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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与重塑：论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

建构的守正创新
梁永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 西城 100009）

【摘 要】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是百年大党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题中之义。从话语生成逻辑看，

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以理论的真理性和前瞻性筑牢思想基础，以文化的传承性和创新性烙刻文化基因，以

价值的道义性和通约性夯实价值根基，以策略的主动性和灵活性谋划实践叙事。从话语遵循原则看，人类命运

共同体话语体系坚持党的领导与人民主体相统一，坚持批判解构与多维建构相结合，坚持世界视野与民族特色

相融通，坚持政治话语、学术话语、生活话语相衔接。从话语实践旨趣看，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的建构，

要打造共通概念和“三大倡议”，提升话语内核感召；加强舆论斗争和议题设置，抢占话语传播主动；聚焦受众

本位和效果评估，扩大话语认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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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社会层出

不穷的挑战和日益增多的风险，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

赢共享。”［1］539党的二十大报告在系统梳理十八大

以来党和国家事业伟大成就时强调,“我们全面推

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2］12-13；在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中，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作为其中一条。人

类命运共同体是对西方传统民族国家概念、中心

主义文明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超越，是

东方负责任大国应对全球性危机、把握全球化机

遇、携手世界人民走向光明未来的集成创新，构

成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重要文明之维。立足于新时代新征程的世界大

局、国内发展和文化语境，加快建构对于人类命

运共同体具有指导力、解释力、传播力的话语体

系，讲好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包容共存的和平发

展故事，是中国共产党亟须回答的重大时代课题。

“话语体系是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外在表达

形式［3］，它以工具性构架承载特定思想价值观念，

以实体性表征标示思维能力。人类命运共同体话

语体系是由若干蕴含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所构

成的中国特色话语模式，是旨在增进中国国际话

语认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完整话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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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为了不断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在世

界上的影响力、感召力、引导力，要通过廓清话

语出场的生成逻辑凸显“中国智慧”的深厚底蕴，

提炼话语建构的遵循原则推进“中国经验”的世

界共享，探寻话语实践的旨趣所在指明“中国方

案”的未来发展。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的

话语生成逻辑

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国际舆论舞台西方主导

的话语解释框架，与热衷资本逐利、强调赢者通

吃、善于转嫁危机、制造纷争吞并的西方文明形

成鲜明对照。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以理论的

真理性和前瞻性筑牢思想基础，以文化的传承性

和创新性烙刻文化基因，以价值的道义性和通约

性夯实价值根基，以策略的主动性和灵活性谋划

实践叙事，从而在说得出、传得开、传得响、信

得广的话语演绎中，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

系的实践影响力、话语说服力、舆论引导力。

（一） 以理论的真理性和前瞻性筑牢人类命运

共同体话语体系的思想基础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人与人之间以血缘或自

然法为基础的传统联合方式瓦解，赤裸裸的利益

关系成为“虚幻的共同体”中“人的联合”尺度，

独立个体深陷于抽象的物的泥潭中难以自拔，资

本主义共同体呈现出一种异化的、形式上的联合。

受限于自身固有矛盾的不断积累，贫富分化、经

济危机、社会动乱等频繁出现，资本主义共同体

理论的内在张力始终无法探寻到解决这些关系人

类社会发展根本性问题的有效方案。马克思恩格

斯在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文化等现实批判、

揭露其共同体个体利己性本质的虚幻性面纱基础

上，深刻总结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科学揭示了

未来自由人联合体代替资本主义共同体的必然趋

势以及实现个体与共同体和谐统一的历史前进方

向。“真正的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重

要构成，在历史转向世界历史的进程中，生产方

式的不断变革推动着人们普遍交往的建立与拓展，

“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

人所代替。”［4］166人类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消弭了空

间革命的交往矛盾，开启了携手共建世界文明的

新征程，“代替那存在着的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

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

件。”［4］388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要想获得自由，

就必须以发展生产力和消灭私有制为前提条件，

“真正的共同体”是建立在物质生产极大丰富、精

神境界极大提高之上，实现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

相统一，承载着自由、平等的“自由人联合体”，

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彻底解放是其终极价值

目标。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消除“抽象共同体”

与“虚幻共同体”的异化、争取世界范围内人类

和谐相处的生存新境界、实现全人类自由和解放

的美好愿景，为创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坚实

的理论前提，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的

理论动力。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是在坚持马

克思主义“真正的共同体”思想基础上对以资本

逻辑主导的共同体的深刻反思，遵循社会主义话

语建构的基本原则与叙事逻辑，以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下人

类发展面临的挑战与难题，昭彰人类命运共同体

是融通中外的普遍性、对话性、人本性的新共同

体形态，始终注重用马克思主义熠熠生辉的真理

性和前瞻性的理论光芒指引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实践方向，推动着系统要素的守正创新。

（二） 以文化的传承性和创新性烙刻人类命运

共同体话语体系的文化基因

任何共同体形态的“出场”都是立足民族文

化传统，在悠久漫长的历史长河和兼收并蓄的文

明交融中不断实践创新的发展过程，民族优秀传

统文化的精神伟力具有涵养共同体根基和破解话

语建构瓶颈的内在意义。共同体的推陈出新离不

开历史主体对时代条件、文化资源的整体把握和

创造转化，否定了传统就等于丢掉了民族的根和

魂。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酝酿的哲学思维、精神

谱系等辉煌成就，为创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

文化滋养和精神熏陶，成为我国屹立于世界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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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林的“文明密码”。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扎

根东方文明大国的实践园地，融入民族文化的脉

络基因、烙刻中国话语的文化印记，彰显着鲜明

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由于“话语的背后是思

想、是‘道’”［5］213，一旦话语脱离了民族文化元

素的架构，就会在激烈交锋的国际舆论舞台丧失

主心骨，游离在“失语”“失音”的“挨骂”边

缘。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演进历程谱写了举世瞩

目、悦耳动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赞歌，其中既

蕴含着中国精神、中国智慧、中国力量的乐音，

又积淀着独特而宝贵的话语资源，早已转化为中

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和深层次的价值追求，“指

向了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历史共在性、精神共通

性、价值共意性”［6］，升华为民族情感、民族规范

和民族品格，厚实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的

文化根基和话语效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

“和合主义”“大同世界”“天下情怀”“以民为本”

等思想，在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不断实现

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以深厚的文化底蕴标

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平等性、共建性、互利性、

互鉴性、可持续性，助推中华优秀传统智慧结晶

在因时而进中不断焕发新活力、创造新愿景。正

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

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

脚跟的根基”［7］46，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要

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充分挖掘、内化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内涵与话语言说，以横贯古

今的哲理、通俗易懂的语言、喜闻乐见的表述加

快话语体系的继承与建构，推动印刻民族元素的

文化谱系、彰显中国特色的道德追求和思想精髓

实现革故鼎新。“家国天下”“世界大同”的天下

胸怀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担当，“和而不同”

“以和为贵”的处世哲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

品格，“同舟共济”“休戚与共”的生存智慧与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团结伟力，“载舟覆舟”“与民同

忧”的民本情怀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民旨趣，

将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的建构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传承创新有机结合，从而在民族特色与

世界语境的辩证统一中，为建构具有鲜明中国特

色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三） 以价值的道义性和通约性夯实人类命运

共同体话语体系的价值根基

“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

孤立、静止、片面的共同体主张。资本主义共同

体的发展历程，伴随着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逐利

和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际输出。“资本是资产

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8］31-32，为不断

满足资本无限扩张的发展趋势，资本主义国家披

着推动落后地区人类文明进步的虚伪外衣，以野

蛮扩张、殖民侵略等实际暴力方式随心所欲地冲

击、瓦解着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民族传统，将

“普世价值”“西方中心主义”在国际舆论舞台流

传开来，特别是从话语制高点的发达国家流向舆

论边缘的国家和地区，“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

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

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9］36这样，“拜物

教”所建构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狭

隘虚假的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就获得了更广阔的

传播场域和更庞大的受众群体。优美动听的话语

始终无法掩盖资本主义血腥罪恶的本质，正因如

此，社会主义共同体不仅展现了中华民族休戚与

共的和谐理念和“天下”情怀,更是将马克思“真

正的共同体”思想确立为坚实的理论底蕴,推进了

人类社会共同发展的历史进程［10］。人类命运共同

体在深刻把握全人类共同价值观之上，以“分享、

合作、共赢、包容”为价值内核，展现了一种异

于资本主义共同体的人类社会区域合作和国际交

往的崭新价值样态。“话语对事物展开释义的演

绎、推理和叙说，无不承载了价值赋义的能指和

符号互动的意指。”［11］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紧

握人类解放和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聚焦共同体

本质的致思理路，不断打造学理性与共情性兼备

的原创理论，提炼深邃性与共通性结合的精神标

识，排列整体性与共时性统一的创新实践，深刻

揭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对话性和协商性、

共建观和共享观、合作观和共赢观、交流观和互

鉴观、绿色观和低碳观有机统一的话语意涵，再

次明晰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资本逻辑主导下人的

26



异化状态，遵循“为人民谋幸福、为人类谋进步”

的人本逻辑，坚持为人民对美好未来的追求创造

机遇、分享成果，从而凝聚起全世界人民面对前

进道路上各种挑战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共识伟

力，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世界人民普遍认

同的价值理念之间的通约性。

（四） 以策略的主动性和灵活性谋划人类命运

共同体话语体系的实践叙事

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战略与策略是辩证统

一的，“要把战略的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有机结

合起来，灵活机动、随机应变、临机决断”［12］，

以策略的精准执行来落实相应的战略。人类命运

共同体话语体系借助主体的内容加工、信息传播，

不仅能够将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变化宣介

给受众群体，而且注重在策略问题上因势而动、

顺势而为，通过具有主动性和灵活性的策略将人

类命运共同体贯穿始终的内在机理、发展脉络、

核心要义的话语主线一一言说。一是以历史主动

厚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感召力。国际传播生

态中话语的主动与被动代表着一种舆论攻势和守

势，主动出击不仅致力于传播新闻信息，而且

“‘为心灵和头脑而战’，它争夺的是‘心灵的霸

权’，因而是‘观念之战’”［13］20。以攻为守，在

机遇面前主动出击，在挑战面前迎难而上，阐述

清楚人类命运共同体何以构建、如何构建、构建

什么、构建价值的逻辑架构，全面展现人类命运

共同体话语体系破解“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

的世界之问的实践话语智慧。二是以“全球中国”

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叙事引导力。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是紧密联系、相辅相

成、辩证统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聚焦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策、方针、战略、实践，摆

脱“西式双标”的叙事藩篱，创设了一种接受范

围更广、共同价值基础更为牢固的“全球中国”

叙事逻辑，即世界文明“东升西降”背景下，强

调“全球中国”寻找在当下国际地缘政治秩序和

经济社会权力格局变化的局面中，中国叙事体系

转型升级的新方法论。这有效呼应了人类命运共

同体话语体系的建构主旨，即注重开启平等对话

的出发点、语境展开的契合点、议题升华的巧妙

点，实现中国话语特色与世界表述的有机统一，

给受众无限想象且意犹未尽的期待感。三是以情

感共鸣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说服力。从叙

事学的角度看，单一的理论灌输和说服无法产生

明显效果时，感性层面的情感共鸣往往能收获意

想不到的效果。由于不同区域、不同文化受众的

“生活空间”“经验范围”“精神世界”千差万别，

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在深刻把握人类情感发

展一般规律基础上，通过外在话语形式的平等、

内在受众心灵距离的拉近，实现“我要讲”与

“想要听”有机结合，联结起一条“你奔向我、我

拥抱你”的情感共同体纽带，推进中国话语“飞

入寻常百姓家”。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的

话语遵循原则

国际社会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统一话

语体系，各国应在把握世界格局变化、本国发展

现状基础上，遵循话语演变规律、舆论交锋特点，

突破“西方话语主导世界”的舆论迷思，以自信

自强、踔厉奋发的积极姿态推动国际舆论生态净

化调整、变革升级。作为中国话语的历时性表达，

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的建构需要遵循一定的

原则，从话语立场、话语范式、话语根基、话语

图谱出发，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愿景变成现实、

从区域走向国际、呈现出全面开花的实践效能，

成为引领世界人民前进方向的鲜明话语旗帜。

（一） 坚持党的领导与人民主体相统一

中国共产党救国、兴国、富国、强国的奋斗

历程表明，“真正的共同体”的中国化时代化是百

年大党由弱小走向壮大，由苦难走向辉煌，于新

征程不断创造举世瞩目新的伟大胜利的独特优势

和重要保障。作为中国共产党对强国复兴、人类

交往、文明相处的主流叙事，人类命运共同体充

分吸收文明百花园和历史大庄园的肥沃养分，在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的伟大实践园地中

“破土而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对每一

27



件事情的看法和主张，应该说就是人民愿望、要

求的充分体现，就是人民的看法和主张。”［14］63中

国共产党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充

分激发历史创造者蕴藏着的智慧和力量，着眼于

“人类以何种方式可以最好地共同生活”［15］12的发

展需求，创新性地提出“中国方案”的新贡献人

类命运共同体，以增进全人类福祉和推动人的全

面发展为立足点，超越资本追求价值增殖的核心

逻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共同善”

美好生活样态的实践目标。中国共产党是推进话

语体系建构言之有据、言之有理、言之有效的主

体力量。为了实现话语体系的范式转换和自主建

构，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中坚决抵制西方意识

形态的渗透、谨防资产阶级错误社会思潮的侵袭、

驳斥“中立化”“去政治化”等论调，不断增强理

论自觉性、实践自主性，切实发挥中国共产党在

话语建构中的领导核心，以刚性的制度支撑意识

形态领域交锋，筑牢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坚固堡垒，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

自信，确保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建构的纵深

发展不偏航。借助人民群众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

建构话语体系，既需要总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经

验、力量等语料，以丰富详实的素材打造通中西、

易理解的概念，创造国际社会易于接受的话语叙

事，让世界人民深刻理解创造、建设、享有“三

者合一”的主体地位；也需要拓展人类命运共同

体在国际舆论舞台的传播场域，“以我为主”与

“借船出海”相结合、多元主体协同壮大国际话语

的声量和体量，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建

构的主导权。

（二） 坚持批判解构与多维建构相结合

纵观国际舆论舞台，“‘西方’又是一个充满

‘魅惑’的概念，它企图通过‘进步’话语建构一

个普世化均质性的世界，将源自美欧经验的概念

和理论植入世界而形成一套话语霸权。”［16］处于话

语边缘的中国仅仅是西方话语体系和话语范式下

的研究对象，在国际社会的形象任由“西方版中

国故事”塑造，始终无法跳脱西方“话语迷思”。

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以西方话语批判解构和

现实祛魅为逻辑起点，全面剖析西方话语的本质、

功能、属性、范畴、结构、特征，描绘话语知识

图谱、合理吸收话语精华，揭示二元对立话语陷

阱、扬弃虚假话语糟粕，在话语解释框架拆解、

“西方中心主义”祛魅中开启人类命运共同体图景

式话语呈现，多维度、深层次推动不同形态话语

系统化建构，加快中国特色话语生成、转换和创

新的步伐。从话语要素的功能指向上，人类命运

共同体话语体系是由内部诸要素相互联结、紧密

结合、良性互动组成的话语系统，包括本质话语、

主线话语、原则话语、方法话语等话语集合。要

素运行的多维结构样态要求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

体系的内部建构，既要聚焦展现人类命运共同体

主旨的本质话语，发挥其处于同心圆圆心的辐射

引领作用；又要把握贯穿人类命运共同体演进的

主线话语，提炼不同场域圈层语料的言说主题；

还要遵循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原则话语，

实现内涵圈层与外延圈层的有机衔接；同时，要

注重对破解人类命运共同体难题具有导向作用的

方法话语，善于总结实践经验推进外部圈层的拓

展。从话语整体的外部展现上，人类命运共同体

话语体系通过多元要素的排列组合，以交集、并

集、补集的多维形式，呈现出理论话语、实践话

语、制度话语相协调的构成样态。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论话语是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人类命运共同

体实践基础上的理论继承与创新，通过挖掘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资源，有效论证中国

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全人类共同价值的

逻辑机理，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话语的升华。

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话语是以实践挑战、实践成

就、实践精神为话语素材，系统言说人类命运共

同体实践发展的话语表征。坚持问题导向，直面

新征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瓶颈，以披荆斩棘、

乘风破浪之势推进实践话语建构，全面展现中国

方案的话语智慧。人类命运共同体制度话语以关

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的根本性制度话语为核

心，“五位一体”的保障性制度话语为基础，构成

彰显世界情怀的话语空间布局。因此，深刻把握

不同制度创设的话语建构语境，加快推进话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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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形态互换，建构话语场域全面、话语风格生

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制度话语。

（三） 坚持世界视野与民族特色相融通

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以立足中国、放眼

世界的全球之维，秉持中国新征程中的世界与世

界大变局中的中国两个视角，既要深刻把握个别

性中的一般性，深化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又要充

分凸显一般性中的个别性，不断为共产党执政规

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注入新的内涵。“中国自身

发展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中国的发展需要世

界提供的稳定国际秩序和环境，世界发展得益于

中国共享的发展机遇。正是坚持“世界之中国”

的国际化视野，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把“希

望自己过得好”与“世界各国人民过得好”相连

接，将和谐社会构建与和谐世界建设相统一，在

“小我”推动“大我”、“大我”成就“小我”的互

动中，推进中国话语的全面覆盖、深度触达。“拾

掇无遗或拾人牙慧之事数见不鲜，不管是有意而

为之，还是无意使然，最终都‘具有否定自我传

统的倾向’，沦为‘西方话语体系的跑马场，西方

理论的搬运工、试验场’。”［17］建构人类命运共同

体话语体系必须要坚持民族特色和文化传统，彰

显中国风格，同时又不能以意识形态、价值观念

为界限，也不能搞拉帮结派的小圈子，而要以极

为强大的融通性话语吸引国际社会多元主体的

“有机团结”。事实上，中国传统的天下思想，与

西方现代哲学观念的世界主义交往理论之间具有

诸多相似之处，本土的“由每处观之”与西学中

“理想的角色承担”的对话也能促进双方世界主义

的对话，推动中国传统思维对当代问题的关注。

总之，既充分体现了中国一贯主张的大局观、发

展观、人类观，又完整概括了新时代中国创新提

出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

全球治理观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绝不是

一个“自弹自唱”的封闭系统，而是在坚持以

“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的世界视野与民族特色

相融通中，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同频共振、相伴而行

的开放生态。

（四） 坚持政治话语、学术话语、生活话语相

衔接

话语传播场域的复杂性和客体受众的广泛性

内在决定了话语内容的层次性。人类命运共同体

话语体系的建构，既要把握政治话语的方向性，

又要提炼学术话语的科学性，还要拓展生活话语

的传播性，科学领悟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组合

拳”的有机衔接，努力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发展优势、制度优势向话语优势、传播效能

转化。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政治方向

与大局观念的有机统一，通过宏观维度话语的加

工、整合，围绕内容供给端持续发力，扩大有效

和高质量供给，增强内容供给对新时代国际舆论

调整变革的适应，努力打造一批“平等相待、互

商互谅”“公平正义、共建共享”“开放创新、包

容互惠”“和而不同、兼收并蓄”“尊崇自然、绿

色发展”的结构化、规范化的特色政治话语，深

刻阐释中国式现代化历史变革、人类命运共同体

辉煌成就蕴含的“中国密码”。当下，人类命运共

同体话语体系的建构也要注重“用学术讲政治”，

“着力从多学科、多维度、系统、全面、深入地研

究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点

把握这一创新理论的基本问题、逻辑体系和原创

性贡献，把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核心思想、关键

话语体现到各学科，切实把党的政治话语转换为

不同学科、专业的学术话语，推出更多精品力

作。”［18］从知识生产层面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

体系的学理支撑，使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在

与时俱进中找到思想“坐标点”，在众声喧哗中找

到理论“生命线”。如果话语体系建构仅局限于学

理层面，在学术深度、理论厚度、交叉广度兼备

的抽象理论中转圈，而不考虑不同层次受众的情

感、精神等现实需求，那么话语体系就只能束之

高阁。“学术话语要对日常生活世界发生影响，不

应通过迁就流行话语甚至低俗话语来达到”［19］，

而应借助与生活话语的互动来实现。人类命运共

同体话语体系要积极推进理论话语向生活话语转

换，借助更为柔性的大众化、生活化、具象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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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传递。建构符合时

代发展，易听、易信、易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生

活话语，一方面细化“平民视角”、更加关注个人

生活，从小人物、小故事出发，汲取反映大时代、

大战略的智慧话语，从中提炼出符合大众的叙事

性强、移情性广、共鸣性高的日常话语；另一方

面，运用幽默生动、活泼明快的语言，形成喜闻

乐见、耳熟能详的叙事方式，建构符合普通民众

生活逻辑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符号，切实推进人民

群众对“中国方案”深刻道理的通俗内化与日常

践行，从而实现世界人民的思想共振、情感共鸣、

行动共进。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的

话语实践旨趣

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的建构是一项长期

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齐心协力、多管齐下、深

耕易耨、久久为功。展望新征程，中国将继续推

进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的创新演绎，提升话

语内核的理论感召，拓展中国话语的传播场域，

增进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国际认同，在方法创

新和路径创新中开启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建

构新篇章。

（一） 打造共通概念和“三大倡议”，提升话

语内核感召

概念是话语体系构成的基础要素，是展现话

语内核、提升文化感召的建构符号。以美国为首

的西方国家凭借话语霸权，在全世界范围内按照

自己需要定义并推广所谓的“民主”“人权”“自

由”等，对中国共产党内政外交评头论足。国际

舆论舞台“西式话语”的定义解释权看似合理自

洽，但实际上充斥着片面、自私和极端的情绪，

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和平、发展、合作、

共赢的话语基调大相径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对外工作必须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

策”［20］47“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

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21］325，突破

西方话语结构既有的狭隘解释框架、坚守人类命

运共同体“应然”话语，是我们打造融通中外的

标识性概念、创新“三大倡议”的话语布局、提

升话语内核感召的底气和信心所在。概念的生命

力在于语言的灵活运用。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

系的建构，要聚焦语词生成、语境变化、语意传

播，在比较、反思、抽象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

立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实践的丰富“语料库”

去粗取精，打造一批如“一带一路”、网络空间命

运共同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符合全世界人民

共同利益的首发性表述，抢占话语定义解释优先

权、推动中国话语资源库的更新与发展。特别是

展现中国发展观、安全观、文明观的“三大倡议”

的提出，以内在思想与现实解释有机结合的原创

性概念，在丰富话语内核时代要义、创新话语结

构排列组合中锻造着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凝

聚共识的最大公约数。发展是解决人民幸福难题

的关键一招，也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

走深走实的重要动力。“全球发展倡议聚焦发展优

先，突出以人民为中心，强调普惠包容、创新驱

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行动导向。”［22］以平衡、

协调、包容的可持续发展意涵，加快建构全球发

展命运共同体话语，标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

体系的实践范本。各国应当坚持共同、综合、合

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

全球安全倡议超越了西方强权政治安全理论，以

共同安全、普遍安全的开放包容话语，谋求世界

持久和平、人民安居乐业，从而在争取更多确定

性和稳定性的可持续安全话语建构中，拓展了人

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的场域渠道。全球文明倡

议坚守平等尊重、理解包容、借鉴学习的文明交

流主线，不以意识形态作为文明对话的根本分歧

点，不把价值观的输出作为文明互鉴的内容，主

张不同文明之间求同存异、和平共处，“把世界多

样性和各国差异性转化为发展活力和动力”，形成

引领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时代话语，推进人类命

运共同体话语体系的行稳致远。“三大倡议”内嵌

话语体系，与其他共通概念协同发力，提升着人

类命运共同体话语内核的世界感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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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加强舆论斗争和议题设置，抢占话语传

播主动

国际话语舞台实际上是各国在国家利益方面

的舆论竞技场。“由于外界对中国在国内外的主张

缺乏一致看法，中国在国际生活中遭遇的误解和

猜忌日益凸显。而随着中国扩大在商务和地缘战

略领域的影响力，误解和猜忌越发严重。”［23］270在

面对将人类命运共同体解读为中国对外输出制度、

理念等歪曲污蔑之音时，我们处于“说不出、传

不开、没人信”的话语低位状态。舆论战属于战

略布局的重要范畴，是对目标国出于精准打击需

要而进行的话语建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

开展国际舆论引导和舆论斗争”，增强舆论交锋能

力，扭转话语被动境地。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

系的建构，要以整体把握西方话语图景、现实认

知全貌等国际舆情为前提，以系统阐释人类命运

共同体被多次写入联合国决议、赢得越来越多国

家和地区支持的事实为依据，有理有利有节地回

应国际社会蓄意中伤和无端抹黑之音，在“去标

签化”中坚决维护国家尊严和民族荣誉，形成真

正适合中国国情的“舆论斗争的策略和艺术”。议

题设置作为话语建构的一种重要方式，以赢得话

语优势和舆论主动为目标。从本质上看，议题和

话语是一体两面的关系，通过议题设置，议题和

话语的内在联系被架构起来，各种话语群落随之

形成。议题和话语承载语言的天然属性决定了，

谁掌握了议题设置权，谁就占据话语主动。人类

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的建构，关键要围绕话语议

题持续发力，以议题设置建构国际话语，实现话

语体系功能最大发挥。第一，以世界性议题引领

话语制高点。既要继续利用好党和国家领导人出

访、客场外交、国外发表署名文章等传递人类命

运共同体特色话语，扩大中国话语核心议题的国

际受众覆盖；又要高度重视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

党高层对话会、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等主场外交的

有利契机，主动设置议程、制造议题、引导话题，

推动关键性议题建立共识，为引导国际舆论走向

奠定坚实基础。第二，转换议题范式，“积极介

入、提前介入，主动谋划，特别要加强在国际规

范规制体系中设置议题的能力。”［24］国际传播生态

的新发展呼唤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话语规则，对

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议题设置的不合理之处，

要基于国家利益、遵从国际传播秩序，积极主动

地合理表达观点和诉求，提高国际话语控制权，

从而推动议题范式“母体机制”的优化升级。第

三，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创新人类命运共同

体话语议题设置要素，增强中国话语国际引导力。

针对现阶段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议题设置的薄弱

所在，围绕话语议题主体、内容、载体、对象等

要素，有针对性地逐一细化，在补齐议题设置短

板中增强话语传播影响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赢得稳定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

（三） 聚焦受众本位和效果评估，扩大话语认

同影响

“信息传播的实际价值和现实意义，就在于它

能为受众所接受，所认可，所使用。实际上可以

说，信息传播的整个过程都是围绕着受众而展开

的，传播者采集、制作和传播事实信息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都是为受众提供服务。”［25］348人类命运

共同体话语体系的建构应聚焦受众本位，既要以

尊重欣赏的态度积极理解、包容目标客体的现实

生活、文明家园，对受众的话语习惯、文化需求

有整体把握，又要以自信之姿、开放之态深入推

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好感传播”，这是“以

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在国际话语舞台的深刻践

行，同时也是扩大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认同的题

中之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采用贴近不同区

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

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

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

效性。”［26］318坚持受众精准定位、“量身定制”原

则，话语受众没有固定范围，只要是想对中国有

客观了解、对世界和平发展有美好希冀的都可纳

入知华友华的通讯录。在具体分析受众编码、解

码差异基础上，努力探索话语主体与对象的利益

交织点、文化相通点、情感共鸣点，实现人类命

运共同体“一国一策”的精准话语取代“多国一

策”的宽泛话语。话语效果评估与话语体系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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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相辅相成，共同有针对性地优化话语生成、

持续有效地扩大话语认同影响。就人类命运共同

体话语体系建构而言，话语“满意度的测定更加

重要，因为它已经深入到态度层面，可以进一步

回答传播行为是否有效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才具

有更为现实的意义。”［27］220基于一定的参照标准，

根据不同的话语传递活动，灵活设置多样化的效

果评估指标，既可以将话语传播系统的各要素综

合考虑，采取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式，

科学、客观地评估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接受效果；

又可以借鉴把传播意图、传播时效、传播形式、

传播层次、价值取向等囊括在内的评估机制，力

求完整勾勒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国际影响版

图，从而系统全面地评估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效

果，建构符合国际舆论态势、时代发展潮流、新

时代我国“话语空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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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kthrough and Redefinition：：Developing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LIANG Yong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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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nstructing the discourse system for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s integral to im⁃
proving the Party’s capacity for engaging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n terms of its generation, the discourse
system builds up its ideological foundation with truth and forward-looking theories, imprints its cultural genes
through both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consolidates its value foundation with moral integrity and common values
of all humanity, and designs its practical narratives with initiative and flexible strategies. In terms of its principles,
the discourse system upholds the unity of the Party’s leadership and the principal position of the people, the combi⁃
nation of critical deconstruction with multi-dimensional construction, integration of global vision with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cohesion of political discourse, academic discourse and everyday discourse. In terms of its ap⁃
plication, great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enhance its appeal by developing common concepts and upholding the
Glob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 the 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 and the Global Civilization Initiative, seize the initia⁃
tive in discourse communication through strengthening the struggle and topic setting in communication, and
strengthen its identity and influence by focusing on audience and effect evaluation.

Key Words：：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discourse system;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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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Logic of Deng Xiaoping’’s Narrative Discourse of““Chinese Modernization”：”：

Terminology Revolution, Paradigm Transformation, and System Construction

LU Chang’’an; LIANG Yan

（（1. School of Marxism, Party School of the CPC Hubei Provincial Committee, Wuhan, Hubei 432200;

2. School of Marxism,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Hubei 430074））

Abstract：：Deng Xiaoping, the“chief architect”of China’s socialist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modernization
drive, put forth creatively the signature concept of“Chinese modernization”, which led to a narrative revolution to
the important concept of“Four Modernizations”in Mao Zedong Thought and founded Deng’s theory on“Chinese
modernization”. While upholding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he enriched the discourse system, delivering a para⁃
digm transformation in the narrative of the era, the path and the goal. In the theoretical narrative, he systematically
developed a new culture of“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initiated a new frontier in“clarifying the theory for appli⁃
cation and applying theory to practice”in the narrative of modernization. His narrativ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has not only served as a historical landmark for Xi Jinping’s important propositions on Chinese modernization, but
also made a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to building a Chinese intellectual system in this field.

Key Words：：Deng Xiaop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modernization narrative; revolution in terminology;
paradi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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