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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换

刘　恋

(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1)

摘要:在面临全新机遇与挑战的当代中国,如何治国理政、安邦定国,是当前中国共产党人的重大历史任

务。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思考并洞察人类前途命运,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
把握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紧紧围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与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在全球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提供了优化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人类

命运共同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换,将对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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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ommunitywithaSharedFutureforMankind:ModernizedTransformationofChineseExcellentTraditional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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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moderntime,Chinafacesnewopportunitiesandchallenges,anditisasignificanthistoricaltaskforthe
CommunistPartyofChinatoexplorethewaytogovernandstabilizethecountry.TheCPCCentralCommittee,with

generalsecretaryXiJinpingasthecore,hasdeeplythoughtandperceivedthefutureofmankindandhasabsorbednu-
tritionfromChineseexcellenttraditionalculture.Atthesametime,theCPCCentralCommitteehasgraspedthede-
velopmenttrendofChinaaswellastheworldandhastakenintoaccountboththedomesticandinternationalarchitec-
tures.Domestically,theCPCCentralCommitteehasfocusedon"theTwoCentenaryGoals"andtheChinesedreamof
nationalrejuvenation.Andinternationallyhehascalledforbuildingacommunitywithasharedfutureformankind.
Bydoingso,Chinaexpectstoofferasolutionfortheworldtoupgradeglobalgovernance.Thecommunityofshared
futureformankindisamodernizedtransformationbasedonChineseexcellenttraditionalculture,whichbringsnew
contributiontokeeptheworldpeaceandtopromotetheworld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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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6月6日,在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

济对话和第七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联合会

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坚定不移

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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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的 新 型 国 际 关 系,打 造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1]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的讲话上,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为了和平,我们要牢固树立人类命运

共同体意识,……相互尊重、平等相处、和平发

展、共同繁荣,才是人间正道。”[2]在党的十九大

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重申了坚持和平发展道

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将“以合

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内涵扩充为

“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的提出,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

融入世界治理体系的生动展现,既丰富发展了

新时代中国的外交理论,又对未来世界秩序演

进趋势作出了科学预判。中国以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展示大国外交风范,以负责任、有担当的

新型大国形象,对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繁荣

发展不断作出新的贡献,在国际上赢得了广泛

赞誉,也使未来世界呈现出更加美好的前景。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核心及形成过程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核心阐释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核心是“建设持久

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

的世界”,通过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五个

方面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新理念的建

立。具体来说,一是政治上要坦诚相待、互信共

商,抛弃结盟、霸权主义等冷战思维,坚持平等

对话。持久和平是人类永恒的梦想,要实现这

一梦想,根本要义在于世界上发生的大事需要

各国平等协商处理。二是安全上要通过协商化

解纠纷,统筹应对各类安全威胁,树立“共同、综
合和可持续”的新安全观。三是经济上要通过

合作共赢实现共同繁荣,共同繁荣是经济全球

化的切实目标。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日

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割的整

体,扩大开放、互利共赢是各国根据形势应当作

出的正确选择。四是文化上要尊重世界文明多

样性。文化因开放而繁荣,因包容而丰富;国家

因开放而发展,因包容而文明;世界因开放而前

进,因包容而多彩。坚持以文明交流、文明互

鉴、文明共存达到百花齐放的理想状态。五是

生态上要确保环境友好,共同合作应对温室效

应,保护好我们繁衍生息的地球家园,不断拓宽

文明发展道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生

态环境问题提供了破解之道,为人类未来社会

发展描绘了一幅山清水秀的蓝图。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形成过程

当今世界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国

之间利益相互交织,联系愈发紧密,面临着更多

共同挑战。食品安全、资源匮乏、温室效应、走
私贩毒、病毒蔓延等全球非传统安全问题不断

增加,严重威胁着当前的国际社会秩序和人类

生存环境。习近平总书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形成并发展完善

的,这个过程包括以下三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形成阶段。2012年11月8日召

开的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合作共赢是为了提

升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国家利益的同

时,应该考虑到其他国家的合理关切……增进

人类的共同利益。”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

首次在正式文件中明确提出。
第二阶段:发展阶段。2013年至2015 年

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很多重要场合的讲话中

都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作出详细阐述,
从而推动这一科学理念逐渐发展。2013年3
月23日,习近平主席出访俄罗斯,在“顺应时代

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主题演讲中,
向世界讲述了对人类文明走向的中国判断。

2013年3月25日,他在访问坦桑尼亚时谈到: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

体,共同的历史遭遇,共同的发展任务,共同的

战略利益把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随后,在印

度尼西亚国民议会演讲、巴西议会演讲等场合,
他再次深刻论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5
年,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时又

发出“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倡议。2015年9月28日,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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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总书记出席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大会,并
发表“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主题演讲,这是他首次在重大国

际组织中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并详

细阐释其核心思想[3]。
第三阶段:完善阶段。十九大报告首次将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写进“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之中[4],提升

为“新时期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

本方略”。十九大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

(修正案)》,并将“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写入党

章。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宪法序

言中的“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的

交流”修改为“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
文化交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8
年12月18日,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的

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积极推动建

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不断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

案、中国力量。”2019年10月,十九届四中全会

提出,坚持和完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5]。至此,这一重要论

述渐趋成熟并丰富完善。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创造性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际场合阐述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时常常援引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典

籍,如“协和万邦”“和而不同”“亲诚惠容”“大
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等。可见,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秉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实现

了对其的创造性运用与发展。
(一)和合文化

“和合”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国
语·郑语》中最早提到了“和合”这个词语:“商
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也”。中国人民自古

以来就崇尚“协和万邦”“亲仁善邻,国之宝也”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等和平友好思想。陆上丝

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等,都是中

华民族文化的和平传播。
和合文化要求不同国家和民族和平共处。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根植于中华民族和合文

化,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不断贡献智慧和力量。

2014年5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中国国

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
周年纪念活动时的讲话中强调:“中华民族历来

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

霸’的逻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和谐相处、和
谐发展,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6]。

和合文化要求维护文明的多样性。习近平

总书记在多种场合强调这一点。2014年3月

27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时,他引用

明清时期《古今贤文》中的名句“一花独放不是

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来说明[7]。与西方盛行的

“文明冲突论”截然不同的是,和合文化提倡文

明的多样共存、平等对待、交流互鉴、互相尊重

与共同发展,体现了尊重、包容、开放的态度和

胸襟,这对于消除文明之间的对立甚至敌对,消
除可能由文明的不同而引起的冲突或战争具有

重要的意义。尊重文明多样性也是谋求世界和

平与稳定的基本前提。中国不仅秉承和合的理

念,提倡并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更重要的

是,在全球治理的新时代背景下,倡导并大力推

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与合

作,如提倡并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以此来促进

不同国家的共同繁荣。目前,“一带一路”建设

如火如荼,沿线各国皆从中受益。
(二)忠恕之道

孔子提出了流传千古的忠恕之道。孔子的

弟子曾问孔子,有哪一句话可以终生奉行? 孔

子回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不欲,勿
施于人”不仅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具有

积极的作用,在处理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
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关系上也同样适用。它要求

我们在处理国家、民族、文明之间的关系时,要
设身处地,换位思考,能够推己及人、为对方着

想。任何国家、民族或文明都不喜欢接受强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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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民族或文明的弱肉强食、阶级压迫、种族

歧视、强权政治等霸权主义,因此,中国旗帜鲜

明地反对任何“己所不欲,施之于人”的霸权主

义,在全球治理中大力倡导和运用“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的思想精髓,努力促进世界各国、各
民族、各文明之间的平等互助、合作共赢,以推

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8]。
“仁”是孔子追求的做人理想境界,而做到

“仁”,就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习

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新年贺词中说:“70多亿

人共同生活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应该守望相助、
同舟共济、共同发展。中国人民追寻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祝愿各国人民能够

实现自己的梦想。”[9]中国梦是中国人民的伟大

梦想,而实现中国梦,一方面离不开和平发展的

世界大环境,另一方面也会给世界人民实现自

己的梦想带来机遇。中国梦将中国和世界联系

起来,使中国在谋求本国发展的同时促进世界

各国共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为中国梦

赋予了世界意义。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

的实践、中国倡议成立的亚投行的运作、中国积

极推动的金砖国家合作等,无不是在欢迎世界

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无不是对“己欲立

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最好的现代性诠释。
(三)天下观

“天下”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有观念。
我国历史上“天下观”的最高理想是“天下大

同”,这使得中华文化具有了包容多民族文化的

基因,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所

以,在我国历史上,分裂只是暂时的状态,统一

格局才是常态和主流。在追求“天下大同”的道

路上,传统“天下观”表现出独特的文化气质。
这典型地表现在中华文化特有的夷夏之辨上。
“夷夏之辨”本质上不是地域之辨,不是道德之

辨,而是文化之辨。以孔子的“夷夏之辨”为例。
在先秦时期,诸夏居中原地区,文化先进,代表

着文明;蛮夷戎狄居于四方偏远地区,文化落

后,代表着野蛮。孔子认为,理想的社会进步之

路就是:“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

则安之。”这是通过文德教化使落后民族接受先

进文化,从而变夷为夏,走向文明,实现天下大

同的理想。
孔子的这一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它超越

了狭隘的民族主义,不以血统种族及地理和其

他条件为依据来区分“夷夏”,而以文明的先进

与落后来界定。这也是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
虽政权更迭,却始终保持凝聚力与向心力的原

因之一。这一思想观念,与那种建立在民族优

越论基础上的殖民理念有着天壤之别,具有超

越时空的伟大意义。中国的“天下观”追求的不

是天下各国家、各民族的绝对平等,也不是优胜

劣汰、肉弱强食,而是通过非战争的途径,使天

下各国、各民族和睦相处,共同进步。当今时

代,世界秩序仍然受西方世界秩序观的支配。
西方世界秩序观是建立在弱肉强食、强大军事

力量基础上的,遵循“国强必霸”的逻辑,往往通

过战争威胁来建立和维持世界秩序,这必然阻

扰人类的文明进步。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

共同体思想的继承和创新

　　从继承的角度来分析:一是以马克思主义

唯物史观为生成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从全

球化时代人类密切联系的生活状态去分析当今

世界的运行态势;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经

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去思考社会发

展规律;从当今全球面临的严峻风险挑战出发

去探求具有普适性的全球治理方案。所以,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

的继承与发展。二是以人类命运作为终极关

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要求人类必须培育唇

齿相依的全球意识,从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构建,唤醒和提升人类的共享精神,促进全球

范围内的合作共赢,推动人类取得长足发展。
三是具有共同的价值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在价值追求上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本质

上是相同的,以实现世界民众的根本利益和基

本诉求为目标,促进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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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实事求是,强调立足当前的

现实条件,推动实现世界范围内广泛的合作共

赢,在价值追求层面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

有着相当程度的共性。
从创新的角度来分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在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的基础上实现了进

一步的延伸和扩充,更加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

色和中国风采。一是展示了探究世界的新角

度。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化人类“主人翁”意
识,号召世界各国要在严峻风险挑战面前和衷

共济、勠力同心,以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共同

责任。它用包容的眼光和心态审视世界的发

展,寻求通过合作解决世界各国面临的普遍性

问题,达到互惠共赢的良好状态,最终推动世界

范围的同频联动,彰显了中国“天下为公”的宽

广胸襟和责任使命。二是开辟了建构“真实共

同体”的新途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尝试在

国家间采取新型交往方式,搭建伙伴关系网络,
在全球治理领域通过国家合作,营造各国普遍

认可的国际经济社会新秩序,最终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它主张从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
态五个方面多维度、立体化建构共同体,使得

“真实共同体”的实现更具可行性和操作性。三

是倡导基于“真实共同体”旨向的新价值。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从世界民众的根本利益出发,
致力于实现体现当今世界民众普遍利益诉求的

“共同价值”,那就是和平、发展、公正、民主、自
由[10]。它代表了各个国家、不同民族、多种文

明之间价值追求的最大共性。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为马克思的价值理想与现实需求之间搭建

了相连接的通道,为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注

入了与时俱进的崭新内容,体现了现代人类社

会共同的价值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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