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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话语体系的“中国悖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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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ꎬ西方话语体系中的“中国悖论”现象日益凸显:中国越成功ꎬ国际形象似乎

越差ꎻ中国越积极援助世界ꎬ质疑声似乎越多ꎻ中国硬实力越上升ꎬ软实力似乎越下降全球抗疫行动典型地

反映出中国和西方关于生命—生活、国家—个人、利他—利己、秩序—自由看法的本质分歧ꎮ 西方话语体系中的

“中国悖论”形成的根本原因是整个世界基本上都被西方殖民了ꎬ中国在西方主导的国际话语体系中成为唯一

的例外ꎬ存在着工业文明体系下的“四特中国”与数字文明时代的“三非中国”现象ꎮ 西方基督教、资本主义制度

与个人主义文化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表现出不适应ꎬ并借疫情对华进行舆论的发泄ꎮ “中国悖论”其实折射出

的是“西方悖论”ꎮ 讲好中国作为一种文明而非民族国家的故事ꎬ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ꎬ是赢得中西叙事之争

的前提ꎮ 以人本主义超越人文主义ꎬ以人类共同价值超越普世价值ꎬ倡导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与包容性话语体系ꎬ才能纠偏西方的世界观ꎬ纠正其中国观ꎬ逐步克服西方话语体系的“中

国悖论”ꎮ 这是统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ꎮ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ꎻ西方话语体系ꎻ“中国悖论”ꎻ“四特中国”ꎻ“三非中国”ꎻ叙事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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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后ꎬ国际对华舆论日益

分化ꎮ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７ 日ꎬ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新闻发

布会上ꎬ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介绍:“中国同世界

绝大多数国家的关系非但没有受到消极影响ꎬ反
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改善ꎬ朋友更‘铁’了ꎬ
朋友圈更大了ꎮ” 〔１〕

与此同时ꎬ世界各种民调都显示ꎬ中国在西

方国家中的形象遭遇严重危机ꎬ不断恶化ꎮ 最具

代表性的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６
日公布的针对 １４ 个国家的调查ꎮ ２０２０ 年ꎬ英国、
德国、荷兰、瑞典、美国、韩国、西班牙与加拿大等

发达经济体ꎬ对中国的负评升至十多年来的最高

点ꎮ〔２〕欧洲、日本、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的近两年

民调都得出类似结论ꎮ
尽管西方民调并不一定反映西方民众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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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全面真实看法ꎬ而且疫情造成的心理隔阂、
交流障碍也扩大了中西方误解ꎬ政客们的炒作挑

起中西叙事之争ꎻ更重要的是ꎬ虽然西方不能代

表国际社会ꎬ西方舆论不能代表国际舆论ꎬ但是

西方舆论对国际舆论的影响有目共睹ꎬ西方在疫

情暴发后对中国的敌意有增无减ꎮ 我们必须正

视这一事实ꎬ实事求是地探讨如何塑造可信、可
爱、可敬的中国形象ꎮ

中国创造了率先控制住疫情、率先复工复

产、率先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三大奇迹ꎬ还积极援

助世界 １５０ 多个国家ꎬ将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

品ꎬ为何国际形象反而越来越差? 及时、准确评

估疫情暴发后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处境ꎬ科学

有效回应国内外关切ꎬ是中国学界责无旁贷的使

命ꎮ
长期以来ꎬ西方话语体系下存在一种现象ꎬ

叫“认知中国悖论”:就是外国人(尤其是西方

人)喜欢历史 /文化中国ꎬ不见得喜欢当代中国ꎻ
喜欢当代中国ꎬ不见得喜欢当代中国政治ꎻ喜欢

当代中国政治ꎬ不见得喜欢中国政府ꎻ喜欢中国

政府ꎬ不见得喜欢中国共产党ꎮ 一句话ꎬ认识传

统中国文化ꎬ认可中国的经济发展ꎬ但就是不认

同中国的体制ꎮ〔３〕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ꎬ喜欢中

国历史文化、不喜欢中国政治的现象尤其明显ꎮ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４ 日发表的研究

报告称ꎬ其在 ２ 月 １ 日至 ７ 日所作的美国公众对

华印象的民调ꎬ结果显示ꎬ美国公众谈及中国时ꎬ
很少提到中国人民或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ꎬ相
反ꎬ他们主要关注中国的政府(包括中国政府的政

策或其在国际上的行为方式)和中国经济ꎮ 该民

调中ꎬ负面观点占据上风ꎮ 民调显示ꎬ大约 １ / ５ 的

受访者首先想到中国的人权 ( ２０％ ) 或经济

(１９％ )ꎬ想到中国政治制度的比例(１７％ )位列

第三ꎬ随后是中国造成的威胁(１３％ )和中美关系

(１２％ )ꎻ另有 １２％的受访者未谈及具体议题ꎬ而
用总体负面的形容词来描绘中国ꎮ 与此同时ꎬ对
中国描述总体正面的受访者仅占总数的 ４％ ꎮ〔４〕

一、什么是西方话语体系的“中国悖论”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ꎬ这种 “认知中国悖

论”更加明显ꎬ发展为西方话语体系的“中国悖

论”ꎮ〔５〕

第一个悖论:做也不是ꎬ不做也不是(唯体制

论)ꎮ 在中国ꎬ什么问题都是体制问题ꎬ都是共产

党的问题ꎻ 在西方ꎬ 什么问题都是当局的问

题———前些年更是将美国问题简单化为特朗普

问题ꎬ只要他下台了ꎬ美国就会恢复正常ꎬ继续领

导世界ꎮ 拜登上台后高喊“美国回来了”———回

来要重新领导世界ꎬ就迎合了这种心理ꎮ 全球化

时代类似的问题ꎬ为什么在中国就是体制问题ꎬ
在美国就是特朗普问题呢? 难道特朗普不是体

制选择的吗? 难道特朗普现象是偶然的吗? 在

西方的选举政治和政治周期作用下ꎬ西方人容易

拿当局领导人作为借口ꎬ很少反思自己的体制问

题ꎬ反倒以唯体制论看中国ꎬ以选择性的期盼与

期待看中国ꎮ 在西方看来ꎬ中国防疫做得好ꎬ那
是应该的ꎬ因为你是集权国家ꎻ疫情没有控制好ꎬ
也是必然的ꎬ因为你的体制不重视人权ꎮ 其情形

正如西方一句谚语所说“你做也不是ꎬ不做也不

是”(Ｄａｍｎｅｄ ｉｆ ｙｏｕ ｄｏ ａｎｄ Ｄａｍｎｅｄ ｉｆ ｙｏｕ ｄｏｎ’ｔ)ꎮ
第二个悖论:中国内政越来越不像西方了ꎬ

外交却越来越像西方了ꎮ 中国强调“四个自信”
“中国梦”ꎬ西方人既高兴又沮丧———高兴的是:
中国生活方式上成为另一个西方的担忧消除了ꎮ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５ 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接受澳大利

亚电视台采访时谈道:“如果超过十亿的中国居

民也像澳大利亚人、美国人现在这样生活ꎬ那么

我们所有人都将陷入十分悲惨的境地ꎬ因为那是

这个星球所无法承受的ꎮ” 〔６〕沮丧的是:中国在价

值观上不再以西方为彼岸ꎮ 认识到这一点ꎬ美国

便宣布“接触中国政策失败了”ꎬ转而妖魔化中

国ꎬ指责中国搞“战狼外交”ꎮ 中国人讲“吃猪肉

长人肉”ꎬ我们学习西方却不能变成西方ꎬ否则就

成了吃猪肉长猪肉了ꎮ 西方认为ꎬ中国学了西方

的市场经济ꎬ体制上也应变得与西方相同ꎬ价值

—５６—

西方话语体系的“中国悖论”



观也要向西方趋同———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

地位ꎬ就源于此ꎮ 美国更有宗教皈依的热忱与冲

动ꎬ皈依不掉就把你妖魔化ꎮ 西方对华的“Ｅｎ￣
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被翻译成“接触”政策ꎬ忽视了西

方的真正意图ꎬ其实应该翻译成“铆合”ꎬ把中国

铆合进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后ꎬ可以进一步将中

国体制演变为西方体制ꎬ正如把异教徒( ｏｔｈｅｒｓ)
皈依跟我们(ｕｓ)一样ꎬ这是从传教士时代到今

天ꎬ西方意识形态外交一以贯之的目标ꎮ 更令西

方忧虑的是ꎬ中国不仅没有被西化ꎬ世界其他国

家还纷纷羡慕、效仿中国体制ꎮ 欧美现在强调中

国是“体制性的”竞争对手(ｓｙｓｔｅｍｉｃ ｒｉｖａｌ)ꎬ指责

中国搞“虚假信息” (ｄｉ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你像我ꎬ我
很担心ꎻ你不像我ꎬ我又很忧心ꎻ你越强调“四个

自信”ꎬ我越不自信ꎮ
第三个悖论:中国人民好ꎬ中国共产党不好ꎮ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０ 日美国发布«美国对中华人民共

和国战略方针»ꎬ公开推行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

人民分开的战略ꎮ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１００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严正指出:
“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

民ꎮ 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ꎬ
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ꎬ没有任何自己特殊

的利益ꎬ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

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ꎮ 任何想把中国共产党

同中国人民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企图ꎬ都是绝

不会得逞的! ９５００ 多万中国共产党人不答应!
１４ 亿多中国人民也不答应!” 〔７〕

因此ꎬ中国共产党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西方政

党ꎬ更不是中国古代的政党概念ꎬ它追求人类公

平正义ꎬ倡导人本主义ꎮ 所以要从天—人关系的

人本思想ꎬ而非西方神—人观的人文主义理解中

国ꎬ理解中国共产党ꎮ 现实中ꎬ我们却不自觉地

用西方政党政治宣传中国政党体制ꎬ比如将中国

共产党翻译为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ＣＰＣ)而
非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ｏｎｇｃｈａｎｄａｎｇ(ＣＧＤ)ꎬ并说成是“ｒｕｌｉｎｇ
ｐａｒｔｙ”ꎬ民主党派翻译为“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ｐａｒｔｉｅｓ”
但无论是中文的“党”还是英文的“ ｐａｒｔｙ”都有

“部分”的意思ꎬ与“立党为公”理念相去甚远ꎮ
西方话语体系的“中国悖论”ꎬ其本质是西

方对中国的认同悖论:中国越来越成为自己还是

成为西方ꎮ 西方认为ꎬ政治民主是实现经济可持

续繁荣的前提ꎬ中国没实现西方式的政治民主ꎬ
却实现了经济的长期繁荣ꎮ 因而ꎬ要么中国的经

济繁荣最终是不可持续的(西方只好通过“中国

崩溃论”寻找慰藉)ꎻ要么中国实现了另外一种

民主ꎬ证明民主并非西方的专利ꎮ 若是第二种情

形ꎬ那么就会打破西方普世价值的神话ꎮ

二、抗疫折射出中西认知十大分歧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ꎬ西方话语体系的“中
国悖论”日益凸显ꎮ 抗疫典型地反映出中国和西

方关于生命—生活、国家—个人、利他—利己、秩
序—自由看法的本质分歧ꎮ

第一个是对瘟疫本身的看法分歧ꎮ «圣经»
诺亚方舟的故事说人有原罪ꎬ上帝通过洪水、战
争、瘟疫惩罚有原罪的人ꎮ 今天的疫情是一种自

然淘汰ꎬ这会减轻社会福利负担ꎮ 盎格鲁—撒克

逊民族还鼓吹集体免疫ꎬ背后的逻辑就是社会达

尔文主义ꎮ 如果美国的疫情与中国倒过来ꎬ试想

会怎样? 中国人强调ꎬ疫情是由于人与自然关系

失调造成的ꎬ犹如人肌体失调ꎬ必须重新平衡之ꎮ
第二个就是对生命—生活的看法分歧ꎮ 梁

鹤年先生在«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一书中指

出:“要了解西方文明就得了解西方人对生命和

生活的看法ꎮ 归纳起来只有两条:生命的意识可

从犹太和基督的教义去了解ꎻ生活的素质可从希

腊和罗马的文明去了解ꎮ 犹太之神的权威和基

督之神的慈爱使西方人有了超越个人价值的生

命意义ꎮ 希腊的理性和罗马的秩序为西方人对

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苦与乐立下标准ꎮ” 〔８〕

西方人ꎬ尤其是美国人ꎬ特别是年轻人ꎬ宁愿

要生活自由ꎬ也不顾生命危险ꎬ让中国人觉得匪

夷所思ꎮ 这是因为西方人对生命的看法跟中国

人不一样ꎬ他们认为生命是上帝创造的ꎬ中国人

讲“身体发肤ꎬ受之父母”ꎬ生命是祖宗、父母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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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ꎬ不是神创造的ꎮ
中国古人认为构成生命现象与生命意义的

基本要素是天、地、人ꎮ “天”是指万物赖以生存

的空间ꎻ“地” 是指万物借以生长的山川大地ꎻ
“人”虽为万物之灵ꎬ但要顺应天地以化育万物ꎮ
这个观念跟西方是不一样的ꎮ 孟子讲“万物皆备

于我”ꎬ不是征服自然ꎬ而是天地人合一ꎮ 善待生

命ꎬ要敬天ꎬ人命关天ꎮ
第三个是关于疫情暴发原因的看法分歧ꎮ

在中国疫情暴发初期ꎬ欧美媒体普遍讥讽、斥责

中国ꎬ甚至认为新冠病毒像非典一样只针对华

人ꎬ是中国人吃野生动物的咎由自取ꎬ典型说法

是法国«皮卡尔信使报»的“黄色警报论” 〔９〕、德
国之声的“官状病毒论” 〔１０〕、«明镜»周刊的“新
冠病毒中国制造论” 〔１１〕 和«华尔街日报»的“亚
洲病夫论” 〔１２〕ꎮ 此外ꎬ丹麦、爱尔兰等国的媒体

也刊登过带有种族与文明优劣观的辱华图

片ꎬ〔１３〕后来特朗普、蓬佩奥又说新冠病毒是“功
夫病毒”“武汉病毒” “中国病毒”ꎮ 西方一直炒

作世卫组织病毒溯源工作ꎬ就是想找中国的“原
罪”ꎬ中国人觉得这是种族侮辱ꎬ勾起了庚子赔款

的痛苦记忆ꎮ
第四个是对抗疫手段的看法分歧ꎬ折射出个

人—国家、自由—秩序、利己—利他的文化冲突ꎮ
西方很羡慕中国的抗疫结果ꎬ但是绝对不能忍受

中国抗疫的过程ꎮ 西方媒体报道说ꎬ中国的无人

机在武汉封城的时候到处飞ꎬ如果你在那乱跑ꎬ
无人机会提醒你赶快回去ꎮ 他们说这个气氛令

人难以接受———无人机还在监视我ꎮ 中国人(东
亚人)相信国家ꎬ有利他精神和集体主义传统ꎬ配
合国家防疫ꎬ与西方个人主义、强调自我、不相信

政府ꎬ形成鲜明反差ꎮ
第五个是对疫情诱发冲击的反应:社会包容

度与排外主义ꎮ 新冠肺炎疫情下ꎬ西方有两个难

言之隐:第一个难言之隐是宗教观念下的隐私权

保护ꎻ第二个难言之隐是因为人种多元ꎬ即使是

表现最佳的人脸识别系统ꎬ黑人的错误识别率比

白人高 ５ 至 １０ 倍ꎮ 所以如果推行搞人脸识别ꎬ

人工智能会经常把黑人识别为犯罪嫌疑人ꎮ 因

为在美国犯罪率比较高的是黑人ꎬ匹配起来就容

易把黑人识别为犯罪嫌疑人ꎬ这就会造成种族歧

视ꎮ 所以美国不能大规模使用人脸识别ꎮ 疫情

期间ꎬ美国暴发了 “黑人的命也是命” ( Ｂｌａｃｋ
Ｌｉｖｅｓ Ｍａｔｔｅｒꎬ缩写为“ＢＬＭ”)运动ꎬ法国出现教师

断头案ꎬ种族矛盾、宗教冲突与社会不平等被疫

情放大ꎮ 西方自身问题重重ꎬ还特别“关照”中

国的新疆、香港问题ꎬ甚至出现袭击亚裔现象ꎬ排
外主义盛行ꎮ 中世纪的黑死病曾夺去 １ / ３ 欧洲

人的生命ꎮ 历史研究表明ꎬ当时人们在瘟疫恐慌

情况下会做两件事ꎬ一是一起跳死亡之舞ꎬ二是

谴责犹太人带来病毒ꎮ 今天这种情形又回来了ꎬ
只不过犹太人换成了中国人ꎮ 中国的一举一动

都被置于中西叙事之争的风口浪尖ꎮ
第六个是对疫情折射的中国“世界工厂”地

位的担忧ꎮ 疫情让西方对全球供应链如此依赖

中国感到空前担心ꎮ 英国«经济学人» ( Ｔｈｅ Ｅ￣
ｃｏｎｏｍｉｓｔ)杂志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的封面就是:中国一旦

停摆ꎬ世界就打烊ꎮ 同时ꎬ中国的产能提升能力

让世人咂舌ꎮ ２０２０ 年春节的时候ꎬ中国一天生

产 １０００ 万只口罩ꎬ不到一个月迅速发展到 １ 亿

只ꎮ “中国威胁论” 变成一种 “中国恐惧症”
(Ｃｈｉｎａ ｐｈｏｂｉａ)ꎮ 欧洲现在把医疗物资变为战略

物资ꎬ口罩变成了军用的战略物资ꎬ必须要自己

生产ꎬ或者从盟友采购ꎬ而不能集中依赖中国生

产ꎮ 欧洲 ８０％—９０％抗生素的活性成分来自中

国和印度两个国家的供给ꎮ 欧洲人说ꎬ天真地依

赖中国正让我们自食其果ꎬ纷纷要把供应链拉回

来ꎮ〔１４〕因为中国是具有全产业链的“世界工厂”ꎬ
中国产业链的高端挑战了发达国家ꎬ中端冲击了

新兴国家ꎬ低端碾压了发展中国家ꎮ 站在生产者

的角度看ꎬ“中国制造”得罪了全世界ꎻ而消费者

却都是“中国制造”的获益者ꎬ所以中国在世界

的形象一定是个悖论ꎮ 疫情放大了这一悖论ꎬ西
方媒体和政客将中国视为全球化的替罪羊ꎮ

第七个是对疫情引发的脱钩的担忧ꎮ 美国

借疫情逼迫一些国家在中美之间站队ꎬ强迫其对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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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脱钩ꎮ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说得很清楚ꎬ绝对不

可能跟着美国反对中国ꎬ或者一定在你们之间站

队ꎬ这不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ꎮ〔１５〕 美国的舆论战

将中国描绘为主动脱钩者ꎬ于是出现一个怪现

象:外界不敢怪美国ꎬ只能怪中国ꎬ因为怪骂中国

似乎不需要付出代价ꎮ
第八个是对抗疫效果比较不满:质疑中国借

疫情宣传体制优势ꎮ 西方媒体说中国绝非西方

的抗疫榜样ꎬ指责中国搞“虚假宣传” ( ｄｉｓ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ꎬ其实是他们害怕学ꎬ也学不了ꎬ害怕对

比ꎬ只好靠指责中国以限制人权和自由、侵害个

人隐私为代价ꎬ为自己抗疫失控推卸责任ꎮ
第九个是对疫情引发的中国发展的担忧:中

国经济加速赶超美国ꎮ 中国率先复工复产ꎬ加速

数字化转型ꎬ提高了赶超美国的速度ꎬ整个世界

都在采购中国防疫物资ꎬ进一步助长了中国制造

病毒、要挟世界的阴谋论———开始说中国人吃野

生动物感染新冠病毒ꎬ后来说武汉病毒实验室制

造了新冠病毒ꎬ其思维逻辑是:只有对你有好处ꎬ
你才会制造这个病毒ꎮ

第十个是对中国抗疫援助的反感:习惯美国

来领导世界ꎬ绝不希望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抗

疫ꎮ 于是炒作中国防疫物资、中国疫苗背后要么

有质量、安全问题ꎬ要么有地缘战略考虑ꎬ质疑中

国意图ꎬ指责中国搞“口罩外交” “疫苗外交”ꎮ
反过来ꎬ中国不援助的话又说中国不负责任ꎬ援
助的话就说中国是“赎罪”ꎬ或借抗疫援助填补

美国领导真空ꎮ

三、“中国悖论”折射“西方悖论”

疫情推动全球化加速向数字化、网络化、智
能化的方向发展ꎮ 西方文明又出现了极大的不

适应性ꎬ比如西方一神论—数字无神论矛盾ꎬ表
现在个人隐私与大数据运用上ꎻ政治正确—数字

不正确矛盾ꎬ表现在人脸识别造成种族歧视上ꎻ
私有制—公域矛盾ꎬ表现在资本的私人所有与互

联网作为全球公域的张力上ꎻ零和博弈—共享经

济矛盾ꎬ比如数据越用越值钱ꎬ而垄断与知识产

权破坏之ꎮ 西方无法适应工业文明向数字文明

的转型ꎬ还沉迷在工业文明时代西方中心论神话

中ꎬ出现“西方悖论”ꎬ还错误地以“中国悖论”表
现出来ꎮ

西方话语体系中的“中国悖论”ꎬ根本原因

是整个世界基本上都被西方殖民了ꎮ 作为唯一

连续不断的文明ꎬ中国在西方主导的国际话语体

系里成为唯一的例外ꎬ存在工业文明体系的“四
特中国”与数字文明时代的“三非中国”现象ꎮ

先说工业文明体系的“四特中国”ꎮ
第一ꎬ特长历史ꎮ 戴高乐曾说过ꎬ中国是一

个比历史还要悠久的国家———他所说的历史指

的是«圣经»ꎬ就是耶稣诞生后的西方历史ꎮ 公

元前 ２２１ 年ꎬ秦始皇已经统一了中国ꎬ直到今天ꎬ
中国的政治治理基本上延续了郡县制ꎮ 对于西

方来讲ꎬ中国的历史这么长ꎬ是很难想象的ꎮ 所

有历史上的帝国ꎬ在一战、二战以后纷纷解体ꎮ
解体以后ꎬ帝国内部各民族就纷纷独立出来ꎬ转
变为民族国家ꎮ 当大清帝国被推翻了以后ꎬ西藏

也应该独立ꎬ这是按照他们的历史经验来想象

的ꎬ而后来西藏没有独立ꎬ他们认为是因为被中国

共产党吞并了ꎮ 中国特长的历史ꎬ而且关键还是

延续的历史ꎬ就像罗马帝国迄今为止没有解体一

样ꎬ令人难以想象ꎮ 这就是西方不断在中国的新

疆、西藏、香港、台湾问题上对我们发难的潜意识ꎮ
第二ꎬ特大规模ꎮ 工业革命起源于英国ꎬ然

后传播到整个欧洲大陆ꎬ涵盖面只有几千万人

口ꎮ 传到了美国以后ꎬ工业化在人口数量方面达

到了亿级ꎬ而中国一加入ꎬ就达致十几亿人口的

工业化水平ꎮ 现在的科学知识ꎬ基本上都来自西

方———“德先生”“赛先生”ꎬ这一整套知识是关

于西方历史经验的总结ꎬ而且它开创的现代化的

历史才几百年ꎬ能够用它来解释一个五千年连续

不断的文明吗? 从数量上ꎬ中国已经超越了西方

的模型ꎬ无论这个模型是多么的客观、多么的科

学ꎬ就像牛顿定律在微观世界就不适用一样ꎬ当
历史终结论遇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ꎬ就越来越被

证伪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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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ꎬ特世俗的社会ꎮ 费孝通先生说ꎬ中国

因为文化太发达ꎬ任何一种宗教都不可能有足够

的空间去占据支配性的地位ꎮ 儒家学说与其说

是一种宗教ꎬ不如说是一种文化———马克斯韦

伯的«儒教与道教»一直误导西方ꎬ这对西方来

讲是很郁闷的ꎬ于是产生了很多疑问:首先ꎬ中国

没有宗教为什么到现在还不崩溃呢? 有什么秘

诀吗? 其次ꎬ中国现在有这么多的权力ꎬ怎么用

自己的权力呢? 很多亚洲国家表示ꎬ如果要在中

美之间选择一个做领导ꎬ它们一定会选择美国ꎬ
一是因为在历史上美国没有侵犯过它们的领土ꎬ
二是因为美国是有宗教信仰的! 它们认为ꎬ中国

没有宗教会变得很可怕ꎬ没有宗教ꎬ那么发展的

目的是什么呢? 终极关怀是什么呢? 于是ꎬ西方

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视为复兴朝贡体系ꎬ而不是

推动其他民族共同复兴ꎻ将人类命运共同体解释

为新天下主义ꎬ而不是世俗伦理的终极关怀ꎮ
第四ꎬ特殊的崛起ꎮ 中国创造了和平崛起、

包容性崛起的奇迹ꎬ既崛起又复兴ꎬ打破了所谓

权力转移、修昔底德陷阱、大国政治的悲剧等各

式西方话语神话ꎮ 中国现在人均 ＧＤＰ 只有美国

的 １ / ６ꎬ但 ＧＰＤ 总量却超过了美国的 ７０％ ꎮ 在

人类历史上ꎬ所有的第二大经济体在追赶第一大

经济体的时候ꎬ人均 ＧＤＰ 都是在同一数量级ꎬ只
有中国是例外ꎬ美国能不恐惧吗?

再说数字文明时代的“三非中国”现象ꎮ
疫情进一步促进了全球化的转型ꎮ 全球化

的主要驱动力———技术的创新———出现新局面:
一方面ꎬ类似区块链技术、万物互联模式、人工智

能涌现ꎬ正削减中心—边缘体系ꎻ另一方面ꎬ在工

业革命转向信息革命、数字革命的过程中ꎬ第一

次出现非西方力量参与并引领的现象———过去

技术革命都是在西方内部循环ꎬ最后皆被美国收

编为盟友ꎮ 如今中国打破了这一循环ꎬ不仅成为

工业革命与全球化的赢家(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

体系ꎬ创造近三成人类工业产值)ꎬ而且参与引领

了信息—数字革命ꎮ 于是出现了美国举全球霸

权之力打压中国一家私人公司的现象ꎬ只是因为

华为拥有了领先全球的 ５Ｇ 技术ꎮ 西方世界对中

国社会主义体制和世俗文明的结合ꎬ以及与前沿

技术的结合ꎬ进而实现弯道超车ꎬ有着 “数字

１９８４”恐惧ꎮ 美国借此试图打造一个“国际统一

战线”ꎬ以寻求打压中国的合法性ꎮ 舆论担心

“硅幕”将取代“铁幕”ꎬ并引发“新冷战”ꎮ
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非西方、非美国盟友、

非宗教国家的中国既崛起又复兴的现象ꎬ这就是

中国由大到强的涵义ꎬ也是“当今世界正经历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ꎬ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关键时期”辩证判断的潜台词ꎮ
更一般地说ꎬ迈入数字科技时代ꎬ数据为王ꎬ

数据越用越值钱ꎮ 有没有自己独立的搜索引擎、
数学等基础教育学科水平高低、文字的人工智能

转化难易等ꎬ相当程度决定了国家的竞争力ꎮ
西方人很困惑ꎬ为何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学

习借鉴又超越了西方文明成就ꎬ短短七十年就实

现了从最大的农业国向工业国的伟大跨越ꎬ创造

了 １０ 亿级的工业文明ꎬ建成了世界上门类最齐

全的工业体系ꎬ成为最大的工业制造国ꎬ现在还

变成了数字产业竞争力第一的国家ꎮ 这一转型

的基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四特”中国还符合大

数据的 ４Ｖ 特征ꎬ即 ｖｏｌｕｍｅ (规模)、 ｖａｒｉｅｔｙ (多

样)、ｖａｌｕｅ(价值)、ｖｅｌｏｃｉｔｙ(速度)ꎬ出现了“四特

中国”与“三非中国”的叠加效应ꎬ因而“中国威

胁论”发展到了“中国恐惧论”ꎮ ４Ｖ 特征的具体

表现是:
ｖｏｌｕｍｅ(规模):特大规模———１０ 亿级工业

化(中国 １０ 亿网民、４ 亿中产ꎬ到 ２０３５ 年翻一番

会到 ８ 亿中产ꎬ届时将超过整个西方人口总和)ꎮ
ｖａｒｉｅｔｙ(多样):特长历史———中国相对于罗

马帝国而言还没解体ꎻ“中国是个比历史还悠久

的国度”(戴高乐语)ꎬ以及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

共同体:“中国是小联合国”(毛泽东语)ꎮ
ｖａｌｕｅ(价值):特世俗社会———儒道释并存ꎬ

不为隐私权羁绊ꎬ以集体理性超越个体理性ꎮ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速度):特殊崛起———中国从全球

化浓缩版(新中国成立以来 ７０ 余年ꎬ经历人类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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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数字革命ꎬ政
治—社会革命)到全球化未来版ꎬ参与并引领了

工业革命 ４. ０、经济全球化ꎮ
再加上鸦片战争的惨痛教训———农业文明

根本不是工业文明的对手ꎬ在工业文明向数字文

明转型过程中ꎬ中国人“疯狂”地抓住了历史性

机遇ꎬ铆足了劲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ꎮ
现代国家能力的基础是大一统ꎮ 其核心在

于能否形成一套中立、超然、强大的组织体系ꎮ
这套组织体系能够通过自上而下的全国性组织

和动员能力ꎬ制定统一标准、建立统一市场ꎬ并协

调个体利益ꎬ维持秩序稳定ꎮ 大一统体现了现代

国家中央集权制和联邦制数字信息产业的本质:
统一市场和统一标准ꎮ〔１６〕 这是中国工业化、信息

化、数字化成功的源泉ꎬ极大助力中国抗疫成功ꎮ

四、中西分歧的文化根源

话语体系的“中国悖论”“西方悖论”折射出

的是中西方人权观、宗教观的根本分歧ꎬ从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到国外势力干涉中国的香港、新疆

事务等ꎬ这些分歧都以意识形态的争议这种浅层

次形式表现出来ꎮ 我们要注意正本清源ꎬ探讨中

西差异背后的文化根源ꎮ
西方话语体系的“中国悖论”ꎬ背后有西方

对华叙事的三大逻辑ꎮ 首先是宣扬“分” 的逻

辑ꎬ精准打击“天下定于一” “多元一体”的中国

自我叙事ꎮ 西方倡导的自由民主正是“分”的逻

辑的产物ꎮ 它们为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对抗正

名ꎬ挑动各民族和各宗教之间的对立ꎬ把几千年

的中国大一统歪曲为中国共产党专制独裁ꎮ 其

次是利用基督教的单一世界逻辑替代中国传统

的和合世界逻辑ꎬ基于基督教的二元对立思维将

中西方权力转移包装为“民主—专制” 叙事之

争ꎬ渲染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的不兼容与冲突

性ꎬ借人权议题复活早已被扔进历史垃圾堆的

“文明标准”话语ꎮ 把中国共产党当成另类ꎬ因
为共产党员不信教ꎮ 殊不知ꎬ中国是世俗文化ꎬ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

由ꎬ也有不信教的自由ꎮ 再次ꎬ美国还用“再工业

化”的逻辑作为吸引盟友参与叙事之争的物质基

础ꎮ 新疆占中国面积的 １ / ６ꎬ１９ 个省份对口援

疆ꎬ构成了中国延续全产业链的底气ꎮ 美国炒作

新疆棉花议题的用心ꎬ正在于拉拢与中国存在产

业链竞争关系的国家ꎬ服务于对华全面脱钩、全
球供应链去中国化的目标ꎮ

天与神、合与分ꎬ是导致中西方观念分歧的

关键ꎮ 中国讲的“人”和西方讲的“ｈｕｍａｎ”不一

样ꎮ 中国讲的人是和天相对的ꎬ西方讲的人是和

神相对的ꎮ 西方讲的自由首先是人从神那里解

放出来ꎬ即所谓的宗教革命ꎬ通过王权和神权的

分工———把恺撒的给恺撒ꎬ把耶稣的给耶稣ꎬ取
消“君权神授”ꎬ之后王权跟贵族(政府)又搞一

个契约ꎬ这就是«自由大宪章»ꎬ限制因为欧洲王

室内部近亲联姻导致的昏庸国王胡作非为ꎬ然后

政府和人之间又有社会契约ꎬ所以他们讲的自由

就是逐步地通过人(信徒)、王权、政府、主权和

人权形成的ꎮ 中华文明认为人与天不是契约关

系ꎬ更没必要经历天—神—王—贵族(政府)—
人的分化ꎬ天底下有诸神(诸神相爱而非诸神之

战)ꎬ主张敬鬼神而远之ꎬ反对装神弄鬼、无法无

天ꎬ从而实现天人合一ꎮ
中国共产党将传统中华文化的“天人合一”

上升为党与人民合一ꎻ借鉴西方政治文明并实现

本土化、时代化、大众化ꎬ从而超越了西方政治文

明ꎮ 林肯总统讲的“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民有)、“ ｂｙ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民治)、“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民享)ꎬ为
孙中山先生所吸收并发展成为“三民主义”ꎮ 中

国共产党更进一步ꎬ强调“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吃
苦在前ꎬ做人民的先锋队)ꎬ更要求“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ｐｅｏ￣
ｐｌｅ”(享受在后ꎬ做人民的公仆)ꎬ因为 “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以人民为中心)ꎮ 因此ꎬ要用以“天—
人”关系为核心的人本思想而非西方“神—人”
观的人文主义来理解中国ꎬ理解中国共产党ꎮ〔１７〕

１９４８ 年ꎬ中国代表张彭春作为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起草委员会唯一的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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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ꎬ他将“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第一句话“Ａｌｌ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ｉｎｇｓ
ａｒｅ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ｆｒｅｅ ａｎｄ ｅｑｕａｌ ｉｎ ｄｉｇ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ｉｇｈｔｓ”修
改为“Ａｌｌ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ｉｎｇｓ ａｒｅ ｂｏｒｎ ｆｒｅｅ ａｎｄ ｅｑｕａｌ ｉｎ
ｄｉｇ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ｉｇｈｔｓ”ꎬ并利用中国的中庸思想最终

促成了«宣言»的诞生ꎮ 因为中国人不信单一的

神ꎬ是儒道释并存ꎬ天的信仰超越了神的皈依ꎬ所
以我们将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译作«世界人权宣言»而非按字面意思翻译

为«普世人权宣言»ꎮ
中国有一句古话“儒家治世、道家养生、佛家

养心”ꎬ三者之间不是互相对立排斥ꎬ而是彼此包

容共生ꎮ 无论是“亲亲ꎬ仁民ꎬ爱物”的儒家仁爱

思想ꎬ还是“道大ꎬ天大ꎬ地大ꎬ人亦大”的道家天

人合一思想ꎬ抑或“正见正念ꎬ度己渡人”的佛家

五蕴皆空信仰ꎬ都包含和结合了人类经验所共有

的四个维度ꎬ即自我、社群、自然、天道ꎬ他们构成

了一种综合、平衡、协调而整全完备的人文主义ꎮ
这些人文主义思想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文化

基因ꎬ也是东方国家有效应对疫情的文化根源ꎮ
中西方文化差异造成的意识形态分歧、冲

突ꎬ也让西方利益受损ꎮ 西方的“中国通”们从

认识论、方法论上也在反思误解中国的根源ꎮ 瑞

士知名汉学家胜雅律教授指出ꎬ最重要的是要把

两种中国区别开来:一种中国是客观存在的ꎬ即
“实然的中国”ꎻ另一种中国是主观存在的、人们

期望中的中国ꎬ即“应然的中国”ꎮ 西方习惯用

“理论”预测中国ꎮ 要了解“实然的中国”ꎬ有两

种不同的对中国未来进行观察和分析的方法:第
一种方法可以叫作现象学方法ꎬ用这种方法的西

方观察家们进行现场调查和案例研究ꎬ去中国旅

行、采访中国人、参考统计资料等ꎻ第二种方法则

是认真和连续地阅读公开发表的中国官方文件ꎬ
这种方法可以称为规范性方法ꎮ〔１８〕 疫情暴发加

速了人类数字化转型ꎬ西方无法通过传统汉学家

的田野调查体验“文明中国” “现实中国”的魅

力ꎬ转而塑造了“网上中国”“政治中国”的偏执、
浅薄ꎬ造成了对中国的隔阂、误解越来越深ꎮ

近代以来ꎬ从“中国问题”到“中国话题”ꎬ从

“中国威胁”到“中国恐惧”ꎬ西方心目中的中国

印象不断变迁ꎮ 以前的“中国问题”是西方自身

观的一种折射ꎬ到“中国话题”就成为其世界观

的一种折射ꎮ 所谓的自身观就是西方尤其是美

国要皈依中国、欧洲要规范中国ꎬ他们形成了一

种自以为是的对华情结ꎬ以期盼的心态看中国ꎮ
所谓的“接触”政策就是演变ꎬ西方认为失败了ꎬ
中国工业革命成功ꎬ成为全球化的最大获益者ꎬ
打破了普世价值的神话ꎮ 于是他们开始借助“中
国问题”来说事ꎬ借全球化说世界的未来、西方的

未来ꎮ 西方政治日益极化ꎬ西方内部不断分化ꎬ
只有在“中国问题”上才能达到一定共识ꎬ因而

这促使其不断炒作“中国话题”ꎮ 所以ꎬ中国在

西方心目中的图景转化超越了西方对自己的看

法ꎬ也就是西方中心论的终结ꎬ日益上升到对未

来世界的担心ꎬ从“中国威胁”变成真正的“中国

恐惧”ꎬ这就是中国不断地超越了西方话语ꎬ形成

国际话语体系下的“中国悖论”ꎮ
因此ꎬ在西方主导的国际话语体系下ꎬ无法

理解中国ꎬ造成了西方的困惑和中国的憋屈ꎮ 讲

好中国故事是世界性的大学问ꎬ因为用五千年中

华文明也很难解释中国今天所发生的一切———
比如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天下体系的文明差序

格局和化成天下的理想ꎬ倡导世界多样性ꎻ而西

方的理论也解释不清楚ꎬ其他的更不用说了ꎮ 所

以说ꎬ讲清楚中国的故事不只是我们自己的事

情ꎬ还是整个人类世界共同的事情ꎮ 在传统的中

国和近代的西方科学体系里都很难把中国的成

功故事包括不成功的事情讲清楚ꎮ 如此说来ꎬ讲
清楚中国故事是人类知识体系的一个巨大的挑

战ꎬ简单用我们的东西或者他们的东西都很难概

括ꎬ还有赖于人类文明的创新ꎮ
以前的话语体系比较简单ꎬ就是西方成功

了ꎬ因为工业化———工业化是它成功的秘诀ꎬ大
家都可以来学它ꎬ所有的国家也只有学它才能成

功ꎬ这是他们的逻辑ꎮ 学西方就是学成功ꎬ因为

只有一条成功的道路ꎬ日本、亚洲四小龙都是在

效仿西方的过程中成功的ꎮ 由此ꎬ西方成功的背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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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所承载的价值和制度当然就是普世的ꎬ因为没

有其他的道路ꎮ “中国的发展给那些既要实现现

代化ꎬ同时想要维护自身独立性的国家ꎬ提供了全

新的选择”ꎮ 这让西方大为不快ꎬ只好靠炒作“中
国例外论”“中国威胁论”聊以慰藉或发泄愤懑ꎮ

解释中国的崛起和复兴ꎬ必须超越“中国悖

论”ꎬ才能消除西方人思想认识上的疙瘩ꎮ 世俗

伦理是超越宗教伦理的ꎬ不是不信神ꎬ而是不信

单一的神ꎬ尊重信神自由ꎬ也尊重不信神自由ꎬ这
样才能实事求是ꎮ 世俗伦理是大世俗ꎬ如果翻译

成英文的 ｓｅｃｕｌａｒ———宗教与政治分离ꎬ确实会造

成误解ꎮ 中国长期重视人间ꎬ在一个没有上帝的

国度ꎬ能够把人间治理得那么好ꎮ 所以沃尔夫、
伏尔泰等都把中国作为一个理想国来向西方推

荐ꎮ 只有把社会主义和传统文化相结合ꎬ成为一

种世俗的伦理ꎬ这种伟大的复兴才能够超越单一

神的狭隘偏执和二元对立思想ꎬ最大限度地包

容、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ꎬ而不是西方所排斥的

社会主义ꎮ 所以中国在重新定义社会主义、社会

主义中国化ꎬ而不是中国社会主义化ꎮ
比如说ꎬ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强调以人民为中

心的执政理念? 可从«道德经»第四十九章找到

文化基因:“圣人无常心ꎬ以百姓心为心ꎮ 善者ꎬ
吾善之ꎻ不善者ꎬ吾亦善之ꎬ德善ꎮ”西方在遇到不

善者时ꎬ想到的是我要把你皈依掉ꎬ同质性的才

能形成共同体ꎮ 中国人讲有教无类、天下无外ꎬ
远远超越了西方的同质化思维———必须把你变

成同我信仰一样的教ꎬ你才能够遵守规则ꎮ
所以要理解中国共产党ꎬ就必须理解中国传

统文化ꎬ不能把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放到一

起ꎬ相提并论ꎬ否则苏联为什么垮了ꎬ而中国没

垮? 这都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误读ꎮ 中国共产党

能够长期执政ꎬ是因为它结合中国传统文化ꎬ实
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时代化、大众化ꎮ 此

外ꎬ我们还要从“世界需要”而非“中国成功”维

度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文化相结合的世界意

义ꎮ 在这样一个全世界的不同的民族文化ꎬ特别

是带有根基的文化的大合唱之中ꎬ中华文明的自

然理性或者世俗理性、能够包容多神的包容主

义ꎬ或者是中国传统讲的贵和ꎬ应当发挥重要的

作用ꎮ 贵和是指各种差异的东西能够在一起协

调共存ꎬ这种智慧或许可以为整个未来的多文化

多神信仰的世界提供某一种福音ꎮ “中国的世俗

伦理或许可以叫人间主义———天上是神、仙的世

界ꎬ人间不否定神ꎬ可以有多神ꎬ但主要是人的世

界ꎻ而且可以天人合一ꎮ 人间烟火ꎬ常识理性ꎬ都
可以包容在人间主义里”ꎮ〔１９〕

有鉴于此ꎬ克服西方话语体系的 “中国悖

论”ꎬ就要讲好中国故事ꎬ尤其要讲好中国共产党

的故事ꎮ 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的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ꎮ 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与五千

年中华文明及各国传统文化的融通ꎮ 追求人类

共同价值观ꎬ实现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ꎬ其核

心理念是世俗伦理与社会主义精神的融合ꎬ要以

天地人一体的人本主义超越人—神观的人文主

义ꎬ开创人类“文艺复兴”ꎮ
想要超越西方话语体系的“中国悖论”ꎬ就

要纠偏西方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ꎬ这是新时代中

国公共外交的重大课题ꎬ有三大历史任务:第一

是要把无神论转化为世俗文化ꎬ实现中华文明与

宗教文明大和解ꎮ 这种不信神的无神论ꎬ不是不

信神ꎬ是尊重各种神ꎬ超越单一的神ꎮ 第二是把

革命学说转化为人类命运共同体ꎮ 强调无产阶

级和资产阶级现阶段ꎬ在事实上将会长期共存ꎬ
且需要共同面对一些挑战(如环境保护问题)ꎮ
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共存的政治实践ꎮ 华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公

司实践:员工 持股ꎮ 第三个是把马克思主义还

原为人类思想最高峰ꎮ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是 ２１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ꎬ正引领

人类思想创新ꎮ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ꎬ要将中国

共产党的故事放在全球化新阶段来讲ꎮ 正如中

国抗疫所显示的ꎬ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秘诀ꎬ就是

把大一统、举国体制和世俗文化很好地结合ꎬ实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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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三位一体:既充分利用资本、技术、神的力

量ꎬ又防止其无序扩张ꎻ既创造了工业化奇迹ꎬ又
在开创数字文明新奇迹ꎻ既反对霸权体系ꎬ又超

越霸权ꎬ开创了没有霸权的时代ꎮ 中国共产党强

调“文化自信”ꎬ实现了与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ꎬ
以及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ꎮ 群龙无首是«易
经»乾卦的最高境界ꎬ乾卦又是«易经»的根本核

心ꎮ 群龙无首的“群” 从个人修养而言是无为

(道家)、无相(佛家)ꎻ从社会形态而言即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最高境界———万物并育而不相害ꎬ道
并行而不相悖ꎬ万类霜天竞自由ꎬ相互关爱ꎬ没人

出来称霸(无首)ꎮ 邓小平同志讲过:“如果有朝

一日中国要称霸世界ꎬ世界人民就有责任揭露我

们ꎬ指责我们ꎬ并同中国人民一道来反对称霸的

中国ꎮ” 〔２０〕我们已进入区块链、万物互联的技术

时代ꎬ要去中心结构ꎬ去权威和霸权ꎮ 中国共产

党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ꎬ告别霸权时代ꎬ这是对

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ꎮ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１００

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积极学习借鉴人

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ꎬ欢迎一切有益的建议和

善意的批评ꎬ但我们绝不接受‘教师爷’般颐指

气使的说教!” “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同一切爱好

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ꎬ弘扬和平、发展、公平、
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ꎬ坚持合作、
不搞对抗ꎬ坚持开放、不搞封闭ꎬ坚持互利共赢、
不搞零和博弈ꎬ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ꎬ推动

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 〔２１〕 通过人类共

同价值观消除普世价值—中国特色的对立ꎬ为克

服西方话语体系的“中国悖论”提供了希望ꎮ 中

共中央政治局于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就加强我国

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第 ３０ 次集体学习时ꎬ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

叙事体系ꎬ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ꎬ用中国实

践升华中国理论ꎬ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

畴、新表述ꎬ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

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ꎮ 要注重

把握好基调ꎬ既开放自信也谦逊谦和ꎬ努力塑造

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ꎮ” 〔２２〕

五、破除“中国悖论”之道

从中西认知反差、“认知中国悖论”到“中国

悖论”ꎬ西方的中国观不断演化ꎬ直指宗教、文化

核心价值观ꎬ而不再停留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

分歧层面ꎮ 这是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深刻启示ꎮ
疫情再次揭示ꎬ西方对中国的最大误解集中

在文明型国家和共产党中国上ꎬ最担心中国崛起

会打破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和普世价值神话ꎮ
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ꎬ在工业文明向数字化文

明转型之际ꎬ中西竞争进入社会制度、治理模式

的同质性竞争层面ꎬ从全球化核心技术、标准、规
则乃至全球化体系本身延展开来ꎮ 为此ꎬ讲好中

国作为一种文明而非民族国家的故事ꎬ讲好中国

共产党的故事ꎬ是赢得中西叙事之争的前提ꎮ
西方常常以党国不分污蔑中国共产党为“红

色中国”“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当局”ꎬ而我们

国内许多人也未能区分国体与政体关系ꎮ 美国

的中国通白鲁恂说ꎬ“中国是一种文明ꎬ假装为一

个国家”ꎮ〔２３〕照此逻辑ꎬ中国共产党也是一种文

明ꎬ假装为一个政党ꎮ 超越古代政党概念和西方

政党政治理解中国共产党ꎬ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

的要诀ꎬ是讲好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现代文化的

关系ꎬ人类命运共同体通道统、学统、政统ꎬ为此

提供了希望ꎮ
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ꎬ不是就讲中国共产党

好故事ꎬ而是要讲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的最

大政党———中国共产党ꎬ治理中国之不易ꎬ为人

民服务ꎬ并且越来越为世界人民服务的可贵ꎬ讲
清楚中国好ꎬ世界会更好的逻辑ꎮ 不少国家对中

国成功既羡慕又嫉妒ꎮ 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要

让对方产生这些印象:你行我也行、我的成功折

射你的ꎬ军功章上有你的一半!
过去ꎬ我们强调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的革命建

设实践相结合ꎬ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ꎬ今天要更

多地强调与传统文化和全球化结合ꎬ中国共产党

是国内治理、全球治理的中流砥柱ꎬ这就是以人

—３７—

西方话语体系的“中国悖论”



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者、
践行者ꎬ已经超越了政党的概念ꎬ甚至超越了中

国ꎬ代表着人类新的文明形态ꎮ 在中国国内实施

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观ꎬ在国际上倡导“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以消除和平、发展、治理和信任的赤

字ꎬ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ꎬ是赢

得叙事之争的关键ꎬ也是解决人类问题最具代表

性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ꎮ
总之ꎬ改变西方的中国观ꎬ要重塑其西方观、

世界观ꎬ以人本主义超越人文主义ꎬ以人类共同

价值超越普世价值ꎬ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与包容性

话语体系ꎬ才能逐步克服西方话语体系的“中国

悖论”ꎬ这是统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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