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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和”文化关系研究
刘雅雯

（兰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甘肃兰州  730050）

【摘  要】  传承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文化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虽然有不同的历史背景，却具有相近的文化理念。具体表现为：“和”文化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文化基础；“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和”文化走向世界的当代阐述；“和”文化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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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2 月，“‘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
议中，明确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该决议，这是‘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中”，[1] 这
表明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世界上得到了更加广泛的
认同。21 世纪以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成为了中国的
外交核心词汇，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央领导人曾在多种场合
提出过“命运共同体”，2012 年的国防白皮书《中国的和平
发展》中也提到过“命运共同体”，直到 2013 年习近平总
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提出了“人
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各种全球性问题提供了思路，为实
现全人类的福祉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一、“和”文化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文化基础
1、“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科学内涵
进入 21 世纪以来，人类面对的全球性问题更加严峻，

恐怖主义、生态破坏、资源短缺、传染病肆虐、难民流离失
所、核生化武器扩散等，面临这些挑战，全人类需要团结起
来，共同应对，这就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施行尤为
重要。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核心在“命运”二字，全人类
命运相关便要求全人类风雨共济、休戚与共。全人类的同舟
共济体现在方方面面，经济、政治、文化、安全、生态等各
个层面，它要求在经济上共同发展、政治上互相尊重、文化
上互通互融、安全上风雨同舟、生态上共同治理，这就使国
际社会要将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国际权力观、全球
治理观相调和，逐步打造利益共同体、安全共同体，直至实
现命运共同体。

2、“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源自于中国的“和”文化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以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和”

文化为基石提出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进一步发展，
是“和”文化在现时代的进一步延续。同时，这种体现在“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的“和”文化是被新时代赋予新生命、
新活力的中华传统文化。

《礼记》有言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
讲信修睦”，[2] 天下观是“和”文化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是中国自古以来崇尚的天下观在现在
的文化延续。古语有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
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中国古人一直将家国情怀作
为修身立德之本，对大同世界、天下为公的期盼几乎存在于
每一个迁客骚人的文字之中。

此外，“和”的核心释义还在于“和而不同”与“和实
生物”这两个关键词中，“和而不同”解释了世界怎样存在，

“和实生物”解释了世界怎样发展，重点都在“和谐之中”，
世界之大，万事万物皆有其自身规律、特点可循。“和”文
化强调的并不是万事万物的千篇一律，而是这世界上所有各
具特色、千奇百怪的人物事物可以和谐相处。其实，中国的

“和”文化最早可以追索到伏羲八卦，八卦有阴阳两极，道
有阴阳两面，万事万物皆如此，而阴阳相济便是“和”。

“和”文化是中华文明几千年传流至今的历史瑰宝，在
不同时代化身不同的形式指引着中华民族不断前行，在新时
代，“人类命运共同体”便是它新的化身。很多国家都提到
过“共同体”的概念，但都带有片面性，相对狭隘。中国之
所以首先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全人类共同利益、
同呼吸、共命运，最重要的在于中国千百年来凝聚在中国之
魂之中的“和”文化。而且，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理
论中提出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未来的世界应该是人人
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倡议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是对“和”文化的延续，尽管相对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还有
一定差距，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感终归会使人向着这
个目标前进。

“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全人类都大有裨益，是解决当今
全球性问题的一个良好方案，中国作为一个有几千年文明的
大国，可以担起倡议与引导的责任，为世界美好、人类幸福、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做出努力。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和”文化走向世界的
当代阐释

“和”文化寓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之中，“人类
命运共同体”起源于“和”文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是“和”文化走向世界的当代阐释。

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共同发展、合作共
赢的经济观，古语有云：“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3] 

“和”文化强调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状态，合抱之木生于
毫末，各国之间和谐相处、共同发展必将取得事半功倍的效
果，实现利益最大化。

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互相尊重、平等相
待的政治观，古语有云 ：“爱人者，人恒爱之 ；敬人者， 人
恒敬之”，[4] 人与人的相处是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之上的，
国与国之间也唯有达到了互相尊重才能和谐相处，“和”文
化讲求“和而不同”、“和谐共生”，尊重差异性才能更加融
洽的共同发展。

再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互融互通、包容互
鉴的文化观，古语有云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5] 虽然世
界文明与文化是多元化、多样化的，但文明没有卑劣之分，
任何文明与文化中都有历史遗留下来的瑰宝，正是这些不同
文明之间的碰撞，才使得世界向前发展取得了今天的成就，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些文明与文化将指引人类的发展更加
长远。

此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共担责任、风雨同
舟的安全观，古语有云 ：“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
而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6]“和”可使各个国家
的安全更具保障性，鹬蚌相争往往两败俱伤，渔翁才是得利
之人，但“和”可以构筑更加坚固的安全共同体，从而实现
对每一个国家安全的保护。

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平等公正、和平相
处的国际观，古语言说“天下为公”，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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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是所有人的世界。处理国际事务应该从平等公正的角度
出发，构筑公正的国际环境，才能有效保证“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稳步实施，实现全人类的利益最大化。

总而言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吸收了“和”文化
的思想，是根据新时代的需要对“和”文化的继承。曾经的
西方文化席卷全球，西方倡导的人权、自由主义在一定的时
期为世界的经济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现在整个世界面
临着全球性的问题与挑战，现实证明西方文化并不能完美的
将世界从这些困境之中解救出来，而继承了中国“和”文化
思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对这些世界性的问题开了一剂良
药，为世界如何存在、如何发展提供了思路。因此，“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和”文化走向世界的当代阐释。

三、“和”文化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保驾护航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和”文化的衍生物和“和”文

化的发展理想状态，“和”文化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中
是十分适用的。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根植于优秀
的中华传统文化之上，“和”文化可以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建设保驾护航。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互相尊重的政治观、共
同发展的经济观、互通互融的文化观、风雨同舟的安全观、
平等公正的国际观，是世界和平发展的美好愿景，“和文化”
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强大力量。在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建设过程中，秉持“和而不同”、“和实生物”是一切交
流的基础，尊重各国文化、文明多样性，客观认识不同文化、
文明中可取精华之处，为优秀文化注入新时代的力量，以推
动世界向前进步。

在中华民族的发展之中，一直追求着和谐、和睦、和
畅的“和”文化，“和”文化强调万物和谐共生、天下为公，
倡导“和而不同”的社会观、“和实生物”的宇宙观，这种
思想牢牢熔铸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之中，成为了中国
处理国内、国际事务的文化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需要以天下观为胸怀， “和而不同”、“和实生物”作为基本
原则，坚持各个国家互相平等、尊重彼此，坚持各个国家互
利共赢、共同发展，坚持不同文明相互包容、互相交流，坚
持各个国家共同安全、共享安全，坚持国际社会平等公正、
和平发展，从而追寻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与价值，实现全人类
的共同发展以及世界的和平稳定。

“和”文化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提供了坚实的
文化基础，促进了全人类共同进步与共同发展。世界上各个
国家应该从全人类的利益出发，用更加长远的角度看待人类
发展问题，而不是从自身利益先入手。“人类命运共同体”

要实现合作共赢，就要不遗余力的推行“和”文化。在国际
社会中，推行“和而不同”、“和实生物”的思想，在追求
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
合理诉求，建设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全球化体系，休戚与共，
风雨同舟。尊重每一个国家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
重每一个国家的文化与文明，尊重每一个国家的重大关切，
做到“和而不同”。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首
先要摈弃“零和博弈”的旧思维，以共同发展、合作共赢为
理念共创未来 ； 

其次是推行“和”文化，以天下观为理论基础，以“和
而不同”、“和实生物”的和谐观为原则，建设“人类命运
共同体”；最后是以“和”文化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充实“和”文化，带领“和”文
化走出去、走向世界，实现中国文化自信，同时为更好地推
行“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

四、结语
“和”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髓，是中国之魂，

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支撑，在面对一系列全球性的
问题时，“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建设性的思路，这与“和”
文化的影响是密切相关的。新时代，西方的人权、自由主义
已不能很好地助力世界发展，“和”文化却能帮助世界更好
地前行。应该努力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提高中国文化
自信，以实现全人类的利益最大化，实现各国共同发展，合
作共赢，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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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思进取的问题。我们正处在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崇尚实
干精神、呼唤实干作风是我们做好各项工作的基石。只有树
立实干精神，我们才能在推进企业转型发展上见成效，才能
紧跟国家“一带一路”发展的步调，为企业、为国谋取更大
的福利。所以，只有建立尊实际、重实干的实事求是之风，
通过实实在在的努力，才能更好的促进企业转型发展，才能
建筑“高楼大厦”。

“功崇惟志，业广惟勤”。伟大事业的成就，不仅需要
伟大志向指引，更需要扎扎实实、埋头付出。当前，煤化工
企业正面临史上最为严峻的产业形势与激烈竞争，我们唯有

围绕集团总体目标，以实干、苦干、巧干，狠抓落实，以“精
细严实”标准严要求、严考核、严执行，才能克服难关，跨
越式发展，为集团“十三五”再创辉煌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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