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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 学 家 费 正 清 指
出 ， “ 在 世 界 上 大 多
数 帝 国 统 治 者 主 要 依
靠 宗 教 权 威 的 时 候 ，
儒 家 给 现 政 权 的 行 使
权 威 提 供 了 一 种 理 性
上 的 和 伦 理 上 的 依
据 。 这 是 政 治 上 的 一
大发明。”

作 为 具 有 强 烈 宗
教 色 彩 的 文 明 ， 基 督
教 文 明 和 伊 斯 兰 文 明
的 国 家 都 存 在 历 史 学
家 汤 因 比 所 说 的 “ 大
一 统 教 会 ” ， 而 中 华
文 明 的 世 俗 性 决 定 了
其 国 内 并 不 存 在 能 够
与 皇 权 相 提 并 论 的 教
权 ， 也 不 存 在 具 有 高
度 组 织 化 的 教 会 。 所
以 ， 中 国 历 史 上 并 没
有 发 生 宗 教 战 争 。 历
史 社 会 学 家 艾 森 斯 塔
德 总 结 说 ： “ 中 国 没
有 组 织 化 的 教 会 。 唐
代 的 寺 院 与 集 权 式 教
会 体 制 最 为 相 像 ， 但
它 与 欧 洲 的 天 主 教 会
仍 然 毫 无 共 通 之 处 。
没 有 一 种 中 国 宗 教 变
成 了 充 分 组 织 化 的 自
主单位。”

因 此 ， 基 督 教
文 明 和 伊 斯 兰 文 明 的
发 展 并 不 全 然 依 附 于
某 种 国 家 形 态 ， 相 对
更 依 托 教 会 及 信 众 ，

而 中 华 文 明 的 长 期 延
续 则 主 要 表 现 为 一 种
特 定 国 家 形 态 的 长 期
延 续 ， 也 就 表 现 为 人
们 所 观 察 到 的 国 家 韧
性。

中 新 社 记 者 ： 延
续 千 年 的 大 一 统 体 制
给 当 代 中 国 留 下 了 哪
些重要历史遗产？

周 光 辉 ： 自 秦
汉 至 晚 清 的 大 一 统 国
家 形 态 是 中 国 历 史 上
最 持 久 、 最 重 要 的 国
家 形 态 ， 也 是 中 国 现
代 国 家 建 设 的 历 史 起
点 。 大 一 统 国 家 形 态
深 刻 塑 造 着 当 代 中 国
的 领 土 空 间 、 族 群 结
构 、 价 值 观 念 和 治 理
模 式 ， 为 当 代 中 国 的
国 家 治 理 提 供 了 相 当
丰 富 的 历 史 遗 产 。 这
使 得 当 代 中 国 的 政 治
与 社 会 治 理 措 施 既 有
面 向 现 代 化 发 展 的 普
遍 性 ， 又 体 现 着 自 身
文 明 发 展 的 独 特 性 ，
例 如 古 代 大 一 统 中 国
独 具 特 色 的 教 化 政
治。

教 化 是 将 道 德 、
文 化 与 教 育 相 结 合 的
治 理 手 段 。 由 于 古 代
大 一 统 中 国 不 存 在 主
导 精 神 世 界 的 “ 大 一

统 教 会 ” ， 因 而 国 家
承 担 起 了 传 播 主 流 文
化 、 塑 造 文 化 共 同 体
的 职 责 。 通 过 教 化 ，
大 一 统 王 朝 所 倡 导 的
意 识 形 态 、 生 活 方 式
和 社 会 风 俗 得 以 彰 显
和 推 广 。 在 维 护 古 代
大 一 统 中 国 的 稳 定
上 ， 教 化 起 到 了 至 关
重 要 的 作 用 。 不 同 国
家 的 文 明 传 统 会 对 其
现 代 化 道 路 的 选 择 和
进 程 产 生 深 远 影 响 ，
中 国 几 千 年 以 来 教 化
政 治 的 历 史 遗 产 ， 也
为 我 们 观 察 并 理 解 当
代 中 国 的 治 理 实 践 提
供 了 一 个 可 供 参 照 的
视 角 。 例 如 在 学 校 教
育 中 ， 明 确 要 求 把 “
立 德 树 人 ” 作 为 教 育
的根本任务。

古 代 中 国 在 教 化

政 治 中 所 采 取 的 一 些
有 益 内 容 和 方 式 值 得
借 鉴 ， 与 过 去 的 教 化
相 比 ， 当 代 中 国 的 教
育 与 宣 传 要 面 向 现 代
化 、 国 际 化 ， 体 现 现
代 性 的 价 值 。 在 中 国
现 代 化 发 展 变 革 的 关

键 时 期 ， 教 化 传 统 在
凝 聚 人 心 士 气 、 维 护
国 家 安 定 与 发 展 上 仍
将发挥积极作用。(完)
(周光辉教授的博士生
赵 德 昊 对 本 文 亦 有 贡
献)

东西问 | 周光辉：
大一统中国何以越千年？（下）

七国集团峰会发表涉台声明 
国台办：玩火者必自焚

中新网6月29日电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
29日表示，美西方拉
拢盟友打“台湾牌”
，企图遏制中国发展
和统一，这是十分危
险的。奉劝他们立即
停止向“台独”势力
发出错误信号，停止
干涉中国内政，玩火
者必自焚。

29日，国台办举
行例行新闻发布会。
有记者提问：七国集
团峰会结束后发表的
联合声明中再次强调
所谓“台湾海峡和平

稳定的重要性”，鼓
励 和 平 解 决 两 岸 问
题 。 同 时 声 称 将 推
出融资计划，对抗大
陆 “ 一 带 一 路 ” 倡
议，民进党当局称将
寻求与七国集团合作
的机会。请问发言人
对此有何评论？

对 此 ， 马 晓 光 表
示，台湾是中国的一
部分。台湾问题纯属
中国内政，不容任何
外来干涉。美西方拉
拢盟友打“台湾牌”
，企图遏制中国发展
和统一，这是十分危

险的。他们为达到不
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对民进党当局和“台
独 ” 分 裂 势 力 谋 “
独”挑衅视而不见，
却反过来指责大陆是
所谓“台海和平稳定
的破坏者”，这完全
是歪曲事实、颠倒黑
白。

奉 劝 他 们 立 即 停
止向“台独”势力发
出错误信号，停止干
涉中国内政，玩火者
必自焚。（完）

中新网

2021年3月30日，在江苏如皋经济技术开发区实
验小学儿童剧院，师生在对诵《德润春风 教化有
道》。中新社发 徐慧 摄

周光辉，法学博士，吉林大学行
政学院暨吉林大学社会公正与政府
治理研究中心、国家治理协同创新
中心教授，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部
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国家治
理研究院研究员，教育部高等学校
政治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2008年被评为国家级教学名
师，2011年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
特聘教授”计划，2014年入选国家
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学理论、当代
中国政治。

赵德昊，法学博士，2016年入
选吉林大学本硕博贯通式培养计
划，2018年入选“亚洲校园”计
划，赴韩国成均馆大学交换学习。
主要关注国家建设和古代中国国家
形态发展演变问题，发表学术论文
多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