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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同传统“天

下为公”的天下观相结合，推动中国与世界共

同发展

中国古代天下观是中国古人关于国际秩序的独特观

念。《礼记·礼运》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从晚清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思想，“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理想成为中华民族历代

先贤追求的政治理想。中国古代天下观有别于近代《威

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主权国家概念，旨在追求一个超

越国家的文明秩序。在这种文明秩序内，礼仪教化、协和

万邦而非经济霸权、军事强权才是主导国际秩序的标准。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观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

律和方向。马克思、恩格斯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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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思维深

刻洞悉了资本主义是推动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动力，也

揭示出资本主义是造成当今世界南北差距、两极分化、

数字鸿沟等重大现实问题的根源。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指 出 ： “ 人 类 生 活 在 同 一 个 地 球 村

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

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坚持和发展马

克思主义，我们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观同

“天下为公”思想相结合，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弘扬中国传统的“协和万邦”思想，“强而不霸”

的天下逻辑，超越西方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国强必霸的强

权逻辑，走出一条超越“文明冲突”的和平发展之路，

推动中国与世界的共同发展。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特质同传统“民为

邦本”的社会观相结合，推动实现以人民为中心

的中国式现代化

《 尚 书 · 五 子 之 歌 》 云 ： “ 民 为 邦 本 ， 本 固 邦

宁。”《尚书》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政治历史文献汇编，

奠定了中国民为邦本的社会观。民为邦本的社会观突出

“ 人 民 ” 在 国 家 社 会 生 活 中 基 础 性 地 位 ， 逐 步 发 展 为

“爱民”“厚民”“利民”“富民”等思想。强调民本

思想，有利于防范政治权利对人民利益的侵害，把人民

的福祉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向。

人 民 性 是 马 克 思 主 义 的 本 质 属 性 。 马 克 思 、 恩 格

斯在《神圣家族》中明确提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

业”。与唯心主义将英雄人物作为历史前进动力的观点

不 同 ， 在 马 克 思 看 来 ， 人 民 群 众 不 仅 是 物 质 生 产 的 主

体，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还是实现社会变革的决定

性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

生”。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必须坚持把马克思

主义人民性特质同传统“民为邦本”的思想相结合，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追

求资本无限增值的发展神话；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

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不断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进步，实现“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走出一条“以人民为中心”的中

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同传统“厚德载

物”的道德观相结合，推动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蕴 含 着 丰 富 的 道 德 思 想 ， 比 如

“革故鼎新”“任人唯贤”“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为政以德”“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等，强调追

求自我超越、重视家庭伦理、积极融入群体生活，提升

人格境界。这些价值观念是中国人的精神瑰宝，对于治

理 当 代 社 会 中 出 现 的 诚 信 危 机 、 生 态 赤 字 、 信 仰 危 机

等，处理好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自然关系问题有

着重要启发意义。

马 克 思 主 义 的 道 德 观 拨 开 了 以 往 思 想 家 将 道 德 观

念永恒化、实体化的意识形态迷雾，揭示了人类道德观

念产生的根源在于物质经济基础的变动，不存在永恒不

变的道德观念。马克思主义批判了私有制基础之上的虚

伪的道德观念，提出只有消除阶级对立，才能实现真正

的、共产主义的道德。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要明大德、守公德、严

私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必须坚持把马克

思主义道德观同传统“厚德载物”思想相结合，弘扬中

华传统美德、革命道德、社会主义道德；深入开展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

的时代新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西方所谓“普

世价值”的局限性，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

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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