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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
中，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命题、
思想命题和学术命题。其中最富有理
论含量和解释空间的一个命题就是中
国式现代化。这个命题提出之后，理
论界展开了热烈讨论，一批文章从各
个角度、各个方面对中国式现代化进
行理论上、思想上的探讨。

自从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以来，国内外普遍关心的是如何走出
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也就是说，
在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上，我们能否缔
造一个现代化的中国范式？党的二十
大报告对于这个问题给予了非常肯定
的回答。

所谓中国式现代化，就是坚持党
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现
代化。为什么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
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这一社会政治体制从学理上，即从政
治学、管理学上如何把握？这个问题
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首先与中国独
特的国情及其文化传统密切相关。要
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逻辑、
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就必须理解中
国独特的国情及其文化传统。

那么，中国国情究竟是什么？我
概括为三点：

第一，中国是一个超大型、超
大体量、超大规模的国家。中国拥

有14亿人口，横跨温带、热带、寒
带，从地理空间上讲非常复杂。这
样一个超大规模、超大体量、超大
型的国家，总会带来特殊的治理难
度和发展问题。量变引起质变，作
为辩证法的三大规律之一，完全有
道理。

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治理、现
代化发展和一个2000万人口、5000
万人口、6000万人口的国家治理、
现代化发展不可同日而语。在性质
上，在治理难度和现代化发展的复杂
度上都不可同日而语。大家可以通过
举办学术会议来理解这个问题。比
如，我要办20个人的会议，不需要
成立一个专门的所谓的接待小组、学
术组。如果我要办一个 100人的会
议，我必须得有一个专业的队伍，接
待组、学术组，还有其他的小组去管
理这个会议。那么如果我要办一个
500人的会议，当然情况更不一样。
规模大小和管理难度的高低呈正相
关。中国是一个超大型、超大体量、
超大规模的国家，这是第一个特殊的
国情。

第二，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
从中华民国一建立，孙中山先生就提
出一个口号“五族共和”，汉族、满
族、蒙古族、藏族、回族五族共和。
中国的少数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

的历史和文化，甚至一些少数民族还
有自己独特的文字。那么既然是多民
族，就必须在政策上有差别，不能一
刀切。要考虑很多变量，这样一个多
民族国家就带来一系列特殊的复
杂性。

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还有一个突
出的特点，就是大多数民族聚居在一
起。比如新疆大部分是维吾尔族，内
蒙古大部分是蒙古族，西藏大部分是
藏族。这是第二点特殊的国情。聚居
和杂居所造成的历史后果不可同日
而语。

第三，中国是个长历史的国家。
中国有着久远文明体系。学术界认
为，在5000多年历史当中唯一保持
连续性的只有中华文明，像古埃及、
两河流域、古印度文明都中断了，这
是常识，不必多说。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我国考古发现的重大成就实证了
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
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历史长就带来一个问题，包袱
重，有积淀，凡是有超长历史的国家
都会面临这个问题。但中国是一个有
5000多年文明史的国家，却有着一
套独特的治理体系和治理传统，走着
一条独特的道路。中国有着独特的传
统、独特的文化、独特的表达符号
——汉字，独特的艺术审美。一个有

着5000年历史的国家，就像一所百
年老校一样，没办法完全推倒重建，
只能见缝插针、修修补补，无法做到
整齐划一，所以会由此带来特殊的管
理难度。

超大型、多民族、长历史这个国
情给中国带来了特殊的治理难度和诸
多发展问题，也造就了中国独特的国
家治理理念和传统。

党的二十大报告特别强调了党
的领导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领导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
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

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
脉所在，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
在、幸福所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在国家治理体系当中特别规定，把坚
持党的领导作为国家的根本制度确立
下来。对此一些西方人不理解，他们
不理解的原因，一方面是出于价值观
的不同；另一方面是他们不理解中国
特殊的历史轨道。

如上所说，超大型、多民族、长历
史是中国几千年以来的状况。而要驾驭
这个超大型、多民族、长历史的国家，
必须依赖一种强大的组织力量。

超大型、多民族、长历史

中国社会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牢
不可破的“大一统”观念，而且其政
府必须有义务来维系这个局面？我觉
得这主要源于儒家文化，是儒家提供
了这个观念，是孔孟之道提供了这样
一个观念。

孔子周游列国的全部追求是再造
秩序，重建秩序，恢复周礼。而周礼
就是一个社会秩序，一个社会政治结
构。孔子经常梦见周公，他认为周公
是这个理想体系最好的代表人物。孔
孟之道在历史上也被称为“周孔之
道”，因为孔子是按照周公的理念去
应对春秋时代所谓春秋五霸的局面。
孔子对“礼崩乐坏”“礼乐征伐自诸
侯出”痛心疾首。他认为按照周礼，
礼乐征伐应该自天子出，不能自诸侯
出。当然他对于从何处着手重建秩序
有一套自己的理念想法，尽管当时那
些诸侯王并不接受他的主张。孔子
《论语》 的背后都是对秩序的追求，
对“礼治”的追求，对稳定的追求，
对“大一统”的追求。

不仅孔子，孟子也是这样。孟子
跟梁惠王对话的时候，梁惠王专门向
孟子请教未来天下大势的走向会是什
么样，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三千年未
有之大变局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孟
子说“定于一”，必须走向统一，必
须重建天下的秩序。董仲舒在汉武帝

时期，作为一个国师提供治国的方
案，他的 《天人三策》 专门说：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
古今之通谊也。”在他看来，大一统
不仅放之四海而皆准，而且要放之古
今而皆准。这是所有儒家的追求，大
一统这种观念是儒家的主要观念之
一，这个观念对于维系中国的大一统
局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大一统”观念就是儒学带给中
国人的一个牢不可破的观念，只要读
《论语》，就会不知不觉接受这种观
念。只要看《三国演义》，就会不知
不觉接受这种观念。在从事历史创造
的时候，就是这种不自觉接受的观念
在起支配作用。这种牢不破可破的、
种在我们脑子里的、实实在在的大一
统观念，相当程度上是儒家传播而
来。“二十四史”把儒家这种观念完
全化作具体的编纂。那么“二十四
史”为什么是本纪、世家、列传的结
构而不是另外的结构，这实际上是当
时社会结构的折射。这个历史编纂的
背后是什么？是儒家的观念、是大一
统的观念、是正统的观念。

儒家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观
念？这又牵扯到对儒家思想学科属
性的认识。儒家为什么一定要维护
这样一个大一统的局面？这是儒家
之所以成为儒家本质所在。儒家是

一个有着强烈的使命担当的思想流
派，把民族和国家担在自己肩上，
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个
人感觉，儒家思想是一种典范完备
的社会发展理论。儒学不是修身养
性的伦理学，不是一种单纯的道德
哲学。格物致知也好，修身齐家也
好，最后落脚点都是治国平天下。
儒家的核心概念是小康、大同、天
下为公、治国平天下。把社会、历
史扛在肩上，把国家发展、民族统
一和文明延续扛在自己肩上，这是
儒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
中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
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相结合”，强调“必须坚定历史自信、
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
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理念融通起
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
结合，虽然从主张来讲是近期提出来
的，但绝不意味着在这之前马克思主
义和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发生联系，只
是我们现在更自觉了。所以我认为，
我们党和国家历来对统一的执着，说
明我们早已接受并继承了“大一统”的
观念。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中国
共产党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

继承者、继承人，这句话是有内涵的。
大一统的理念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被接受下
来。这也是东方历史文化传统在今天
依然具有很高价值的地方，是值得我
们在社会治理上高度关注的问题。

中国社会、中国历史是一辆有轨电
车，自古以来有它固定的轨道。我们沿
着这条轨道，用了5000多年时间，从古

代社会走到了现代社会。历史和现实证
明了这条轨道的独特性和有效性，也证明
了中国不可分裂、中华民族共同体不可离
散、中华文化不可消解。这条由中国历
史、国情和观念所决定的轨道就是“中国
道路”，这条道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未来
我们必定还会沿着这条轨道奋进前行，继
续创造中华民族的新辉煌！

“统一性”植根于中华文化

在中国古代，维护国家统一和稳
定的力量，主要是皇权。皇权力量虽
然是按照血缘关系组织起来的，但它
是一种有组织的力量。1912年推翻
帝制之后，中国陷入军阀混战，一盘
散沙。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历史结
果？关键就在于，管控这个社会的有
组织的核心力量突然出现了真空。重
建掌控中国社会的核心力量是20世
纪中国社会一个重大任务。

事实上，从国民政府时期开始，
就想重建掌控国家的这一力量。在现
代制度框架之下，这一力量只能以政
党的形式出现。政党是按照特定的政
治理念、特定的纪律原则组织起来
的。从孙中山先生开始就意识到了这
一问题，并从实际行动上要重新建立
这个力量。“三民主义”——民族、
民权、民生，就是其政治理念。但是
国民党缺乏铁的纪律。后来，孙中山
先生提出来“联俄、联共、扶助农
工”，由于是一个松散的联盟，国民
党始终没能完成“核心力量”的重
建，这是一个事实。这一重建是在中
国共产党手里才得以完成的。中国从

此重建了一种能够维护大一统局面的
稳定力量，这就是党的领导的作用。
我们需要从学术上，包括政治学、管
理学上去理解这个问题。

总之，驾驭这样一个超大型、多
民族、长历史的国家，必须依赖有组

织的力量。这个有组织的力量，要么
按照血缘原则来组织，比如在中国古
代；要么按照政治原则来组织。而这
个重建过程在中国共产党这里完成
了，这就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

“党的领导”作为国家根本制度确立

下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我经常打比方说，中国社会、中

国历史好比一辆有轨电车，自古以来
有固定的轨道。这辆从5000多年前
开过来的电车，无法沿着西方式的民
主框架走。中国今天走的这条道路从
古至今是历史的规定。为什么要坚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要把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国家制度的一
个规定，放在国家治理体系规定的核
心地位？就是因为中国社会走的是中
国式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由于超大型、多民族、长历史的
特殊国情，我们在历史上很早就形成
了一套独特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传
统，其表现就是大一统的国家、强有
力的中央政府。“大一统”的理念是
几千年中国历史经验教训的思想
总结。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始终维系、
维护这样一个统一的局面？中国历
史告诉我们三点：第一，这片土地
必须统一，这是5000多年历史造成
的中国根深蒂固的观念。只要是中
国人，这个观念从潜意识里就牢不

可破。第二，如果这片土地发生分
裂，一定会兵连祸结，覆巢之下无有
完卵，各个社会阶层都将无法幸免于
难，文明果实都会在分裂中化为灰
烬。从秦至清两千年的历史，是这一
看法的鲜明例证。第三，任何一个政
权、任何一个朝代，都必须有义务来
维护这个大一统的局面。如果哪个朝
代、哪个政权、哪届政府无法维系这
种大一统局面，严格地讲，它就在中
国丧失了执政的合理性、合法性。

中国自古以来的“大一统”观念说
明一个什么问题呢？是巨大的治理需要
造就了当下的治理结构，是这片土地的
稳定需要造就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
这片土地要维护统一，不能分裂。西方
社会科学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强调，是需
要或功能造就结构，而不是结构造就需
要，并不是由结构派生出相应功能。治
理结构、社会政治结构是什么样是由需
求来决定，由功能来决定。总之，是我
们这个超大型、多民族、长历史的社会
需要这样一个核心力量来掌控，需要这
样一个有组织的力量来维系、来治理。
当下依然如此，甚至尤其如此。

基于国情的治理体系与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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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
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
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
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
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
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
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
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
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
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
的命运所系。本期讲坛邀请王学
典常委就此话题进行深入讲述。

王学典，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山
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文
史哲》杂志主编。长期致力于中国历史
文化研究、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和中
国现代学术史研究。出版有 《把中国

“中国化”：人文社会科学的近期走向》
《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20
世纪中国史学评论》《二十世纪中国历
史学》《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顾颉刚
和他的弟子们》 等多部专业学术著作，
并主编有 《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编年》

《史学引论》 等。发表论文百余篇，多
次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
人文社科项目等。知名的学术史和文化
史研究专家。

▲ 王学典部分学术著作

《《文史哲文史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