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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交流互鉴的理论逻辑与实践启示

惠春琳

摘要:在一个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国提出增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理念主张,旨在夯实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人文基础.文明交流互鉴主张源于矛盾的对立统一原理、世界交往理论和中华文化的“和合”理

念,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重要动力,揭示了文明演进规律.文明交流互鉴应遵循相互尊重、相互促进、相

互包容、创新发展的基本原理,追求平等、多元、开放、和谐、共生的价值理念,以实际行动推动文明交流互

鉴,为世界增加更多确定性与希望.中国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实际行动说明,多样文明可以和谐共生,共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人类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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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明确提

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

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

择.”① 一百年来,中华文明经历了从传统向现代的快速转化,呈现出崭新的文明形态,并在文明交流

互鉴过程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推动着这个大变局加速演进,使国际局势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

明显增加,交织叠加的全球性风险给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造成严重威胁,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全
球治理难度加大.然而,“即使科学暂时无法到达的地方,文明还会到达”② ,文明为化解人类危机带

来了新的思路与希望.这就是推动不同文明开展对话交流,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弥

合国际社会分歧、应对全球性挑战、化解人类危机构筑深厚的人文、社会和民意基础,以采取有效和一

致行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思考“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问题逻辑而

提出的对治之策.

一、文明交流互鉴主张的理论基础

关于文明研究的范式存在单一文明与多元文明的区别:单一文明以欧洲中心论、历史终结论为代

表,把欧洲文明等同于现代文明和普世文明,成为为欧洲殖民主义和西方霸权主义辩护的一种意识形

态;多元文明承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认为所有文明在哲学意义上都是等价的,都取得了伟大的成绩,
是对单一文明论的批判和否定.中国提出的文明交流互鉴主张是基于多元文明论基础上的一种文明

观,有其深厚的理论基础和文化渊源.根据相关论述及理论分析,可将文明交流互鉴主张的理论基础

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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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矛盾的对立统一原理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并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矛

盾双方存在着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①.
不同文明实体之间以及每一文明内部的不同部分或亚文明②也存在着矛盾,表现出对立统一存在

状态.
从公元１５００年开始,不同文明打破了相互隔离或者有限交往的状态,在文明的“遭遇”或者“接

触”过程中,由于宗教、经济、安全、荣誉、价值观等因素,不同文明之间处于矛盾、冲突甚至战争状态,
特别是随着欧洲殖民的扩展,西方文明凭借其现代技术优势对所有非西方文明实施了“野蛮”侵略和

压迫,非西方文明在向西方文明学习的过程中进行了反抗,文明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西方文明与非

西方文明的冲突.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征服战争,包括宗教战争和蛮族对文明社会的征服战争,都深刻

影响和塑造着文明的演变过程,造成一些文明的毁灭、转化、融合.不同文明之间由于异质性也产生

了互补性和依存性的交往需求与过程.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化、经济、技术交往日益频繁和深化,推动

文明在交流中共同发展.从历史和现实层面来看,不同文明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主要体现为文明的

矛盾冲突与文明的和谐共处两种属性和状态.与这两种属性相适应的是两类文明观,即文明冲突论

与文明合作论,中国提出的文明交流互鉴主张在本质上属于文明合作论.根据矛盾的对立统一学说,
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在文明关系领域,交流互鉴就构成了文明关系转化的要

件,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就成为推动文明从矛盾冲突关系转化为和谐共生关系.由此可见,矛盾对立统

一原理构成了文明交流互鉴的哲学基础,中国提出的文明交流互鉴主张也就成为以“文明共存”超越

“文明冲突”的现实路径.矛盾的对立统一原理为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必要性和客观性提供了哲

学解释和价值引领.
(二)马克思的交往理论

马克思认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

度”③.他根据这一原理论述了世界交往理论,主要观点是:生产力特别是资本主义工业大生产的普

遍发展导致分工的扩大,并促进了交换的发展与世界市场的形成,交往扩大为各民族之间的普遍交

往;随着交往扩大为普遍交往,地方史和民族史转变为世界史,地域性的人转变为世界历史性的人,从
而促进人的解放和发展程度的扩大,也使共产主义成为可能④.生产力、分工、交换、市场的发展,构
成了人类交往扩大化的物质基础和根本动力.而文明成果的保存和传播,也有赖于交往的扩大:“某
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

况.”⑤人类交往范围的扩大,特别是不同民族、国家间发生的大规模交往活动,同时是文化的世界性

传播过程.建立在一定社会关系基础上的制度体制和风俗习惯,也会因人们交往活动的发展而得以

变革和进步,并深化和扩展人的解放与人的发展的实现程度.马克思的普遍交往理论为经济全球化

提供了理论阐释.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与社会分工的不断演化,每个国家都或多或少地成为经济

全球化链条中的一部分.
人类社会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经济交往主要借助于现代信息技术和交通运输系统,资源、要素、商

品和服务等跨国界、跨区域大规模快速流动,使经济全球化朝着全球一体化的方向发展.世界交往在

国际贸易的推动下也愈益超越时间、空间、种族、文化等界限,政治、文化、教育、科技、军事等领域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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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联系也愈益紧密,人类社会构成一个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人类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融合

发展成为经济全球化带动下的客观现实与主动追求.马克思的交往理论为全球化条件下推动不同文

明交流互鉴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现实需要.
(三)中华文化的“和合”思想

“和”或者“和合”思想是中华文化的最高价值与精髓.自古以来,中国传统文化虽然流派甚多,而
且各家的主张和思想也有较大差异,有些观点甚至针锋相对,但“和”却被各家所认同.孔子主张,“礼
之用,和为贵”①,“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②.以和为贵,和而不同,成为儒家的重要处世原则

和价值追求.老子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③.道家认为,“和”为天地法则和做人准则,
“阴阳和合”乃宇宙万物生存之本.墨子提出,“离散不能相和合”④.墨家认为,和合是处理人与社会

关系的根本原理.此外,«周易»«中庸»«管子»«荀子»«史记»等著作也都有关于“和合”思想的论述.
和合思想在后世也得到了极大的传承与发扬,并贯穿于整个中华文化的发展过程,成为普通民众的处

世之道和立世之本.
和合思想博大精深,其基本内涵可概括为:和实生物、和而不同、兼收并蓄、和衷共济、天人合一等

几个方面.
和合思想以“和实生物”⑤为哲学基础.“和实生物,同则不继”⑥揭示,不同事物“和谐”则利生万

物,而“完全相同”则使事物止步不前、难以为继.这句话道出了世间万物生长之法则,构成和合思想

的哲学基础和必要前提.
和合思想以“和而不同”为核心理念.“和羹之美,在于合异”⑦,美食佳肴,在于能够调和各种不

同的味道.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也道出了君子的交往之道,君子在处理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时,要既承认差别与多样性,又达到和睦相处的境界.
和合思想以“求同存异”为智慧底蕴.“求同存异”意为找出共同点,保留不同意见.以求同存异

的高度智慧和包容态度,才能达到兼收并蓄、和谐共生的状态.只有求同存异,才能兼收并蓄,进而取

长补短,最终融合发展,这既是一种不忘本来、吸收外来的开放心态,也体现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的胸怀.

和合思想以“和衷共济”为道义基础.“和衷共济”强调不同群体要同心协力,守望相助,共克时

艰.和衷共济、互帮互助构成了中华民族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道义基础.
和合思想以“天人合一”为旨归.天人合一是和合思想的最高境界,也是和合思想的终极目标.

中国古人信奉天道、天命,认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主张人与自然要和谐相处,从而达到“天地与

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⑧的境界.
此外,中华文明还富有创新精神,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⑨,“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强调要

不断推陈出新、与时俱进.和合思想使得中华文化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与调和性,使中华民族具有强大

的凝聚力和生命力,是中华文明能够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得以生生不息的重要思想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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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①,以“和而不同”为核心的中华和合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文明交流互鉴主张的主要思想来源.

二、文明发展的动力与规律

虽然文明与文化相关,但是文明不同于文化.文明指的是一种文化基础之上的人类实体,涵盖文

字、宗教、价值观、居民、城镇等精神因素和物质因素;文化是区分不同文明的主要标准;文明是持久

的,又是演变的;大多数文明包含一个以上的国家或其他政治实体.② 世界文明发展史上产生过许多

文明,它们历经兴衰演变,绝大多数文明已归于消亡,或毁于外族入侵,或自我消亡,或神秘消失.文

明有其发展演变的动力与规律.
(一)文明发展动力

文明自身的价值构成文明演变发展的源动力.文明是人们长期不断探索创造、选择取舍和积累

沉淀的结果,而文明自身的价值是文明之所以存在、传播、演变、发展乃至衰亡的根源.文明之为文

明,是因为文明自身蕴含着宝贵的价值.文明的价值是文明拥有能够满足一定时期一定区域的人们

在生产生活中某种需求的属性.人们的需求是历史的、变化的、多样的,有共性与个性之分,也有物质

与精神之别,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相通性.人类需求的相通性、可变性和多样性也推动着不同文明的人

们相互交流、传播、借鉴各自所创造和拥有的文明,推动文明的融合、演变和发展.每一种文明都是人

类的精神瑰宝,都具有自身的价值,值得其他文明借鉴吸收.人类历史上存在过很多种文明,然而随

着历史的推进,多种文明也在不断地产生、演变、融合、替代、消亡,其中最主要的动因就在于文明自身

的价值,每一种文明自身的价值又兼具主观性、客观性和时代性,一旦某种文明的价值随着时代发展

而消失,那么这种文明也迟早会或被替代、或自行消亡、或融合演变成另外一种文明.所以,文明的价

值构成人类文明演变发展的最初的、内在的和终极的动因.
文明的异质性是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动力.如果文明都是同质性的,也就不会产生文明的

交流和互鉴.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每个国家和每个民族依据自身发展和社会结构的需要而缔造出

了不同类型的文明体系和文化形态.每一种文明样态都是植根于其国家、民族发展的历史土壤中而

最终开出的花,它是各个国家和民族基于自身的历史经历和民族记忆而探寻出的一套最适合于自身

的价值体系,是每个国家和民族历史智慧和实践智慧的凝练,体现出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共同意志和

精神追求.③ 多种异质性构成了多样性,文明的多样性以文明的独特性为基础.不同的族群和民族

在历史长河中创造和发展了多姿多彩的文明,共同构成了世界文明的百花园,当今世界有２００多个国

家和地区、２５００多个民族、多种宗教,就是这种文明百花园的物质载体和具体体现.“文明是多彩的,
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④,文明多样性和差异性使文明具有了交流互鉴的价值和动

力,文明价值内在的相通性使文明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具有了交流互鉴的现实可能性.所以,文明的差

异性、多样性和相通性构成了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推动力量.
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文明发展演进的重要动力.无论是从世界文明的历史演变,还是从现实情

况来看,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重要动力.马克思认为,交往的扩大成为生

产力和发明保存传播的保障条件:“某一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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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①生产力和发明构成了每一个文明实体存在和发展的要件.在

这种交往扩展的基础上不同地区的科技发明得以保存和扩散,各地生产力得以提高,从而推动整个人

类文明得以发展.如果自我封闭、老死不相往来,文明就将因丧失生机活力而衰落消亡.中华文明在

长期发展过程中,除了域内不同地方文明间进行联系、交流外,还吸收、借鉴了许多外来文明,引进了

大量的工农业技术、科技发明和文化思想,为我所用,从而推动了整个中华文明的融合发展.
(二)文明演进规律

文明的异质性、多样性和自身价值构成了文明交流互鉴的动力源泉.人类文明在交流互鉴过程

中兼收并蓄、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在自我封闭、与世隔绝中会因丧失生机活力而陷入消极僵化甚至倒

退消亡.人类文明在交流、互鉴、发展的过程中体现出文明发展演进的基本规律:文明因多样而交流,
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② 这个规律也是人类文明发展演进的总规律.人类文明发展还表现

出一些其他规律.
文明的交流受制于经济需要与经济交往活动,一旦经济需要和经济交往活动消失,文明交流活动

也将终止.人类的经济交往活动对其他交往活动具有基础的和终极的决定作用,例如古代丝绸之路

就是起源于东西方的商业活动.商业活动是联系东西方各民族之间关系的桥梁,是东西方文化交流

的主要动力,它所承担的媒介作用波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③ 古代丝绸之路的中断也与经

济利益有很大关系,巨大的经济利益不断引发强盗抢劫商队的活动,导致丝路秩序被破坏而时有中

断.只有经济发展,产生经济效益,才能最终为文化等交流活动带来有力支撑.没有经济效益和经济

活动作为依托,文化上的交流需要和动力将不会持久.
文明交流的内容和方式具有多样性,主动与被动相统一,和平与冲突相并存.文明是一个具有广

义和狭义的概念,其含义也多有争议.从文明与文化的关系及其使用范畴上来看,文明有三层含义:
第一层,文明超越文化,文明是一种与文化相关的人类实体,在范围上往往大于民族国家,亚文明可能

小于民族国家;第二层,文明就是文化,包括人文精神、发明创造、风俗习惯、法律制度等范畴;第三层,
文明小于文化,文明是文化中的积极成分,与野蛮相对.基于文化概念的广泛性,文明交流的内容就

具有多样广泛的特征,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科技、教育、军事等多个领域;文明交流的方式有主动和

被动之分,主动交往如玄奘西行取经、唐朝时期各国向中国派“遣唐使”等,被动被迫如殖民地人民被

迫使用宗主国的语言文字、礼仪习俗等;文明交流的方式也有和平方式和暴力方式之别,历史上基于

战争的征服就是典型的暴力冲突方式.
文明是人类文明演进连续性与不同文明演进非连续性的统一,处于不断演化之中,不同文明在

产生、交流、发展、衰落和消亡的过程中推动整个人类文明演进发展.在人类历史上出现过很多种

文明,也有很多文明消失了.每一种消失的文明几乎都会经历一个产生、发展、繁荣、衰落、消亡的

演化过程,消亡即文明演进连续性的中断.从整个人类历史来看,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类文

明整体上处于一种连续性的演进过程,整体上处于一种进化发展状态,单个或者部分文明的消失不

影响人类文明整体的演进过程,一段时期的战争毁灭也只是一种短暂的倒退,人类社会总体上是遵

循从原始社会的狩猎文明、到封建社会的农业文明、再到近现代社会的工业文明这一历史逻辑进行

演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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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基本遵循

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只是一个方向,在现实中如何实施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如果没有一种正

确妥当的原则进行规范引导,文明交流互鉴非但不能顺利进行,而且会增加误解、矛盾、敌视和仇恨,
使文明与文明之间相互隔绝、相互敌对甚至引发冲突和战争.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必须遵循正确的态

度和原则.
文明交流互鉴的首要原则是平等和尊重原则.从普遍性来看,每种文明都凝聚着非凡智慧和精

神追求,都抚育和滋养着各自时空内的人民,有其历史功绩和现实价值,在价值上理应具有平等性.
从独特性来说,每种文明都具有明显的时代性和地域性特征,有其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没有高低优

劣之分.平等与尊重,也是人类社会交往得以正常进行的首要条件和应有态度.文明交流互鉴离不

开人与人的交流交往,若没有平等和尊重,而是态度傲慢,自认为高人一等,带着偏见和有色眼镜对待

其他文明,就很难进行正常的交流交往活动,也难以领悟和吸收对方文明中的价值与长处,达不到相

互取长补短的交流目的.
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是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准则.“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①“与人方便,

自己方便.”②“成人之美”“与人方便”是中国古人提倡的传统价值,也是人类社会互助和谐的重要准

则.文明之间也是一样的,只有美人之美,才能美美与共.文明之为文明,在于每一种文明都是美的

结晶,都彰显着创造之美.文明交流互鉴中,要善于用美的眼睛,发现不同文明的独特之美,创造条件

成就不同文明之美,让不同文明的人们,共创美好生活.
开放包容、互学互鉴是文明交流互鉴的精神.交流互鉴的目的就是为了取长补短、相互学习、共

同进步.封闭必然落后,只有开放才能打破交往壁垒,在交往过程中才能够交流、鉴赏、品味、学习.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大海因其宽容,故成就其广博和深厚.不同文明只有秉持包容精神,才能求

同存异,超越冲突,实现和谐共存.
与时俱进、创新发展是文明交流互鉴的时代特征.每种文明都产生于一定的时代,具有时代性和

发展性.如果一种文明停滞在过去的时代,就必然不合时宜,被新的时代所抛弃而走向灭亡.当然,
人类文明也有一些相通相同的因子,彰显人性的真善美,获得跨越时空的永恒魅力.这是文明具有时

代性与永恒性的辩证统一.因此,文明要想永续发展,就必须在保留自己永恒独特之美的基础上,顺
时应势、推陈出新、与时俱进.

相互尊重、相互促进、相互包容、创新发展,这四条基本原则构成了文明交流互鉴的基本遵循.建

立在这四条基本原则之上,人类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才能够更好地打破偏见与对立的桎梏,最终

使得文明之间的交流产生更多正向促进的结果.

四、文明交流互鉴的价值意蕴

中国倡导的文明交流互鉴主张,始终是以围绕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全球性挑战为目标,以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为最终指向,有力地驳斥了国际社会中流行的“单一文明论”“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

论”“普世文明论”等文化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论调,散发着真理与道义的光芒,有利于人类社会解决

矛盾、化解冲突、弥合分歧.文明交流互鉴主张,蕴含着明确的价值取向,这就是平等、多元、开放、和
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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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承认“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可以说“平等”是文明交流互鉴的首要价值,因为有了平

等,才会有尊重,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就有了基础.“各种人类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都各有千

秋,也各有不足.”①不但文明本身是平等的,而且在文明交流活动中对待不同的主体也应该秉持平等

相待的态度,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宗教信仰和习俗,小到个体的人,每一个主体在文明的交

流之中应同样处于平等的地位中.
“多元”尊重各种文明的独特性,维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以差异性和多样性为基本特征.“多元”主

张不同文明都有其生存的权利,“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

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②“多元”强调要共同维护世界文明的百花园,让人类不同的

文明都能够和谐共生.“多元”也意味着要加深对不同文明独特性的认知,尊重不同文明的制度创造

和道路选择.“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世界如此丰富多彩,是因为各种文明交相辉映.③

“开放”主张人类文明开放包容,打破隔阂,推动交流互鉴,相互取长补短.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

告诉我们,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文明如果长期自我封闭,必将走向衰落.只有同其他文明

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文明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只有打破文明交往壁垒,以兼收并蓄的态度汲取

其他文明的养分,人类文明才能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前进.
“和谐”主张不同文明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达到和谐相处.和谐相对于矛盾、冲突与偏见.在推动文

明交流互鉴的基础上,不同文明是可以消除隔阂和误解、促进民心相知相通,超越矛盾冲突,达到和谐共

处的状态.习近平多次引用“和而不同”的理念来强调尊重差异,以文明和谐共存超越文明冲突.
“共生”不搞唯我独尊、你输我赢的零和游戏,强调各种文明能够共同发展.作为最终的理想状

态,“共生”超越了文明之间简单的共存,而是文明在共存中通过交流互鉴而共同发展.文明的生命在

于创新发展,停滞不前的结果只能是文明的消亡.中国主张“我们既要让本国文明充满勃勃生机,又
要为他国文明发展创造条件,让世界文明百花园群芳竞艳”④.

中国提出的文明交流互鉴主张,追求平等、多元、开放、和谐、共生的价值理念,以应对人类面临的

各种全球性挑战为目标,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旨归,维护世界和平与繁荣发展.

五、中国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现实行动

面对严峻的全球性挑战,中国提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不是口号,而是

切实的行动,是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行动

自２０１３年习近平提出合作倡议以来,“一带一路”项目成为沿线国家开展经贸合作、文化交流、推
动共同发展的重要依托,是推动沿线国家进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

秉承“丝路精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不仅是商业通道,更沉淀了宝贵的“丝路精

神”.“古丝绸之路绵亘万里,延续千年,多民族、多种族、多宗教、多文化在此处交汇融合,积淀了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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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①中国政府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秉承

古老的丝绸之路精神,建立一个“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

同体”②.在新时代,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也体现出,中国不仅追求自身发展,同时注重与他国共同

发展,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③.
通过共商共建共享来把握自己的命运.在应对全球性挑战,习近平倡导各国要“共同努力把人类

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④.要把握人类共同命运,就必须各国共同参与、共同建造、共同享有.
“一带一路”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近年来,中国加大对沿线国家的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向沿线国家提供减贫脱困、农业、教育、卫生、环保等领域的民生援助,与沿线国家签署了４６个科技合

作协定和５个区域技术转移平台,促进科技创新成果向沿线国家转移.据世界银行研究组的量化贸

易模型结果显示,共建“一带一路”将使“发展中的东亚及太平洋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加２．６％
至３．９％.“一带一路”超越了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发展阶段、文化背景,成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重要实践平台.
以“五通”铸就“命运相通”之基.“一带一路”倡议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

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扎实推进.打造命运共同体的基础就是彼此之间的相互依存、利益与共、和谐共

生.“五通”就是从根本上打造沿线国家之间政策认知、交通通讯、经贸、资金和人文上的互联互通关

系,从而使沿线国家的人民相互依存、相互融合、和谐共存,铸就沿线各国人民“命运共同体”的依托和

现实基础.从“五通”推进实施来看,近年来中国与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充分沟通协调,形成了共建

“一带一路”的广泛国际合作共识,签署共建“一带一路”政府间合作文件的国家和国际组织数量逐年

增加;以铁路、公路、航运、航空、管道、空间综合信息网络等为核心的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基础设施

网络正在加快形成;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不断提升,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投融资模式不断创

新,融资渠道更加多样,资金支持规模与质量不断提升;公共外交和文化交流领域广泛、形式多样,相
互理解和认同提升,人文基础更加坚实.

共建“一带一路”正推动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

越,使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
(二)亚洲文明对话大会

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５日至２２日,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在北京召开.来自亚洲全部４７个国家和世界其他国

家及国际组织的１３５２位会议代表共同出席大会.会议聚焦“亚洲文明交流互鉴与命运共同体”主题,达
成广泛共识并发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２０１９北京共识».大会的主要成果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此次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汇聚和展示了亚洲历史悠久、璀璨多样的文明成果,充分彰显出亚

洲的文明自信.亚洲文明历史底蕴深厚.从历史维度来看,亚洲文明古老悠久,大约起源于公元前

４０００年左右.“从公元前数千年起,生活在底格里斯河 幼发拉底河、印度河 恒河、黄河 长江等流域

的人们,开始耕耘灌溉、铸器造皿、建设家园.一代又一代亚洲先民历经岁月洗礼,把生产生活实践镌

刻成悠久历史、积淀成深厚文明.”⑤从多样性来看,亚洲文明璀璨多样.世界四大古代文明中,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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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文明起源于亚洲,即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古印度文明、中华文明.亚洲文明成果辉煌,“«诗经»、«论
语»、«塔木德»、«一千零一夜»、«梨俱吠陀»、«源氏物语»等名篇经典,楔形文字、地图、玻璃、阿拉伯数

字、造纸术、印刷术等发明创造,长城、麦加大清真寺、泰姬陵、吴哥窟等恢宏建筑都是人类文明的

宝贵财富”①.亚洲多样文明交相辉映,共同谱写亚洲文明华丽篇章.从价值维度来看,亚洲文明具

有启迪应对人类挑战的智慧和价值.“亚洲先辈们共同创造了璀璨的文明成果,让人类的精神世界更

加多彩,物质生活更加丰富,制度样本更加多元.”②

其次,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立足亚洲、面向世界,向世界各文明开放,向世界各地的朋友开放.举办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有力地促进了亚洲乃至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取长补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举办

的亚洲文明周系列展览活动,有助于发现亚洲不同文化之美,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异同,从而促进学

习互鉴.亚洲文明周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示了亚洲多彩文明的魅力,包括展现民族绚烂风情的亚洲文

明巡游,促进多元艺术交融的亚洲文化展演,表现亘古文化流传的亚洲文明联展,共建视觉交流平台

的亚洲影视周,增进民心相通的亚洲文化旅游展,以及在北京、广州、杭州、成都等地同步举办的亚洲

美食节活动等,有力促进了各文明间的交流互鉴.此次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只是起点,不是终点.中国

将联合亚洲国家开展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实施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亚洲影视交流合作计划和

亚洲旅游促进计划.大会还签署了«丝绸之路青年学者资助计划信托基金协议»«亚洲文明交流互鉴

建设智库伙伴关系»等双边或多边合作文件,并发布了众多项目成果和研究报告.大会发布的«亚洲

文明对话大会２０１９北京共识»倡导“不同文明之间应当相互尊重、包容互鉴,以多样共存超越文明优

越,以和谐共生超越文明冲突,以交融共享超越文明隔阂,以繁荣共进超越文明固化”③,为亚洲乃至

世界不同文明进一步的交流互鉴提供了理论共识和行动指南.
第三,文明交流互鉴的最终价值取向是共建命运共同体,推动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亚洲文

明对话大会塑造了多元文明“和谐共生”相处理念,超越了“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文明单一论”
等论调.从历史和现实来看,虽然不同文明之间矛盾和冲突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文明之间和谐共生不

仅也是客观存在的,更是绝大多数人“心向往之”的,是文明之间关系的主流.建设“一个和平安宁、共
同繁荣、开放融通的亚洲和世界,是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④.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和应对

人类共同挑战的主要目标就是要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充分体现了不同文明之

间“和而不同、多元共存、和谐共生”的价值理念,也体现了“各种文明本没有冲突”的文明关系本质.
总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但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⑤,而

且用实际行动,担当起促进文明交流、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共同发展的历史使命,同各国一道,为共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中国贡献.

六、文明交流互鉴的未来启示

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和文明大国,从提出文明交流互鉴主张到采取切实行动,从“一带一路”到
“亚洲文明对话”,将东方智慧更好地应用于推动亚洲和全球治理,为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带来了

更多的未来启示.
第一,文明交流与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性,必须遵循文明交流与文明发展规律.人类历史上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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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之间的交往活动有多种类型,涵盖了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方面,可以说,文明交往肇始于经济

交往,经济利益是其最初动因和根本动力.离开经济效益谈文明交往不可持续,所以,文化交流活动

最终决定于经济交往活动、决定于效益.文明交流互鉴必须协同推进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交流活

动,遵循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基本规律,坚持经济活动的市场化运作原则,兼顾经济效益和非经济

效益,从而为文明交流互鉴活动提供可持续的经济支撑.
第二,文明冲突是可以超越的,多样文明是可以和谐共生的.文明冲突虽然是客观存在的,但也

是可以超越的.从认识层面看,冷战后国际上流行的“文明冲突论”“单一文明论”“文明优越论”“普世

文明论”“历史终结论”等文化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论调,以偏概全,只看到文明关系之间矛盾冲突的

一个方面,而忽略了文明关系和谐共生的另一方面.从实践层面来看,“文明冲突论”等论调成为世界

思想文化领域中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为一些国家谋求政治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国际对抗提供理论

支撑,误导和加大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与人类危机.中国倡导和推动下的文明交流互鉴主张和实

践不但证明了多样文明是可以和谐共生的,而且成为以文明和谐共生超越文明冲突的典范.
第三,在不确定不稳定的国际形势下,人类是可以把握自己命运的.虽然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

更加严峻,但是并不意味着人类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无法引导和塑造人类的未来.中华传统智慧认

为,“福自我求,命自我造”①.人类之所以有今天,是因为人类昨天的实践;同样,人类的明天,也取决

于人类今天如何做.中国倡导“一带一路”和文明交流互鉴,化解分歧、增进友谊、扩大共识、共同发

展,成为应对人类共同挑战的典范,提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议,就是人类求同存异、达成共识、
共同应对挑战、共建人类美好未来的中国方案与实际行动.

第四,增进文明交流互鉴是人类迈向美好未来的可行道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各国人民

美好未来,最主要的是化解矛盾与分歧,达到和谐相处、共对挑战.化解分歧、矛盾和冲突的最好办法

就是通过增进交流达成共识,进而才能照顾彼此关切、一致行动.中国倡导“一带一路”、文明交流互

鉴的核心价值理念就是“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和谐共生”,通过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实际行动,夯实

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文与社会基础.
第五,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但是客观现实,更是人类共有的未来.不认识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客观

性与必要性,不进一步达成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识,进而共同行动,人类就没有未来.一方面,经
济全球化客观上已经使人类社会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另一方面,面对共同挑战,
人类命运休戚相关,只有达成共识、一致行动,才能应对这些全球性挑战,进而才能有未来.

第六,要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就必须注重自身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提倡双向的交流互鉴.历史发展

与现实经验表明,一国的主张和倡议能否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与支持,除了拥有强大的经济、科技、军
事等硬实力之外,强大的文化软实力也必不可少.从目前国际领域中文化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交流

交锋来看,中国要使自己的主张能够在国际社会得到更大范围与更为持久的重视与认同,除了经济援

助等物质手段之外,更应提升自身的文化软实力与价值吸引力.中华文化与中国哲学以其独特的魅

力与丰富的内涵早已为一些西方著名学者所推崇,比如汤因比对中国儒家思想的推崇、李约瑟对老子

及道家文化的推崇等.中国所倡导的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是基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核心理念而提出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

中站稳脚跟的根基”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成为重塑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一种重要且独特的思想来

源.所以,中国应该充分利用、发展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也要抱着开放、谦虚、包容的姿态

去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在输出文化的同时做好文化引进,在双向的交流互鉴中提升自身的

文化软实力,从而提升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吸引力、亲和力与认同感,才能使自己的主张和倡导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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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范围与更为持久的支撑与认同.
概而言之,文明多样性和差异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文明多样和差异不应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

而应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只有秉持包容精神,增进文明交流互鉴,才能超越文明冲突,实现文

明和谐.人类命运早已休戚与共,只有化解分歧、求同存异、实现不同文明的和谐共生,才能应对共同

挑战、迈向美好的未来.

TheTheoreticalLogicandPracticeEnlightenmentofCivilizationExchange

HuiChunlin
(PartySchooloftheCentralCommitteeofC．P．C,NationalAcademyofGovernance,

Beijing１０００９１,P．R．China)

Abstract:Inanunstableanduncertainworld,Chinahasputforwardtheideaofpromotingexchangesand
mutuallearningamongdifferentcivilizations,aimingtoconsolidatethehumanisticfoundationforbuildinga
communitywithasharedfutureformankind．CivilizationexchangeandmutuallearningadvocatetheprinciＧ
pleofunityandoppositesderivedfromcontradictions,thetheoryofworldcommunication,andtheconcept
of“harmony”ofChineseculture．Itisanimportantdrivingforceforthedevelopmentandprogressofhuman
civilizationandrevealsthelawofcivilizationevolution．Civilizationexchangesandmutuallearningshould
followthebasicprinciplesofmutualrespect,mutualpromotion,mutualtoleranceandinnovativedevelopＧ
ment,pursuethevaluesofequality,pluralism,openness,harmonyandsymbiosis,promotecivilizationexＧ
changesandmutuallearningwithpracticalactions,andincreasemorecertaintyandhopefortheworld．
ChinaspracticalactionstopromoteculturalexchangesandmutuallearningenlightenusthatdiversecivilizaＧ
tionscancoexistharmoniouslyandcivilizationconflictscanbetranscended．FromtheperspectiveofcogniＧ
tion,culturalhegemonismandunilateralism,suchasthe“ClashofCivilizations”andthe“EndofHistory”,

whichwerepopularintheworldafterthecoldwar,onlyseeoneaspectofthecontradictionandconflictbeＧ
tweencivilizationrelations,butignoretheotheraspectoftheharmoniouscoexistenceofcivilization
relations．Fromapracticalperspective,the“ClashofCivilizations”theoryhasbecomeanunstableandunＧ
certainfactorinthefieldofworldideologyandculture,whichprovidestheoreticalsupportforsomecounＧ
triestoseekpoliticalhegemony,powerpoliticsandinternationalconfrontation,misleadingandincreasing
theconflictbetweendifferentcivilizationsandhumancrisis．Chinaadvocates“BeltandRoadInitiatives”and
civilizationexchangesandmutuallearning,resolvingconflictsanddifferences,enhancingfriendship,expanＧ
dingconsensusandcommondevelopment,achievingharmonyandbecomingamodeltotacklethecommon
challengesoftheworld．ItproposesthatChinashouldbuildacommunityofsharedfutureformankind,

whichisChinasplanandpracticalactionformankindtoseekcommongroundwhilereservingdifferences,

reachconsensus,jointlymeetchallenges,andbuildabetterfuturefortheworld．Buildingacommunitywith
asharedfutureformankindisthewayoutformankind．
Keywords:Communityofsharedfutureformankind;CivilizationexchangesandmutualunderstandＧ
ing;Globalgovernance;Chinas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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