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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新中：“和而不同”姚新中：“和而不同”
为何是文明发展必要路径？(上)为何是文明发展必要路径？(上)

“和羹之美，在
于合异。”人类文明
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
特征，也是人类进步
的源泉。人类文明在
发展过程中有哪些特
点？当前全球文明发
展面临哪些挑战？为
什么说“和而不同”
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
要路径？中国人民大
学哲学院教授姚新中
近日接受中新社“东
西问”专访，对此进
行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
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人
类文明在发展过程中
有哪些特点？

姚新中：人类文
明的发展是多样、一
体的。人类早期四大
文明分别是古埃及文
明、古巴比伦文明、
古印度文明和中华文
明，其中只有中华文
明历经数千年历史，
绵绵不断流传下来。

中华文明多点起
源，上古中国不仅有
黄 河 文 明 、 长 江 文
明 ， 还 包 含 其 他 文
明。考古学家将中国
文明起源比喻成“满
天星斗”，这些闪闪
发亮的星斗如何形成
一个整体，成为今天
我们所认知的中华文
明？中国社科院学部
委员赵汀阳教授提出
了一个“漩涡模式”
理 论 ， 将 中 国 早 期
文明的形成方式解释
为有着强大向心力的

漩涡，起源于不同区
域的不同文明相互吸
引、同在共存逐渐形
成一个超级文明体，
而漩涡本身也因新的
文明加入而变得越来
越强劲，并由此构成
了巨大的历史时空。
中国就是因这一强大
的漩涡而诞生，中华
文 明 所 具 有 的 向 心
力，是后期大规模政
治与文化得以形成的
根本原因。

佛 教 的 传 入 中
国，是中华文明发展
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重
大历史事件。一种系
统性的外来宗教，能
够融入到原来以儒道
为 主 的 中 华 文 明 之
中，本身就凸显了中
华文明的开放包容，
能够在同其他文明的
交流互鉴中，不断焕
发出新的生命力。

人类文明在发展
过程中，不仅具有多
样性，而且在不断交
流、互动、包容中也
具有趋于和谐、一体
的特点。尤其是中华
文明。

中新社记者：在
历史长河中，中华文
明如何与其他文明相
互借鉴，共同发展？

姚新中：回答这
一问题须从“和”开
始。“和”的思想源
远流长，是中华文明
的 标 志 性 内 涵 和 基
本 特 征 。 儒 家 之 “
和”并非局限在家庭
亲 情 ， 还 具 有 政 治

学层面的广泛意涵。
《尚书》《礼记》等
经典都明确把“和”
作为善法良治的必要
工具，把“和、仁、
信、义”作为天下一
体 的 主 要 支 撑 。 “
和”政治学是儒家天
下观的核心内容，是
早期中国思想家所高
扬 的 旗
帜 ， 倡
导 的 “
世 界 秩
序 ” 价
值 原
则。

孔
子 在
《 论
语 • 子
路 》 篇
中 以 精
辟 的 语
言 对 “
和 ” 的
世 界 观
意 义 进
行 总 结
和 提
升 ， 形
成 了 “
和 而 不
同 ”
的 哲 学
观 ： “
君 子
和 而 不
同 ， 小
人 同 而
不 和 ”
。 这 一
思 想 是
中 华 文
明 包 容

性的重要依据，既是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主
要源泉，也是推动中
华文明与其他文明交
流互动的强劲动力。

中华文明与更远
地域的文明交往历史
悠久，有详细文字记
录的可追溯到丝绸之
路。公元前138年，

西汉张骞出使西域，
打 通 横 贯 东 西 的 古
丝绸之路。2000多年
来 ， 中 国 与 中 亚 、
西亚乃至欧洲互通有
无、互学互鉴、守望
相助，为人类文明史
留下一段段佳话和传
奇。(转下版)

浙江杭州良渚古城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
史的圣地。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在第43届世界
遗产大会上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标志着
它所代表的中华5000多年文明在国际上得到了广
泛认可。图为良渚古城遗址公园的莫角山遗址。

王刚 摄

河南洛阳白马寺创建于东汉永平十一年(公元68
年)，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兴建的第一座官办寺院，
有中国佛教的“祖庭”和“释源”之称，距今已

有1900多年的历史。李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