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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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为何是文明发展必要路径？(下)

如今，中国同丝
绸之路沿线国家传承
和 平 合 作 、 开 放 包
容、互学互鉴、互利
共赢的丝路精神，在
文化、教育、卫生、
旅游、地方交流等合
作 领 域 不 断 开 拓 创
新，共同构建多元互
动 的 人 文 交 流 大 格
局，正让延续千年的
友谊更加深入人心。

“和而不同”蕴
含着全球文明新发展
何以可能以及如何可
能的文化密码，是在
百年之未有之大变局
中推动全球文明发展
的价值导向，因为“
和而不同”不仅承认
万千世界具有内在差
异，不同文明形态具
有多样诉求，不同民
族国家发展遵循不同
路径，且通过共存、
互 鉴 、 互 补 来 更 深
刻 地 理 解 “ 异 同 互
动”“不同之同”，
体 会 从 各 美 其 美 到
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从而为实现人类文明
新发展奠定哲学的基
础。

中新社记者：当
前全球文明发展面临
哪些挑战？如何寻找
出路？

姚新中：当今世
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人类社会面
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和不确定性，包括国
际关系和地缘政治的
挑战，以及由此引发

的战争与和平的不确
定性。科学技术如生
命科学、AI技术、量
子计算等挑战，以及
如何从人类文明发展
走向来应对挑战的不
确定性。世界经济日
益一体化的挑战，以
及由此引发的全球化
与逆全球化对抗的不
确定性。气候变化与
环境恶化的挑战，以
及全球治理体系与功
能赤字的不确定性等
等。

多 样 的 文 明 形
态、多样的文化系统
如何能汇成人类文明
发展的浩荡主流？如
何 从 “ 多 样 ” “ 不
同”等前提导引出“
万邦和谐”的新天下
秩序？古代中国的“
和 ” 哲 学 所 阐 发 的
政治观、国际观、天
下观，是以“德治”
为基础的世界观。“
和 ” 并 非 使 用 暴 力
去征服，而是以“修
德”为出发点，来构
建一个和谐的政治体
系，以期达到“近者
悦 ， 远 者 来 ” 的 目
的。

“和而不同”对
当今世界具有重要现
实意义，其本体论根
据是“万物并育而不
相害，道并行而不相
悖”。只有正视“万
物 ” “ 多 途 ” “ 并
行”的存在论前提，
才有可能寻求它们之
间的共性，从而形成
共同的诉求、共同的

价值、共同的命运。
这不仅需在空间

上，考虑不同文化体
系、价值关怀如何能
和谐并行，且要在时
间层面上，考虑前现
代、现代和后现代的
不同价值诉求，深刻
认识文明形态间“和
而不同”的重要性，
理解历史发展阶段“
和而不同”的规律。

中新社记者：为
什么说“和而不同”
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
要路径？

姚新中：全球文
明汇集各国各民族优
秀文化，并在现代化
和全球化过程中不断
得到丰富与提升，因
此，是人类价值诉求
的多元一体。如何从
多元达到一体对于全
球文明新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儒家“和而
不同”代表着中华文
明的智慧，是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集中体
现，也是促进全球文
明新发展的一个中国
方案。

应对挑战和不确
定性的唯一途径，只
能是以“和而不同”
来推动全人类文明的
新发展。因为“和”
的精神不在于排斥而
在 于 包 容 ， 不 在 于
拒绝而在于尊重，不
在于执一独断而在于
互通互鉴。“和而不
同”承认万千世界具
有内在差异，文明形
态具有多样诉求，传

统与现代在观念与实
践中具有不同样式，
并通过“求大同存小
异”、共生共长、美
美与共来实现“不同
之和”。

“和而不同”凝
聚 着 中 华 文 明 的 智
慧，是中华文化为人
类进步所作出的重要

思想贡献。当今世界
纷 繁 复 杂 、 矛 盾 重
重，“和而不同”既
可提供共克时艰的基
本方法，也能指导探
索人类文明新发展的
有效路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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