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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今 人 类 社 会
面 临 经 济 、 政 治 、 文
化 、 生 态 等 难 题 ， 如
何 应 对 日 显 严 峻 的 现
实 危 机 ， 形 成 具 有 约
束 力 和 规 范 力 的 “ 全
球机制”？

构 建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思 想 ， 把 握 时
代 发 展 趋 势 ， 立 足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 超
越 以 零 和 博 弈 、 强 权
政 治 为 基 础 的 传 统 国
际 关 系 学 说 ， 鲜 明 地
展 示 了 当 今 中 国 对 人
类 进 步 发 展 的 积 极 追
求 和 现 实 回 应 。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思 想 植 根
于 中 华 文 明 ， 与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历 史 相
联 ， 观 念 相 通 ， 价 值
相 融 ， 充 分 展 示 了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历 久
弥新的当代价值。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与天下大同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思 想 旨 在 维 护 世 界 和
平 ， 促 进 人 类 共 同 发
展 。 追 求 人 类 和 平 发
展 ， 推 动 社 会 和 谐 进
步 ， 实 现 天 下 为 公 的
大 同 社 会 ， 是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重 要 内
容 。 早 在 《 尚 书 · 尧

典 》 中 就 记 载 ， 尧 在
治 理 国 家 时 ， “ 克 明
俊 德 ， 以 亲 九 族 ， 九
族 既 睦 ， 平 章 百 姓 ，
百 姓 昭 明 ， 协 和 万
邦 ， 黎 民 于 变 时 雍 ”
。

大 同 社 会 是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关 于
治 国 理 政 的 理 想 社 会
状 态 。 这 一 美 好 的 社
会 理 想 ， 源 于 儒 家 经
典 《 礼 记 · 礼 运 篇 》
， “ 大 道 之 行 也 ， 天
下 为 公 ， 选 贤 与 能 ，
讲 信 修 睦 。 故 人 不 独
亲 其 亲 ， 不 独 子 其
子 ， 使 老 有 所 终 ， 壮
有 所 用 ， 幼 有 所 长 ，
矜 、 寡 、 孤 、 独 、 废
疾 者 皆 有 所 养 ， 男 有
分 ， 女 有 归 。 货 恶 其
弃 于 地 也 ， 不 必 藏 于
己 ； 力 恶 其 不 出 于 身
也 ， 不 必 为 己 。 是 故
谋 闭 而 不 兴 ， 盗 窃 乱
贼 而 不 作 ， 故 外 户 而
不闭，是谓大同。”

大 同 社 会 倡 导 天
下 为 公 、 社 会 和 平 、
仁 者 爱 人 、 民 胞 物
与 ， 讲 求 选 贤 举 能 ，
追 求 共 同 发 展 ， 是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精
华 所 在 ， 是 人 类 对 于
美 好 社 会 的 普 遍 憧 憬

和 意 愿 ， 为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的 构 建 提 供 了
丰富的文化资源。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思 想 追 求 和 平 发 展 与
合 作 共 赢 ， 强 调 走 和
平 发 展 道 路 ， 共 同 推
动 当 今 世 界 的 和 平 发
展 ， 解 决 各 国 之 间 的
贫 富 差 距 ， 实 现 真 正
的 全 人 类 利 益 ， 是 大
同 思 想 的 创 新 升 华 和
创造发展。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与和而不同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思 想 主 张 国 际 社 会 相
互 尊 重 和 相 互 信 任 ，
通 过 积 极 有 效 的 国 际
合 作 ， 共 同 构 建 和
平 、 安 全 、 开 放 、 合
作 的 世 界 秩 序 ， 这 与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倡
导 的 “ 和 而 不 同 ” 有
着内在的深刻联系。

早 在 春 秋 时 期 ，
周 太 史 史 伯 就 提 出 “
和 实 生 物 ， 同 则 不
继 ” ， 认 为 “ 和 ” 是
不 同 事 物 的 相 互 融 合
所 形 成 的 平 衡 状 态 ，
这 种 状 态 能 够 不 断 产
生 新 的 事 物 ， 使 世 界
充 满 生 机 和 活 力 ，
而 “ 同 ” 是 同 一 事 物
的 重 复 叠 加 ， 不 仅 不
能 产 生 新 事 物 ， 甚 至
使 已 有 事 物 也 难 以 为
继。

其 后 ， 孔 子 将 “
和 而 不 同 ” 上 升 到 价
值 观 高 度 ， 提 出 “
君 子 和 而 不 同 ， 小
人 同 而 不 和 ” 。 “ 和
而 不 同 ” 是 在 持 守 一
定 原 则 基 础 上 的 合 作

协 调 ， “ 同 而 不 和 ”
是 无 原 则 地 盲 从 附
和 。 “ 和 而 不 同 ” 成
为 中 华 民 族 处 理 国 家
关 系 和 文 明 交 流 的 重
要 相 处 准 则 。 历 史 有
力 地 证 明 ， 中 华 文 化
的 进 步 发 展 ， 中 华 民
族 的 繁 荣 昌 盛 ， 正 在
于 持 守 和 而 不 同 、 兼
容并蓄的价值观。

世 界 各 国 的 历
史 、 文 化 、 制 度 和 发
展 水 平 不 尽 相 同 ， 多
样 性 是 当 今 世 界 的
基 本 特 征 ， 也 是 人 类
文 明 的 魅 力 所 在 。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思 想 充
分 展 示 了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所 强 调 的 和 而
不 同 的 价 值 观 ， 它 与
西 方 国 家 主 义 的 模 式
决 然 不 同 ， 提 倡 的 是
真 正 的 全 人 类 利 益 ，
主 张 世 界 各 国 共 同 发
展 ， 做 到 政 治 上 坚 持
正 义 、 秉 持 公 道 、 道

义 为 先 ， 经 济 上 互 利
共 赢 、 共 同 发 展 ， 同
舟 共 济 ， 权 责 共 担 ，
积 极 主 动 参 与 全 球 治
理 ， 尊 重 各 国 自 主 选
择 的 社 会 制 度 和 发 展
道 路 ， 尊 重 彼 此 核 心
利 益 ， 倡 导 不 同 文 明
交 流 互 鉴 ， 促 进 人 类
文 明 发 展 ， 走 出 一
条 “ 对 话 而 不 对 抗 ，
结 伴 而 不 结 盟 ” 的 国
际 交 往 新 路 ， 创 造 一
个 包 容 互 鉴 、 共 同 发
展的未来。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的 思 想 ， 超 越 种 族 、
文 化 、 国 家 与 意 识 形
态 的 界 限 ， 为 推 动 世
界 和 平 发 展 、 合 作 共
赢 ， 提 供 了 一 个 全
新 的 视 角 和 理 性 可 行
的 方 案 ， 是 “ 和 而 不
同 ” 的 中 国 智 慧 和 中
国 价 值 观 在 当 今 的 具
体展示。

孙聚友：如何从中华文化
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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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家以不同字体书写“和”字。中新社记者 
陈小愿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