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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 祝 中 国 共 产 党
成立一百周年大会7月
1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
举 行 ， 中 共 中 央 总 书
记 、 国 家 主 席 、 中 央
军 委 主 席 习 近 平 发 表
时长50多分钟的重要讲
话，12次提及“文明”
， 于 大 视 野 下 道 出 了
中 华 文 明 的 复 兴 “ 密
码”。

一 般 认 为 ， 汉
语 “ 文 明 ” 一 词 最 早
见 于 《 易 经 》 。 《 易
经 · 大 有 》 曰 ： “ 其
德 刚 健 而 文 明 ， 应 乎
天 而 时 行 ， 是 以 元
亨 。 ” 中 华 文 明 崇
德 、 重 史 、 敬 畏 自 然
的 鲜 明 特 征 传 承 至
今 。 正 如 习 近 平 在 讲
话 中 所 说 ， 和 平 、 和
睦 、 和 谐 是 中 华 民 族
5000多年来一直追求和
传 承 的 理 念 ， 中 华 民
族 的 血 液 中 没 有 侵 略
他 人 、 称 王 称 霸 的 基
因。

5000多年前，中华
民 族 的 先 民 们 在 神 州
大 地 上 开 创 出 独 具 特
色 的 中 华 文 明 ， 令 中
国同古巴比伦、古埃

及 和 古 印 度 并
称 为 人 类 四 大 文 明 古
国 。 时 移 世 易 ， 三 大
古 老 文 明 先 后 湮 灭 在
历 史 长 河 中 ， 只 有 中
华 文 明 在 继 承 创 新 中
不 断 发 展 ， 在 应 时 处
变 中 不 断 升 华 ， 成 为
唯 一 “ 活 着 的 古 老 文
明”。

2000多年前，秦汉
时 期 的 中 国 已 经 建 立
起 一 套 非 血 缘 、 依 法
理 、 科 层 明 确 、 权 责
清 晰 的 理 性 化 官 僚 体
系。在弗朗西

斯 · 福 山 看 来 ，
中 国 在 秦 汉 时 期 不 仅
创 造 了 强 大 国 家 ， 还
有 共 同 文 化 。 此 后 千
余 年 来 ， 中 国 都 以
文 明 、 先 进 、 开 放 、
包 容 、 繁 荣 而 著 称 于
世 ， 堪 称 创 造 了 “ 现
代 国 家 ” 的 第 一 个
世 界 文 明 。 近 1 0 0 0 年
前 ， 北 宋 大 儒 张 载 提
出 著 名 的 “ 横 渠 四
句 ” — — “ 为 天 地 立
心 ， 为 生 民 立 命 ， 为
往 圣 继 绝 学 ， 为 万 世
开 太 平 ” ， 后 被 中 国
历代仁人

　 志 士 视 为 至
高 追 求 。 习 近 平 提 出
的 “ 江 山 就 是 人 民 、
人 民 就 是 江 山 ， 打 江
山 、 守 江 山 ， 守 的 是
人 民 的 心 ” ， 亦 是 中
国 共 产 党 人 秉 持 这 一
志向的集中体现。

1 0 0 多 年 前 ， 在
西 方 列 强 的 坚 船 利 炮
下 ， 中 国 逐 步 成 为 半
殖 民 地 半 封 建 社 会 ，
遭 受 了 前 所 未 有 的 劫
难 。 在 此 国 家 蒙 辱 、
人 民 蒙 难 、 文 明 蒙 尘
的 生 死 存 亡 时 刻 ， 中
共 诞 生 ， 此 后 百 年 ，
筚 路 蓝 缕 ， 带 领 中 国
人民迎来从站起来、

富 起 来 到 强 起 来
的 伟 大 飞 跃 ， 在 于 其
始 终 将 为 中 国 人 民 谋
幸 福 、 为 中 华 民 族 谋
复 兴 视 为 初 心 使 命 ，
在 于 其 以 史 为 鉴 ， 吸
取 历 史 教 训 ， 在 于 其
将 西 方 传 来 的 马 克 思
列 宁 主 义 同 中 国 实 际
相 结 合 ， 走 出 了 一 条
符 合 国 情 民 意 的 中 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比 较 文 明 学 者
方 汉 文 曾 提 出 ， 中 华
文 明 统 一 体 自 诞 生 起
即 具 有 高 度 稳 定 性 与
聚 合 力 ， 能 够 在 漫 长
历 史 中 经 历 不 同 社 会
发 展 阶 段 、 不 同 生 产
与 经 济 形 态 的 变 化 而
具 有 与 时 俱 进 的 新 格
局 ， 以 适 应 新 时 代 。
中 华 文 明 能 够 稳 步 走
向 复 兴 ， 既 取 决 于 千
年 来 其 在 历 史 演 进 中
以 开 放 包 容 、 协 和 万
邦 的 姿 态 实 现 与 不 同
文 明 之 间 的 交 流 互
鉴 ， 也 得 益 于 中 共 百
年奋斗实践和70多年的
执 政 兴 国 经 验 。 这 亦
如 习 近 平 所 强 调 的 ，
积极学习借鉴人类文

明 的 一 切 有 益 成
果 ， 欢 迎 一 切 有 益 的
建 议 和 善 意 的 批 评 ，
但 绝 不 接 受 “ 教 师
爷 ” 般 颐 指 气 使 的 说
教。

100年前，中华民
族 呈 现 在 世 界 面 前 的
是 一 派 衰 败 凋 零 的 景
象 。 今 天 ， 中 华 民 族
在 中 共 的 带 领 下 重 塑
了 山 河 ， 在 中 华 大 地
上 全 面 建 成 了 小 康 社
会 ， 历 史 性 地 解 决 了
绝 对 贫 困 问 题 。 立 足
当 下 ， 中 共 团 结 带 领
中 国 人 民 又 踏 上 了 实
现 第 二 个 百 年 奋 斗 目
标新的赶考之路。

以 史 为 鉴 ， 开 创
未 来 。 百 年 中 共 植 根
于中华民族在5000多年
历 史 演 进 中 形 成 的 灿
烂 文 明 ， 不 断 推 进 马
克 思 主 义 中 国 化 时 代
化 。 这 不 仅 创 造 了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新 道 路 和
人 类 文 明 新 形 态 ， 更
道 出 了 中 华 文 明 的 复
兴 “ 密 码 ” ， 向 世 界
诠 释 了 古 老 文 明 的 现
代转型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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