡议”是中国式现

代化对人类社会现代化的时代性贡献。对比西

方发达国家政客所提出的各种动议与提案，哪

方更重视全人类共同利益则一目了然。

大国责任话语强化叙事。中国坚持真正的

多边主义，近年来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和建设，在国际社会中形成了“负责任大国”形

象及口碑。在乌克兰危机上，中国发布了《关于

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吸纳

各方合理关切，推动形成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

数，获得了国际赞誉。[46]中国始终着眼事情本身

的是非曲直，坚持主张以政治对话缓解危机外

溢，同一些西方国家的“拱火”“添油”等形成

了鲜明对比。在中东问题上，中国推动沙特、伊

朗成功复交，办成一些国家多年想办但办不成

的事，为长年动荡的中东地区带来和平的希望。

放眼全球，这为缓解其他地区的紧张局势发挥

着重大示范效应，也为发展中国家如何在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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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情感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依据情感取向与情

感结构，推动情感规则与情感公约的形成，为中

国式现代化话语赋予能量。

（一）情感取向定义话语品格

情感作为特定阶级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

社会关系”基础上所构成的精神范畴[51](P498)，在

“感受的思想观念”与“思想观念的感受”的共

同作用下[52](P141)，形成不与理性对立的客观性取

向。一个政党需要基于特定的情感取向来建构

政党叙事，用于彰显与传递党的价值观、治理

观念和行动纲领。党的二十大报告号召“为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15](P58)，这标定了中国

式现代化的情感取向及“团结奋斗”等情感规

则。这是中国共产党准确把握时代情感的力证，

以此定义出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品格。

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话语品格。近代以来，

中华民族遭受“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

尘”的劫难，仁人志士在愤懑和叹息之余不断追

求能够拯救民族危亡的方案。因此，“民族何去

何从”成为中国近代化话语建构的核心议题。中

国共产党肩负起民族复兴的使命，通过百年奋

斗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

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

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

精神力量”[42](P61)，一扫近代以来笼罩在中华民

族头上的阴霾。党把对民族的担当之情融入了

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之中，树立起自信自立的当

代品格，增强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以此，

不难从“敢于担当、积极作为”等话语中，体会

到强大责任感与民族气概，以此培植起新时代

不懈奋斗的家国情怀及充沛热情。

坚持和发扬斗争精神的话语品格。新征程

上，中国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需要

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对于

党员干部而言，要加强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养

成[15](P54)，不断增强斗争意识、丰富斗争经验、提

升斗争本领。对于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而言，要不

信邪、不怕鬼、不怕压。强化中国式现代化话语

变局中增进团结合作提供了路径范例。长久以

来，西方国家尝试通过实力碾压发展中国家，

并以此获得话语主动权和事务主导权，全然不

顾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尊严与治理规律。与之相

比，中国积极承担大国责任、展现大国担当，全

球治理中日益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中国

的大国责任话语，有助于强化中国式现代化全

球叙事，让更多国家的政治家和人民认识到中

国式现代化的包容性、创新性、和平性。

大国机遇话语拓展叙事。通过增强两个市

场、两种资源的联动效应，中国为世界提供大

规模的市场和需求，向全 球 释放出发展 新机

遇。对比西方国家“筑墙设垒”“脱钩断链”“灭

灯挡路”等行为，中国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

战略，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夯实能为全球

发展带来新动能的口碑。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五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提出，中国将推

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共享制度型

开放机遇，共享深化国际合作机遇，不断以中国

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推动建设开放型世

界经济。[47]中国通过不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在与全球共

创机遇、共享机遇的过程中持续提升国际影响

力、感召力、塑造力，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现

代化带来机遇与信心。随着中国为世界提供的

机遇不断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力量，更多国家从

中获益，激发各国进行战略自主的思考，让更多

国家逐渐接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叙事意义并加入

到叙事建构的互动之中。尽管阻碍仍在，但中国

在国际舞台上“失声”的局面正日渐式微。[48]

四、情感规约法赋予话语能量

话语能量是否充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话

语情感是否饱满。情感作为一种聚集性社会现

象[49](P94)，与短时性、个体性和体验性的情绪不

尽相同。情感是能够表 达政治优势和权力关

系的载体，属于理解和“用于阐释事件”的范

畴。[50](P6)作为一个善于把握情感、培植情感、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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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斗争品格，旨在坚定斗争意志，把握斗争方向

和斗争主动权，掌握斗争规律和斗争策略。新

时代的“斗争”语境，不是“为了斗争而斗争”或

“为了一己私利而斗争”，而是要以实现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

标去斗争，打造“知重负重、苦干实干、攻坚克

难”的情感状态。[30](P302)通过话语建构把革命斗

争精神转化为新时代斗争精神，能为党员队伍

注入勇毅前行的强大能量，以面对未来可能出

现的硬实力挑战和软实力较量。

（二）情感结构塑造话语情态

情感结构，指人们在特定时期对现实生活

的普 遍感受 [53]，蕴含价值 观和社会心理的共

识。情感结构虽然相对稳定、清晰，但也受社会

关系和时代特点制约，其内涵会随着经济基础

的变迁而改变。因此，“人的现代化”这般命题

实质上具有“情感结构的现代化”意蕴。中国共

产党和中国人民拥有多维的情感结构，有助于

增强对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

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推动塑造

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情态。

一是历史情感话语。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

场合表达了对历史的敬畏之情，建构起中国式

现代化的历史情感话语：“坚定历史自信、筑牢

历史记忆”，把提升“历史认知”作为“历史自信

的重要基础”[27](P546)，有助于在现代化的实践中

坚持唯物史观、正确党史观，把握发展的规律和

主动权；“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15](P2)，

是在新的赶考之路上通过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继

续交出优异答卷的关键；在现代化道路上，中

国人民“焕发出更为强烈的历史自觉和主动精

神”[15]( P13)，中国共产党人“以更加积极的历史

担当和创造精神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贡

献”[15](P16)等。历史情感话语，有利于激发中国

式现代化的话语主体和话语受众对中国历史文

明、历史进程、历史底蕴的感知与体悟。

二是人民情怀话语。党把对人民的尊重、

爱护和关切等情感，以及“坚持发展为了人民、

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现代

化观融入执政话语体系中，表达“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情感公

约”[15](P60)，明确“执政的唯一选择就是为人民

群众做好事”的情感立场。[27](P67)人民情怀对于

党的执政理念、执政方式、执政实践的影响力
[54]，融入到“人民江山论”“以人民为中心”“人

民至上”“人民首创精神”“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以及民心、民意、民智、民力

等话语之中。这些话语是对“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情感原则的诠释、丰富与发展。人民情怀

话语的建构及表达，有助于持续激发人民群众

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显露出中国式现代

化是一种有“情”的现代化。

三是自信之情话语。“发展自信心”对于中

国式现代化至关重要，因此党运用多种具体方

法建构起“自信”话语。1）情感宣扬。党的二十

大把“自信自强”作为一个主题词，彰显党和人

民对于现代化所需的制度准备、物质准备、精神

准备、能力准备的信心，宣扬民族自信、政党自

信、时代自信、文明自信等；2）情感动员。党的

十八大以来，随着“四个自信”的践行，全党全

国各族人民在思想上和行动上被持续动员，自

信心明显增强，精神面貌更加奋发昂扬。[15](P9)这

激活了党和人民团结奋斗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

热情、信念及干劲；3）情感制度。从政治实践视

角来看，集体性的“自信”是一种“去情绪化”的

情感[55]，可理解为是一种“应然的情感”[49](P118)。

基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科学概括和

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党把对中国

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和历史自信、文化自信

转化为“自信”的政治话语。这种把情感体验具

体转化为情感制度的方法[56](P193)，有助于使“自

信”情感具备规范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这为

持续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提供了强大且绵

长的推动力。

四是天下情怀话语。“胸怀天下”既是中国

共产党的奋斗经验、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党对

世界各国人民根本态度的情感侧写。习近平总

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向关心和支持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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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建设的各国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15](P13)

对国际社会表达谢意，反映出中国同世界“共

命运”的情感体验和情感追求。中国秉承真实

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积极推动建设全球对

话机制和经济交往机制，不断增进中国同其他

国家的情感纽带与互信程度。天下情怀话语，定

义出中国式现代化全球叙事的情感基调，呈递

出中国“为世界谋大同”的国际主义之情。

五是自我革命 话 语。勇于自我革命，既是

中国共产党的鲜明品格，也是独树一帜的政治

情感。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党的自我革命永

远在路上，决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

绪。”[15](P52)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群众最痛

恨腐败。”[27](P507)因此，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坚持

以反腐败作为最彻底的自我革命，解决了许多人

民群众反映强烈的作风问题，推动“党风政风

和社会风气为之一新”。[42](P31)中国式现代化是

一场持续进行的社会革命，积极的风气能够增

强党的革命性，提高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

能力与精神风貌，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

命；反之，不良作风将极大地削弱党的政治性、

时代性、原则性和战斗性，遭受“四大考验”和

“四种危险”的冲击。党把“不负人民的家国情

怀”转化为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建构

原则，以此建构党的自我革命话语，承载党和

人民对良好政治生态的期盼、推崇与坚定维护

的真情实感。

五、结语

中国共产党主要运用了上述方法，在实践

发展与话语建构的并行过程中重塑了同中国式

现代化相关的历史与现实、东方与西方、国际与

国内、政党与人民等话语资源的关联性，解决

话语建构中的基础、策略、参照和能量等问题：

运用历史辩证法来建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是

尊重历史事实、重视历史传承、把握历史规律、

发掘历史智慧的集中体现；运用现实抽象法来

建构话语，是坚持人民至上、坚持问题导向、

坚持系统观念的内在要求；运用系统比较法来

建构话语，是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

持胸怀天下的实践自觉；运用情感规约法来建

构话语，是坚守初心使命和始终保持同人民群

众的血肉联系的必然选择。这四种方法相互联

系、相互作用、相辅相成，支撑提升话语的现实

指向性、客观说理性、传播有效性。

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在实践中不断嬗变，其

话语形态、话语内涵、话语结构等会在现代化

的具体实践中持续突破并迭代。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是最大的政治，灵活地运用不同方法来建

构话语，既是中国式现代化向前推进的客观要

求，也是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主动权的重要抓

手，还是更新国际话语规则、创新实践话语场

域、重塑世界话语秩序的现实需要。方法为实

践服务，实践决定方法的选择。只有运用于科学

合理的话语建构方法，才能更好地表达大历史

观和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强化人民立场，

推动实践创新和话语创新协调发展，进而建构

起能够主张全人类共同价值、呈现人类文明新

形态、助力人类社会现代化的新型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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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Discourse Construction Method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XIAN Jun

Abstract: The discourse construction methods are the key element of political discourses being 
successfully built and shaped into system.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mbarked on the path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which contains unique essence and rich forms, based on the arduous exploration throughout 
more than a century, while constructs a set of discourses consist of real objects, of justification and logic, of 
moral principles, of emotions and affection for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by several methods. The historical 
dialectics is applied to establish the precondition and boundaries for the discourses, rooted in acknowledging 
and grasping the historical law. The realistic abstraction is applied to set up the agenda and framework of the 
discourse, according to the practice situation and general trends. The systematic comparative is applied to 
cultivate discourses expressing the comprehensive strength of China, creating the systematic evalu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strengthening the global narrative, compares to modernization’s core and performance 
in other countries. The emotional normalization is applied to shape characters and spirits for the discourses 
then to energize the discourse system in order to push forward the modernization of human. All these four 
methods mentioned are correlative and mutually reinforcing, which are enhancing the reality direction and 
the objective persuasiveness and communication effectiveness for the discourses, as well as beneficial in 
determine the relativity of history and reality, east and west, international and internal of China,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 which are relevant to Chinese modernization during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ourse. The 
discourse will play an actual role in leading the practice, proposing the concept, developing the theory, 
promoting the communication of modernization if all these methods could be well used. The practic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formation logic and rich meaning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generate these methods, 
which presents the modernization’s view of putting the people first, as well as the value of achieving 
modernization by upholding independence. The general comprehension and the practical thinking of the 
CPC members in modernization could be revealed by summarizing and applying, developing these methods 
of discourse construction, which would contribute to build a brand new discourse system for modernization 
of human society.

Keywords: Chinese modernization; discourse construction method; the CPC; discourse system; 
modernization of human socie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