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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道哲学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谢梦圆

（郑州大学，河南省、郑州市，450000）

摘要：全人类共同价值不仅凝聚着各国人民的基本价值共识，也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分

析中华文明中的儒道哲学，深入理解“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敬德保民，

以民为本”、“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这些带有普遍性的思想和价值观念，不仅对于我们推动中华文明

创新发展，而且对于全球各族人民树立正确文明观、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具有

重要意义，同时也对解决当前人类共同面临的难题提供了思想启迪。

关键词：中华文明 全人类共同价值 儒道哲学

中图分类号：B 文献标识码：E

一、儒道哲学和全人类共同价值

（一）中华文明中的儒道哲学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在其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

产生了众多学派，这些不同的学派在矛盾和冲突中相互吸收和融合，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

中华文明。中华文明中最具代表的要数以儒释道三教为核心的文化体系，其中儒与道自春秋

百家争鸣以来以两者为中心的文化体系就一直影响着中华文明的各个方面，在中华文明中占

据核心地位。

儒家哲学构建了中华文明的道德思想体系倡导“仁、义、礼、智、信”它们贯穿于中华文

明的发展过程，是中华文明价值体系中最核心的因素。这套道德思想体系对于任何社会、任

何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适用，时至今日仍然被倡导、被遵循。道家哲学以“道德”为纲，

论述了“天、地、人”之间的普遍关系，提倡“无为而治”、“道法自然”。不仅对中国思

想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也对近代西方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建立起到了指引作用。

在我看来，文明的传承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在融合中发展，在吸收中丰富的。儒与道正是

因为在长时间的历史发展中与其他学派相互融合，吸取其他学派的优势，才得以壮大发展，

确立了他们在中国文明中的重要地位。鲁迅先生曾说：“中国文化的根是道家，枝叶是儒家。”

儒与道在中国并行发展、相互吸收，可以说是学术不同而目光一致。儒道哲学思想贯穿了整

个中华文明的脉络，深深地交织在我们每个国人的血液里，烙印在我们每个人的文化基因上，

影响着我们衣食住行、人际交往、社会关系、伦理道德和国家发展的方方面面，存在千年而

不衰自然有它的道理。

（二）全人类共同价值

全人类共同价值着眼于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旨在超越地域、民族、肤色等差别，是以人

类共同利益为交汇点，凝聚不同文明的价值共识。全人类共同价值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意义，没有仅仅停留在观念层面，在现代国际关系中，它正在具体地转化为一些国家的外交

政策，体现于越来越多的国际公共政策领域。

当今国际社会中，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感召力日益增强，它以整体思维、系统观念，观照全

人类的前途命运，直面当今国际关系中的矛盾问题，为人类选择正确道路提供科学思想指引，

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注入新理念、增添新活力。当今时代人类是个相互依存的整体，各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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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与共，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弘扬和坚守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凝聚价值共识、奠定价值之基。

二、儒道哲学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注重天人合一、道法自然，

强调仁者爱人、德育教化，倡导兼收并蓄、和而不同，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如“和而不同，求

同存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敬德保民，以民为本”、“道法自然，天人合一”

的儒道哲学思想，这些哲学思想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文明特质，体现着世界文明体系的共同规

范和普遍价值。

（一）和而不同 求同存异

“和”不是“同一”而是差异、矛盾、不同甚至对立的事物通过一定过程的碰撞、冲突、

接近、沟通、转化达到相对的统一。同时，此一阶段的“和”会有新的“不同”，新的差异、

新的矛盾萌生，于是有新一阶段更高层次的“和”，如此渐进、递升，这就是事物发展的辩

证法，是科学发展观对“和”的一种解读。这就告诉我们：天下万物，差异、矛盾、不同是

客观存在的，不同民族、不同人种、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矛盾、不同是客观存

在的，所以要允许、肯定差异、矛盾、不同的存在。

在承认差异性、多样性基础上，中华文明主张兼收并蓄，汲取其他文明的有益因素，通过

学习消化达到融合创新，推动文明发展进步。尊重差异性是文明对话的起点，也是文明能够

交流的前提。中国古人早就认识到不同文明的差异性，主张承认并客观对待差异性。《国语·郑

语》中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意思是说多元共生才能创新、封闭单一必然僵化，如

果万事万物都是清一色的，那事物发展、文明进步也就停止了。可见，从理性对待文明差异，

到与其他文明共生共存，再到与其他文明交流实现共同发展，中华文明对于处理不同文明间

关系形成了丰富而系统的认识。

（二）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出自于《论语·卫灵公》，是孔子的妙句之一，也是体现儒家文

化的经典之句。在《论语·卫灵公》中,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生行之者乎?”子曰:

“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原意是指，自己不想要的东西和不想被他人对待

的方式，推己及彼，也不要强加给他人。这一原则体现在文明领域，就是采取谦虚开放的态

度，与不同文明进行交流互鉴。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实质而言，它既是性善论、和

谐论的传统伦理表达，又是积极的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人道主义是人的德性生活的境界，

儒家的人道主义是科学主义与人文精神最好的中和者。

（三）敬德保民 以民为本

“敬德保民、以民为本”思想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涵义:一是顺从天命，也包括对先祖的恭

敬；二是修德、敬德。要求国家的统治者要加强自身道德修养，做一切事情要以德为标准，

时刻要修明品德、安定心思、检查德行、深谋远虑，从而使民安宁。三是保民、敬民。要求

统治者对民实行德政，使人民受到恩惠，勿使民怨，要勤政用德，并对民实行德教，要明德

慎罚。

这一朴素的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社会传统治国理念的核心，其思想中所蕴含的“德教”、

“民本”理念对古代君王将相治国平天下、赢得民心提供了很好的理论依据。在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这一思想对于消除不诚信、不道德、不公正等不和谐因素同样具有重

要的指导意义，有利于和谐社会构建。

（四）道法自然 天人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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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释道三家所尊崇的经典有不少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天”和“道”是中国哲

学两个重要范畴，代表了中国古代哲学家对宇宙本原和规律的终极追问。“道法自然”、“天

人合一”是在这些思考的基础上提出的命题，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家对人与世界关系的

深层次思考，是中国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思想体现了人与自然相互联系、

相互平等的自然观。

总的来说，“道法自然、天人合一”这一思想是在尊重万事万物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把宇

宙规定为一个无限的、发展变化的、和谐的有机整体，把天、地、人作为宇宙的一部分将三

者有机联系、相互制约。这种思想打破了天人、物我、主客、身心之间的隔阂，肯定彼此的

对话、相依相待、相成相济。

三、儒道哲学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影响

（一）和而不同 求同存异的影响

孔子的原话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孔子在这里以“和而不同”与“同而

不和”区分君子和小人，蔓延至族群、国家治理者也是一样的。联系到当今社会，有些国家

坚持单边主义，由此而生发的如经济霸权主义、文化霸权主义、政治霸权主义、军事霸权主

义盛行，是与“和而不同”思想相违背的。历史和现实己经表明，单边主义及由此衍生的种

种霸权主义是世界和地区不稳定的重要原因，以“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为试金石，人类应

该清醒地看到其危害。

“和而不同，求同存异”这一哲学思想蕴含人类共同价值，它倡导在当今国际社会不同国

家、不同文明要在彼此尊重中共同发展、在求同存异中合作共赢，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

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只有通过

互学互鉴、交流交融才能推动人类文明进步，通过汲取不同文明的有益因素为人类发展提供

智慧启示，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在

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中找到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强大动力，最广泛凝聚各国共建美好世界的共

识，才能夯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根基。唯有如此，各国才能共同发展、共享繁荣。

（二）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的影响

孔子在《论语》中，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可以终身奉行的原则。西方人也较早

地领会到这一原则，并把它作为指导自身行为的一条重要原则。这一思想蕴含着平等待人、

尊重他人、推己及人以及共同发展的道德精神。“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强调在追求本国利

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追求共同利益。“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强调双方人格的平等，“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也强调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

的伙伴关系，这两种思想存在一定的共通性。

新时代背景下，全球化趋势势不可挡，随着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使得世界各国越来越紧

密地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全球化的进程本就是一个机遇和挑战并存的过程，全球化的联动

性使得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自应对发展中的危机，同样也不可能在其他国家利益受损时不受

影响，大家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大家好才是真正的好。在全球化的今天，小至人际交往，

大至团体机构、种族、国家间的交往都有必要在交往中寻求一种公平、公正、有效的原则，

这时“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的价值被世人重新发现, 被称为黄金法则、道德金律，这条金

规则可以作为不同文化系统的共享价值观和行为规范，虽然不能解决当前的所有问题，但不

能因此否认其超越性价值，它是现代语境中探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共存的理论支撑。

(三）敬德保民 以民为本的影响

《尚书》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政治典籍，蕴藏着丰富的治国智慧。其中“敬德保民”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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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是德政治国、以民为本，具有早期民本主义色彩，对我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

远影响。在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实践中，以时代需求为标准，对“敬德保民、以民为本”思想

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使之与党“人民至上”的价值目标相贯通，为推动新时代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智慧力量。

当今国际社会很多国家的民主思想正是中国“敬德保民，以民为本”传统理念的现代化，

是超越传统的新型文明。实践的新需求促使全球人民进一步追求科学理论，也要求民主思想

进一步完善发展。“敬德保民、以民为本”这一哲学理念在世界各国民主思想中都有渗透，

蕴含着全人类共同价值。在我看来，世界各国只有坚持“敬德保民，以民为本”的民主思想，

逐步摸索出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的道路，才能迎来世界人民幸福的黎明的曙光。

（四）道法自然 天人合一的影响

“道法自然、天人合一”这一哲学思想对于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紧张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

这一观念是我国对待自然的一个根本法则，也是现代国家倡导生态文明建设所应该遵循的法

则。这一思想告诉我们，在神圣的大自然中，万物有自己的生存法则并依其自然运行形成了

生物圈，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人应效法天地自然，遵循自然界的规律，平等的对待万物，

以此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一思想虽然强调人的行动的合规律性，但它并没有完全否

定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人应该在“合于道”的前提下有选择地作为。这样一来，遵道循理

不仅蕴涵着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而且也蕴涵着尊重客观规律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

用的统一。

当今世界全球性的资源紧张、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从思想根源上看，源于长期以来

人类的思想观念中缺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特别是近代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

发展，进一步助长了人类的自我中心主义思想。“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思想蕴含的尊重自

然、顺应自然、爱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是反映时代发展要求、符合人类文明进步的科学

发展理念，对全球 21 世纪建设生态文明有诸多借鉴价值，对当今治理社会与环境问题有很

大的指导与启迪价值。

四、中华文明蕴含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意义

（一）对中国的意义

“和而不同，求同存异”这一哲学思想在长期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形成了丰富的多

元文明对话的思想观念。让我们更加深刻的认识到尊重差异性是文明对话的起点，也是文明

能够交流的前提，揭示出千差万别的事物各有其存在的情由，启示我们要科学理性对待事物

之间的差别、文明之间的差异。让新时代的中国更加深刻的意识到多元共生才能创新、封闭

单一必然僵化，如果万事万物都是清一色的，那事物发展、文明进步也就停止了。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哲学思想集中体现了推己及人的超越性价值，包括精神对物

质的超越、理想对现实的超越、恒久对当下的超越以及整体对局部的超越。面对形形色色的

文化扩张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我国如何在自我意识中保留他者的合法地位，清除自我对他

人的暴力与强权，避免把自己的好恶有意无意地强加给别人，“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给出

了温和而又能够为各个文明体所接受的中国方案。

“敬德保民，以民为本”这一哲学思想体现了古代思想家对百姓的深切关怀和对统治者的

谆谆教诲，在今天依然有很好的启示意义，与中国共产党人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

家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一脉相承的。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带领着中国

人民一起进行着人民民主的实践探索，成功探索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民主道路，始终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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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

“道法自然，天人合一”这一哲学思想给当今中国生态治理提供了借鉴，让国人更深刻地

明白人与自然不再是主客二分的关系，而是合为一体、不能分离的，人类是自然界的组成部

分又是靠自然供养而生存和发展的，这就要求我们应该顺应与尊重自然之道。我们作为生态

系统中的一员，有责任和义务去保护我们的生态系统，这一自然观念对当今社会有重要的启

迪与指导意义，是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无论是“天人合一”的和谐理念，还是“道法自然”

的和谐法则，都是当今社会所需要提倡和弘扬的，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绿色、环保社会

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对世界的意义

“和而不同，求同存异”这一哲学思想的精髓是和谐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

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不仅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

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更是人类各种文明发展的真谛蕴含全人类共同价值。世界各

种文明、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在这一哲学思想的指导下相互交流、相互借鉴，在和平竞争中

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对于构建和谐美丽的地球村具有重要意义。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哲学思想被传承，发展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这

一理念以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为己任，秉承“独行快，众行远”的发展理念，促进世界各

国平等相融、合作共赢。它不仅是人类生存智慧的历史经验总结，也是破解当前人类发展共

同困境的理性思考，更是构建未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支撑。“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己

所不欲，勿施于人”现代化语境下的新阐释，实质是积极的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为沟通文

化隔阂、承担全人类的共同责任提供了新的方案，是破解当今世界发展难题的重要智慧宝库，

具有历久弥新的当代价值。

“敬德保民，以民为本”这一哲学思想告诉我们任何国家构建和谐社会都必须高度重视德

教的问题，一个国家公民道德水平和社会诚信度的高低也是考察这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指标之

一。同时，这一哲学思想对世界各国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如何使为政者修德和以德行政、如何

以民为本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在这一哲学思想的指导下明白了人民至上理念

就是最广博的生产关系，可以容纳最强大的生产力，只要真正坚持人民至上，国家就不会僵

化封闭，社会就不会失去活力，历史就会继续发展前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回应了全球发展

面临的突出问题，有力推动发展更好地造福全球人民。

“道法自然，天人合一”这一哲学思想对于解决人类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危机，人与自然

的关系日趋紧张等一系列问题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这一理念认为，大自然是包括人在内的一

切生物的摇篮，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人与自然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有机整

体，如果自然生态遭到严重破坏，那么人类的一切发展都会失去依托，发挥主观能动性要以

尊重和顺应自然规律为前提。这一哲学思想蕴含全人类共同价值，今天发展出的全球理念有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这些理念让全球各国人民明白

世界是一个有生命、生生不息的有机整体，守护人类共同的自然环境，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

同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人类要秉持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摒弃损害、破

坏生态环境的发展模式，坚持走绿色发展道路，共同应对挑战、承担责任，让人类文明在可

持续发展中不断进步。

结语

镜鉴往事，方知来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儒道哲学蕴含着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先进的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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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和理念，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基石与文化风骨。发扬其中的内涵精髓，不忘历史才能开

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

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全球化向纵深发展，世界各国联系密切，

面对全球各种危机，先进的儒道哲学思想为全球各国解决难题提供了思路和借鉴具有全球影

响力，蕴含着丰富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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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mon values of mankind contained in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Xie Mengyuan
(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 City, Henan Province, 450000)

Abstract：The common values of mankind not only embody the basic values shared by people of all
countries, but also draw on the wisdom of the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By analyzing the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philosophy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we have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such universal ideas and values as "harmony without differences, seeking common ground while
reserving differences", "do not do to others what you do not want to do to yourself", "respecting morality
and protecting the people, putting the people first", and "upholding nature and the unity of nature and
man". These are not only helpful for us to promote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It is also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in the world to foster a correct view of
civilization, strengthen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among civilizations, and promote the building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t also provides ideological inspiration for solving the
common problems facing mankind.

Keywords: Chinese civilization,Common value of mankind,Confucianism and Taoism philosoph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