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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系统论

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深刻内涵。中国梦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的最大公约数，

集中反映了全体中国人民的普遍理想追求，共同预示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美好愿

景，凝聚了团结奋进、群策群力、万众一心的中国力量。全面系统地掌握中国梦形成与发展的历

史脉络，对于深化对中国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拟从中国梦形成与发

展的基本逻辑出发，积极探讨中国梦形成与发展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想逻辑，希冀进一步

丰富和发展中国梦的理论内涵。

一、近代以来中华儿女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逻辑”

从历史来看，中国梦的形成与发展是特定历史逻辑的必然产物。历史逻辑是“以历史时间的

历时性和共时性统一为基础的概念推论”，[1]它是根据历史时间的社会化意义建构起来的逻辑表

达。“逻辑的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

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2](P14)中国梦形成与发展的历史逻辑就是中国梦提出和实

施的总体历史进程。自 1840 年以来，“救亡图存”成为中华儿女探索民族发展道路的历史起点和

原动力，他们开始不断探索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发展道路。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一部中国近代

史就是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的历史。
鸦片战争后，一大批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满清王朝的腐败和中国封建制度的落

后，他们寄希望于统治集团能够改弦更张，励精图治。作为先进中华儿女的杰出代表，林则徐、魏源

等睁眼看世界，主张学习和借鉴西方先进思想和技术成果。林则徐亲自主持编译《四洲志》，“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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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探西事，又购其新闻纸”[3](P174)，希冀能够及时掌握西方世界的文明成果。魏源更是在《海国图

志》中提出并探索“师夷长技以制夷”[4](P68)的方式和方法。广而言之，他们和无数先进的中国人一样，

真真切切地体会到“天朝上国”已经在很多层面上技不如“夷”，落后于“夷”，开始探索学习西方的

先进技术，探索“救国图存”的希望。这是近代中华儿女积极追求“中国梦”的历史发端。
与此同时，以洪秀全、洪仁玕等为代表的农民阶级也认真思考近代中国发展道路和中华民

族的前途，倡导向西方学习。这是近代中华儿女积极追求“中国梦”的有益尝试。然而，甲午战败

预示着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中华民族再次面临更加严重的危机和灾难。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

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迅速掀起了救亡图存的戊戌维新运动。清政府先后颁布了发展政治、经
济、军事、文教等新政的法令。这是资产阶级维新派为挽救中华民族危机，寻求“中国梦”的又一

次积极探索。自从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宣告“振兴中华”以来，“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为实现

这个目标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付出了巨大努力，做出了巨大牺牲”。[5](P10)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

阶级革命派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革命纲领的指导下，发动了武昌起义，

彻底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取得了“辛亥革命”的伟大成果。可以说，这是先进的中华儿女在

探寻“中国梦”的道路上迈出的坚实步伐。然而，由于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辛亥革命并没有彻底改

变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根本任务依然没有彻底解决。中

华儿女在追寻“中国梦”的征程上依然困难重重。
综上所言，先进人物往往都能在准确预测社会发展基本趋势的同时以自发自觉的形式投身

到改革发展的浪潮中去，尤其是近代以来中华儿女探索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决心和毅力更是

验证了这一切。“这种改革和反改革曾经形成争论冲突，并贯穿于近代史的每一环节而构成百年

历史的主线。”[6](P104)概而言之，近代中华儿女为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中国梦”进行过不懈

的探索和有益的尝试。1921 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了。创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就以追求民族独立和

人民解放为己任，强调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纲领的同时，明确“消除内乱，打倒军阀，推翻国

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7](P133)的阶段性要求。北伐时期，“力争整个的民族解

放，推翻本国军阀及世界帝国主义”[8](P144)在国共两党内部形成普遍共识。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推

进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将自己定义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全民族的先锋队”，积极主张“把土地

革命与民族革命结合起来，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9](P599)全面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的战略策略。抗战以来，中国共产党振臂高呼，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明确“在于建设一个

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切实把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变为一

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10](P663)实现“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

了”[11](P343-344)的宏伟目标。
由此看来，“中国梦是贯穿近代中国的核心线索和根本逻辑”[12]。可以说，中国梦内含着无数

先进中国人的艰辛努力，承载了近代以来先进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中国梦，

实际上就是近代以来中华儿女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逻辑”的提炼和升华。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逻辑”

新中国的成立，预示着中华儿女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梦想的实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中国人民开始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其中，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的基础，即“实践逻辑”。从马克思主义来看，实践逻

辑是指“实践的思维和存在同一律、实践的对立同一律、实践的质量互变律、实践的否定之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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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实践的历史和逻辑统一律”[15]的基本规律。中国梦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逻辑”规律。
1956 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要逐步开始探索自己的发展路

子，要全面“完全改变过去一百多年落后的那种情况”[14](P87)，建设全新的社会主义中国，这是党的

第一代领导人积极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开端。也正是此时，中国共产党人向世界宣告，中

国将独立自主地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开始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奋勇前进。
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我国应积极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原

则，明确把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内

容。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和曲折发

展的社会主义运动，积极探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路子，这是“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15](P15)。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指出，中国

共产党必须坚定地站在时代发展的前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

性和积极性，把“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发展阶段。党的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指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征程上，要不断探寻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是党的领导人对中国梦深层次内涵的系统诠释。众所周知，在

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历经千难万苦，结束了内忧外患、悲惨屈

辱的历史，努力“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16](P56)。进入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和制定了国家社会发展的正确路线和有效方针，切

实坚持“五位一体”的发展思路，逐步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全面提高和人民生活质量的彻

底改善，使得中国正逐步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已经不再是“遥远的

神话”。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景和普遍追求。60 多年前中国共

产党带领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30 多年前中国共产党带领

人民开始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奠定了“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坚实基础。现

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

信心、更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17]。这种能力源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基础和强大推

动力。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艰苦奋斗，提前实现了“三步走”战略

的前两步走的战略目标，即原定 1990 年要达到国民生产总值比 1980 年翻一番的目标，已于

1987 年提前完成；原定 2000 年要达到国民生产总值比 1980 年翻两番的目标，已于 1995 年提前

完成。2001 年，我国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六，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到小康。2013 年，我国国内生

产总值达到 56.8845 万亿元[18]，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在社会转型发展时期，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昭示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

再是虚幻的表征，而是在党的领导下，立足于当前社会发展的实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

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主义现代化国家”[16](P12)，形成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总体而

言，中国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要求，它恰当地应和着当代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及其不断发展的实践理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实践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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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人民追求自身全面发展和国家繁荣富强的“理想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16](P14)它正确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普遍利益和理

想愿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积极融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准确把

握了人民群众的“理想逻辑”，即将“国家梦、民族梦和人民梦”三者深度结合。中国梦不是专属于

某个政党或团体，而是“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19]。中国梦紧紧抓住了“逐梦主

体”的具体脉搏，体现了中国人民追求自身全面发展和国家繁荣富强的“理想逻辑”。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历

史发展的主体。从主体来看，实现中国梦必须要注重激励和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0](P1031)邓小平同志曾深刻指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

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

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21](P380)。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追求的最高境界。从

某种意义来说，中国梦是国家的、民族的，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个体层面的中国梦需要追求人

的全面发展，国家和民族层面的中国梦需要追求国家繁荣富强。二者内在关联，共同构筑起中国

梦的理想逻辑。
“人的全面发展”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准则和永恒主题，又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

同时也是实现中国梦的理想逻辑。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始终把实现人的彻底解放和全面发展

作为根本宗旨。“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在中国建立了

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制度前提；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坚持改革开放，确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为促进中国社会人的全面发展奠定了较为坚

实的物质基础。”[22]习近平同志曾明确指出，“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

现”[23]，把中国梦与人的全面发展有机地统一起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内在属性。马克

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24](P146)，
个人自身发展与社会发展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道路上，

要把拥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

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25]作为未来发展的基本目标，构筑起中国人民追求自身

全面发展的梦想根基。可以说，中国梦蕴含着每个人的全面发展的要素，肯定了人在物质世界中

主体地位，体现了中国人民追求自身全面发展的理想逻辑。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物质利益及其实现既是一切社会主体活动的主要动因，又是推动社会

进步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物质保障。只有生产力水平高度发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有可能

实现。换而言之，当国家生产力水平发展时，才可能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也就说，国家繁荣富

强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前提和有力保障。目前，“三个没有变”，即“我国仍处于并将

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

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16](P16)，
集中反映了我国社会发展的普遍现实。尤其是，在追求人的自身全面发展的道路上，人民群众必

然都要关注到国家繁荣富强。毕竟，中国梦是强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即建设一个

强盛的中国。“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富”是民之本，“强”是国之基。国家繁荣富强主要是

指中国经济实力、国家综合国力、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大大提升，中华民族以更加昂扬向上、
文明开放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人民过上更加幸福富裕安康的生活。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既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基本价值目标，又是中国人民追求

·51·



自身全面发展和国家繁荣富强的理想逻辑。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纳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的内涵之中，同时，并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成果由人民共建共享的具体要求。由此可

见，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历史唯物主义领域的深层表现。简而言之，“中国梦”的价

值维度就是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国家繁荣富强的统一。可以说，人的全面发展与国家繁

荣富强既是中国梦的内在要求，又是中国梦的终极目标，同时也是中国梦的理想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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