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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而不同----中华文明所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魏梦戈 

（郑州大学，河南省郑州市，450000） 

 

摘要：孔子的“和而不同”思想流传千年，是对人与人、自然和社会发展关系的深刻思考，也是正确处理

人与人之间关系，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基于中国价值提出来的

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面对当今世界面临的现实境遇，中华文明中的“和而不同”思想或许可以

给人类以启发。 

关键字：和而不同  共同价值 

中图分类号： G112       文献标识码：E 

正文 

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为人类作出了卓越贡献，是

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之一。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涉及农业、文学、建筑、政治等各个领域，，

其中有没有哪个方面，可以作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作为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

间交流与相处的准则呢？这个标准不能仅适用于一个国家，或者是一部分国家，而是要适用

于整个人类。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不仅是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制度形态的国家共同追求的价值，

也是各个国家、各种文明处理好相互关系的价值准绳。儒家思想，是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之一，

儒学具有开放包容、经世致用的特性。其中，孔子所言“和而不同”的说法似乎可以承担起

这个“准则”的重任，可以作为全人类共同价值去让我们探讨。 

一、“和而不同”的内涵 

“和而不同”出自《论语·子路》，是孔子的言论。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

合。意思是在做人的态度方面，君子的态度是追求不同事物之间协调和谐而不盲目苟同他人，

小人的态度则是一味盲目求同而不追求事物之间的协调和谐，处处迎合对方意见，人云亦云。

孔子以“和”“同”来区别君子和小人，认为“和”是协调人际关系的重要准则。其实，当

我们不局限于“君子”“小人”的视角，“和而不同”也同样适用于处理人与自然、民族间、

国家间、文化间等各方面的关系，它是崇尚和谐、体现包容、尊重差异、独立思考的统一体。

“和而不同”指的是和谐的共生关系，比如，我们的身体由血、肉、骨头等构成，各部分彼

此不同，却又共同构成人身体的整体。与之相对的是“同而不和”，这是简单的相加关系，

仍以身体为例，只有血，或是只有骨头、肉，都不能构成完整的生理机体。“不同”肯定了

差异性的存在，具有一种包容开放的胸怀；“和”则是建立在“不同”基础上的和谐相处。

只有坚持“不同”才能实现真正的“和”。冯友兰在《中国现代哲学史》
1
中说道：“中国古

 

1 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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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哲学中的‘和’与‘同’不一样，‘同’不能包容‘异’；而‘和’不但能包容‘异’,且

必须有‘异’，才可以称其为‘和’。”由此看来，“和而不同”中的“和”与“同”意思并不

一样，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也认为二者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和”是指不同的事物和谐

地配合，各事物间相互补充、相互调适，以求达到总体的和谐，各方面之间是彼此不同的。

而“同”是指事物各方面完全的相同，不允许不同和差异的存在。正如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

的树叶，我们也不能强求世界上有完全一样的事物。拿人际交往来说，如果我们追求绝对的

一致，追求人与人之间毫无差异，那么必定会扼杀个性，使人与社会缺乏生机，缺乏多样性，

以致死气沉沉。《国语·郑语》中也有“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说法，是周太史史伯提出

的。意思是不同成分和因素的和谐配合才能生长万物，如若一切趋同，没有差别，就趋于死

灭，难以为继。时代在发展，社会也在进步，我们强调自我，追求个性，不能为了迎合别人

而改变自己，也不能强迫别人配合自己而改变别人，那么尊重别人的个性，保留自己的个性，

找到彼此之间的契合点，就能做到“和而不同”，和谐共处。世界上的任何个体间、国家间、

民族间也只有以“不同”为前提，始终保持个体间、民族间、国家间的差异，“和”才具有

真正的内涵和意义。人们因为“不同”，才需要相互交流，唯有和谐，才能沟通。 

二、用“和而不同”思想来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与自然的和谐应该成为我们人类永远的追求目标，尽管孔子的“和而不同”是从人与

人之间相处的社会关系来讲的，但是也可以用于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而成为人与自然相

处的基本原则。人类与大自然，是地球上共生共长的平等的关系，而不是你存我亡水火不容

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发展不能与自然为敌，而是要找寻二者之间的平衡，在不破坏自然的前

提下顺应人类社会发展。曾几何时，人类也有过征服自然、违背自然的意志，企图让自然中

的一切为人类服务的愚蠢做法，其结果呢？是生态的破坏，环境的恶化，反噬了人类自己。

例如，近年来，气候不正常变化引发的灾难频频发生：澳洲因高温干燥而发生特大火灾，大

火持续四个月，森林资源和生物资源锐减，二氧化碳排放量激增四亿吨；南极地区气温高达

二十摄氏度，大量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南极生物栖息地减少；在过去的几十年，鸟类、

鱼类、哺乳动物的数量减少了一半；我国各地洪涝灾害频发；水土严重流失、水质污染、酸

雨等现象普遍存在......这些都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这些惨痛的经历足以让我们

明白在地球这个大家庭中，不止有人类，地球上种群复杂，万物各异，人类的标准并不是唯

一的标准，人类的意志不能代表所有生物的意志，要继续生存和发展下去，必须保持人与自

然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要尊重自然规律，重视生态环境，承认自然规律与人类的

“不同”，不妄求自然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达到人与自然的

和谐统一。这证明了“和而不同”是自然界的基本法则，也是人类与自然和平共处、共生共

荣的基本法则。 

三、“和而不同”思想对各国间对外关系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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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这个时代，任何国家都不是一座孤岛，都要与别国进行方方面面的交流。面对跟

自己国家有着不同历史渊源、不同意识形态与制度形态的其他国家，我们如何让自己不持有

色眼镜？如何才能不失公正，一视同仁地看待跟自己不一样的国家的方方面面？“和而不同”

仍然可以给予我们启发。 

全球化的发展，使得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我们要充分认识并理解不同国家、不同民

族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及价值观念是不同的历史、政治、文化传统和地理环境等综合作用

的结果。不可能也不应该完全一致。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强求所有国家都用同一种模式、相

同的发展道路及相同的文化，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多元化的“和”，才能促进人类

繁荣发展；单一化一味求“同”，只会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枷锁。一个和平共处、和谐发展

的世界，各国方方面面都相同是不可思议的，只有各种文明相互交融、相互学习与借鉴，所

有国家在对外关系中平等相待，彼此尊重，和平共处，才会有充满活力而又绚丽多彩的世界。

因此，人类要想在新的世纪避免战争，维护和平，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就应遵循“和而不同”，

相互尊重，寻求文明的共识。在尊重不同国家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的前提下，寻找彼此之间

的共同之处，共同商量制定彼此都能接受的交流规则；在承认各自独特价值的前提下，宽容

地对待与本国在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不同的地方。“和而不同”的思想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智慧结晶，是中华文明中重要的一部分，但它有前瞻性的眼光及价值也可以作为当今世界上

处理国家间关系、调解国际争端、化解民族矛盾行之有效的方法。某些反复横跳，企图挑起

国际争端、扰乱世界和平的国家，一边高喊人权一边滥杀无辜、一边高喊和平一边制造战争

----比如，美国一边高喊着人权和人道主义，一边却在科索沃、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地频频发

动战争；美国一边指责他国“镇压民主运动”，一边却在国内镇压抗议种族主义的游行示威

活动；尤其是近两年来，某些国家将我国支持全球抗疫合作、守护人类生命健康的行动，污

蔑为我国想借此扩大中国影响力、输出中国观念。也将我国按照本国实际国情，根据疫情发

展阶段做出的“动态清零”等一系列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负责行为视为漠视人权，认为

我国“禁锢自由”，对此进行歪曲报道，试图造成我国的内部混乱，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我国同这些国家的良好发展关系，削弱了彼此之间的信任，激起了其国内民众对华人民的不

友好情绪，让其他国家对中国产生误解。这一切就是因为我们国家跟他们国家的防疫方式不

同，而他们不允许这种不同存在，这些可笑事情的实质，也就是孔子所坚决反对的“同”，

必然会遭到全世界崇尚和平的人民的强烈反对。如若这些国家也能秉承着“和而不同”的思

想，正确看待和处理不同国家在防疫或者其它事务方面因本国国情做出的不同决策，对促进

世界各国顺利交流，减少摩擦、互相提升有着重要意义。 

四、和而不同思想对不同民族文化交流的启发 

世界上有两百多个国家，其中大多数国家是多民族国家，相应的，文化也多种多样，这

些国家都面临着国内多元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问题。再有，当今时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

发展，文化的交流也不单单局限在一个国家或民族，也变成了“文化交流全球化”。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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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同”作为处理多元文化之间和谐共存的有效方式，它除了承认多种文化之间存在“不同”，

还肯定了在这种多样性的基础上有一种整体性的概念和原则，只有坚持了整体性，在统一的

基础上维持和发展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化，才会出现世界文化“多样共生”的局面。我

们既要尊重其他文化的“不同”，又要坚守自身文化的“不同”。世界上的民族和文化多种多

样，各族之间的文化应该和谐，有自己的独特个性，不应该千篇一律，毫无特色。不同不应

该造成相互冲突，只有不同才有利于彼此相互吸收、相辅相成，只有和谐才利于彼此共同发

展向上。按照这个思想来看，世界各国之间的各种文明、社会制度以及发展模式都应该是相

互交流和可以借鉴的，在和平的竞争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的过程中共同发展。 

“和而不同”，在世界交流频繁、信息爆炸的时代里，无异是一副安抚人心的稳定剂，

它使大众规避尖锐的矛盾，能够平心静气，坦然说出自己的意见。在多元一体化的今天，“和

而不同”的思想使得各民族间尊重彼此文化的不同，开诚布公，直抒胸臆。在不同民族或国

家的文化交流中坚持和而不同原则，不仅仅能够实现文化和谐，还可以促使多元文化共生，

达成多元文明共赢，最终实现人类社会的和谐。 

五、小结 

“如果没有公认的共同价值观作为标准和约束，就很难建立有效的全球治理方式。”
2
新

时代，我们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世界各国人

民力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团结意识。中华文明中“和而不同”的思想可以为人类实现

这个目标保驾护航，为早日实现这个目标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在自己 80寿辰聚会上就“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的经历”

进行的主题演讲中说了十六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句话

是说，人们要懂得欣赏自己创造的美，也要以包容的方式欣赏他人创造的美，使自己的美与

他人的美相结合，才能实现大和谐的理想美。在我们共同生活的世界中，各国政治制度、历

史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虽不尽相同，但不同的国家共处于同一个世界，不同国家之

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对别国指手画脚。各国之

间必须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谋求发展之策。在这种形势下，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只会

导致问题态势的恶化，使全人类的利益受到损失，人与自然关系失衡、各国一损俱损的后果

并不符合全人类的利益追求。这就需要以“和而不同”思想为指导，将中华文明中的这种思

想作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去遵循，以此作为处理各项事务的原则，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国

家与国家之间关系、各类文化交流中求同存异，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共同应对人类面

临的挑战与威胁。 

 

 

 

 

2 蔡拓《全球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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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mony in diversity----the common value of mankind embodied in 

Chinese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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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nfucius’ idea of harmony without diversity has been passed down for thousands of years. It 

is a profound reflec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nature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t is also the 

basic principle for correctly handl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between different countries, 

nations and cul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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