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展来判断，21 世纪是世界劳动阶级和广大人民进行伟大革命和维护世界和平的

新时代，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伟大建设和快速发展的新时代，是进步的文明国家共

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是新帝国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逐渐向全球社会主

义过渡的大时代。
( 摘自《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 年第 5 期)

十 文化软实力 “潜”与 “显”的唯物史观解读

郝书翠

文化软实力是指文化在一个国家的吸引力、感召力和影响力中的作用，凸显的

是软实力与精神文化直接对应的本质属性。同一民族的文化，其软实力有着“潜”
与“显”的显著差别。“潜”表现为文化主体性的迷失，“显”则表现为文化主体

性的确立。近代以来，中国文化主体性出现了性质和程度不同的两次迷失。第一次

发生在鸦片战争之后，源于民族的生存危机，是全局性的。第二次表现为改革开放

初期一些社会思潮中的西化倾向，具有局部性质。两次迷失都凸显了硬实力是文化

软实力彰显基础这一内在逻辑，文化软实力的有效解释框架仍然是唯物史观。强调

文化软实力背后是唯物史观的逻辑，绝不意味着要漠视文化自身价值及其能动的反

作用，更不是要走向机械唯物主义。唯物史观反对文化决定论，同时强调文化在社

会发展中的重要能动作用。只要尊重历史的辩证法，就会确立文化软实力的恰当定

位。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宣告了文化主体

性的确立。当下中国学术领域文化主体性觉醒趋势显著，体现了学术界建构具有中

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的自觉性及其努力，意味着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正在积淀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这既是中国文化软实力转向显

在状态的表现，也是其进一步彰显的促进因素。
( 摘自《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9 年第 1 期)

十一 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文主义

韩水法

人工智能和基因编辑等科学和技术在当代社会的迅猛发展并日益深入地在人类

社会各个层面的普及，一方面使人类获得了深刻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强大工

具，另一方面也对人类理智能力及其独尊地位造成了巨大的挑战，而且亦导致了人

的性质的变化。流行的意见面对人工智能持续提升的紧迫压力和人的性质变化的冲

击，采取了分裂的和矛盾的立场，既否定人的变化的必然性，又对人工智能的可能

前景束手无策而怀悲观失败的心态。这种挑战和现象迫使人们重新思考关涉人的哲

学基本问题，亦再度激发人文主义的核心关切。今天的人文主义强调人类在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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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和制造人工智能和其他技术并不断促进它们升级的同时，也持续地增进和提升

了自己的理智能力。从现在起，人类必定要有意识地见证和促进自身的进化。人工

智能时代的人文主义精神就是持续地促进并在可能的情况下筹划人的发展和进化，

借助于日新而新的科学和技术，持续地提高人类自身而使其得到升华。人的性质如

不能变化，那么它的前景就不是仅仅中止并永远停留在当下，而是趋向于淘汰和消

亡。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文主义蕴含了如下的自信和精神: 人类本身的发展和进化在

今天已经开始呈现文化的与物理的统一趋势，这正是人们应对人类前景的积极观点

的根据所在。
(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2019 年第 6 期)

十二 共建 “一带一路”文明互鉴的和平之路

张小平

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不仅是促进世界经济合作的共赢之路，更是增进不同

文明之间理解交流的和平之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如何从全球视角认识和应

对不同文明的差异，既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大理论课题，同时也是一个重大的

实践课题。借助“一带一路”的实践平台，中国提出的新文明观以其极大活力有力

地引领人类文明发展新方向，不仅是中国新时代的全方位开放战略，也是创造和引

领世界发展新趋势的决定性力量，是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事业。“一带一路”
建设必然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具有重大文化意义。首先，提出新的文明观，引

领人类文明发展新方向。 “一带一路”倡议，延伸文明对话理念，秉承 “和平合

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提出了“文明交流与互鉴”的

新文明观。其次，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扩大其文化影响力。“一带一路”倡议彰

显了中华文化立己达人之精神、和而不同之精神、先义后利之精神，有效地推进中

华文化的国际交流与传播。最后，构建国际文化新秩序，有效抵御西方文化霸权。
“一带一路”建设强调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以共同发展的理念，合作共赢的目

标，引领国际文化格局发生变化，打破了西方主导的国际文化旧秩序，促进国际文

化新秩序的发展。
( 摘自《人民论坛》2019 年第 2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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