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 中华 “和合”文化的当代阐发与实践

石书臣 张金福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智慧来源，而 “和

合”文化是其中的精髓之一，蕴含和而不同、和善友爱、协和万邦、和衷共济、天

人合一、知行合一等理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中华

“和合”文化的传统智慧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 “和

合”社会观、“和合”国际观、“和合”生态观、“和合”实践观等，并为解决人类

问题和推动世界发展贡献了 “和合”理念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主要包括: 一是

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这是中国共产党运用“和合”文化的中国智慧为建

立国际关系新秩序而贡献的中国方案。二是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这是中

国共产党运用“和合”文化的中国智慧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而贡献的中国方案，这

一方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 “协和万邦”“和衷共济”等“和合”理念的运用和阐

发。三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共产党运用“和合”文化的中国智慧为应

对全球性难题而贡献的中国方案。四是文明交流互鉴共存，这是中国共产党运用

“和合”文化的中国智慧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而贡献的中国方案，是对 “和而不

同”“和善友爱” “多元包容” “和谐共生”等 “和合”理念的当代阐发与实践。
这些方案彰显和发挥了 “和合”文化的时代价值。

( 摘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9 年第 4 期)

九 论新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和特性

程恩富 鲁保林 俞使超

新帝国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在当代经济全球化、金融化条件下的特殊历史发展

阶段，其特征和性质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是生产和流通的新垄断: 生产和流通

的国际化和资本集中的强化，形成富可敌国的巨型跨国垄断公司。二是金融资本的

新垄断: 金融垄断资本在全球经济活动中起决定性作用，形成畸形发展的经济金融

化。三是美元和知识产权的垄断: 形成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和两极分化的全球经济和

财富分配。四是国际寡头同盟的新垄断: “一霸数强”结成的国际资本主义寡头垄

断同盟，形成全球垄断剥削和压迫的金钱政治、庸俗文化和军事威胁的经济基础。
五是经济本质和大趋势: 全球化资本主义矛盾和各种危机时常激化，形成当代资本

主义垄断性和掠夺性、腐朽性和寄生性、过渡性和垂危性的新态势。因此，新帝国

主义既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一般私人垄断、国家垄断发展到国际垄断的新阶

段，是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新扩张，也是极少数发达国家主导世界的新体系，是经

济政治文化军事霸权主义的新政策; 从现阶段国际正义力量和国际阶级斗争的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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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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