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观之一，从
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华文明是一种“和”的
文明。中华文明的精神理想平和而坚毅，胸
襟宽广而开阔，有着深切关注人类命运的天
下情怀。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具有丰富而深
刻的内涵。

倡导慎战不战。历史上，中国长期是世
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却从未殖民和侵略
他国。《左传》中讲“止戈为武”，意思是说止息
兵戈才是武功，能止战才是真正的武功。“武”
的真谛是消除战争、安定百姓。《孙子兵法》开
篇就讲：“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
道，不可不察也”，主张慎战不战。同为早期
兵法著作的《司马法》第一篇是《仁本》，核心
思想是战争要贯彻以仁为本原则，“国虽大，
好战必亡”就出自于此。中国人很早就懂得，

和平对文明的保障作用，也深知战争对文明
的破坏作用。信奉丛林法则，以强欺弱、穷兵
黩武，必将走向灭亡。几千年来，和平性已经
深深烙在中华文明的特质里，刻进中华儿女
的基因里，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中。

倡导相互协调。从和平、和睦到和谐、
和合，中国人对“和”的探究，不止体现在战
争与和平的关系上，还深入到自然法则、人
类社会发展规律来理解“和”。“和也者，天下
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要追求通过
协调发展而达到“和”的理想境界和完美秩
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键在于做到

“天人合一”；实现人与人的和谐，关键在于
做到彼此尊重；实现人自身的和谐，就要做
到身心两方面的协调，通过实践和自省提升

自己的人格和道德。
倡导共生并进。中国人所讲的“和”并

不是完全相同、毫无变化的，并不追求单一、
静止、无差别的和谐，而是在尊重事物多样
性和差别性的基础上，通过相互协调、相互
作用，达致更高层次的和谐统一。《孟子·滕
文公上》讲：“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告诫
人们不能简单粗暴对待事物的差异，不能强
制消除差别。《论语·子路》中讲：“君子和而
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追求的是
内在的和谐与友善，而不是表面上的相同与
一致，这正是人类个体之间、群体之间共生
共存的基本法则。可见，“和”的精神是一种
对他者的承认、对差别的尊重、对异己的包
容，以达到求同存异、和谐共生。

倡导交通成和。《周易》中讲：“天地交而

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意思是说天
地阴阳交合，方有万物的生养畅通；社会上
下交流沟通，方可志同道合。《庄子·田子方》
中讲：“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中国古人
认为，开放交流才能发展进步、充满活力，才
能达致“和”的状态。《礼记·学记》中讲：“独
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周易》中讲“君
子以朋友讲习”，意在提倡朋友之间互相讲
习交流、互相学习借鉴、互相受益进步。中
华文明是在中华大地上生长出来的文明，也
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
明。中华文明对待其他文明，始终秉持和平
包容的态度，而不是排斥、对抗、征服，并通
过积极的对话交流汲取不同文明所长，在借
鉴吸纳中实现创新超越。这种“和”的智慧
让中华文明能够绵延发展、不断壮大。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荆州宣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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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民族，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
世界之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
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深刻理解中华文明
突出的和平性，对于全面认识中华文明历久弥新、绵延不断的发展历程，对于今天走和

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人民日报推出
“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专题，围绕“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进行阐述。
本报今日予以转载。

——编 者

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

深刻理解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
□ 王 杰

有着五千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始终崇尚和平。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
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在中华文明中，“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睦邻友邦”“天下太平”“天下大同”等
理念世代相传。和平性是中华文明思想理念的精华，是中华民族深沉的精神追求，也是建设更加美好世界的必然要求。

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
地位、有影响，不是靠穷兵黩武，不是靠对
外扩张，而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
吸引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
智慧结晶，其诸多元素共同塑造了中华文
明的和平性。

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为塑
造中华文明的和平性提供了精神支撑。《周
易》中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意为
大地的气势宽厚和顺，君子应以宽厚之德
对待天下民众和事物。《大学》开篇讲“大学
之道，在明明德”，《论语》中讲“人能弘道，
非道弘人”，激发人们弘扬光明正大的德
性，自觉把“道”弘扬光大。这种厚德载物、
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经过中华儿女的践
行传承与历史长河的淘洗积淀，形成了“己
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

而达人”这种“推己及人”的人己关系准则，
以道德秩序构造出一个群己合一的世界。

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为塑
造中华文明的和平性提供了理想支撑。《礼
记·礼运》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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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
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推崇天下
为公的治世之道，倡导公共意识、公共道
德，引导人们超越个体、休戚与共，各有所
养、各尽所能，胸怀天下、谋求大同。中国
古人讲，“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
下也”“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认为“天下”
并不是个别人、个别国家、个别民族的天
下，而是所有人、所有国家、所有民族的天
下，表达出所有人、所有国家、所有民族都

应平等相待、友好相处、守望相助的愿望和
理想。

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为塑
造中华文明的和平性提供了实践支撑。“讲
信修睦”源自《礼记·礼运》，讲的是要相互
讲信守义、建立和睦关系；“亲仁善邻”出自
《左传·隐公六年》，讲的是要亲近仁道、友
善邻国，这是治理国家的方略。中华文明
是推崇信义、和睦、仁道、友善的伟大文
明。个人、团体、民族、国家之间讲信守义、
和睦相处、仁爱相助、友善邻里，是中华民
族基于明德追求与大同理想而形成的处世
之道、交往之道。丝绸之路就是这种讲信
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结出的硕果。
公元前 100 多年，中国开始开辟通往西域
的丝绸之路。中国与亚欧大陆上的先人们
不畏艰险，探索开辟出多条连接亚欧非的

贸易和人文交流通路。南北朝时期沈约在
《宋书》中讲“舟舶继路、商使交属”，记载了
丝绸之路上商贾、使者来往频繁的热闹场
面与繁荣景象。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
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世代相承、
薪火相传。今天，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
国家和地区加强互联互通、共谋繁荣发展，
赋予讲信修睦、亲仁善邻交往之道新的时
代内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其他重要元素，
也为共同塑造中华文明的和平性起到了重
要作用。比如，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
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
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等，都对中华
文明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等
的拘囿，形成开放包容、平和中正的文明特
质作出了贡献。

诸多元素塑造出中华文明的和平性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
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
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为新时代中国坚定
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奠定了坚实历史根基、提供了充沛文化
滋养。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
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中华文明五
千多年来一直传承着热爱和平、崇尚和睦、
追求和谐的理念。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
国没有主动挑起过任何一场战争和冲突，没
有侵占过别国一寸土地。中国积极参与国
际军控、裁军和防扩散进程，反对军备竞赛，
维护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是派遣维和人员
最多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联合国第二大
维和摊款国。中国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在
全球安全治理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回顾世
界历史，一些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对外侵

略、殖民、掠夺，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
深重苦难。中国不走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老
路，不照搬西方国家发展模式，不靠殖民掠
夺，不转嫁矛盾，通过独立自主、艰苦奋斗，
通过与其他国家互学互鉴、合作共赢，在和
平发展道路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快速
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掀开了人类
现代化史上的崭新一页，为人类对现代化道
路的探索作出重要贡献。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
国始终是全球发展的贡献者。中华文明五
千多年来一直传承着天下大同、共生并进、
交通成和的理念，今日中国以促进全球共同
发展的大国担当将这些理念发扬光大。中
国毫不动摇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奉行互
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
向，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
加大对全球发展合作的资源投入，坚定支持

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共同培育
全球发展新动能，共同营造有利于发展的国
际环境，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今年是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共建“一
带一路”已经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
和国际合作平台，有力提升了中国对外开放
能力、共建国家发展水平与国际合作新范式
的韧性和活力，为全球发展注入了更多强劲
动能。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
国始终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以天下论者，
必循天下之公”。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决定
了中国能够站在人类整体利益的高度思考
人类的前途命运问题，坚持团结合作，决不
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中国坚持真正的
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
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
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

准则，反对一切形式的单边主义。践行共商
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参与全球治
理，推动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多
边机制更好发挥作用，扩大金砖国家、上海
合作组织等合作机制影响力，增强发展中国
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性
和发言权，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
合理的方向发展。

求和平、谋发展，凝结着中华民族生生
不息、蓬勃发展的智慧。中华文明突出的和
平性，给予我们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底气和丰富智慧。
我们要继续深入挖掘中华文明和平性的丰
富内涵，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出
更多中国方案，使之在人类应对风险挑战、
开辟光明未来的道路上彰显更大的价值、更
强的力量。

（原载8月14日《人民日报》）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历史根基

中 华 民 族 是 爱 好 和 平 的 民
族，深知和平之宝贵。和谐稳定
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生活方
式，和平共生是中华民族几千年
来的处世之道，和合仁善是中华
文明几千年来的文化基因。在
长期发展中，中华文明形成了特
有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
邦 的 国 际 观 、和 而 不 同 的 社 会
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和平正
义的战争观，和平性植根于中华
文明深处。

中国古人认为，天地化育万
物、诞生人类，天地人互相联系。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强调普遍联系
和整体思维，将自然之道和人间
伦理有机联系起来。宇宙万物、
人类社会既千差万别又是一个统
一整体，和合相生、生生不息。这
一宇宙观蕴含着顺应自然、敬畏
自然、敬畏秩序的文化基因。和
谐、稳定、秩序是中华先民史前时
期就形成的生活方式，并一直延
续下来。比如，考古发现表明，八
千年前西辽河流域兴隆洼文化的
村落里房屋成排分布，六千多年
前黄河中游仰韶文化的姜寨等村
落里房门朝向中央广场，都显示
出社会内部崇尚集体利益，社会
秩序井然。八千年前黄河流域裴
李岗文化等的墓葬排列整齐，已
有“族葬”习俗，将现实社会秩序
延伸到身后世界。无论是聚落、
墓葬的排列有序，还是都邑的中
轴对称，礼器的成组成套等，都体
现出中国人对秩序和稳定的不懈
追求。

中国古代主张天下万邦和谐
相处、和合共生，不滥杀无辜、不
绝人祭祀，形成了协和万邦的国
际观。比如，西周建立后不但封
商人后裔于宋，而且神农、黄帝、
尧、舜、禹之后也都各有封地，这
与侵略扩张的帝国观有着重要
区别。早期中西文化交流在五
千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中国在西
传彩陶、黍、粟等的同时，也接纳
了西来的绵羊、黄牛、小麦、冶金
术等。汉代丝绸之路开通以后，
丝绸、瓷器、造纸术、印刷术、指
南针、铸铁技术等生活用品和民
用技术从中国传到西方各地，传
播方式是和平交往和商业贸易
而非侵略战争。与其他文明交
流互鉴、和平共生，是中华民族
一以贯之的处世之道。中华文明的发展，正是不同
文明通过相互对话 、相互交融获得共同进步的例
证。当今世界有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 多个民
族和多种宗教，不同文明各有特色、各有优长。彼
此尊重、相互依存，包容互鉴、共同发展，人类文明
才能不断发展进步。

和平也是中国伦理和思想的重要准则。中国人
对和平的追求还体现在社会观和道德观上。“和实生
物，同则不继”“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羹
之美，在于合异”。中国地理环境广阔多样，族群文
化多姿多彩，但在距今六千年左右就形成了早期中
国文化圈，各民族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强烈的共同
体意识、共同价值追求和文化认同，这是和而不同观
念发展的必然结果。五音相和才有旋律，五味调和
才成美味。和而不同是人类社会和谐稳定的秘诀。
上善若水，仁者爱人。从善爱自身、家人推及仁爱他
人、社会，这是中华民族美德的核心内容。和平与

“仁”的价值相结合，通过对他人的关心关爱践行和
平性的理念。在过去两千多年时间里，中国在多数
时期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但中国没有对外扩张
和殖民，这是中华民族和善友爱的证明。

当然，战争有时是难以避免的，和平性并不意味
着懦弱。中华民族一直以来秉承和平正义的战争
观。中国人深知“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
已而用之”的道理。文武之道，先文后武，先礼后兵，
不挑起战争，也不畏惧战争，战争必出于正义、为了
和平。

中华文明何以具有突出的和平性？原因是多方
面的，深厚的农业基础是孕育和平性的重要土壤。
可以说，和平是中华文明从源头开始的内在追求。
中国大部分国土位于气候适中的中纬度河流地区，
具备农业发展的良好条件。农业生产需要较长周
期，种子的选育、土地肥力的维持、生产工具与设施
的制备、水利设施的建造维护、生产经验的传承等，
都需要长期稳定的社会秩序。中国古代有着世界上
最大范围的农耕区，加上“南稻北粟”农业结构体系
的互相补充，以及小麦等农作物的传入，粮食来源相
对稳定，为稳定定居、和平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华先
民眷恋故土，大多数情况下的迁徙不过是农人对新
耕地的开垦，在漫长岁月中形成了追求秩序、稳定内
敛、爱好和平的文化性格。

和平使文明成果得以长期保存，和谐使文明得
以稳步向前，和平性为中华文明绵延不绝发展提供
了保障。今天，我们依然走在和平发展的宽广道路
上，以和平的方式实现了一个超大规模国家前所未
有的发展。中国和平发展成功的各项原因背后都有
中华文明智慧的光芒，都是我们文明基因与现代精
神的结合。我们要始终坚守并不断激活和平的文明
基因，同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合作，推动不同国家、不
同文明在平等、互鉴基础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
辟人类社会更美好的未来。

（原载8月14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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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
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
文化霸权。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
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中华文明几千年
连续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推动人类文明进
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深刻把握
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深入理解中华文明
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传统，对于建设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

中华文明具有开放包容、和谐共生的传
统基因。中华文明本质上是“和”的文明，中
华民族传承和追求的是和平、和睦、和谐理
念。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事物都有可取之
处，要以“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虚心态度
来丰富自己。中国古人强调“海纳百川，有
容乃大”“君子以厚德载物”，反映了对他者
尊重包容的态度。中国古代政治追求“天下
大同”，履行“行天下之大道”的政治法则，秉
持“达则兼济天下”的情怀，体现了对世界秩
序和人类福祉的关切。“和实生物，同则不

继”，“和”要求既肯定和接受事物的多样性，
又包容和接纳事物的差异性，并将不同事物
融合到一个和合体中，以期达到“万物并育
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境界。漫长
历史沉淀的文化基因，为中华文明实现交流
互鉴奠定了深厚基础。

中华文明在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
展壮大。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就以开放包容
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中不断焕
发新的生命力，在借鉴吸纳中实现创新超
越。张骞通西域开辟了历史上的丝绸之路，
向西打开了中国与外部世界交流的大门。
玄奘赴天竺取经，推动了印度佛教经典在中
国的译介和传播。鉴真东渡日本，将唐朝的
先进文化传至东瀛。郑和七下西洋，促进了
中西贸易流通和文化交流。古丝绸之路是
文明交流互鉴的范例，不仅中国的儒道思想
日益西渐，起源于异域的佛教等宗教文化也
传入中国。中华文明在凸显民族特性的同
时，以开放心态吸收借鉴域外文明，在相互
碰撞和交汇中实现了自我成长与创新。文

化和宗教的交流不仅为沿线贸易的和平发
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促进了中外民众人文
层面的相互理解和精神层面的深入沟通。
可以说，文明交流互鉴是中华文明历久弥
新、绵延不断发展的重要动力。

文明交流互鉴深刻影响中国式现代化的
文明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
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
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
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
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
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赓
续并更新古老中华文明，将创造人类文明新
形态作为本质要求之一。中国式现代化蕴含
的独特文明观，既有马克思主义解放全人类
的崇高视野，也有中华文明兼济天下的博大
胸怀，其本身就是文明交流互鉴的产物。这
一文明观超越西方强权独霸、零和博弈、唯我
独尊的观念，展现了交流互鉴、合作共赢、共
建共享的文明发展新图景。

文明交流互鉴是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

重要力量。当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
的挑战。“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沉渣
泛起，加剧不同文明之间的隔阂，阻碍国际
社会交流合作。中国提出全球文明倡议，
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对文明交流互鉴的普遍
诉求，引领文明包容共存的前进方向。文
明交流互鉴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以及不
同文化增进了解、建立互信、构筑友谊、加
强合作的应有之义。世界上各个民族都有
其文化血脉，每个国家都有其文明渊源。
要理解不同文明的差异，欣赏文明的多彩
之美，就要既坚持自身文明传统，又对其他
文明持开放包容态度。只有加强文明交流
互鉴，才能消除因文化差异带来的隔阂，避
免落入文明冲突的陷阱。全球文明倡议坚
持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主张以
宽广胸襟实现不同文明对话，以团结化解
分裂、以合作回应对抗、以包容代替排他，
必将为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促进人类
社会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原载8月14日《人民日报》）

历久弥新 绵延不断

中华文明在交流互鉴中繁荣发展
□ 邢丽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