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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比较视域下

《墨子》与《理想国》共同体思想探究

◇张昊雷 雷喻丹

古今中外，共同体思想皆包含人类对于普遍性

政治秩序建构的美好愿景。纵观当下人类命运共同

体思想，其中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和人类整体命运观

与发展观，迫切需要从东西方传统共同体思想文化

中汲取养分，以开辟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新格

局。回望过去，东方传统经典中蕴含的共同体智慧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显现，儒、墨、道、法等多家学

派均有自身的关于共同体建构方面的独到观点。各

家因侧重点不同，所提出的共同体思想自然也存在

差异，但皆为共同体思想的不断发展提供了智慧源

泉。此外，西方关于共同体思想方面的论述也颇为

丰富、绵延至今。其中，《理想国》一书在探讨政治体

系建构方面极具代表性，其中城邦共同体的构建是

该书重要探讨之部分。不过，西方国家在共同体思

想方面的探讨难免会带有宗教的印记，并不完全适

合当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发展的需要。基于此，

对东西方共同体思想进行比较研究，以在双重继承

其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对其思想精华进行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有助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

深入发展，为在全人类范围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提供有力支持。

一、《墨子》与《理想国》关于共同体人和政通的

道德基石之同

《墨子》与《理想国》两部巨著以一种带有丰富内

涵和时代属性的形态走进新时代。两部巨著的作者

虽远隔万里且跨越东西，但因其思考了一些共识性

问题，在无对话交流和相互借鉴的情况下，《墨子》与

《理想国》中存有着一些共通的共同体思想精华。这

充分说明，这些思想精华是可以跨越时空且能为各

个国家发展所借鉴学习的。

1.节欲立和：建立共同体的和谐根基

在《墨子》一书中，墨翟以人为出发点和着力点，

为塑造个人优秀品格提出了“节欲”“节用”等修养方

法。在《理想国》一书中，柏拉图同样从人出发，稍有

不同的是着力点更多地体现在理想城邦共同体的构

建上。在这一过程中，柏拉图提出了“节制”“节欲”

等治国方法。在《墨子》一书中，有诸多关于“节欲”

“节用”的篇目。墨翟开始便不满意人性中天生的不

完善性，认为人只有通过限制欲望，才能使得心灵有

足够的空间去顾及他人的冷暖安危，这便是“节

欲”。但需强调的是，这里要节制的“欲望”不是指所

摘要：《墨子》与《理想国》中有关共同体思想的部分各具时代和地域特色。将其进行比较研究可知，二

者在共同体构建方面存有共识，例如共同体构建所需的和谐根基与政通之机等。而在为共同体谋求和平发

展的路径选择上存在较大差异，例如存在以守求和与以限止战的差别，积极抗争与顺其统治的不同。无论

是共识还是差异，皆含有丰富的思想养料，双重继承其精华可助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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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欲望：正当的、合理的欲望是可以存在的；但过

度的、不合理的欲望是必须遏制的，如不加以遏制，

人便可能成为欲望的“操纵物”。这也同朱熹的“存

天理，灭人欲”［1］思想观点存在契合之处。除了说明

个体需“节欲”外，《墨子》中不乏笔墨来论述节用论，

以强调“节用”对于塑造个体优秀品格的重要作用。

“圣人为政一国，一国可倍也；大之为政天下，天下可

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国家，去其无用之

费，足以倍之。”［2］159通过这一段的论述可知，墨翟提

倡节用是为了倍财。之所以要提倡节用倍财，其目

的很简单，就是为了让“统治者更要为百姓树立榜

样，节制自己的欲望”［3］。这便是强调“节用”对于统

治者自身的特殊约束。因此，“节用”篇也是为了帮

助统治者控制欲望。但说到底，节用论的论述还是

为了“告诫统治者珍惜劳动成果，减轻劳动者的经

济负担”［4］。也正如任继愈所说，墨翟为了减少底层

劳动者的负担，“一方面要求生产，提高生产能力，另

一方面要求贵族限制一下奢侈的生活。这就是墨

子……节用、节葬的实际意义”［5］。由此可知，个体

只有通过“节欲”“节用”，才能更好地稳定其统治，以

筑牢共同体的和谐根基。

节制作为古希腊四主德（四元德）之一，《理想

国》一书中关于节制的论述更具深刻性。虽说《理

想国》在谈论节制时是落脚到理想城邦构建上，讲

求节制对于城邦发展之特殊作用，但更多地包含节

制对人自身的作用，毕竟城邦也是由个体共同组成

的。柏拉图认为，节制是“一种好秩序或对某些快

乐与欲望的控制。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做自己的主

人’”［6］130。这便是《理想国》中关于节制之于个体成长

发展重要性的认识——帮助个体成为更好的自己。

不过，稍加注意的是，“从学界当前的研究来看，基本

认为柏拉图的节制美德即为‘理性控制欲望’”［7］26。

这里所说的“节制”偏向于通过理性思维来控制欲

望，即通过发展正当欲望来克制不正当欲望，且渴望

对欲望进行天然节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理想

国》中的“节制”可以理解为“节欲”。这一点也同《墨

子》极为相似。与此同时还需认识到，“节制作为一种

行为准则时刻管控着人的欲望，指导着人的行为，是

人们获得其他德性以及幸福生活的前提条件”［7］26。

柏拉图认为，节制是城邦共同体构建下人人都应具

有的基础性美德之一，只有具备这一美德的人才能

为城邦共同体发展建设贡献力量。而且，在这一美

德作用下，不同的个体也应该懂得“放弃自己的权

利”［8］。例如，最强的个体应当学会将权利同个体分

离，进而使自身努力彻底成为国家的“奴隶”，这样，

节制作用的发挥才能实现对个体的完全调节。由于

节制必须在每个人身上发挥作用，它是贯穿于全体

公民的，是把“最强的、最弱的和中间的……都结合

起来，形成和谐”［6］131，因此节制可以是一种和谐状态

美。要知道，“节制……根本的特征是和谐，即组成

该事物的每个部分都在自己的范围内”［9］。因此，节

欲会帮助个体认识自身欲望并克制欲望，促进人本

性健康发展，进而为建立共同体奠定和谐根基。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过程中，“节约资源”是

“节欲”在当今社会的一个突出体现。正如党的二十

大报告所讲，“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

前途所在”［10］。如果人类毫无节制地向自然索求财

富，必然会导致自然资源的日益枯竭，进而阻碍共同

体的建构。与此同时，还需认识到个人的“节欲”。

如果人们对自己的需求没有合理节制，那么他就会

缺乏道德自觉，致使其不能自觉践行社会基本规范

和道德准则，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之基也会因此

动摇，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谐发展更难以实现。由此

可知，节欲对于当代共同体建构及其和谐发展发挥

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2.德高名正：建立共同体的政通之机

历朝历代皆希望推举德高望重之人为统治者，

但缺乏契机往往致使一些真正有德之人怀才不遇。

因此，德高的同时，名正也不可或缺。二者皆备于人

乃统治者之始，这也便是墨翟和柏拉图认为建立共

同体的政通之机。墨翟在《墨子·天志中》篇中这样

写道：“今天下之君子，中实将欲遵道利民，本察仁义

之本，天意不可不慎也。”［2］196自始至终，墨子均将上

天的地位排在首位，正所谓“天处在最高层次，是作

为最高的主宰”［11］49。上天是统领世间万物的，即便

是仁慈的天子也要遵从上天的旨意，万不可逆天而

为，应当在顺应天意的基础上再将心中的仁爱发扬

出去，以为普天之下谋利。在这里，上天便是赋予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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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者权力合法性的依据。“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

利”［2］189，此之谓“名正”。墨翟又言：“吾所以知天之

贵且知于天子者有矣。曰：天子为善，天能赏之……

然吾所以知天之贵且知于天子者。”［2］196墨翟从天子

行善的角度出发，指出天子受命于天的基本事实，这

同时也是墨子始终认为上天可以排在首位的原因所

在。与此同时，天子爱人与否也决定着上天是否会

赏赐于己。“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有之；

憎人贼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罚者亦有矣。”［2］201基于

此，身为统治者必须德高名正，在上天赋予自身统治

合理性的同时也要以德执政，这便是中国古代帝王

统治的依据。因此，德高名正结合在一起，才能为共

同体构建与统治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持。

相较于《墨子》一书的直接论证，柏拉图的《理想

国》更多地从侧面论述了“哲人王”统治合法性的重

要依据，即“哲人王”统治下的理想城邦共同体的构

建与最好发展。“当一个城邦像一个人的时候，它是

管理得最好的城邦。”［6］167之后，柏拉图又补充说：“在

这样一个城邦里，人们应当是休戚与共的一个整

体。”［6］168由此可知，最好的城邦应当是一个休戚与共

的整体，并且这个整体必须服从于统治者的管理，即

柏拉图所推崇的“哲人王”统治管理。那么，城邦的

统治者这一身份就显得尤为重要。柏拉图在整本书

中一直呼吁“哲人王”为理想国的最佳统治者。这不

仅是对“哲人王”德和才的肯定，也是对其统治合法

性的认可。正所谓“哲人王”是天生的“黄金”部分，

相较于“白银”和“铜铁”部分，其在最初就已被上天

认定为可贵之才。“正是‘哲人王’的教育以及严格控

制生育确保了统治者的纯正以及护卫者的勇敢与忠

心。”［12］因此，“哲人王”对于城邦和谐发展是最不可

缺的。这也是从侧面对“哲人王”统治合法性的一

种认同。随后，柏拉图又借助正义者享有的福报说

明了正义之人行正义之事的合法性。“因为一个愿

意并热切追求正义的人，在人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实

践神一般的美德，这样的人，神一定不会永远视而不

见。”［6］342柏拉图认为正义的人是有好报的，这是上天

所赋予的，是一个正义的人理所当然享有的。在这

里，统治者首先一定是正义者，一定是充满正义的

人。只有这样的人才得以受到神的关注，并继续在

神的保护下践行正义，为城邦共同体发展做贡献。

但统治者不是简单的正义者，除了热爱正义外，还必

须“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

结合起来”［6］181。换言之，具备理性思维且有哲学思

维的正义者才是所谓的“哲人王”。“哲人王”时常表

现出思辨性思维突出和正义色彩激昂的特征，这是

其统治合法性的强有力证明。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下，中国作为世

界上的大国，必须承担更大的责任。不仅责任大，还

要胸襟大、格局大、担当大，“致力于以发展促和平，

以不断增强的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为人类进步

事业贡献力量”［13］。一方面，凸显中国责任之重大；

另一方面，也强调中国影响力之非凡。可以说，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发展离不开中国。此外，事实也

确实证明了中国国际地位的重要性。作为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有能力做、敢去

做，也愿意去做这件为各国发展谋利益的事情。这

便使得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了结实的经济和物质

基础。与此同时，各国也对中国这一作用的发挥表

达了认可与响应。这便是德高名正的最好证明。在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的未来之路上，中国一定

会继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这不但是国人对她的认

可与赞美，而且是各国对于中国的新期待。

二、《墨子》与《理想国》关于共同体和平发展的

路径选择之别

追本溯源，《墨子》是中华民族的传世经典著作，

而《理想国》是西方传统经典的重要支柱，两者所囊

括的丰富思想极大地影响了各自社会的演进与发

展。从共同体构建和发展所需的条件出发对两部著

作展开比较分析可知，二者在为共同体谋求和平的

途径选择上大有不同：《墨子》主张以守求和，《理想

国》则主张以限止战。与此同时，二者在共同体发展

道路的选择上也存有差异：《墨子》主张积极抗争，

《理想国》则主张顺其统治。

1.以守求和与以限止战：殊途下为共同体谋求

和平的共同追求

在东西方早期社会，战争是一种政治手段，在政

治生活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战争是政治的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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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好的政治可以减少战争的损失甚至可以不战而

屈人之兵。”［14］因此，如何看待战争、如何利用好战争

这一政治手段来为共同体建构谋求和平是需要思考

的问题。在对待战争问题上，中国古代社会的墨翟

与西方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虽有不同的看法，但都

是在为共同体和平发展谋出路。

在《墨子》一书中，墨翟的军事思想特点可以概

括为两点：一是提倡遏制战争，二是主张以守求和。

墨翟之所以提倡遏制战争，是因为他认为战争的发

生一定会使百姓受苦，正所谓“计其所得，反不如所

丧者之多”［2］140。计攻战之果，善的总量减少而恶的

总量增多，恶一定大于善，百姓从中并无受益反受其

苦，也就是说，“战争并不能让百姓获取最大的功利

与幸福”［15］。这便是墨翟“非攻”重要思想的构成。

随后，他也指出，“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非，从

而誉之”［2］135，“是故古之仁人有天下者，必反大国之

说，一天下之和，总四海之内，焉率天下之百姓，以农

臣事上帝山川鬼神”［2］147。墨翟生活的战国七雄争霸

时期，硝烟不断、战火连天。“非攻”思想的提出恰逢

其时，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一定的社会暴乱，还

遏制了许多不必要的战火。在一定意义上，“非攻”

反对任何不正义的侵略战争，以此来寻求和平，是基

于对战争的厌恶而产生的一种积极救世观。而在另

一方面，墨翟之所以提倡“以守求和”，除了因为战

争会使百姓受苦，还因为在他看来，攻伐对于战争

双方来说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行为。“入其国家

边境，芟刈其禾稼，斩其树木，堕其城郭……劲杀其

万民。”［2］148在侵略者的入侵下，家园被摧毁，人民伤

亡惨重，不得不忍受着亡国丧家之痛；但是即便人们

都很厌恶战争，战争仍可能会发生。那么，在“守卫”

方面，墨翟就发表了自己独特看法，他希望发动城中

所有人来参与守城，不分男女，亦不分老少。“客攻以

遂，十万物之众，攻无过四队者，……凡四千人，而足

以应之，此守术之数也。”［2］445他主张发动全体民众参

与到战斗中去，实行“全民皆兵”，以筑成坚不可破的

钢铁长城。墨翟“以守求和”的思想同时包含着“以

退为进”的战争智慧。

在《理想国》一书中，战争观占据重要地位。“《理

想国》描述的理想城邦围绕战争进行建制，因为人性

的贪婪必然导致战争，城邦需要掠夺资源来维持体

面舒适的城邦生活。”［16］不过，柏拉图也明确表达了

不希望发生战争的观点。他认为，外部的敌对行为

——战争和内部的纷争——内讧［6］177是应祈求加以

避免的东西，和平与互惠才是最好的；但“城邦的疆

域很小，在领土狭小的希腊半岛，居然存在了一百多

个城邦”［17］。迫于这种尴尬局面和生存所带来的压

力，在战争方面他也表明了这样的观点：若想使得人

民生活完满，便不得不向其他城邦的耕地、资源和财

富发起挑战，进而不得不向外发动战争。在某种意

义上，战争便成了获得城邦耕地、资源和财富的一种

特殊手段。“要想得到更多的耕地和牧场，我们就会

想到从邻邦那里去抢，而邻邦的人也会有同样的想

法——如果大家都对生活必需品的欲望没有止境的

话。”［6］56但不能因此认为书中的战争观点是主动

的。《理想国》一方面表达了通过以自卫防御为目的

积极备战，进而减少战争发生的可能：“我们现在必

须要进一步扩大城邦了，不止是稍微添加一些人，而

是需要增加一支军队，用它来抵御敌人的入侵，保卫

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些财富和奢侈品。”［6］56这里强调

了这样一个观点：即使我们不愿意发生战争，但是我

们也应做好积极的准备，例如可以通过备战举措的

常态化来保持城邦的军事能力，即便有战争发生也

不会惘然无措。另一方面，书中也不乏从自身出发

以避免战争发生的观点，即限制土地、限制人口。当

政者在考虑城邦的规模或疆土大小时能有一个最佳

的尺度，而不应该去谋求更多地土地，“在城邦成长

到能维持统一为止，不能再加以扩大”［6］120，“统治者

职责就是尽可能保持城邦原有的人口数量”［6］165。柏

拉图认为，只要把土地和人口限制在城邦发展的合

理范围之内，把握至最佳尺度范围，便不会因此而发

动战争。这其实也与书中的节制思想联系上了。任

何人都要将自身欲望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尤其是当

政者。“哲人王” 一定要牵头控制土地的范围和人

口的数量，土地过大过小皆不利于基本生存；同样道

理，人口过多过少也不利于发展。因此，通过限制土

地和人口来避免战争发生是可行且有必要的。由此

可知，柏拉图渴求通过限制城邦规模来缓解战争爆

发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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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发展基于更高的出发点

反对战争。这一点同《墨子》和《理想国》中的战争观

存有相同之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却立足人类共

有的唯一家园，其资源的有限性或不可再生性要求

人类为了自身的长远发展而团结起来，抛弃战争、谋

求和平。”［18］与此同时，在《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一书中，也有关于战争的阐述：“不能一个国

家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

部分国家不安全，更不能以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

所谓绝对安全。”［19］这从侧面说明要避免战争发生的

任何可能。战争永远都不是解决国际冲突的有效手

段，而是破坏国际间交往的非正义手段，因此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构建发展一定要避免各种类型不义战争

的发生。

2.积极抗争与顺其自然：异径下为共同体谋求

发展的共同追求

从国与国、人与人关系层面来看，墨翟尤为强调

平等，正所谓“今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人无幼

长贵贱，皆天之臣也”［2］21。以平等为切入点，墨翟随

后在《墨子》一书中对“命定论”与“可人为”做了详尽

的阐述。首先，墨翟将平等思想始终贯穿其中。他

并不认为天命不可改变，而是在推崇命定的同时主张

积极抗争，认为“人在天的面前并非完全处于被动，

通过一定的努力，是有可能改变自己的现状的”［11］51。

与此同时，墨翟认为，“天子为善，天能赏之；天子为

暴，天能罚之”［2］196，即把上天看成是意志性的存在，

上天的命令是不可违抗的。这一观点虽是对命定

论的认可，但墨子却认为命重在人为。通过《墨子》

书中的一些论断，例如“非命”篇中的“执有命者不

仁”［2］248，“执有命者之言……此天下之大害也”［2］255，

“今用执有命者之言，是覆天下之义”［2］251，可以看出，

墨翟主张人要与命运不断抗争，以战胜自己的不平

等命运。他第一次将人的主体性以系统的理论形式

表达出来，显现出平等的色彩。他认为，人生来不应

该有三六九等之分，不能因为阶级出身就规定哪些

人天生就是被统治或被奴役的，人应该为追求平等

而努力。这说明墨翟主张的积极抗争其实是为了追

求平等，是与平等密切相关的。此外，墨翟还把社会

乃至国家从命定论思想中解放出来。其思想展现的

“人的历史选择的主动性”［20］说明个体在实现个人意

义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追求社会的发展。在此基础

上，墨翟还建立了一个“智慧库系统”模型（类似于当

下普遍运用的“上传下达”信息收集网络、“口口相

传”的宣传网络、“集思广益”的智囊网络和“方便快

捷”的行动网络），为社会发展前进所用。这其实是

从个体上升至社会的“积极有为”，进而为当时社会

的发展开拓出生动活泼的大好局面。当然，这些必

须以人的积极抗争为前提，只有在这一基础上，社会

共同体才能在以人为引领和支撑的“智慧库系统”模

型下加快发展。

与《墨子》一书中关于向上的积极抗争观点不

同，在《理想国》中谈及对待既定命运时，柏拉图认

为，人们是存在各种各样差异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

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等级差别。他构建的理想国是

反对改变生存现状的，要顺其自然生存状态，即统治

者进行统治、被统治者服从统治的和谐样态。柏拉

图认为，每个人生来就有各自要做的指定工作，“从

事与天赋适应的工作……一个人只做一种”［6］120。如

亚里士多德所说，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是先天决定了

的，“有些人天生自由，而有些人天生就是奴隶。所

以奴隶制既是有益的，又是合理的”［21］。但这里的差

异并不等同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差异。资本主义

私有制下的差异是富对贫的压迫和剥削，是欲望的

必然产物；而理想国中顺其自然下的差异则是拥有

最高的“善”的“哲学王”对其他人的统治，是理性的

结果。但理想国中对金、银、铁、铜四人的划分以及

神谕曾说的“铜铁当道，国破家亡”［6］112就是典型的宿

命论观点。生来是“金”的人有天赋在身，通过教育

和特殊关怀成长为城邦的统治者，是可靠的也是必

然的，相较于“银”“铜”“铁”，在他身上投入的时间、

金钱和精力都是最多的。在良好的制度没有建立

前，人的作用非常大，一个掌握最高权力的人对于建

立良好的统治制度起着关键作用，因此不得不在考

虑最大利益的前提下进行选择。因此，“哲人王”统

治的城邦是带有一定的差异的，生来是“银”“铜”

“铁”的人只能做他该做的事情，顺应自然生存状态，

接受“哲人王”统治。《理想国》中大篇内容都在说“哲

人王”统治下的社会是理想社会，在这种差异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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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了最好的效果。这值得我们思考其背后的原

因。在当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和发展过程中，一

定要有大而强的国家牵头，但这个大而强的国家一

定是公认的，否则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也难以实

现。由此不难看出，自然差异其实也能带来最大的

利益价值，就如当下由中国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

体构建发展盛况。

概而言之，墨翟主张的积极抗争是为了追求平

等，而柏拉图认为的顺其自然则是为了自然差异状

态的延续。即使二者在为共同体谋求发展的道路上

走出了两条不同的道路，但最终都是为了实现共同

体的良性发展。其实，关于平等的讨论自古以来便

有，却始终没有一个定论。墨翟和柏拉图二人分别

从平等与允许差异存在的角度出发印证了两种可

能。这就说明在平等和适当差异两种状态下，哪方

更有利并不由人们固有的观点所判定，而是看其是

否符合且适应事物本身发展。

三、双重继承其精华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

想的发展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有着深厚的思想渊

源，其厚重的历史底色植根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

化。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所蕴含的部分理念，如“节约

资源”“和平发展”等，是同中华文化密不可分的。因

此，有必要重读相关文化典籍，从中再悟出新的共同

体智慧。成书于中国古代思想历史发展长河中的第

一个黄金时代的作品———《墨子》，是墨家智慧的

结晶，其中包含的共同体思想是极其丰富且带有时

代印记的。与此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

是面向全世界的，它是引领文明发展新方向的重要

思想。因此，仅仅从中华传统文化经典中汲取养分

是远远不够的，要想在全世界范围内拿出最大的诚

意去推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必须了解他国的

文化底蕴，从他国历史文化中悟出新智慧。而重要

典籍——《理想国》中蕴含的关于城邦共同体构建与

发展的内容便是不可多得的宝贵文化财富。在新时

代背景下，应采用双重继承法来继承《墨子》与《理想

国》这两部经典中的优秀共同体思想，将其中的智慧

带入当下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之中，以源源不断的

动力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发展。

何为双重继承法？双重继承法可以理解为批判

继承和抽象继承的双结合：“前者指的是关于继承对

象的选择问题，后者指的是关于继承方式的择取问

题。”［22］应当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指导下，从两部经典中选取出优秀的、具有先进性

的共同体思想，再抽象继承这些优秀共同体思想中

的合理内核，并将这些合理内核同当代人类命运共

同体思想相结合，以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我们双重

继承《墨子》与《理想国》中共同体思想之合理内核的

过程，就是继承《墨子》与《理想国》中共同体思想之

精华以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蓬勃发展的过程。

采用双重继承法来延续经典中的共同体思想之

精华，挖掘其价值，一方面，有利于论证当下人类命运

共同体思想内涵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例如，传统共同

体思想中所蕴含的节欲立和、德高名正等“经典养

分”，恰好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发展所需的内容相

得益彰。如其中蕴含的“节约资源”环保责任观、“和

谐世界”天下大同观等共同体思想内容必须有理可

据、有迹可循，才能被人们认可和接受。而中华文化

和西方文化经典中蕴含的共同体智慧早在几千年前

就被提出并流传至今，时间证明其一定是可行且必要

的，千百年来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些理念是完全正确

的。在新的时代发展背景下，人们越来越相信经典的

力量，渴望从经典中找到答案。因此，《墨子》与《理想

国》中含有的共同体“经典养分”以其包容性和普适性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传播提

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强有力的支持。另一方面，在双重

继承法下，这些“经典养分”也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

想从整个人类、整个世界、整个历史的角度再出发，进

而提出了世界长期发展规划。对古代经典中的人类

命运共同体思想，从传统东西方共同体构建所需环

境、构建理念、安全观、实施策略等视角进行论证总

结，不仅有利于帮助世界范围内的国家理解认同人类

命运共同体思想，而且更有利于建立全球范围内国家

基于平等互利原则的新的全球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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