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ttp://www.sinoss.net

- 1 -

浅论中华文明中“天下为公”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张晓萱

（郑州大学，河南省、郑州市，邮编 450000）

摘要：全人类共同价值着眼人类整体性意义的生存利益与道德共识，是中国就如何构建人类或世界文明新

秩序向世界贡献的中国智慧。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蕴含着丰富的人类共同价值思想，儒家对中华文明得以

延续做出了巨大贡献。本文从共同价值含义出发，说明中国所主张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与西方普世价值的不

同，中华文明强调天下大同，主张天下一家；大同小康并行，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同时，中华文

明主张世界的秩序和规则，对当代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提供价值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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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华文明拥有持久的生命力

在世界五大古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一个延续时间长、不曾中断、绵延古今的文明类

型。在上下五千年的时间延续中，我们的文明依然年轻，依然焕发生命力和凝聚力，依然积

极融入世界各国，在地球各个角落散发生命力。中华文明以其特有的精神气质和思想文化，

吸收外来文化，不断向外传播，不断形成全人类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的

共同价值，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做出重大贡献。

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消亡，与自然灾害、人类战争有关，但

更重要的原因是在于生产力的滞后使它们失去了赖以成长的内在动力；语言文字未能落地实

施，失去了文化载体脱离群众、超越现实的文化问题，失去了赖以绵延的源头活水。相反，

中华文明的延续正是具有了以上特质。中华文明在几千年的进程中不断求同存异，以道为统，

以儒为基，以天人合一为根本理念，以大一统为政治文化主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价值，以

求变革新为鲜明品格，以天下大同为崇高理想。中华文明不仅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滋补央

企本民族文化血脉，同时，在于外来文化的交流中，不断传播“智慧之光”，形成共同价值。

这些本质在千百年来历史洗礼中不断凝聚，不断提升，在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海洋文明的

相互浸润下成长在中外文明的互动中丰富，呈现出中华文化特有的创造性、包容性、变通性、

体系性、传播性、重民性，使得中华文明随着中国社会经历一次次历史变革后，仍以强大的

活力持续走向统一和发展。

纵观中华文明演进历程，中华大地内聚的地理环境、广阔的疆域和巨大的人口，是中华

文明得以延续的基础条件。有广泛适用的文字---汉字，为中华文明的记载提供坚固载体，

有儒学奠定大一统基础，有各民族的不同文明不断交融，丰富中华文明的内涵，我们同外域

文化互学互鉴，取长补短，兼收并蓄，为中华文明的丰富和发展注入活力。

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

当今世界处在世界未有之大变局。世界正在日益形成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

同体，中国在大变局中寻求大格局，从历史中寻求智慧，郑重举起“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气

质，我们提出“各国历史、文化、制度、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但各国人民都追求和平、发展、

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求同存异，寻求各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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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的最大公约数，是超越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差异的价值同心

圆。

中国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贯穿个人品德、家庭伦理、社会秩序、政治生活、精神世

界、民族品格等各个领域，构成了一个完整自洽的价值体系。这个价值体系以天人合一的观

念为主要价值底盘，以仁为本体论为价值动力，同时以“正德”“厚生”为价值内容，以“天

下为公”“天下一家”的共生和纠缠为价值理想。这个价值体系为个人确立了“成己成物”

全面发展的生命意义，为社会奠定了“老安少怀”“养生丧死无憾”（《孟子·梁惠王上》）

的正义秩序， 为政治生活提供了“天道民本”的正当依据，为文明世界树立了“大公至正”

的理想蓝图。中华文明的历史成就充分证明了这个价值体系可以为全人类共享：“讲仁爱”

是和平的基础，“重民本”是民生发展的出发点，“老安少怀”“不齐而齐”是公平正义的

内容，“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是自由民主的畅想。

共同价值的提出，是对所谓“普世价值”的扬弃。“普世价值”源于古希腊罗马时代公

私领域二分的传统，形成于资本主义对脱离地缘、学院舒服的来动力商品的需求，是经济系

统整合社会的结果。横向来看，普世价值是指价值的普遍适用性，即这种价值观念适用于所

有的人，不管哪个阶级、哪个个人，都赞成并实践这种价值。如果某种价值观只有一部分人

赞成，另一部分人不赞成，那就不 能叫做“普世”的。即使大多数人都主张或具有这种价

值观，也不能称为“普世”的，因为还有人不赞成、不具有这种价值观，因而还不是普遍适

用的。纵向来看，普世价值是指价值的永恒性，即这种价值观念适用于任何社会，不管哪种

社会形态，都持有并适用这种价值观念，它不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如果某一种价值观

只适用于一种社会形态，而不适用于其他社会形态，例如只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而不适用

于社会主义社会，那就不能称之为“普世价值”。很显然，横纵来看，“普世价值”难以实

现。与“普世价值”不同的是，共同价值强调求同存异，主张异的最小化，同的最大化。

三、中华文明蕴涵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根源

中华文明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主要源流，《尧典》天下观、《皋陶谟》规则论、《易经》

和谐观确立了共同价值之道，《礼记》“大同”思想、《论语》君子论、《诗经》 友朋观，

以及儒家美德论、情本体、以礼制中、实用理性、协和之道、安民富民乐民等思想，丰富了

共同价值的内涵。

（一）大同世界与小康社会的并行

大同世界是中华传统文化关于人类共同体的理想设计。大同的意思是天下的人都和睦相

处，如同一人。一家一户，家家户户是社会得以构成的细胞，是人们进行生产活动和日常生

活的基本单位，是人们追逐当下利益、实际利益的主要立足点。《礼记·礼运》载孔子曰：

“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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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

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

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又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

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

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

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共信，著

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其实

“大同”和“小康”并不矛盾，传统中国既有人人为公去私的彻底大同，也有天下为家、成



http://www.sinoss.net

- 3 -

人私有的小康。

中国哲学中，最基本的德性即是无私。《礼记》 中有 “三无私”，即：“天无私覆，

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奉斯三者以劳天下，此之谓三无私。”（《礼记·孔子闲居》） 天

地无私，所以不弃万物，万物能够各得其所；天地无私，故能仁民爱物。天下是指天地所覆

载的万物整体，是时行物生、有物有则、至大无外的天地共同体。“天下为公”的理想是对

天地之道德的反映。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

政》）效法天德、依循天道就是最大的政治，也是政治追求的最大的道德，政治治理不过是

落实天地之道德而已。效法天地的治天下者，都必须做到使万物各得其所、天下生民各得其

生养。这就是“天下为公”“人民至上”的道理。应该说，“天下为公”“人民至上”正是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最高理想。全人类共同价值必须是以人民为中心的， 以人类永续发展为

终极价值的。

儒家对于大同世界中的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男有分女有归、谋

闭不兴、乱贼不作等景象，也是认同的，甚至对道家所蕴含的无王、无为而治思想，儒家也

没有完全拒绝，孔子曾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

语·卫灵公》）所以，孔子的思想具有丰富性，其对《礼运篇》中的大同理想不会全然反对。

其次，尽管小康、大同对举凸显了二者的差异，但当小康完全实现之时，王就如同尧舜禹那

样菲饮食、恶衣服、卑宫室、身先士卒，让人感觉不到统治的存在了，两者的差异就消失了，

或者说此时的小康即为大同。

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大同”和“小康”并肩而行，成为中华文明极为强劲的生命力。

它催生了中国的家庭、社群、国家命运与共的内敛型社会结构。这个社会结构由人们的婚姻、

家庭、友朋、职业、邻里、城乡、阶级等多层次多方位的关系构成，每个人都生活在这样的

关系中，由这些关系定义。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将个人、家庭、国家与天下串

联起来，构筑家国命运共同体，使“大同”和“小康”紧密联系起来。

它也形成了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私有和公有的相结合，既有家庭所有制，同时以公共所有

的义塾、义庄、义田等做补充，有国家政策分配社会有限资源。“大同”和“小康”既催生

了“家天下”的皇权政治，又催生了“民为邦本”的政治伦理，实现了中央集权制度统一调

配的大一统政治，又有选贤任能的科举制等公开的国家治理制度，这样的结合是中华文明长

期维系，保持生命力和再造能力的原因之一。“大同”和“小康”的统一还保证了文字的统

一、书面文字的统一，是的珍贵的文书、思想文化等得以保存，催生了包括知识体系、价值

体系、审美体系、话语体系等在内的文化上的普遍认同，催生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和

以天下为己任的民族精神。

即便如此，大同世界固然理想，现实中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这就要求人们在建构

共同体时重视价值识别，最大程度地求同存异。在“天下为公”的前提下，也注重个人和家

庭的“小康”。

（二）协和万邦理想的实现

人生活于世界之中，世界需要人去安排和建构，因此，世界必然是有秩序的。世界的秩

序分为两方面：其一，世界有其所属之主体，即“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或“普天之下莫非

王土”(当然，王必须“以德配天”，配享这一崇高地位)，而不是无主之物或无政府状态，

对它采取行动必定要受到约束。其二，世界有其法则。此法则既非客观的自然规律，更非人

类社会的成王败寇，而是“无偏无党”“无反无侧”的“王道”，是“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的生命化育、万物共荣之道。世界亦是统一的。世界由于客观自然条件被分割，这是对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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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妥协和迁就，即“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糜使然也”（《苟子·儒

效》）。中华文明对于理想世界是这样描述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尚书·尧典》），

“天下定于一”（《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四海之内若一家”（《苟子·议兵》），

甚至“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这种规则和秩序的实现，不

是靠暴力和强权，而是礼乐教化，礼乐教化是中华传统文明中富有东方特色又具世界共同价

值的教育思想，实质是通过生活化、艺术化的仪式让人亲身感受和实践道德规范，强化道德

情感，从精神层面影响人格塑造和价值取向。礼乐之中蕴含了和谐的道理，其理想是建立一

个秩序井然又和乐相处的大同社会。礼乐教化对于构建人类共同价值的意义不仅体现在价值

内容层面，还体现在其方法特征上。以情感认同、美的熏陶与环境影响来实施道德教育，重

在从整体上“化”人或“育”人的过程。相较单纯的价值观灌输或说教的教育形式，礼乐教

化融合了道德认识、情感和行为，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能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人们的价值观

念和思想品格，因而更容易被接受。这种富有东方文明特征的德育方式丰富了当前世界价值

观教育的内容和方法，有助于共同价值观的形成与传播。在措施上就是文化软实力的体现，

西方同样也在文化产业上以电影、动漫、音乐等多种方式向世界输出核心价值观，我国也应

该充分利用自身文化优势，向世界展现中国强大的文化底蕴，向世界传达中国的共同价值理

念。

结语：

中华文明作为唯一的无断续的文明类型，其深厚的思想内涵为当代全人类共同价值提供

了价值遵循。中华文明蕴含的“天下大同”思想，于古代是没有差异，没有战争，是“仁”

的最终归途；于当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追求，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是互帮互助，

天下一家的诠释。与西方普世价值相比较，共同价值强调求同存异，追求民主自由，公平正

义，这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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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mmon value of mankind contained in "the world for the
common" in Chinese civilization

Zhang Xiaoxuan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 HeNan, 450000)

Abstract：The common value of mankind focuses on the survival interests and moral consensus of the
overall significance of mankind. It is the Chinese wisdom that China contributes to the world on how to
build a new order of mankind or world civilization. The long-established Chinese civilization contains a
wealth of common human values, and Confucianism has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Starting from the meaning of common value,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ommon value of mankind advocated by China and the universal value of the west.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emphasizes the great unity of the world and advocates that the world is one family.
Great prosperity, creating a broad and profound Chinese civiliz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advocates the world order and rules, and provides the value foundation for the common
values of contemporary mankind.

Keywords: Common values; Universal values; The world is the same; The world is one famil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