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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情介绍：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文化复兴，必然伴随着话语吸引力和感染力的提升。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以他文化思想为引领，不断开创国际传播工作新局面，就要深刻认识到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体现了我们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占据国际道义制高点的战略谋划，就要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1.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破除抽象二元论
　　他总书记指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这一重要论述，指明了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文化立场和实践路径。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其基本思路在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要做到这一点，首要的就是破除“传统—现代”的抽象二元论。这种二元论，将传统理解为落后的、愚昧的、僵化BT体育网页版注册的，将现代理解为进步的、文明的、发展的，认为传统必然阻碍现代化，实现现代化必须要否定传统。二元论还常以“传统—现代”两分法阐释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两者的差别被建构为传统与现代、落后与先进、愚昧与文明之间的对立。破除“传统—现代”的抽象二元论，其直接意义在于科学理解和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意义。他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功能表现在诸多方面，从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角度看，有两点不可忽视：其一，中华文明5000多年绵延不断、经久不衰，在长期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独特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自强不息等，至今仍然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和精神世界。其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解决人类社会难题和现代性危机具有重要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正如他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需要着力从“标识性”“当代性”“世界性”三重维度，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他总书记强调：“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这一重要论述，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提供了基本遵循和努力方向。一是提炼展示中华文化的精神标识以及标识性概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要从中提BT体育网页版注册炼概括出核心的精神标识，以此作为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核心要件”；要从中提炼概括出表征中华文化的核心术语、标识性概念，这是世界理解中国的一把钥匙，也是我们对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不可或缺的“理论工具箱”。他总书记概括提出的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提供了典范。二是提炼展示具有当代价值的中华文化精髓。在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构建中，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同当代中国相适应、同现代社会相协调、同现实文化相融通；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文化精神弘扬起来。三是提炼展示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华文化精髓。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目的，就是要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为此，要善于提炼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诸如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等具有世界性价值、普遍性意义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讲清楚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所具有的普遍意义。
　　2.破西方话语霸权，立中国话语体系
　　话语背后是思想，揭示的是道理；叙事背后是事实，反映的是实践。他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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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国理论和中国实践，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关键在于破立并举，双管齐下。
　　破除西方话语霸权。为什么我们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理论、话语表现为对西方学术、理论、话语的“学徒状态”，即陷入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体系中，用西方话语解读中国道路，用西方理论裁剪中国现实。而在西方话语和西方叙事框架下，是不可能真正揭示“中国道理”的。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一项紧迫的思想任务就是摆脱西方理论、西方话语、西方叙事，提出真正的“自我主张”。西方一些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可以用来说明其自身发展历程，在一定地域和历史文化中具有合理性，但如果硬要把它们套在中国头上，甚至以此为裁判，那就是荒谬的了。“理论上的搬运工”“话语上的学徒工”是缺乏文化自信的表现，不可能讲好中国故事、传递好中国声音。唯一可行的、正确的大道，就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既不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外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
　　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当前，在国际舞台上，中西之间文化软实力较量、国际话语权争夺，在很多情况下是围绕现代化叙事展开的。世界现代化进程是从西方国家开始的，当今世界的发达国家也主要是欧美国家和深受西方文明影响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就给人们一种错觉，似乎现代化就是西方化、西方文明就是现代文明。自启蒙时期以来，西方学者立足于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历史进程，不断进行着“现代性”叙事。西方国家把其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诸多要素，如科学技术、工具理性、选举民主等，与现代性勾连起来，逐步形成了现代性的话语体系、标准体系、评价体系。西方国家构建了单数的、一元论的现代化叙事体系，将“现代化=西方化”，提出任何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必须照搬西方模式。在西方现代化叙事体系中，中国被建构成古老的、落后的、封闭的、东方主义的“他者”。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打破了西方对现代化的垄断，宣告了各国最终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但是，实践上的成功并不会自然而然地转化为话语上的成功、叙事上的成功。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主要任务是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展开多元现代化叙事。一方面，讲清楚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现代化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另一方面，讲清楚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中国的土壤中以独特方式展开的，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及其伟大实践，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在“世界现代性谱系”中增添了不可或缺的新范式、新类型。
　　3.站稳中国立场，树立世界眼光
　　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既要站稳中国立场，也要树立世界眼光，通过主动创设议题，提炼标识性概念，塑造好中国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的大国形象。
　　坚持胸怀天下、协和万邦的叙事视角。天下大同、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立场。“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自古以来，中华文化讲求“天下一家”，强调民胞物与、讲信修睦、立己达人、和合共生。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要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叙事，以天下为己任，树立世界眼光，致力于全人类共同利益的普遍性叙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他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致力于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一话语以全人类共同利益为现实基石，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为规范性基础，以超越民族国家的视野去理解当今世界，以世界为尺度去思考人类命运。世界立场的叙事视角和人类普遍性叙事逻辑还意味着，我们要善于把“中国的故事”上升为“世界的故事”、把“我们的故事”变成“大家的故事”，生动展现全人类共同情感、共同价值、共同认知；在讲好中国故事的过程中，挖掘具有世界意义和人类价值的叙事，增强对外传播的亲和力。
　　积极主动创设世界性议题，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他总书记强调：“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针对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等全球性挑战，以他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主动创设了一系列世界性议题，提炼出一系列极具影响力的标识性概念，为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作出了卓越贡献。比如，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等。再比如，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及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重大理念。这些标识性概念获得了国际社会广泛认同，产生了巨大的国际传播效能。面向未来，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一方面要着眼于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全面阐述我国的发展观、文明观、安全观、人权观、生态观、国际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另一方面，始终关注人类重大问题和全球性挑战，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BT体育网页版注册切，积极参与和平发展、全球治理、文明交流、气候变化等世界性议题的解决，提供更多、更有效的解决世界难题、体现人类共同价值的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占据国际道义制高点，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积极主动创设世界性议题，为解决人类问题提供智慧方案，是中国话语占据国际道义制高点的基本条件，其最直接的话语效果就是塑造中国的文明大国形象、东方大国形象、负责任大国形象、社会主义大国形象。从创设世界性议题及其解答角度看，中国话语的国际叙事就是要广泛宣介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宣介中国的和平观，展示中国始终做世界和平建设者的形象；宣介中国的发展观，展示中国始终做全球发展贡献者的形象；宣介中国的全球治理观，展示中国始终做国际秩序维护者的形象；宣介正确义利观，展示中国始终做发展中国家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的形象；宣介中国的文明观，展示中国始终做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者的形象；等等。在此基础上，把中国故事讲得愈来愈精彩，让中国声音愈来愈洪亮。
　　(光明日报 作者：唐爱军，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马克思主义学院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
 【编辑:付子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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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情介绍：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文化复兴，必然伴随着话语吸引力和感染力的提升。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以他文化思想为引领，不断开创国际传播工作新局面，就要深刻认识到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体现了我们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占据国际道义制高点的战略谋划，就要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1.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破除抽象二元论
　　他总书记指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这一重要论述，指明了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文化立场和实践路径。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其基本思路在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要做到这一点，首要的就是破除“传统—现代”的抽象二元论。这种二元论，将传统理解为落后的、愚昧的、僵化BT体育网页版注册的，将现代理解为进步的、文明的、发展的，认为传统必然阻碍现代化，实现现代化必须要否定传统。二元论还常以“传统—现代”两分法阐释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两者的差别被建构为传统与现代、落后与先进、愚昧与文明之间的对立。破除“传统—现代”的抽象二元论，其直接意义在于科学理解和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意义。他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功能表现在诸多方面，从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角度看，有两点不可忽视：其一，中华文明5000多年绵延不断、经久不衰，在长期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独特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自强不息等，至今仍然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和精神世界。其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解决人类社会难题和现代性危机具有重要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正如他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需要着力从“标识性”“当代性”“世界性”三重维度，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他总书记强调：“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这一重要论述，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提供了基本遵循和努力方向。一是提炼展示中华文化的精神标识以及标识性概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要从中提BT体育网页版注册炼概括出核心的精神标识，以此作为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核心要件”；要从中提炼概括出表征中华文化的核心术语、标识性概念，这是世界理解中国的一把钥匙，也是我们对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不可或缺的“理论工具箱”。他总书记概括提出的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提供了典范。二是提炼展示具有当代价值的中华文化精髓。在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构建中，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同当代中国相适应、同现代社会相协调、同现实文化相融通；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文化精神弘扬起来。三是提炼展示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华文化精髓。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目的，就是要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为此，要善于提炼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诸如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等具有世界性价值、普遍性意义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讲清楚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所具有的普遍意义。
　　2.破西方话语霸权，立中国话语体系
　　话语背后是思想，揭示的是道理；叙事背后是事实，反映的是实践。他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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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国理论和中国实践，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关键在于破立并举，双管齐下。
　　破除西方话语霸权。为什么我们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理论、话语表现为对西方学术、理论、话语的“学徒状态”，即陷入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体系中，用西方话语解读中国道路，用西方理论裁剪中国现实。而在西方话语和西方叙事框架下，是不可能真正揭示“中国道理”的。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一项紧迫的思想任务就是摆脱西方理论、西方话语、西方叙事，提出真正的“自我主张”。西方一些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可以用来说明其自身发展历程，在一定地域和历史文化中具有合理性，但如果硬要把它们套在中国头上，甚至以此为裁判，那就是荒谬的了。“理论上的搬运工”“话语上的学徒工”是缺乏文化自信的表现，不可能讲好中国故事、传递好中国声音。唯一可行的、正确的大道，就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既不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外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
　　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当前，在国际舞台上，中西之间文化软实力较量、国际话语权争夺，在很多情况下是围绕现代化叙事展开的。世界现代化进程是从西方国家开始的，当今世界的发达国家也主要是欧美国家和深受西方文明影响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就给人们一种错觉，似乎现代化就是西方化、西方文明就是现代文明。自启蒙时期以来，西方学者立足于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历史进程，不断进行着“现代性”叙事。西方国家把其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诸多要素，如科学技术、工具理性、选举民主等，与现代性勾连起来，逐步形成了现代性的话语体系、标准体系、评价体系。西方国家构建了单数的、一元论的现代化叙事体系，将“现代化=西方化”，提出任何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必须照搬西方模式。在西方现代化叙事体系中，中国被建构成古老的、落后的、封闭的、东方主义的“他者”。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打破了西方对现代化的垄断，宣告了各国最终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但是，实践上的成功并不会自然而然地转化为话语上的成功、叙事上的成功。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主要任务是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展开多元现代化叙事。一方面，讲清楚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现代化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另一方面，讲清楚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中国的土壤中以独特方式展开的，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及其伟大实践，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在“世界现代性谱系”中增添了不可或缺的新范式、新类型。
　　3.站稳中国立场，树立世界眼光
　　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既要站稳中国立场，也要树立世界眼光，通过主动创设议题，提炼标识性概念，塑造好中国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的大国形象。
　　坚持胸怀天下、协和万邦的叙事视角。天下大同、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立场。“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自古以来，中华文化讲求“天下一家”，强调民胞物与、讲信修睦、立己达人、和合共生。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要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叙事，以天下为己任，树立世界眼光，致力于全人类共同利益的普遍性叙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他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致力于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一话语以全人类共同利益为现实基石，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为规范性基础，以超越民族国家的视野去理解当今世界，以世界为尺度去思考人类命运。世界立场的叙事视角和人类普遍性叙事逻辑还意味着，我们要善于把“中国的故事”上升为“世界的故事”、把“我们的故事”变成“大家的故事”，生动展现全人类共同情感、共同价值、共同认知；在讲好中国故事的过程中，挖掘具有世界意义和人类价值的叙事，增强对外传播的亲和力。
　　积极主动创设世界性议题，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他总书记强调：“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针对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等全球性挑战，以他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主动创设了一系列世界性议题，提炼出一系列极具影响力的标识性概念，为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作出了卓越贡献。比如，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等。再比如，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及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重大理念。这些标识性概念获得了国际社会广泛认同，产生了巨大的国际传播效能。面向未来，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一方面要着眼于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全面阐述我国的发展观、文明观、安全观、人权观、生态观、国际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另一方面，始终关注人类重大问题和全球性挑战，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BT体育网页版注册切，积极参与和平发展、全球治理、文明交流、气候变化等世界性议题的解决，提供更多、更有效的解决世界难题、体现人类共同价值的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占据国际道义制高点，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积极主动创设世界性议题，为解决人类问题提供智慧方案，是中国话语占据国际道义制高点的基本条件，其最直接的话语效果就是塑造中国的文明大国形象、东方大国形象、负责任大国形象、社会主义大国形象。从创设世界性议题及其解答角度看，中国话语的国际叙事就是要广泛宣介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宣介中国的和平观，展示中国始终做世界和平建设者的形象；宣介中国的发展观，展示中国始终做全球发展贡献者的形象；宣介中国的全球治理观，展示中国始终做国际秩序维护者的形象；宣介正确义利观，展示中国始终做发展中国家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的形象；宣介中国的文明观，展示中国始终做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者的形象；等等。在此基础上，把中国故事讲得愈来愈精彩，让中国声音愈来愈洪亮。
　　(光明日报 作者：唐爱军，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马克思主义学院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
 【编辑:付子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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