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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中华文化
◇郑永扣 方兰欣

一、世界历史背景下的文化融合与冲突

（一）文化是普遍性本质规定与特殊性实存类型

的统一

确证和维护自由是文化的深层本质。文化是人

的存在方式，因而对文化的追问归结为对人之本质

的追溯。人，是自为性的自由存在者。文化是人在

因应和处理与自然、社会、他者以及自我等关系的社

会实践中，不断突破自然必然法则宰制，实现本质

（自由）力量不断对象化的成果。文化由人创造、为

人服务，对人之自由的确证和维护就是文化的本质

与普遍性根据。

文化类型是文化存在的实然形态。人，是一种

有限性的存在者，就其现实性来说是一切社会关系

的总和，从而结成不同层次的共同体。不同的共同

体面对不同的环境和条件发挥各自能动性，确证和

维护自由的思路、方法、手段不同，形成了不同类型

的文化。文化类型是特定共同体共有文化的核心特

征丛，主要体现在价值理念、思维方式与社会心态等

方面。时代不同、地域环境不同、民族历史传统不

同，其文化内容、要素及其关系结构不同，文化就呈

现出不同的类型特征。具有不同民族地域特征与历

史时代特色的多样特殊文化是文化存在的客观真实

形态。

确证和维护人之自由是各种文化的普遍本质，

而不同类型的文化在确证和维护人之自由的条件、

方式、方法以及程度上却是特殊的。共同的本质性

规定构成不同类型文化之间交流、通约、融合的内在

根据，而不同文化实存类型之间的差异则是文化惊

诧、隔阂与冲突的直接原因。文化普遍性本质与特

殊性实存辩证统一于人的实践活动。普遍性本质规

定为具体的文化类型、文化形态提供方向，而具体文

化类型或文化形态则是文化本质外化（对象化）的特

殊呈现。在实践活动的桥梁作用下，人类文化在普

遍性本质规定与特殊性实存形态之间辩证运动，特

殊形态的文化彼此相互印证而走向更高的普遍性，

从而实现具体到抽象一般，再到更高水平的具体的

发展。

（二）从文化冲突与融合中走向更大的共同体

近代以来，在发轫于欧洲“两希文明”的西方文

化作用下，西方国家在生产技术、社会经济、政治制

度与思想文化等领域突飞猛进。特别是在18世纪

以后，工业革命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政治制度与文

化意识形态在世界范围内确立。人们不仅在物质上

从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走向相互往来和相互需要，

而且在精神文化上不断克服时空片面性与局限性，

追求一种公共性的精神产品。在先进的科技、丰富

的物质经济与强大军事实力的助推下，以自由主义

价值观与利己主义思想为核心迎合并服务于资本增

值逻辑的近现代西方文化逐步走到世界的前列。随

着生产技术的革新，交通与通信的便利，西方资本主

义国家向外殖民侵略，资本主义工商业文化席卷世

界。以西方文化剪裁、压制非西方文化，以暴力方式

推行西方霸权文化，将其他地区变为西方世界的附

属地，不同历史与民族特色的多样文化被裹挟进入

一个虚幻的、畸形的共同体中。

（三）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主导下的世界困局

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主导下的全球化促进了

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学习，但同时也激发了不

同意识形态、政治价值观念的冲突。威斯特伐利亚

体系扩大到全世界，权力政治、丛林法则、力量均衡、

零和博弈、霸权稳定等西方主客二分思维下的理念

盛行。西方资本主义势力所到之处，野蛮推广西方

生产方式、文化与价值观，许多固有的、封闭的、地方

性的文化被连根拔起。长期惨无人道的殖民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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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嫁和掩盖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文化内在的矛

盾。进入20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危机愈加

凸显。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凸

显了资本主义制度与文化上的深层问题。进入21

世纪，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备受挑战。经济全球化让

世界联系越来越紧密，彼此形成连带效应，战争危

机、民主乱象、贫富差距、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等已经

上升为全球性问题。面对全球性问题，西方国家长

期以来使用的资源掠夺、矛盾转移、污染转嫁等以邻

为壑的手段难以为继。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深层

结构出了问题，社会发展的动力、平衡与治理机制出

了问题，出现了“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问

题。

从根本上来说，当前世界困局在于不同国家、民

族和文化单元中的人们已然处身于相互联系、相互

依存的“地球村”中，但是仍缺乏一种“命运与共”的

共同体意识。一些国家、民族认不清彼此之间的连

带效应，过分追求自我利益优先性，无视甚至损害他

国利益，造成世界范围内利益与资源单向流动，发展

严重不均衡，进而危及共同体的良性运转。从文化

的角度来看，这根源于西方文化中“主客二分”的固

有思维，根源于西方中心论的狭隘理念，根源于自由

主义的人性神话，根源于维护资本逻辑的社会制度

架构。要解决人类面临的一系列突出问题，需要以

一种新的共同体观念，构建一种新的真正意义的命

运共同体，引领文明新发展。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文明发展新方向

面对人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等重

大问题，中国首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体现了对人类文明走向的中国判断，具

有引领国际秩序建构与文明发展新方向的重大理论

与现实意义。

（一）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内涵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也

是情感共同体。可以从时代背景、哲学基础、价值指

向与实践路径四个方面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

涵。

“休戚与共”的国际体系是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

思想的客观前提。共同体及其思想古已有之，但是

“休戚与共”的特性却是人类社会近代以来的产物。

这是由于资本主义工商文明打破了农耕文明孤立、

封闭的自给自足状态，各民族、地区在相互往来中越

来越相互依赖。特别是，随着经济一体化以及交通

和通信技术的发展，生产与消费跨国界进行，彼此之

间经济相互渗透，一国的发展越来越取决于国际的

共同发展。再加上战争、生态、能源等全球性问题与

威胁波及的范围越来越广，无人能置身事外，世界各

国人民客观上已经置身于“休戚与共”的整体之中。

应对共同的问题与挑战，实现彼此的发展有赖于国

际社会同心同德、同舟共济，迫切需要新共同体意识

的牵引。这是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形成的客观

国际现实，也是时代背景。

“和合共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哲学基

础。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共同体中，追求共同体

内的大同与和平是数千年来人类的共同期盼。近代

以来，西方社会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盛行，充斥着进

化论斗争哲学与功利主义的利己思想。主客二元论

的斗争哲学与利己思想渗透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在国际政治上形成了我对你错、我赢你输、赢者通吃

的零和博弈与国强必霸的观念逻辑与思维定式。一

些西方国家自以为是地把自己地方性的标准、价值

观绝对化和唯一化，并在世界范围内齐一化地强制

推行。这是导致当今世界发展不平衡以及西方世界

乱象丛生的哲学根源。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基于“和合共生”的哲学基础。“和合共生”是东

方哲学智慧的集中体现。“和合”是事物存在和发展

的基础。“共生”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关系状态。“和

合共生”哲学主张在承认差异和个性，彼此都是平等

主体的前提下追求和平、合作与和谐，实现共赢共生

共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在承认不同国家、

民族差异与个性的前提下，通过协商合作而实现和

谐共生，体现了“和合共生”的东方哲学智慧。

“普惠共享”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指向。长

期以来，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经济全球化。经济领域

的单向发展遮蔽了发达国家经济背后的政治意识形

态和文化价值观，为其宣扬“普世价值”提供了条件

和方便。尽管“普世价值”本质上是虚伪的，但至少

仍坚持普世主义的形式。当前，实现可持续发展，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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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球性问题，人类前所未有地处在休戚与共的整

体之中。但是，一些国家不愿别人“搭便车”，孤立主

义和保守主义等以邻为壑的思想和行为有所抬头。

人类处于选择的十字路口，需要一种更有深度和温

度的价值观来引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直指当前

存在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坚持“普惠

共享”的价值方向。“普惠共享”价值观强调尊重差异

前提下的你好、我好、大家好，在实现全人类普遍互

利共赢共享的同时更加注重对社会最不利者、最弱

势者的照顾。

“共商共建”是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

径。追溯经济全球化的三次浪潮，我们清晰地看到

许多发达国家都曾将自己国家的发展建立在对世界

其他地区的殖民与霸权基础上。今天，随着第三世

界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兴起，由发达资本主

义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与国际格局正在被改写。

在“休戚与共”的现代国际体系中，任何国家或地方

的长远持续发展都再也不能建立在另一部分国家的

不发展或欠发展基础上，强权政治与单边主义已经

行不通。国际法赋予各国平等地位，国际事务不能

任由个别国家或利益集团说了算。世界命运应当由

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当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

事务应当由各国共同治理。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主张“世界上的事情越来越需要各国共同商

量着办”，坚持“以对话解争端、以协商化分歧”。本

着有事大家好商量的原则，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

“快车”“便车”，“共商共建”更加和平、繁荣的世界。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指向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在国际秩序深刻调整

期，特别是在全球化发展关键节点上，中国推动构建

更加公正合理国际秩序，实现人类共同发展、共同进

步的重大理论贡献。这一理念凝聚和体现人类发展

的价值共识，有助于打破零和博弈思维，实现不同国

家之间的共赢，具有重大的实践价值。

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合作共赢的利

益观，有助于为世界营造更好的发展环境。共同利

益是国际合作、国际交往发生、发展的客观基础和最

主要的动力，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写好“共同利

益”的篇章，厚植利益因子，形成共同意愿，达成合作

共识，齐心协力同行，实现互惠共赢。人类命运共同

体强调各个国家之间的关联性，强调发展的荣辱与

共性，这种“休戚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意识能

够对当前的反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等逆潮形成反

制。推动全球化深入发展有利于实现资源的更合理

配置，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兼具国际主义的工具理

性和价值理性。

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可持续的发展

观，有助于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实现人类共同永续发

展。发展是时代的主题，是消除冲突的根本，也是解

决好各种全球性挑战的钥匙。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

的先导，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发展的效果。今天，发

达国家消费有限经济增长乏力，而发展中国家生产

有限消费长期得不到满足，资源和利益向少数发达

国家单向流动造成世界范围内生产与消费的供需矛

盾。全球经济低迷难振，发展前景不明朗，多种逆潮

蠢蠢欲动。经济全球化处在新的十字路口，只有秉

持正确的发展理念，才能实现人类的共同发展、和平

发展和永续发展。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倡导和平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永续

发展、绿色发展、公平发展、开放发展、全面发展、创新

发展、安全发展的发展观，为世界经济复苏提供了方

向，也为实现人类共同永续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再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包容互鉴的文

明观，其实践意义在于引领世界文明发展新方向。

长期以来，文化中心主义观念盛行，“文明与野蛮”

“先进与落后”的二元对立思维将差异等同于冲突，

“文明冲突”论甚嚣尘上。这种观念将世界人为地条

块化，也从心理和情感上将不同民族隔离开来，傲慢

与偏见阻碍文明交流互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

调世界各国人民命运与共，主张不同民族文化交流

互鉴，倡导“平等相待，互学互鉴，兼收并蓄”的新文

明观。各个国家、民族的人们只有真正增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意识，秉持包容互鉴的文明观，人类才能

提升现有文明的深度与水平，才可能拥有共同的未

来。

三、中华文化之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

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无疑是一种进

步的主张，但是在目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主导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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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快速发展“五味杂陈”，以“中

国威胁论”“中国担忧论”和“中国责任论”等质疑甚

至攻击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因此，要

真正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中国声音转变为人类

共同的声音，就不能仅仅停留于经济和政治层面，需

要深入到绵延久远的中华历史文化积淀，从中寻求

文化与价值支撑。文化的核心特征集中体现在价值

理念、思维方式、社会心态等方面。

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理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提供价值支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根植于传承

数千年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文明智慧的创新和发

展。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共同体，多元一

体的中华文化一以贯之地秉持着“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的“恕道”思想。中华文化中的“恕道”思想强调

彼此互为主体，主体之间承认差异、相互平等、和而

不同。这一思想内蕴着彼此尊重、平等相处、换位思

考、仁爱和合、天下大同的人道精神与人文追求。这

些理念追求贯彻在人与自然关系层面上就体现为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在国际关系层面上就是“天下

一家”“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在人与社会层面上体现

为“和而不同”的社会观，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体现为

“仁心和善”的道德观。千百年来，这一“恕道”思想

已经潜移默化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也已被西方世

界认定为道德“金规则”。中华文化中的“恕道”思想

有助于纠正当前国际上两极对立的冷战思维、零和

博弈与强权政治，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思想

文化资源与价值理念支撑。

发挥中华文化的思维特长，为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提供新思维。思维方式是文化的深层本质，对

人类行为起支配作用。在我们看来，同西方文化相

比，中华文化突出整体主义思维视角、辩证逻辑的思

维进路以及历史主义的思维习惯。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实际上就是在倡导一种整体主义的思维视角，

也即把世界、全人类当作一个休戚与共的整体。从

人类整体的角度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

努力“求同存异，扩同减异”。要从全球、全局的高度

来平衡国家、民族、地区间的利益和关系，追求整体

与长远发展，避免陷入“民粹主义”“孤立主义”“保护

主义”等逆全球化误区。同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也需要运用辩证逻辑的思维进路灵活协调自我与他

者、整体与局部、眼前与长远的利益与关系，避免“你

死我活”“你输我赢”的对立思维与零和博弈逻辑。

另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要坚持历史主义思

维。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历史背景，处在不同的历史

方位，应当坚持用历史和发展的思维“共同而有区

别”地承担国际责任与义务。

彰显中华文化心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

供健康心理基础。社会心态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

具有普遍性与代表性的心理特征和心理倾向，是在

“长期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关系及其相互作用的

历史过程中生长、形成和发展的，并在很大程度上制

导着人们的深层人格、思维定式和行为取向”。中华

文化“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

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培养了中华

民族开放包容的胸襟、自强不息的精神、美美与共的

文化心态。多民族共同生活，东西南北差异大，多元

一体、和而不同、开放包容是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文

化品格。中华民族秉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

与共”的文化心态，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格

局。中华文化塑造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凝聚

了多民族共同生活的经验、心理和智慧。当今世界，

全球化使不同国家、民族的人们生活在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的共同体中。全球化催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与中华民族大融合形成的民族共同体尽管不同，但

却有着相似的逻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离不开理

性平和、乐观积极、共享共赢的心理基础。中华文化

开放包容、自强不息、美美与共的文化心态能够为世

界各国、各民族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一种

借鉴、参照，甚至是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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