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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未来如何理解根植于中国历史中的中华⽂明? 20 世纪中国⽂明与⼤的中华⽂明之间的历史传承

是怎样的?在中国历史刚过去的七⼗多年发展起伏中，现在的发展道路与中国⽂明传承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

的?关于历史的种种叙述、关于历史的⼀些说法和故事以及中国⽂明的传承 在当今的中国社会中又扮演了怎

样的角⾊? 本⽂通过典型性案例研究，从历史叙事的视角探讨了中国 ⽂明传承对中国道路所产⽣的影响，指

出⽂明与发展道路之间的交互性也将成为理解中国道路与中国问题的重要⾯向，需要学界不断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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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的角度来探讨中华⽂明与中国道路之间的关系，随之⽽来会有很多问题，需要找到问 

题的答案。如，中国未来如何理解根植于中国历史中的中华⽂明? 20 世纪中国历史与中国⽂明的

长期发展的脉络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在中国历史刚过去的七⼗多年发展起伏中，现在的发展

道路与中国历史⽂明传承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 

⽂明的要素包含了历史积累、社会思潮、代表性观点等内容，中国古典时期的政治智慧与治 

理经验，经过数千年的发酵与流转，在今天依旧发挥着重要的资政作⽤。中国道路确实继承了很 

多历史和⽂明的因素，与中国的历史遗产紧密联系在⼀起，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中国的⽂化是非 

常复杂的，中国的历史发展有其连续性，也不可忽略的是其历史发展中的间歇性。根植于⽂明复 

兴与⽂化振兴语境的中国发展道路本身有着深厚的⽂化意味，同时又为中国⽂明的发展提出了新 

的命题。作为⼀名历史学家，我最感兴趣的问题是其中的⼀些⽂化精神是如何影响现在的政治， 

关于历史的种种叙述、关于历史的⼀些说法和故事以及中国⽂明的传承在当今的中国社会中又扮 

演了怎样的角⾊。  

众所周知，当我们讨论历史的叙述时，我们感兴趣的并不是某⼀些历史的实施，⽽是对历史

的想法，对历史的理解如何跟当前社会，政治其他现象产⽣关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为

什么这样的想法会影响其他的社会或者政治情形呢︖在此探讨的并不是历史知识，不是具体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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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发⽣了什么事、谁引起了某些历史事件;⽽是关注历史的 叙事，意即中国的历史对于现在政治决

策和政治环境有怎样的影响。  

习近平主席也认识到了历史叙事的重要性，我同意他的说法。在中央党校 2011 年秋季学期开

学典礼上的讲话中，他指出，“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重视对历史的学习和对

历史 经验的总结与运⽤，善于从不断认识和把握历史规律中找到前进的正确⽅向和正确道路。也

就是说，应该认识到，要更好地学习历史，总结历史经验，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抓住历史发

展的规律，从⽽摸索出前进的道路。”  

习近平主席在 2012 年 11 ⽉ 29 ⽇参观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时的讲话中⾸次提出了 中

国梦。讲话地点的选择也并非偶然，这是试图表明中国历史和中国梦之间的关系，表明中 国⽂明

和中国的发展道路之间也是有关联的;同时也意味着他希望⼤家着重关注历史叙事在当今 政治⽣活

中的影响。  

接下来让我利⽤案例研究来帮助我们更好地探索历史叙事以及历史叙事在其他情形中应⽤的

影响。我想提 及⼀个典型的案例，也是为⼤家所熟知的故事，即 15 世纪郑和下西洋。关于五百

年前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叙述在当代中国是被利⽤来证明关于中国的历史外交传统的论点，即证明

中国在历史上就有非常注重合作⽽不寻求 霸权主义的历史传统。在此提到这个案例的主要⽬的不

是想再重复⼀遍这个历史故事，⽽是想分析其背后的 深意。正如习近平主席在 2017 年 5 ⽉ 14 ⽇

“⼀带⼀路”国际合作⾼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所指出， 郑和七次远洋航海 “之所以名垂青史，是

因为使⽤的不是战马和长⽭⽽是驼队和善意，依靠的不是坚船和利炮⽽是宝船和友谊”。换句话说

这位历史先驱留下了很多佳话，留下了东西⽅往来的、非常友好的 故事，其中所体现的中国⼈下

西洋的壮举与西⽅殖民主义的截然不同——本质上是和平的。这正 体现出了中国外交的精神，它

源于中华⽂明，⽽且也延续到了中国未来道路的选择上。  

作为⼀名历史学家，我有必要指出，这样⼀种解读其实并不会被所有⼈接受，譬如说，据历

史传记的计数，郑和部下包括两万七千多军队。郑和下西洋可以视为⼀种⼗五世纪的⼒量投射我

(power projection).在第⼀次，第三次，第四次下西洋，都使⽤过军事⼒量，其中⼀次战争推翻了

当地的统治者。这些历史事实都与和平友好外交的叙述很不⼀致的。更重要的是不同的解读可能

会产⽣其他的叙事效果。譬如说，2018 年 11 ⽉份，习近平提到郑和多次到达了菲律宾。不久后⼀

些菲律宾政治⼈物提起郑和船队并没有到过菲律宾，⽽认为中⽅提起此事是为了巩固中国在南中

国海领⼟主张。换句话说，菲⽅拒绝中⽅所理解的历史事实，拒绝中⽅的历史叙述，然后批评中

⽅的历史叙述是有⽬的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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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案例研究，可以总结出以下两点：⼀是历史叙事的使⽤有时候会带来⼀些风险，因为基

于不 同利益的考量，它可能会让⼈联想到其他的叙事，或者产⽣其他的解读。 

第⼆，并非所有的中国传统⽂化或者中国传统的⽂明都会被完全适合运⽤在今⽇和未来的中

国，比如裹脚和凌迟，就没有适合运⽤到现在的中国道路中。 由此⽽来的问题是：中国⼈民如何

决定应该保留中华⽂明哪些内容?或者说应该把中华⽂明哪部分内容纳入中国的未来发展道路︖哪

部分内容放弃不纳入中国的未来发展道路︖ 如果唯⼀的标准是某⼀个历史因素对当今执政者有没

有利益，那么，中国传统⽂明到底有什么超越性的价值，有什么科学价值︖这样利⽤中国⽂明来

服从当今的需求，不等于侮辱中国⽂明吗︖ 

总之，中国发展道路的形成与中国的⽂化背景及其变迁紧密联系在⼀起。⽂明与发展道路之 

间具有深刻的交互性：⼀⽅⾯，⽂明样态是发展道路的基础;另⼀⽅⾯，发展本身也促进⽂明内 涵

的扩充与丰富。中国的发展道路与中国的现在、中国的未来息息相关。⽂明与发展道路之间的 交

互性也将成为理解中国道路与中国问题的重要⾯向，需要学界不断深入研究。  

(本⽂系 2019 年 11 ⽉ 1 ⽇“中华⽂明与中国道路”论坛上的发⾔翻译整理⽽成。) 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