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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整体性话语叙事：
缘起、脉络与策略

符　妹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区别现代化不同模式，提出的现代化叙事新“话语”。它以单向度

现代化话语叙事挑战为问题缘起、马克思主义整体性话语思想为理论渊源、中华优秀传统整体性话语观为文

化基因，以基于问题任务的复杂性、延续历史主线的继起性、激发动力结构的协同性、运用思维方法的系统性、

追求价值指向的统合性等为叙事脉络。需遵循物质与意识相统一的叙事规律，生产共性与个性相兼容的丰富

话语内容，开发编码与受众相适应的多元话语形态，创新文字与图像相融合的灵活话语方式。从“叙之有物”“叙

之有理”转至“叙之有方”“叙之有效”，引导受众把其从内化于心的心理认同递进为外化于形的行为实践。

以整体性话语叙事讲述和传递其独创性逻辑、立场与方法，呈现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叙事话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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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叙事以话语为载体表达、讲述或叙述事物，目的是借以话语编码向对象、客体或受众，传输和

表达特定的话语意义体系，描述亦建构意义，隐含政治宣传、意识形态灌输的话语实践偏向性。作为一种“话

语技术”（discursive technology），“不只是社会过程和结构的反映，它同时也建构了社会过程和结构”a。

现代化话语叙事发轫于西方，以资本增殖为叙事动源，生产和输出资本利益至上的单边性话语意义体系，

形塑西方现代化“至善性”文明叙事话语主导。2022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加

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b2023 年 2 月，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

话中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c揭示和打破“现

代化 = 西方化”话语叙事主导迷思，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统筹兼顾与胸怀天下的整体性，需借以话语向受

众描述和传递其成功性、区别性和独创性。呈现其整体性理论溯源、层次脉络、价值指向等，建构中国

式现代化整体性话语叙事范式。以中国特色的革新性现代化话语叙事，凝聚和扩大国内外受众的熟知及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构”（项目号：17BKS153）、广州市哲社规

划共建课题“中国式现代化整体性建构研究”（项目号：2023GZGJ140）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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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提升叙事自主性与国际话语权，贡献批判性扬弃单向度现代化叙事的话语典范与文明新选择。

一、中国式现代化整体性话语叙事缘起

中国式现代化“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a，承继“既定的”思想、理论与文化资源，滋养

和创构自身独特的整体性话语叙事范式。

（一）问题缘起：单边性现代化话语叙事挑战

资本全球扩张与其时空延展，驱动民族史、地区史转为世界历史。世界历史生成与发展“使每个文

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b，物质生产、精神生产等愈发具有

世界性与全球性，整体提升人类生产力发展水平，产生创造世界历史的“伟大文明作用”。世界历史发

展“标志着资本逻辑扩张性空间再造的完成”c，构筑起“现代化 = 西方化”话语叙事主导。经济上以自

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等为“主流”现代化路径，政治上以三权分立宪政话语为政治制度，文化上以西式

自由民主平等话语为“普世价值”。把产生于个人与国家政治单位的现代化话语普遍化，赋予其“真理”

的独断价值正确。“以英语作为载体的知识霸权和不平等传播体系”d垄断现代化话语叙事，否定和解构

与之相异的现代化模式。推广以西方现代化为“元标准”的自我与他者的等级性叙事，矮化和消解其余

现代化话语意义。个别话语普遍化与普遍话语偏私解释相融合，实现“化特殊为普遍”和“化普遍为特

殊”的双重话语转换，掌握现代化话语的知识生产与解释权，形塑由西方控制的支配性政治、经济和“全

球话语市场”。通过话语叙事主导与经济政治的体系化硬实力，“优先谋求排他利益的最大化”e，实施

系统化的话语叙事暴力，损害现代化话语叙事主体性、独立性与公共性，制造和引发不同现代化话语的

利益冲突与价值纷争。

作为区别于传统单边性叙事的整体性叙事话语，中国式现代化统筹社会整体与人类社会、生产生活

生态、中国与世界。其“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f，

打破了“现代化 = 西方化”的“单边普遍主义”话语叙事，丰富人类现代化话语叙事的多元图景。基于

本国话语叙事的历史与现实，创新了兼容性较强的整体性现代化话语叙事范式。为揭示资本强权建构的“单

边普遍主义”话语叙事的偏私性，回应其现代化实践的全球风险与问题挑战；构建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

奇迹相契合的话语体系，提升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叙事的自主性与国际影响力，亟须挖掘和厘清其整体性

话语叙事的学理逻辑、内容方法、策略路径等，以讲好整体性优势贡献现代化话语叙事的中国智慧。

（二）理论溯源：马克思主义整体性话语思想

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指其是以人的解放为轴心的有机整体，马克思主义整体性话语思想体现于马克

思恩格斯等对社会有机体、世界历史、社会生产等的论述之中。

一是社会有机体思想。人类社会的生产关系互相作用形成有机整体，是“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

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g。结构呈现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

政治生活等组成层次，生成发展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变革所决定，具有自组织性、变动性、生成性和开放性。

社会有机体演进是自然历史过程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历史创造性的统一，融合共时态的普遍关联与

历时态的更迭递进，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整体性话语叙事的内容结构层次、物质根源、发展规律等。

二是世界历史理论。世界历史不是纯粹抽象的经验产物，而是物质性的现实行动。各民族、地区和

a　习近平：《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b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566 页。

c　符妹：《数字全球化：世界历史逻辑与中国应对》，《社会主义研究》2023 年第 2 期。

d　赵汀阳：《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年，第 241 页。

e　赵汀阳：《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第 239 页。

f　习近平：《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g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6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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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在彼此依存的基础上形成“人类共同体”，世界历史是社会有机体时空范围的世界延展。“各民族

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

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a世界历史发展与普遍交往催生世界共同体，推动人类迈入普遍

勾连的“人类世”。处于具体地域的个人随着世界历史发展提升丰富性和全面性，世界市场与世界共同

体催生世界整体性，是中国式现代化整体性话语叙事的历史情境和现实境遇。

三是全面生产理论。全面生产包括物质生产、社会关系生产、人自身生产、精神生产和生态生产。

全面生产“首先是物质生产”b。物质生产发生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社会关系生产是物质生产的条件。

现实的人是物质存在物、社会存在物和精神存在物，其生产包括满足精神需求的精神生产。而物质生产、

社会关系生产、人本身生产和精神生产以客观自然为前提，自然界的“生态生产”c是全面生产的前提。

全面生产理论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整体性话语叙事的生产结构、实践基础和内容层次。

四是历史合力论。“历史总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

来的。”d由偶然性支配与客观隐蔽规律共同作用，具有内在必然性和客观规律性。诸多交错的意志力量

互相作用形成整体性“历史结果”，融合为推动历史发展的“总的合力”。历史合力由许多个人的力量

集合而成，“个人是微弱的”，而“整体就是力量”e。协作劳动需协调性的“指挥”，“集体力”是历

史合力表现。历史合力论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整体性话语叙事的主体动力、价值指向等，需坚持党的全

面领导“指挥”、人民主体动力原则、共同富裕发展取向、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历史发展“决定性因素”

等。

（三）文化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整体性话语观 

中国自古即有省思个人、社会、国家、宇宙天下关系的悠久话语传统，形成了独特的宇宙观、天下观、

社会观和道德观，是中国式现代化整体性话语叙事的文化基因。

首先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天下观。儒家语境中的“天下”既是地理时空意义上的“普天之下”，

亦指治下的人民、道德规范与理想秩序。“宇宙”“天下”包含“天地万物”，“天地万物为一体”“天

下犹一家”f。“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天人宇宙上下相类相参。天地万物有循环运转的道

法节律，因此，人与万物顺应“道法自然”，方能达致“以人合天”的“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持

有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本体论认识，以顺乎天地时势为知行合一准则。蕴含人来源并遵循客观自然，人与

宇宙天地、人与人、人与社会是有机体的整体世界观。

其次是“大同社会”的社会观。《礼记 • 礼运》篇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以“公天下”

解释“私天下”权力来源与运作道义，以施行仁义仁政追求“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秉持天地人一

体的整体性认识前提，以“为公”为理想社会秩序愿景。君王应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以得民心得天下。

把天下社会作为众人之“共事”，“不以天下私一人”。社会大众作为天下主体，肩负天下兴亡的匹夫责任。

从儒家大同社会到近代“民有、民治、民享”的“天下为公”，蕴含着人与人、人与社会共存共在的整

体性话语传统，包含共有共治共享的民生启示。

最后是“亲仁善邻”的道德观。天下在其构成上包括客观自然、不同族群与国家，基于天下一家的

整体世界观，以“天人合一”统一人与自然、“天下大同”协调人与社会，而以“亲仁善邻”对待不同

族群与国家关系，推崇仁义至上与先义后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个人以仁义修身齐家。君

a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540—541 页。

b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5 页。

c　参见邱耕田所说“生态生产”指生态系统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即生态系统内部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促使其生生不

息的发展演化。《整体性发展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年，第 135 页。

d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592 页。

e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80 页。

f　王阳明：《大学问》，《王阳明全集》（卷 2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第 9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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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统治先义后利，以仁义治国平天下，才能产生君臣父子效仿式的“仁义相接”。儒家以仁义作为统治

价值道义，以仁义和信义处理不同族群关系。私利获取以协调与实现仁义为前提，“利物，足以和义”。

协调私利与族群国家公益，兼容多元主体差异性，促使大同社会与天下共治。与邻为善、协和万邦，以

文化互化与族群融合强化邦邻关系，蕴含建立“具有普遍兼容性和共在性”a互惠世界秩序的交往启示。

二、中国式现代化整体性话语叙事脉络

中国式现代化整体性话语叙事是借话语表达、描述和传递其整体性逻辑、方法、价值等的建构性实践。

它生发于固有思想基础与文化传统，以回应单边性现代化话语叙事挑战而生，具有独具一格的话语逻辑

脉络，体现于问题生成、历史主线、战略布局、理论主线等之中。

（一）问题生成：基于问题任务的复杂性

问题任务是中国式现代化整体性话语叙事的现实生成。应时代问题而生，回答和解决时代问题是其

理论与实践任务。就历史起点来说，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新中国缺乏发达的现代化工业条件，面临现

代工业发展、现代意识培育等多重任务，构成时空重叠性的多重话语历史语境。历史时空任务的多重重

叠及其相互作用，在历史起点上规定中国式现代化在直面和解决基于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历史总体任

务中形成话语整体。就国内叙事现实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转化。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

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b。以政治建设为统领的党的建设全面加强，经济快速发展和

社会长期稳定。同时，躺平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等思潮的侵蚀，削弱话语主体特别是青年群体的

话语叙事精神和奋斗意志。高质量发展面临卡点瓶颈、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就业教

育医疗等供给不足等。党风廉政和消极腐败问题顽固多发，部分党员干部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不强，党

统领全局的整体性话语叙事能力有待提高。世纪疫情下筑墙设垒、脱钩断链、单边制裁、极限施压加重，

“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c。整体性话语叙事的机遇与挑战相互依存、相互作用，需在把握

机遇中警惕风险，以应对风险挑战赢得历史主动。抓住战略性话语叙事机遇。防止国内外话语叙事挑战

扩大升级与其联动，辩证把握话语机遇与挑战的对立转化。

（二）历史演进：延续历史主线的继起性

历史主线串联起中国式现代化整体性话语叙事的时空演进。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发展史与中国

式现代化整体性话语叙事演进内在同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把反帝反封建作为解除民族压迫的革

命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站起来”构筑中国式现代化社会前提。

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艰苦斗争，奠定了以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先进工业国建设在曲折中前进。毛泽东同志指出：“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

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d。党的八大把“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

现实之间的矛盾”确立为主要矛盾。围绕主要矛盾提出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

技术。以“四个现代化”建成社会主义强国，“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e。改革开

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式现代化正式提出与“富起来”内涵充盈。邓小平同志提出中国

实现的“四个现代化”与西方相异，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把现代化作为解决落后社会生产与人民需

要矛盾的着力点，确立经济建设中心任务。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搞现代化建设”，从党的十二大

a　赵汀阳：《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第 218 页。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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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 页。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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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 页。

d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437 页。

e 《毛泽东文集》（第 8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3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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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两步走”到十三大“三步走”，制定实现“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路线图。借鉴中华传统小康话

语资源，提出建设“小康之家”“小康社会”阶段性愿景。江泽民同志丰富“更高水平”小康社会内涵，

提出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的总体发展和新“三步走”实施战略。党的十六大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更新总体小康目标，党的十七大把“社会建设”纳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内容。中国式现代化整体性话语

叙事总体布局由“三位一体”推进到“四位一体”，由总体小康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转变。新时代以来，

中国式现代化阶段性实现与“强起来”民族复兴接续推进。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力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总体布局。中国式现代化总体布局由“四位一体”发展到“五位一体”。党的

十九大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到党的二十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叙事目标得以实现，“以中国式

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正式开启。紧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话语叙事主线，中

国式现代化整体性话语叙事在时间上继起、空间上拓展，串联起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的伟大复兴转折。

（三）实践布局：实施战略布局的多维性

战略布局是中国式现代化整体性话语叙事的总体方略。中国式现代化整体性话语叙事内容指向多维

度。“四个现代化”围绕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方面来布局。从“三位一体”总体小康到全

面建成小康的“五位一体”，中国式现代化以多维内容拓展，丰富和满足人民物质精神文化需要。中国

式现代化基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多个层面布局话

语实践。首先，话语本质要求的联动部署。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方向，分

别从经济政治文化角度着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和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

民共同富裕明晰话语叙事的普惠价值，促进人与自然共生统筹人与其无机身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则坚持胸怀天下。从主客观、人与自然、中国与世界等方面，联动部署话语叙

事要求。其次，话语叙事“六大关系”的统筹兼顾。把话语叙事的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相结合，顶层设

计顺应实践发展规律，协调“远近上下”。坚持战略原则性与策略灵活性相统合，协调话语叙事守正与

创新、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自立与开放等关系，把其作为系统工程“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

推进”a。最后，话语叙事战略的并联推进。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首要任务，教育、

科技、人才为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全过程人民民主为应有之义等。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

动高质量发展”“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

家作主”到“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十二个方面，统筹内政

国防外交、治党治国治军等，全面部署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整体性话语叙事布局。

（四）主体动力：激发动力结构的协同性

动力结构是中国式现代化整体性话语叙事的力量来源。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集体伟业，人民

大众是伟大事业的创造主体。人有意识的自觉行动创造历史，支配着偶然性的必然性决定历史进程，历

史是由互相交错的力量相互作用的合力结果。中国式现代化运用历史合力辩证法，以党领导人民大众投

身话语叙事实践，激发中国式现代化整体性话语叙事的集体合力。一是以党的全面领导发挥人民话语主

体作用。人民群众是中国式现代化整体性话语叙事的实践主体和价值主体。它由人民富裕和国家富强的

群体愿望所催生，依靠人民首创性话语实践改变客观世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方向原则，鼓励开辟有

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形式手段。把人民大众作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叙事的主体力量，通过党的领

导组织人民和发动人民。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等，“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

共同富裕”b。在实现人民根本利益中扩大共同利益，协调和处理人民群众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激发

a　习近平：《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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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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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话语叙事合力，“必须充分发挥亿万人民的创造伟力”a。二是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发挥辩证话语合力。“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b

中国式现代化以经济基础为决定性话语叙事因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工作。把实现平衡充分发展作为解

决主要矛盾的锁钥。在经济基础维度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在上

层建筑维度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等。加强决定性作用的经济基础建设，同时推进具

有反作用的上层建筑叙事。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推进环境污染防治和碳达峰碳中和，稳固发展的自

然基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和平发展的国际力量，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增进文明共识。在

发挥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人与自然、中国与世界等动力中，激发中国式现代化整体性话语叙事的结构

合力。

（五）核心主题：坚持理论主题的一致性 

理论主题是中国式现代化整体性话语叙事的价值规定。人的解放是中国式现代化整体性话语叙事的

理论原点。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现实的人的需要满足是话语叙事内驱力。探索促发生产力发

展的道路模式，找到满足现实的人需要的话语路径，利用多种措施最大限度发展人本身，促发现代化从

在中国到中国式的形塑。人的解放是中国式现代化整体性话语叙事内驱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状况标示

人的解放程度。人的解放与中国式现代化叙事内在同构，两者在历史发展中相互作用和相互型构。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现代化叙事初步提出与人的解放初步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推翻旧的政权

统治，建立起人的政治解放的社会主义政权。以工农联盟专政把公权力还归人本身，作为人民公意代表

民主执政。国家政治共同体转为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政权，奠定人的解放的政治基础和制度前提。“四

个现代化”建设为人的解放创造现代工业条件。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现代化话语叙

事深入推进，人的解放程度提高。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国式现代化被确立为释放生产

力的有效模式。人的解放与中国式现代化叙事实践推进深切勾连。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内涵及其布局内容

扩容，把人的发展需要确立为现代化目标任务。从“三位一体”到“四位一体”总体布局、总体小康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的多方面需要通过中国式现代化整体性话语叙事内容布局得以体现，形成从满足

基本温饱需要到追求全面发展转变。新时代以来，现代化全面布局和人的全面发展并进。把经济建设作

为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的基本手段，基于人民美好生活的全面需求，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

生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等，满足人的发展的物质精神生态需要。在统筹“五大文明”中提高人的发展程度，以中国式现代

化整体性话语叙事坚守和促进现实的人的解放。

（六）方法遵循：运用思维方法的系统性

思维方法是中国式现代化整体性话语叙事的方法遵循。秉持人类社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式现

代化坚持整体性话语系统方法指导。资本主义现代化起源于理性至上的逻辑演绎，经济理性全球扩张赋

予其普遍性。它以主客二分的形而上学为理据支撑，把人、自然与社会的丰富整体，形塑为以物的增殖

为中心的自我与他者相对立。自然、社会等经由工具理性来评价，人、自然和社会成为资本价值实现的

工具，资本物的增值与人的贬值形成鲜明对比。区别于以资本为中心的单向度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坚

持系统整体性话语叙事思维。一是把人类本身视为有机整体。现实的人是有机生命演化的产物和结果，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的有机体的自我实现。把有机体的人本身作为话语叙事出发点和价值中心，坚持以人

为中心而非资本为中心。二是秉持普遍联系观点来认识话语内容构成。把中国式现代化视为是诸多因素

相互依存的话语整体，人民大众主体、改革开放实践、客观世界客体、党的领导关键等相互联系。实践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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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0 页。

b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15—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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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主客体因素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形成中国式现代化有机互动的话语叙事整体。“坚持人民至上”“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扬斗争精神”，促发话语系统要素的相互作用。三是秉持全面系

统观点把握话语叙事规律。从实际出发认识整体性话语叙事问题指向，反对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主观

主义等，坚持理论与实际的统一，探索解决实际问题的创新思路方法。透过事物表象认识事物内在联系，

从民族复兴全局谋划整体与部分、全局与局部、中央与地方等发展规划。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区域

协调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把握“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

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a。把握话语叙事必然性、曲折性和复杂性，坚持发展的绝对性和相对静止性

统一。

（七）目标指向：追求价值指向的统合性

价值目标是中国式现代化整体性话语叙事的目标旨趣。中国式现代化以人的解放为话语主题，追求

共存共生的整体性话语价值归宿。作为变革世界的创造性实践，中国式现代化是实践基础上主客体的统一。

客观自然是基础性要素，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对象。人本身经由实践创造社会，丰富和发展人的生存

共同体。人、自然与社会及其形成的“三大关系”，是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叙事的基本要素关系。一方面，

中国式现代化追求人、自然与社会的辩证统一。把客观自然作为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遵循自然自

身丰富感性美及其演化规律。摈除生态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寻索顺应自然发展规律的现代化路径。

“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b，确立人与自然共存共在的合理限度。基于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调整生产生活方式，“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

碳发展”c。把社会作为人的本质实现的共同体，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

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d。健全社会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社会公共服务水平。破除他人即手段

的工具论，把他人作为自我价值实现的手段和目的。完善社会收入分配制度，理顺人与人的利益矛盾关系。

另一方面，创造性转化和坚持胸怀天下的话语价值愿景。借鉴中国传统“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等道

德观和天下观，扬弃封建家族帝国统治的政治因素。创造性转化其中蕴含的“亲邻善邻”“以和为贵”“世

界大同”等因素，将其与马克思主义解放哲学相结合。回应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和历史之变，寻索解决

人类共同难题的话语智慧，从中国与世界的统一中推动构建命运与共的人类共同体。弘扬和平、发展、

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话语，推动建设文明互鉴共存的人类文明新话语，推进以人

类社会为价值立场的解放话语实践。

三、中国式现代化整体性话语叙事策略

中国式现代化遵循整体性话语叙事逻辑脉络，秉持话语现实、历史、理论、方法、目标等的整体性诉求。

需以统筹话语主体、话语内容、话语受众等的叙事策略，提升中国式现代化整体性话语叙事效力。

（一）顺应物质与意识相统一的话语叙事规律

现代化话语叙事是话语与实践相生的意识产物。话语叙事作为精神生产实践，由作为物质力量的经

济基础所决定，“社会文化实践——它是解释话语实践的基础”e。话语叙事被广泛用以生产和再造“特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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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 页。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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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0 页。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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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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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8 页。

e　[ 英 ] 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第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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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组织、特定机构范围内的霸权、某个社会层面上的霸权”a，具有建构性的意识形态作用。中国式现代

化整体性话语叙事需突破“符号叙事”表象，“把话语作为系统地形成这些话语所言及的对象的实践来

研究”b，深入话语形成的物质基础，统筹话语叙事的物质实践与观念意识生产。一是揭示西方现代化话

语叙事的意识形态本质与其“历史暂时性”。阐明资本全球化的物质动因推动话语叙事和话语形塑，“现

代化 = 西方化”源于话语资本化的利益实践。西方现代化作为人类现代化“主导”话语权，由依据经济

实力赋予其文明符号意义的话语叙事所建构。作为资本化“抽象关系”的观念意识，具有资本全球扩张

生产限制与自我限制的“物质性”和历史暂时性。二是增强中国式现代化整体性话语叙事的物质根基。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实践，统筹人的现代化、物的现代化和制度的现代化，推进物

质富足与精神富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高水平现代化增强话语叙事的实力基础，为中国式现代化话

语叙事奠定实力支撑，使之“叙之有物”“叙之有基”。三是提高中国式现代化整体性话语叙事的历史

自觉性。基于话语叙事作为意识实践的相对独立性，推进与其物质实践成效相匹配的话语叙事。统筹作

为自然历史过程的合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的自觉话语叙事，把其作为提高中国国际话语权，展现中国精神、

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的抓手，“着力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

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c。

（二）生产共性与个性相兼容的丰富话语内容

话语内容是话语叙事借以言说的内容库，为其提供得以开展的素材、对象、实例等。现代化话语内

容生产与其叙事能力成正相关关系。“现代世界的全球性包括现代性话语的全球传播。”d“现代化 = 西

方化”的历史终结论、“中国新殖民”“中国新帝国主义”等，具有与之相应的概念、范畴、表述、逻

辑等话语论证。“现代化是一个朝欧美型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系统演变的过程”e叙事认知，是西方现代

化话语内容生产与其渗透的结果。中国式现代化要扭转“资强社弱”“西强我弱”的单向度现代化叙事，

需以整体性话语内容生产提供丰富叙事话语。一是生产面向人类共同现代化诉求的话语知识。厘清资本

主义现代化“伟大文明”效应与内在限度，汲取利用资本创造现代化物质基础的话语意涵。借鉴苏联现

代化、英美现代化、欧洲现代化等话语经验，吸收“现代化历史内涵的共同性”f。基于世界现代化的总

体话语历史语境，生产和提供与之具有融通性的现代化话语知识，阐明中国式现代化的一般性、共同性、

适合性、可行性等。说明其从前现代、现代到后现代；走现代工业化；利用资本发展市场经济等共同特

征，厘清作为人类现代化可能选择的话语融通性和共通性。二是创新具有独特个性的现代化话语知识体

系。坚持党领导全局的话语内容生产，健全政府、社会组织、高校智库、专业研究者、个人等话语生产

的资金政策保障机制，发挥集聚资源办大事的宏观、中观、微观叙事优势，形成社会化、职业化、个人化、

智能化话语叙事合力。挖掘多种理论资源，包括：马克思主义社会有机体、世界历史、历史合力论等理

论渊源；中国传统天下观、宇宙观、社会观、道德观的文化基因；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

代化并联式“四化”；推动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全人类

共同价值等；摒弃贫富两极分化、人类中心主义，具有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正义性；统合工具理性的物

质富足与价值理性的精神富有的全面性；统筹生产、生活、生态的生态正义性；共建美好世界的世界观

国际观天下观的人类正义性。建构其整体性话语叙事的“中国式”个性内容体系，阐明其特殊性、个别性、

差异性、独特性和正义性，揭示作为后发国家走独立自主现代化典范的话语标识性。

a　[ 英 ] 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第 9 页。

b　[ 法 ] 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2007 年，第 53 页。

c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 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人民日

报》2021 年 6 月 2 日。

d　商红日：《人民观念的话语生产：中国特色政治话语体系构建的研究个案》，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22 年，第 47 页。

e　王义祥：《发展社会学概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年，第 41 页。

f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年，第 4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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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开发编码与受众相适应的多元话语形态

话语叙事是话语编码与受众话语解码的实践同构，两者共同影响叙事意义的传播、接受与认同。西

方现代化话语编码使物化话语成为人之上的“物的关系”，引致受众对其资本本质的话语反思、批判与解构。

中国式现代化整体性话语叙事要产生从认知、认同到行动的效果，需扬弃中心—外围、中心—半边缘—

边缘的层级性话语建构，注入话语生产者、解释者与受众平等包容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话语秩序关

系革新。一是摒弃西方现代化话语编码与受众的非对称主体排序，推进适应不同受众的区别性现代化话

语编码。基于话语受众对现代化话语实践的差异化理解和接受惯性等，对中国式现代化话语进行多元化、

公开化和开放性讨论。研究不同区域、国家、地区、民族等话语受众特点，生产兼具差异性和亲和性的

对外话语传播库，引导国外受众进行与其话语编码意义相一致的话语认同与实践。二是打破传统政府传

媒主导的话语知识提供与受众被动接受情形，生产适应不同情境的多元话语形态。调适话语编码官方输

出惯性与受众口语谈话类风格，打通正式与非正式、官方与民间、生活世界与非生活世界话语界限，生

产和供给适应不同情境的政治话语、学术话语、生活话语、大众话语等话语形态。政治话语叙事要以政

治性、严肃性和权威性为要求，阐明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性战略安排、原则、战略等。

学术话语叙事注重学理性、原创性、规范性、问题性、逻辑性，以自主性和标识性概念、范畴、表述、

标准等，提炼统筹兼顾与胸怀天下的整体性话语叙事立场、观点和方法创新，建构具有强大解释力和论

证效力的话语知识体系，揭示面向人类社会的整体性和未来性。生活话语叙事要围绕口语化、生活化、

通俗化要求，用易于被群众听懂和接受的语言及例子，“要说老百姓听得懂的话，多一些‘沾泥土’、‘带

露珠’、‘冒热气’的文章”a。大众话语叙事要面向差异化、多元化和分众化对象，探索适合农民、工人、

青年学生、个体经营户等的群众话语，使中国式现代化成为被人民群众参与和熟知的“群众话语”，促之“叙

之有效”。

（四）创新文字与图像相融合的灵活话语方式

话语方式是话语叙事言说、传达和表达的具体手段，是话语叙事“之术”。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

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驱动第四次工业革命，现代化发展从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信息化转

到数字化阶段。新媒体的数字化话语叙事与信息传播呈现中心多元的去中心化，以开放式、扁平化、平

等性等为特征。话语信息传播从传媒主导的“一对多”转为分布式的“多对多”，受众接受习性趋于碎

片化、生活化、效率化、形象化和有趣性。需顺应数字化时代话语信息生产、传播与悦纳习性，创新中

国式现代化整体性话语表达与传播手段。一是探索适配数字化生存转向的多元素话语表达。基于流动现

代性下小屏化、移动化、碎片化、私密性等阅读语境，构筑文字、图像、声音多元素融合的话语表达样态。

文本话语表达以协调专业性、抽象性与通俗性、具象性为要求，避免自上而下的生硬抽象说教，进行准确、

清晰、简洁规范的话语言说。图像话语表达以具象性、生动性、有趣性为要求，用图片图表视频动画传

达中国式现代化整体性，进行清单式、图说式、列表式、动画式等言说。声音话语表达以日常性、朴实

性和亲和性为要求，通过声效音频把其“内化于心”。融合口语、文字、图片、动画、视频等多媒体素

材进行叙事，消弭受众的心理疏离感和畏惧感，拉近与普通大众的情感距离。二是丰富全媒体链条的话

语传播载体与渠道。发挥报纸杂志电话等传统话语叙事载体优势，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集成化话语叙事。

顺应数字化世界历史大势，利用电视、计算机固定终端与手机、平板等移动终端渠道，推行适应不同媒

体载体的话语表达。手机、平板等移动终端注重“短时快”的趣味性，以趣味故事、短视频、动画等抓

住用户的“注意力时间”，以此对大众进行传播、吸引和渲染。电视、计算机等固定终端话语表达要兼

顾互动性、分享性与共享性，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分析网民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关注点，针

对性推动适配用户搜索与定制的线上智能话语。尝试建立数字化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库与社群论坛，促

a　《习近平新闻思想讲义》，北京：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18 年，第 2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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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传者与受众、受众之间的话语交流，以数实交融的立体式全景式全媒体传播，增强中国式现代化整体

性话语传播力。

总的来说，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区别现代化不同模式，提出的现代化叙事新“话语”。作

为由个性特色、本质要求、实施步骤、重大原则、战略布局等构成的有机整体，整体性是中国式现代化

的内蕴话语属性。它以单向度现代化话语叙事挑战为问题缘起、马克思主义整体性话语思想为理论渊源、

中华传统整体性话语观为文化基因，以基于问题任务的复杂性、延续历史主线的继起性、实施战略布局

的多维性、激发动力结构的协同性、运用思维方法的系统性、追求价值指向的统合性为叙事脉络。从遵

循物质与意识相统一的叙事规律，奠定“叙之有物”；生产共性与个性相兼容的丰富话语内容，提供“叙

之有理”；开发编码与受众相适应的多元话语形态，创新文字与图像相融合的灵活话语方式，促动“叙

之有方”；以“中国式现代化”新“语词”讲述和传递其相对稳定的语词共通“意义可能性”，展现中

国特色的独创性现代化互文性话语叙事，引导受众解读其整体性叙事信息、含义、内涵等，从内化于心

的心理认同递进为外化于形的行为实践。从“叙之有物”“叙之有据”“叙之有理”转至“叙之有方”“叙

之有效”，推进作为文明新类型的整体性话语叙事范式革新，以期提升中国式现代化整体性话语叙事的

自主性与国际话语权。

The Holistic Discourse Narrative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Origins, Context, and 
Strategies

FU Mei
(School of Marxism, Party School of Guangdong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CPC; Party School of Guangdong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CPC Research Base, Guangdong Provincial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Guangzhou, 510053)
Abstract: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s a new narrative “discourse” propos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to distinguish between different modes of modernization. It takes the challenge posed 
by unidimensional modernization discourse as its problem origin, Marxist holistic discourse thinking as its 
theoretical source, and the holistic discourse view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 as its cultural gene. The narrative 
context includes complexity based on problem tasks, continuity of historical mainline, synergy of stimulating 
dynamic structure, systematic use of thinking methods, and pursuit of value orient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follow 
the narrative laws of unity of material and consciousness, produce rich discourse content compatible with 
commonality and individuality, develop diverse discourse forms adapted to encoding and receivers, and innovate 
flexible discourse methods integrating text and images. From “narrating with contents” and “narrating with 
reasons” to “narrating with solutions” and “narrating with effectiveness”, it guides the receivers to transform 
the internalized psychological identification into externalized behavioral practices. Through holistic narrative 
discourse, it narrates and disseminates its original logic, position, and methods, presenting narrative discourse 
innovation as a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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