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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奋斗目标，是
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历史担当、现实使命与世界眼光。它蕴含传统智慧、价值逻辑、世界影响，包括三重价值向度，

一是国家层面：家国情怀的时代表达，是辉煌文明和近代国情的传承与催生；二是个人层面：以人为本的核心要

求，主张人民是中国梦的实践者与中国梦成果的分享者；三是世界层面：天下大同的价值追求，旨在阐释中国与

世界和合共生、相连相通、休戚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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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总任务 中国梦蕴含国家、个人、世界

三重价值维度，彰显中国智慧底蕴，代表中国人

民共同愿景，主张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

念，进而构成国家发展进步的重要动力。新时代

条件下的中国梦既是家国情怀的时代表达，也是

中国共产党立足现实，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治

国方略，更是将国家梦、人民梦、个人梦与世界

梦集于一体的中国方案的集中展现。中国梦话语

体系中展示的中国智慧，为解释人类社会现代化

提供了一种新话语体系。其蕴含的实践价值逻

辑，构建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全新实践

范本，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一、国家层面：家国情怀的时代表达

中华传统文化是人类历史文明长河中的璀

璨之花，历经五千年的历史演变从未中断，具

有独特的精神内核，闪耀着中国智慧，而中国

梦蕴含的精神价值体系恰恰是根植于这种深厚

的传统文化之中。中国文人自古就有 “先天下

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不

同于西方社会的个人主义价值理念，以家庭伦

理为中心中华文化，其思维和生活方式，具有

与生俱来家国同构的社会传统，以及 “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把个人追求与社会

目标统一起来的儒家信念。中华传统文化中的

这种家国同构传统是当今中国梦的重要基色。

（一）中国梦是辉煌文明的历史传承

中国梦，富裕安定文明的 “国家梦”是中

华民族五千多年华夏优秀文明的历史传承。中

华民族拥有辉煌和繁华昌盛的过往。无论是秦

始皇时开始车同轨、书同文，还是盛唐时期中

２０２２Ｎｏ１
（ＴｏｔａｌＮｏ１６７）

北京城市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ＩＴ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２２年第１期
（总第１６７期）



华文明名扬四海，至今仍旧闪光发亮的古代中

国文明均给中华儿女留下了永远的骄傲。正是

因为这样的辉煌历史，中国人基因里都在渴望

国家富强，民族振兴。

习总书记简述中国梦为 “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何为复兴，两个关键词，小康和现代

化，即两个百年目标。到２０２１年中国共产党成
立１００周年之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２０５０
年新中国成立１００周年之际，把中国建成富强
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

里的 “现代化”具体指中国在经济、科技、军

事等各个领域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和平崛起，

积极参与人类各项事业。复兴，简言之，中国

既要重现过往的辉煌昌盛，又要彰显当代的蓬

勃力量，永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二）中国梦是近代国情的现实催生

只有深刻理解了交织着屈辱与抗争的近代

中国历史，才能真正懂得民族复兴、国家富强

的极端重要性，才能坚定人们实现中国梦的理

想与信念。国富民强的现代化之梦蕴含着深刻

的民族精神。“中国的现代化的发端与近代以来

中华民族的历史遭遇紧密相连，近代以来的屈

辱历史与古代中华文明的灿烂辉煌形成强烈反

差，进而激发中国人民对国家富强、民族振兴

和人民幸福的渴望，由此构成中国梦作为凝聚

中国力量的精神支柱的经验基础。”

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开启了长达一
个世纪的屈辱历史。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

的一百多年里，中国在战乱中饱受侵略、剥削、

压迫和屈辱。这是一段中华儿女无法忘怀的集

体历史记忆，这样的历史记忆催生了国富民强

的中国梦。纪录片 《复兴之路》开始语： “为

了一个民族的梦想，我们从 １８４０年的海面出
发；为了一个不变的追求，我们在岁月深处写

下光荣。”这是最好的概括。近代以来，国家的

羸弱导致了外敌的不断入侵，鸦片战争的失败，

八国联军的侵略，日本铁蹄的践踏，面对着国

家四分五裂以及任人宰割的局面，一代又一代

的中国仁人志士进行百折不挠的抗争，中国人

民迫切期待寻求改变，谋求繁荣的经济和稳定

的政治。但历经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

戌变法、辛亥革命等种种社会变革，中国并没

有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遇，求得民族独立、

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 （始终是

那个时代中国人无法实现的梦想。因为落后就

要挨打的经历刻骨铭心，所以渴望经济政治军

事的强大；因为曾经饱受动乱之苦，因而无比

期待稳定富裕的生活；因为东亚病夫的嘲笑，

我们渴望科技领先，艺术辉煌。可以说，整个

近现代史都贯穿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

主题。而２１世纪至今，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
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正逐步实现国富民强，中国梦这一历史时代主

题更加凸显，因为历史上我们从未如此接近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习近平总书记在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
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

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三）中国梦是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有机统一

历史、文化的传承以及近代以来中华儿女

的抗争史、奋斗史，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建设、

改革使得中国梦呈现出强烈的民族情怀和集体

理想目标。提到中国梦，经常被拿来与美国梦

做比较，曾有人说，我们对中国梦的阐释是国

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而美国梦的表

述是一套房子，两辆车子，几个孩子，一条狗。

说这样话的人本意是嘲笑中国梦的务虚和不现

实，可是仔细思考，这恰恰是美国梦和中国梦

的最大区别所在。美国梦的所有表述其实都在

个人层面，“西方的精神生活依然停留于一种高

品位物质生活层面的追求上。”而中国梦的构建

是一个集体梦、民族梦、国家梦。中国传统的

价值观是一个从小家到大家，从个人到集体，

再从家到国的完整体系。中国人潜意识中关注

国家的命运，认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与个人

和家庭的幸福都是密不可分，没有国，哪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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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民族，哪来个人；国家、民族和个人的命

运向来都是紧密相连，三者利益相关，休戚与

共，是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国家富强是民族振

兴的前提，国家富强与民族振兴是人民幸福的

基础和保障，而微观层面的个人是中国梦的具

体的践行者和创造者。因此，在中国梦的联结

下，国家的追求、民族的向往、人民的期盼融

为一体，国家只有把个人的理想追求与国家和

民族的发展相统一起来，才能为中国梦的实现

提供动力和支持，才能形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最大共识，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磅礴力量。

二、个人层面：以人为本的核心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

者，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党的群众路

线一直是我们工作的生命线，在践行中国梦的

道路上也不例外。作为历史创造者和社会实践

者的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源泉，同

时也是实现幸福中国梦的动力保障。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期盼离不开社会的发展，人民实现中

国梦有其内生动力。唯有尊重人民群众的期盼，

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和智慧，才能

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最终实现幸

福中国梦。因此中国梦的实现必须将以人为本

作为基本方针和立足点。

（一）“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人民

是梦想实践者

　　习总书记指出：“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
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

民造福。”马克思主义认为，“现实的人”是一

切社会历史发展的逻辑起点。在实现中国梦的

具体实践中，必然落脚于具体的社会生活，教

育、工作、收入、社会保障、生活环境等等。

中国梦的实践属性和价值追寻决定了承载中国

梦的主体是人民群众。

人们在追求中国梦的过程中，也将受到各

种客观条件的制约，只有在解决困难中才能不

断抵达心中的梦想，人们一旦相信成功可以通

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整个社会便会焕发强大

的活动和创造力。在中国梦提出之后，全国各

地，各行各业都提出了 “地方梦，行业梦”，这

样 “个人层面的中国梦”，这些都是人民是梦想

实践主体理念的细化落实。所以说， “现实的

人”不仅是中国梦实践的客观对象，更是承载

中国梦实现的主体力量。作为社会实践的主体，

人民群众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创造了社会的物质

财富和精神财富，进而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实现中国梦，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依靠

人民，发动人民，在实践中发挥人民的力量和

智慧。中国梦以现实人社会人为主体，以对人

的现实关切为视角，回归人本，关注人民生活

点滴、人民权利实现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

人的现代化为核心价值实现国家和社会的现代

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把增进人民福

祉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国家建设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

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作为国家建设的主

体力量，创造了丰厚的物质、精神和制度财富，

为中国梦的实现奠定物质、价值和规则基础。

时至今日，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节点，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制度保障、政治

保证都已经相当充足，这些是全体人民奋斗的

结果。在新时代背景下，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

化，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层次和内容均已改

变，现代化也涉及多方位、多层次、多领域的

变革，但人民是梦想的实践者这一核心没有

变化。

（二）“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人民

是成果共享者

　　人民幸福是中国梦的重要内涵。为人民谋
幸福不仅是实现中国梦的价值追求，更是中国

梦的最基本目标。中国梦的实现，不是成就哪

一个人、哪一部分人，而是造福中华民族和全

体中国人民。

中国梦是以人民福祉为价值追求，以人民

自身为实践主体，最大限度地凝心聚力，让社

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每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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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共享人生出彩和梦想成真的机会。正如

习近平所言：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

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

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

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人民群众是成果共享

的主体，这是 “个人层面中国梦”实现的必然

要求。

中国梦将人本身视为一切行动的出发点，

以人的价值为本，关注人的生活质量；以人的

权益为旨，激发人的发展潜能；以人的自由为

意，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以人的理性为基，提

高人的幸福指数。充分肯定人对幸福的追寻，

尊重人作为精神性存在的价值，关心人的精神

生活，塑造人的理想信念，朝向人的终极关怀。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明确 “以人民为中心”

发展理念，明晰 “发展为了谁，依靠谁，成果

属于谁”这个命题。我国现代化发展的目标和

方向，不是为了经济增长而发展，经济增长的

最终目标是为了切实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

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中国梦的实现依靠人民奋斗，是劳动人民

智慧的结晶，是全体人民共同参与建设所取得

的幸福成果，归根结底要由全体人民共享。“个

人层面的中国梦”一方面明确人民通过共享发

展成果获得了物质幸福，同时也强调人民通过

参与中国梦的生动实践获得精神层面的成就感。

人民不仅是被动的获得，而是主动地参与。这

种通过辛勤劳动获得的幸福感与中华民族刚健

有为、自强不息的内核文化精神不谋而合，“个

人层面的中国梦”由１３亿人民的小梦汇成，个
人层面的中国梦的顺利实现，必然使中国社会

更加稳定繁荣。

三、世界层面：天下大同的价值追求

中国不仅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梦想放

在中国历史的发展长河中推进，更是把其放在

世界共同发展的国际格局下来推进。其蕴含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助于推进人类文明共

同进步、增进人类社会共同利益、实现世界各

国共同发展。中国梦兼具 “中国灵魂”和 “世

界眼光”，不仅扎根于中华民族的土壤之中，还

坚持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国梦倡导凝聚改

革开放正能量，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创造

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体现了中国梦和世界梦、

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共同发展的有机统一，体

现了合力与张力、求同与存异、世情与国情的

有机统一。

（一）中国梦是和合共生之梦

“中国梦”是维护人类文明多样性，让不同

文明、不同价值观相互交融和包容的梦想，是

中国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梦想。习近平总书

记在引领中国不断前行的过程中，也为世界和

平发展、合作共赢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

案。从２０１３年３月首次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
向世界提出 “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到今日

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提出 “一带一

路”倡议，到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从亚投行的成立，到 Ｇ２０峰会上 “中国方

案”的提出；“中国梦”一直都是中国走和平、

发展、合作之路的生动诠释。

２０１８年４月８日，习近平在欢迎联合国秘
书长古特雷斯访华并出席博鳌亚洲论坛讲话时

指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

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当前，中国人民

正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在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和

平共处，发展共赢的道路上，中国坚定不移奉

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中国梦同世界各国人

民的美好梦想息息相通，中国人民愿意同各国

人民在实现各自梦想的过程中相互支持、相互

帮助，中国愿意同各国尤其是周边邻国共同发

展、共同繁荣。”

（二）中国梦与世界梦相连相通

中国梦与世界各国发展密不可分。 “中国

梦”的追求和实践，不但延续中华文明，而且

它自身的社会主义属性也必将推进国际关系民

主化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推动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构建。对于世界而言，中国在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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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梦想的同时，也在鼓励、帮助、引领其他

国家实现自己的梦想，这些梦想集合成世界梦

想，实现着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天下大同”的和谐世界。科威特大学政治学教

授穆罕默德·塞利姆称，“中国梦”理念对于阿

拉伯世界具有深远的启发意义，促使阿拉伯梦

以不同的实现方式产生，其核心要义是自由、

公正以及尊严。比利时布鲁塞尔当代中国研究

所所长古斯塔夫·格拉茨指出，“中国梦”是建

立各国平等互信的世界秩序，实现共同安全，

保持文化多元，推动实现共同繁荣的双赢合作。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谭中指出，“中国梦”要和

世界人民同享，要把中国与地球上所有国家团

结成大同世界，这样的中国梦，最终会成为世

界梦。

“中国梦”与世界其他国家关于政治、经

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美好梦想的最大

公约数就是世界梦的核心内容。他们共同的政

治诉求在于公正、民主、法治，为实现梦想提

供制度保障；共同的经济诉求在于谋求经济发

展，为实现梦想提供经济基础；共同的文化诉

求在于实现多元文化的交流，为实现梦想提供

文化滋养；共同的社会诉求在于创新社会治理，

为实现梦想提供良好环境；共同的生态诉求在

于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为实现

梦想提供生态安全。

（三）中国梦造福世界人民

实现中国梦，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

福各国人民。２０１９年，美国航天局 （ＮＡＳＡ）
发布消息，“他们通过卫星观测到，中国变得越

来越绿色，其中中国一个国家的植被增加量，

更是占到过去１７年里全球植被总增加量的至少
百分２５％”。地球变绿色离不开美丽中国的实
践。今天的 “中国梦”强调可持续发展， “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中国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兼顾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五

位一体建设，中国对于生态文明的重视利于全

球的发展，展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同时，在

世界经济日益紧密的时代，“中国梦”的实现无

论在对外贸易、技术转移还是服务提供方面，

给世界带来的切实利益都是有目共睹的。首先，

商品方面。随着中国的自主科技研发，“中国制

造”不同于往日，已然成为一种新的质量保证

代名词，一系列的中国品牌正在崛起，中国将

为世界提供越来越多的选择，世界将从中国获

得更多质量好价格低的商品，华为手机这一类

电子产品在非洲大受欢迎便是生动的例子。其

次，技术方面。随着 “一带一路”的推进，我

们协助周边国家建设高铁、国家体育场、道路

桥梁等，不仅在经济上给予扶持，同时在技术

上给予支持，协助他们开发资源。中国在尽自

己所能，为世界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再者，

市场。随着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购

买力越来越强，当前任何一个跨国企业都已经

无法忽视的庞大的中国的消费市场。在我国的

阿里平台，每年的西方单身节都在突破消费购

买记录。除此之外，中国人民出国消费的购买

力更是惊人。中国人民的消费升级将带动整个

经济的发展。

结语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全体

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奋

斗目标。其构建的是一种人本化的国富民强现

代化发展图景，背后的价值目标是人民幸福，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理念。人民是中国梦的

实践者和参与者，亦是分享中国梦成果的共享

者和受益者。而中国在实现中国梦的同时，基

于全球视角构建了中国与世界休戚与共，共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理念，也为其他国家带

来了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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