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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新贡献》一书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是系统研究十九大国际影响的学术力作。由 10 位国内外著名学者联合推荐。人

民出版社在推荐该书时强调:“中国精神点亮世界，中国价值召唤世界，中国智慧润泽世界，中国力量激荡世界，中国方案惠及世界，中国

话语影响世界，中国道路引领世界。这些中国新贡献给国际社会带来更加强大的正能量。伟大复兴的蓝图，让海外人士更加看好中国未

来。他们相信，中国新贡献必将载入人类文明新史册。( 见该书封面———编者注) 。《中国新贡献》一书作者项久雨是武汉大学二级教授、

博士生导师。近年来，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100 多篇，其中被《新华文摘》《中国社

会科学文摘》等转载 30 多篇。( 编者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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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

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党的十九大的国际影响，对于理解新时代中国所

处的世界方位、历史方位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把握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智慧、中国力量、中国方

案、中国话语、中国道路等之于世界的影响有着重要意义，由此方能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置于全球

背景之下进行通盘考量，为推进人类文明不断进步贡献力量。武汉大学教授、西南政法大学讲席教

授项久雨最近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专著《中国新贡献》①正是这样一部系统反映十九大国际影响、助
力中国价值观念国际传播的开拓之作，通读全书，我认为该书主要在五个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

一、基于历史逻辑，立体展现中国新贡献的发展之维

作者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出发，以新中国成立 70 年以来、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的

历史发展脉络为主轴，特别是突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新理

念新思想新战略的世界影响。从宏观历史背景下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演进逻辑，从更广的时

空方位中洞察十九大所处的历史结点，从历次党代会国际影响的比较中突出党的十九大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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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充分地意识到，中国道路、中国方案、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等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经

过充分的历史沉淀与发展中生成的。例如，该书中提到的古韵丝路焕发新时代活力，便是将缘起于

古代中国的丝绸之路与当今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结合在一起，从时空维度的比较当中来对

“一带一路”倡议进行定位，指出这是一条历久弥新、互利共赢、超越零和博弈的和平之路、发展之

路、未来之路。这样的一种历史视野与历史逻辑贯穿于全书当中，使得全书有着厚重的历史现场

感，能够从更为广阔的时空角度来审视新时代中国的发展，来见证党的十九大之于中国历史的意

义。值得一提的是，该书以详实的数据、丰富的历史素材、生动的发展故事为立足点，使之具有一定

程度的国际比较意义。我们知道，长期以来，中国在国际舆论当中出现了无法发声或者是发声弱的

境况，这从根本上看便是话语权缺失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作者清醒地意识到，话语权的缺位容易

将中国发展的解释权拱手送人，无疑是将中国的新贡献变成了他者话语当中的所谓“威权主义”之

下所取得的成就，这种看法是不公允的、脱离实际的、没有充分说理的。因而，该书能够主动以历史

的宏观视野来进行话语体系的建构尝试，力图为中国价值观念国际传播与中国话语体系国际传播

提供更多的鲜活资源，不失为一次有益的探索。

二、基于理论逻辑，全面梳理中国新贡献的理论脉络

马克思认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从

这个意义上看，中国理论之所以能够在当代中国治国理政的实践当中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之所以

能够作为指导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正是由于中国理论高度满足中国发展的需要。基于此，作

者认为，党的十九大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一思想理论是

党的十九大最为重要的原创性理论贡献，在国际舞台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是今后中国价值

观念、中国理论国际传播的重要环节。该书基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萌发与形成

的逻辑，找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之间的内在契合，从理论的继承与发展相统一的逻辑中来进行

国际影响与世界意义的探讨。从根本上看，新时代中国的发展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的，这一思想理论集科学性、实践性、人民性、价值性、真理性于一体，是当代中国马克

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成果。而如何将这一成果的实质内涵、特性等进行充分的阐释，

使得海外受众更易理解、更能接受也是该书讨论的焦点之一。有鉴于此，作者把握了宏观与微观相

统一、理论内核与价值对接相统一的逻辑，深入挖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

旨、价值实质等内容，从不同维度、不同层次展开其国际影响的叙事，具有更强烈的问题意识导向与

现实指向，有着充分的理论说理。我们知道，只有彻底的理论才能说服人，只有彻底的叙事才能引

导人，只有彻底的故事才能吸引人，这是全书在中国理论阐释中的重点所在。更为重要的是，该书

基于国际比较的立场，对于中国理论、中国智慧的国际比较进行了充分的分析，从经济、政治、文化

等多角度进行比较，充分展现了中国理论的独特性以及深刻性，在国际比较上对内增强理论自信，

对外增强海外受众对于中国理论的认知程度与认同程度，使得中国理论在国际国内两个舞台上充

分焕发出应有的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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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于价值逻辑，全景折射中国新贡献的价值之维

中国价值与人类共同体价值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这是全书力图进行阐释的核心要点。

作者在澄清“普世价值”没有普世意义的基础之上，立足于中国价值核心实质，着力对中国价值的世

界意义进行阐述。该书从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与人类终极理想三个维度的分析当中，使得中国

价值的定位愈发清晰、中国价值感召力的理路愈发显著，中国价值构成了与“普世价值”截然不同的

价值景观，在世界价值场域中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一直以来，西方的“普世价值”都被视作全人

类的价值圭臬来奉行，但事实上不论从西方“普世价值”的历史生成逻辑还是演进逻辑来看，不论是

从价值的实质内核、阶级属性还是其适用范围来看，“普世价值”都不具有普世意义。这是由于其背

后的阶级实质、价值属性未来决定了其无法支撑起全人类核心价值的重量，而且，其虚伪性和欺骗

性已经昭然若揭。实质上只能如亨廷顿所言，“普世价值”只是西方在价值观层面上对付非西方社

会的意识形态。作者从中国价值的传统逻辑、现代逻辑、未来逻辑等方面，多维度展现了中国价值

的立场与诉求，指明了中国价值的中国意义与世界意义，表明了中国价值内嵌的和平逻辑与发展逻

辑。这便是说明，中国价值以和平、发展为夙愿，不以扩张、干涉他国为诉求，是对西方所谓“普世价

值”的本质超越，反映了人类共同价值的核心主旨。

四、基于实践逻辑，系统揭示中国新贡献的实践源泉

实践是理论的源泉，党的十九大所提出的一系列理论主张都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之

上凝练形成的，中国新贡献不是随意提炼的，同样也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并且能够为实践所

检验是正确的、科学的。我们知道，不论是中国理论的产生还是中国价值的提炼，都是从中国实践

的广阔土壤当中生成的，不存在某种超越于现实实践之上的理论或价值。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的学

术界扎根于中国实践，取得了很多富有洞见的学术成果，但同时也需要进一步揭示实践、解释实践。

作者认为，实践的立场是中国理论一贯以来的立场，实践的观点与方法的运用是中国新贡献产生的

重要渠道。作者充分意识到唯有把握中国实践，方能做到贴合国情、符合党情、聚合民情，从而能够

在最大限度上将中国新贡献阐释好、运用好、发挥好、传播好，才能真正提升中国的综合国力以及国

际竞争力，才能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治国理政的时代叙事表述好，才能够符合十三亿中

国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民族复兴的梦想。在国际与中国的双重比较中才能更加清楚地认识

到，唯有用中国自己的理论来诠释自身发展的优势、实践的特色，才能得到科学、正确、合理的结论。

与之相反，倘若随意牵强附会式地套用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便无法真正读懂中国、理解中国、发展

中国，这是作者在该书中一以贯之与反复强调的。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作者以敏锐的眼光将中国发

展与世界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将中国实践与他国实践进行了动态的审视，以一种命运共同体的逻

辑与思维来理解中国实践，超越了地域与空间的局限与束缚，超越了文明之间的分歧与隔阂，从而

更好地发掘中国实践的世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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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基于未来逻辑，多维展望中国新贡献的未来蓝图

该书运用丰富的材料证明了新时代的中国必将为人类文明创造出更多的贡献，中国道路的意

义不仅仅局限于中国，其产生源源不断的溢出效应是该书所竭力进行论证的。所谓溢出效应，指的

是中国新贡献不仅仅作用于中国自身，还会给世界各国及人民带来许许多多的福祉，这是中国新贡

献所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地方。作者认为，中国不谋求霸权、不进行权力的游戏，而是以一种更加开

放、更加包容、更加坦诚的态度来开展国际合作，谋求共同发展。作者指出，处在新时代发展方位的

中国，致力于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贡献力量，为全人类的共同发展贡献中国

智慧和中国方案。作者认为，世界上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模式，中国不输出模式也不引入模

式，中国不搞零和博弈而是奉行互利共赢，中国不主张文明冲突而倡导文明之间的交往互鉴，这样

一种人类交往的新范式是中国为世界发展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

春满园，中国从来不追求一枝独秀或一花独放，而是基于一种历史使命感、时代责任感来肩负起民

族复兴的使命与世界和平发展的重任。在该书中，作者以更长的时间维度、更为深远的未来逻辑进

行了科学合理的未来构想，作者坚信 21 世纪人类文明的美好理想必将在中国与友好国家的共同推

动下转化为现实，届时，世界将呈现出一幅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景

象。诚然，这样一幅美好的世界图景并不是空想，而是基于中国实践与世界实践相统一、中国发展

与世界发展相统一、中国未来与世界未来相一致的逻辑进行的科学预判。

总而言之，该书是系统研究十九大国际影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国际影响的

开拓之作，是具有原创性、系统性、全面性的理论著作，为我们更加深入地认识与把握中国发展、中
国实践提供了全新的视野。尽管该书仍然存在不足之处，但瑕不掩瑜，该书的出版将为中国价值观

念国际传播的相关研究注入新的活力。JS

本文责任编辑: 林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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