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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语境下人类命运共同体
思想的再阐释

◇王 宁

一、共在共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传统哲学

基础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传统哲学基础是中国传

统文化中的共生共在思想。首先，站在马克思主义

人学视角，“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和基础，

而这里的“人类”，并不是抽象的、空洞的，而是由现

实的、历史的、具体的人所组成的集合。“人的本质并

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

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显然，此处所提及的“人的本

质”即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规定，而其侧重点正是

人的存在形态，即人都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人

的本质是人存在于各种社会关系之中的结合点。有

学者指出：“人与万物不同，这种不同体现为人是社

会性存在，人是人文、文明性存在。”“人之所以是社

会性的，之所以在一个人文世界中生活和存在着的，

正是因为人把自己从‘有’性中提升、升华了出来，即

把自身从自然世界中提升出来而成就了一个人自己

的世界——人文世界或人类社会。”

在中国传统社会，世间万物皆处于相互联系、和

合共生、相互包容且持续发展的整体之中。诚如陈

来所言：“我国传统理论的宇宙观是强调连续、动态、

关联、关系、整体。从这种有机体出发宇宙的一切都

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人与自然、人与人、文化与

文化应当建立共生和谐的关系。”传统社会中存有

“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的共在哲学。《易传》载有：

“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

序”；老子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道德经·第二十五章》）。庄子云：“天地与我并生，

万物与我为一”“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庄子·齐物

论》）。周敦颐曰：“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

变化无穷焉”（《太极图说》）。张载言：“儒者因明致

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正蒙·乾称》）。程颢

云：“‘生生之谓易’，是天之所以为道也。天只是以

生为道”（《河南程氏遗书·卷二》）。无独有偶，针对

人与自然之关系，马克思说：“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

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

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

都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

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

确运用自然规律。”从共生思维出发，世间事物由天

地所生，皆是自然整体的一部分，所以不应是冲突、

敌对的关系，而应是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和谐相依

的共在共存状态。

在新时代背景下，以共在共生为着眼点理解人

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很好的维度。在科学、技术、工

业三驾马车载着人类狂奔的今天，不同国籍、种族、

肤色，以及持有不同文明的人，脱离了过去生产生活

的相互分离的状态，变成越来越紧密的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的生存生活状态。以梭罗为代表的浪漫主义

者提出“共同体”或是“爱的共同体”“自然的共同体”

等概念。依梭氏之见，“自然界是广阔的平等的共同

体，是一个宇宙血缘家庭”“对于整个现有秩序的热

爱和对自然的亲族关系的感知”恰恰是其所倡导的

共同体的基础。但在西方成熟的现代社会中，人们

面临人生意义丧失的精神危机，工具理性、个人主体

性的生活方式在极度张扬，人生意义的心理感受、理

性自觉不断地被现实生活所剥蚀，以至于使人类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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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忘乎所以”的程度。拉兹洛说：“西方的主流文化

认为，人是为了自己的目的才征服并控制自然的。

正是出现的文化转变唤起人们注意，人类是地球上

生物圈中的自我维持和自我进化的自然系统中的一

个有机组成部分。”

从价值层面来看，西方主流文化以追求物质利

益为至高取向，以改造、征服、奴役自然为满足物质

欲望的基本途径，以拥有支配自然和其他物种生命

的权利为确认和提升人的主体价值的根本方式。以

上种种做法无疑会使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日渐紧张。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这一“虚假共

同体”时，深刻揭示了资产阶级“无情地斩断了把人

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

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

‘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双方都

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

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

私人利益。正因为人人只顾自己，谁也不管别人，所

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前定和谐下，或者说，在全能的

神的保佑下，完成着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体有利

的事业。”不可否认的是，相较于资本主义社会这一

“虚假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共在共生的利益

共同体，而在这种共同体内部，整体与个体之间联系

更为紧密，两者之间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目标

前进。

面对这场被观察家称之为“黑天鹅”事件的公共

卫生危机，更加凸显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

同体，并再次证明中国领导人作出“当今世界正处于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重大论断的深刻洞见。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是人类与自然、人与人之

间的和谐共生，“现实世界既表现为多样的存在形

态，又展开为生成的过程，人自身之‘在’也同样如

此。”就个体而论，藉由现实世界转变到人自身的过

程中，共生与共存构成了此过程之两面，二者相辅相

成，达到人心与天地的贯通。“人只因为自私而以自

己的躯体为界，把自己和外部世界割裂开来才失去

了本来体段的一体。如果打破自身的躯体与外部世

界的隔阂，与万物统一，就可以获得合道的快乐。”作

为世界和人的真实存在形态，共生共存并非逻辑推

衍的产物，也不是思辨构造之结果，两者是基于人的

统一，进而将世界的存在和生成与人的存在和生成

进行融通的过程。大道不孤，天下一家。当前，我们

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体会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

树立共在共存、和谐共荣的价值观念对于协调世界

范围内的各种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而对于这种新价

值观念的建立，中华文化蕴涵着珍贵的“万物一体”

“天人合一”等精神资源无疑符合现代的文化价值观

念的需求。

二、中道精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传统行为

原则

中道精神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传统行为原

则。自清华简《保训》公布后，“中”的含义，在学界引

起了极大的关注与争论。李学勤把“中”看作是思想

观念，将其释为中正、中道；梁涛认为《保训》篇里的

四个“中”字一是应作抽象意义上的“中道说”“公平

公正”说，二是表示具体事物的“地中说”“诉讼文书

说”“旂旗说”“民众说”和“军队说”；李零也认为“中”

应为“地中”和“立于地中的旗表”。目前李学勤先生

的观点在学界得到了一定认可，他认为《保训》篇的

“中”字亦可称之为中道，是全篇的中心，并对研究儒

家思想的渊源和流传，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自西

周始，“中道”被视作“人道”而备受重视，孔子对中庸

思想极为推崇，子思将其中道思想记载在《中庸》一

书中。《中庸》云：“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执其两

端，用其中”。孔子有言，“中庸之为德也，甚至矣乎”

（《论语·雍也》），认为尧、舜、禹都遵循着“允执厥中”

的原则（《尧曰》）。孟子言：“汤执中”（《孟子·离娄

下》）。他提出既要“执中”，又要“用权”，说“执中无

权，犹执一也”（《孟子·尽心上》）。荀子也主张用“兼

陈万物而中悬衡”（《荀子·解蔽》）的原则去追求真

理。就此所引观之，儒家将“中庸”视为最理想的处

事方式，也是道德之最高境界。

在当代社会，我国一贯主张要秉持中道精神，而

强烈反对极端主义。同时，中国政府在对外工作中

始终奉行“底线思维”，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

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

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中道精神是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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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文化所开辟出来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文化

路径，在处理国际关系中有利于深化对话而不对抗，

结伴而不结盟的平等交往的新思路。在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中，处处体现了

中国辩证思维与传统义利观的有机融合。“义”的原

意是“礼仪”的“仪”，后来假借为“适宜”“合宜”，意指

公正、合理而应当做的事情或行为。人类命运共同

体思想倡导世界各国在坚持“义”的基础上，正当的

追求本国利益，这恰恰是对中国传统义利观的汲取

与超越，也是对传统中道精神的继承与发展。理念

引导行动，方向决定道路。“传统世界秩序理念局限

于维护某个或某几个国家的利益，人类命运共同体

则承袭‘以道观物，物无贵贱’‘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的中华传统智慧，尊重和关照到全体人类的共同利

益、幸福和未来。”中道精神作为传统思想精粹，融宇

宙论、道德论、方法论、修养论为一体，蕴涵了“适度”

“适宜”“和谐”的理念，不仅体现在外交思想，同时在

与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过程中也发挥着积极有

益的作用，它倡导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

程中把握好分寸，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中秉持相互

尊重的价值观念。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行为原则历经千百年的洗

礼和传承，在现代社会仍旧熠熠生辉。“应对共同挑

战、迈向美好未来，既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

化文明力量”，文明因互相交流而丰富，文明也会因

相互借鉴而多彩，这种包容互鉴的文明观是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一带一路”“两廊

一圈”“欧亚经济联盟”等举措大大拓展了文明交流

互鉴的途径，而作为传统行为原则的中道精神融入

其中更加彰显出中国文化开放包容、互鉴融通的优

良传统。回顾历史、展望世界，我们更应该从文化

自觉转变到文化自信进而过渡到文化自强。因此，

在现代社会应继续贯彻中道精神，不断挖掘儒家

中庸之道的新时代价值，坚持在不同国家民族发

展的道路上，坚定原则与底线的前提下，形成共同

的价值要素及价值准则，找寻解决问题的多样性

方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的协调运

转与人类的不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

国理念。

三、和合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传统价值

取向

和合思想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传统价值取

向。中华和合文化源远流长，学界有人将传统文化

称为“和合文化”，并有学者根据传统“和合”一词创

立了“和合学”。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

内政外交发表的讲话中多次提到了“和合”思想，中

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含着天

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

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

从协和万邦的国际观来看，传统和谐观念认为

在处理不同国家、民族的关系问题上，倡导用仁义道

德维护邦国之间的关系，要做到“和万邦，与邻为

善”，反对“以邻为壑”。习近平总书记常用“以邻为

壑”的典故向西方某些国家说明，如果奉行你输我

赢、赢者通吃的老一套逻辑，如果采取尔虞我诈、以

邻为壑的老一套办法，结果必然是封上了别人的门，

也堵上了自己的路，侵蚀的是自己发展的根基，损害

的是全人类的未来。

作为中国传统思想之主流的儒学把“和”视为人

文精神的核心。在儒家看来，“和”与“同”是相互对

立之关系。中国人早就懂得了‘和而不同’的道理。

所谓“和”并非否认矛盾之间的对立，而是倡导求同

存异，追求“和而不同”；同时也不是绝对地排斥斗

争，而是倡扬争之以礼，在差异中保持和谐，在有序

的关系中开展竞争。“和谐并不等于相同事物的简单

叠加，其本身也包含着差异和对立，是多样性的有机

统一。接受差异，是道德观念上的一种共识，也体现

为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习近平总书记在继承中

华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对“和合”一词有着独特的见

解，“和”指的是和谐、和平、中和等，‘合’指的是汇

合、融合、联合等。现代化是以人为中心、是“人化”，

而非“物化”。对于世间万物的生存模式，儒家认为，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礼记·中

庸》）。和合思想既蕴涵着个人身心内在的和谐，更

要求人与社会的外在和谐。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革既会

催生新机遇，但过程又往往充满新挑战。今日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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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不单单是中国之中国，更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

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始终坚持你好我

好大家好的理念，推进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

的经济全球化，创造全人类共同发展的良好条件，共

同推动世界各国繁荣发展。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过程中，应秉持平等尊重，摒弃傲慢偏见，用

更加开放的姿态接纳世界、更有活力的文化成果贡

献于世界。中国传统社会中“求同存异”“和而不同”

的辩证法思维方式尽管是自发形成，未达到其自觉

程度，但不可否认的是，其基本精神与马克思主义辩

证法思想是相融通的。可以相信，立足于现代辩证

唯物主义的思想高度，和合之道作为中国传统哲学

中的重要价值观念，经过创造性转换以后，必将为

世界文明发展贡献出宝贵的中国智慧，为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提供丰厚的土壤和营养。

四、大同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传统理论

旨归

大同理念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中国传统理

论旨归。中国自古以来就以孔子提出的“大道之行，

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为理想追求，这是中国古圣

先贤为中华民族和世界人民贡献的天下观，在中国

和世界产生重大的影响。近人康有为作《大同书》，

“大同之道，至平也，至公也，至仁也，治之至也，虽有

善道，无以加此矣。”孙中山提出的“民生主义”中也

蕴含了大同理想，他认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

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从儒家提出的“民胞

物与”“仁民爱物”，最后达到“天地万物一体”的仁的

境界，也就是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

的整体和谐。在儒家看来，中国传统哲学的终极归

宿对于个人来说，即是寻求“安身立命”之所，就社会

国家而言，则是探寻“治国平天下”之道。值得注意

的是，儒家所倡扬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宗

旨决不是征服、统治天下的意思，而是要在不同民族

国家地区之间建立和谐秩序，构建一个和谐的整体。

若站在全球化的社会远景的角度，儒家先哲在

中国哲学语境下追求的大同社会并不是一种乌托邦

或浪漫主义式的社会形态，而是一种符合理性的、开

明的和人道的策略。从理论本质而言，共产主义的

社会理想与儒家大同理想都以追求人的解放和幸福

为目标；从哲学角度来看，两者都是人学而非神学，

都讲对立统一、与时俱进、变化日新；社会治理上都

重视民众力量；在群己观和义利观上，皆提倡先人后

己、以义导利等等。

而如今放眼全球，我们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在马克思主

义的指导下进行了深入融合而形成了当代中国智

慧，为建立更加有效合理的世界秩序提供了中国方

案。传统儒家注重群体的价值、要求个体服从群体

的优良传统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提供了理论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并发扬了群体价值观，将充满中

国特色的方案融合进世界秩序中，并以“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概念形式向世界人民呈现，这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发展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的有

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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