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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的多层面解读 

 
张诗苗 

（郑州大学，浙江省、温州市，325000） 

 

摘要：当今世界正面临着百年变局的全球性挑战，在当前的严峻形势下，必须从全球视野聚焦人类命

运，才能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中华文明作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未曾中断的文明，积淀着中华

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蕴含着深刻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即“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

由此凝聚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团结力量，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体现世界文明体系的共同规范和普遍

价值。 

关键词：中华文明；全人类共同价值 

中图分类号： G112       文献标识码：E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灾难和伤亡的余波仍然残存在后疫情时代中，反复

冲击着人类社会，战乱、环境等仍然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难题。而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日

益加深的全球信任感缺失、国际规则约束力降低等一系列危机，更成为整个人类社会迫在眉

睫的重大挑战，需要各个国家和衷共济，保障人类权利，共同探索“世界向何处去，人类应

怎么办”的重大命题；也需要全世界公民团结携手，履行好自己的社会责任，在如此关键性

的历史时期，没有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共

同挑战，人类只有和衷共济、和合共生这一条出路。”1而要在多重危机的冲击下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转变价值观念、树立面对全球性危机的新观念至关重要。 

文化是人类面对生存困境所建立的观念，是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

量。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能够恒久地发展向前，都离不开文明的力量和民族精神的支撑。中

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没有发生过文化断层且发展至今的文明，在数千年历史长河的打磨中

一脉相承，具有强大的内驱生命力，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综合实力最强的发展中国家，

近年来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升。由此，中华文明在应对当今世界挑战中有优良的借鉴意

义，能够为全人类引领责任，为人类社会提供“中国价值”，而这些“中国价值”便根源于

数千年来深沉的中华文明力量。 

 

一、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内涵 

 

要了解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首先要明确其本质内涵。全人类共同价值，顾

名思义，是面向整个人类社会的价值体系，它不指向具体的人或国家，也非个别独立的民族，

而是整个人类社会共同的价值追求和理想。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中提出了

“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一概念，并明确了其基本内涵，即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

自由。这是站在全人类高度上提炼出的价值总结，并不因为国别、政体或意识形态的不同而

改变。全人类共同价值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不是排他的，而是包容的；不是亘古不变

的，而是随着时代发展不断丰富的。这一概念与我们过去所说的“普世价值”的定义并不重

 
1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人民日报》，2021 年 7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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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普世价值”就字面解释，也指普遍适用的价值观，不受到国别、种族及意识形态的约

束，但“普世价值”源自西方文化传统，一些西方国家为了实现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目的，

披着“民主、平等、自由、法治”等冠冕堂皇的外衣，强迫人类社会与西方国家达成价值观

念的绝对一致和统一，其本质是为特定阶级和政权牟取利益，而并非实现人类社会的和谐。 

全人类共同价值深植于中华文明之中，而中华文明又包含了全人类共同价值，虽然习总

书记用短短的十二个字将其概括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但其背后的内涵

意义充实丰富。和平与发展对维持国际关系至关重要，公平与正义是国际社会秩序层面的价

值，而民主与自由又和人类权利息息相关。中华文明在数千年传承之中，一方面经历了对自

身传统文化的扬弃，另一方面对外来文化进行了选择性吸收，兼容并蓄的内核成就了博大精

深的中华文明，坚毅风骨成就了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中华文明以其包容性海纳百川，同时

始终坚固着民族根基，成为数千年中国智慧的结晶。 

 

二、国际关系层面：和平中谋发展 

 

（一）和平观 

和平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所追求的理想与事业，这一观念与中华传统文化“和”的理念

一脉相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家思想，便主张以和为贵，纵观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

这一理念从未改变，在政治观念上，儒家同样推崇人本主义思想，主张用道德教化的办法治

理国家，而不使用强权暴力。墨家倡导“兼相爱”“交相利”的口号，指出战争对人民的危

害最大，“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

若此，则天下治”2，这就将“非攻”视为实现兼爱的具体途径，反对一切非正义的战争和

兼并。道家同样主张“不以兵强天下”3，反对战争，其代表人物老子追求无为自化，以弱

胜强，以柔克刚，重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古往今来，追求和平不仅是统治者的普遍

理想，也是老百姓的共同愿景。 

中华“和”文化同样强调和谐、和睦的基因。“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4
，认为“和”

是事物之本和天地法则，只有实现和谐共生，万物才可生长发育，同时也强调了和而不同，

在今天的国际关系中，我们坚持求同存异才能生生不息，而不是毫无差别的同一和垄断。“百

姓昭明，协和万邦”
5
点出国家政事之和，不仅主张家族和谐，更提倡由小家到大家，由个

人延伸至国家治理及国际关系等层面，实现全社会和睦，与我们今天所倡导的和平观念一脉

相承，它在今天的现实意义，便在于拥护全世界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和衷共济，守望相助。

《司马法》是我国军事思想的源头，其中的一些策略对于今天的国际形势依旧具有重要的指

导意义，其中提出了“国虽大，好战必亡”6的告诫，强调了战争对民族的毁灭性打击，对

大肆发动战争的行为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与一些西方国家依靠战争、扩张等手段侵略别国领

土、激发矛盾冲突的行为相比，亲仁善邻则是中华民族一贯的处世之道，和平理念一直是中

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 

 
2 《墨子·兼爱》。 

3 《道德经·第二十六章》。 

4 《国语》卷十六《郑语》,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版,第 119 页。 

5 《尚书·尧典》。 

6 《史记》卷一百一十二《平津侯主父列传》,线装书局,2006 年版,第 4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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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文化始终蕴含着“和”的基因，从古至今便崇尚和平，在历史上更从无侵略的

传统，而是积极开展经济文化交流，传播友谊的种子，即使别国发生战乱冲突，也依旧站在

维护世界和平的最终立场上提供支援。但和平并不意味着任人宰割，和平同样是争取来的，

也需要实力做后盾，尤其近百年来，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社会依旧遭受着战乱的威胁与冲击，

我们也深刻贯彻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用革命战争来消灭反革命战争”的道理，敌不可

纵，衅不可启，同样也是老祖宗经过千年沉淀留给我们的财富。 

 

（二）发展观 

发展与和平共同构成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发展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发展问题已成为事

关全球共同繁荣的战略问题，中华文明中蕴含着许多具有发展价值的资源。中华传统文化的

发展观是“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7，主张和谐才能生成万物，反之，绝对的同一并不能

孕育新的事物，还会阻碍发展。这里的“和”强调协调不同的事物使其和谐发展，是多样性

的统一，而非绝对同一，“同则不继”则指出完全一致的东西加在一起并不能达到平衡发展

的效果，道明了事物得以联系和发展的基础，也印证了后续儒家“和而不同”的命题。 

万事万物要维持生命力，持续不断地发展变化，都要以“和”为动力，才能使事物相互

配合协调，和谐共生。因此和平是发展的基础，无论古代还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都

是使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共同的价值追求，中华文明智慧不仅重视发展，更指出了可持

续发展的动力，讲究人与万物和谐共处，主张科学的、可持续的发展，在新形势下，发展理

念是我们破解各种问题的出口，也正是中华民族数千年秉承着“以和为贵”的观念，坚定不

移地为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而奋斗的立场，从理论、实践两个层面给予了民族的安全感和信

念感，壮大了人民在和平的阳光下健康发展的底气，使得中华民族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中生机

勃发。 

 

三、国际秩序层面：崇公平，尚正义 

 

（一）公平观 

公平与正义皆是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理想，古今中外都有公正的价值规范，公正是人民

安居乐业、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本保障，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准。中华文明中关于公平的

价值资源浩如烟海。 

就儒家思想而言，在国家治理层面，“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8是中华民族历代提倡的

施政理念，这里的“公”有公平、公正、公共的政治意味，憧憬构建一个“老有所终,壮有

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的理想大同社会，在这

个社会中人人安居乐业，以仁爱和道义为底色。在经济层面，孔子注意到分配不均的问题，

提倡国家要“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
9
，统治阶级不为自己的财富少而担忧，

更重要的是考虑社会财富，彰显以人为本的思想，保证财富分配的相对公平。庄子有“天无

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10之说，体现自然层面的公平观念。《吕氏春秋·贵公》有

 
7 《国语》卷十六《郑语》,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版,第 119 页。 

8 《礼记·礼运第九》。 

9 《论语·季式》。 

10 《礼记·孔子闲居第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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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11，古代圣明的君主治理天下，必定首先做到公正，而天

下太平也往往正是因为公正。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中国人民也崇尚公正、义理。奉守正直

之心，推行中庸之道，用公正的义理处理事情，不谋私利，那么事物就有衡量的准绳，天下

也自然能得到治理。 

公平和正义都需要制度保障和法律武装，作为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基本准则。重视法治

的法家学派也曾提出“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12，虽然在中国古代严密的等级秩序和封建

君主专制政体下，真正做到这一说法的君王寥寥可数，但其将公平无私这一原则在国家治理

层面的重要性昭显出来，也为后世建立公平的制度提供了借鉴。今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已成为世界公民不可逾越的铁律，也是稳定一个国家重要的法律基石。 

 

（二）正义观 

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一切正当、合理、善良、美好的行为，都可称为义。“义”是

为人之道，做人之本，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核心道德原则，作为个体生活，不辱没自己，必须

坚持做正义的事情；关于国家治理，更不能违背这个原则，只有遵循正义的要求，才能走上

正确的道路。墨子云“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
13
，义是基本治国之道，孔子主张“其身

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14，统治者应端正政治品格，用正义获得人民的信任，

让决策合乎正道，才能引导国家走上康庄大道。重义轻利的义利观也深植于中华文明之中，

孔孟荀都有过相关的论述，如《荀子·王制》中记载“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

最为天下贵也”15，这表明正义的本性正是人之所以尊贵的缘故，而非世俗之名利。拥有正

义，就不曲从权贵，不以个人利害得失为准则；以坚守正义来修养自己的心灵情操，处理事

情就不会偏私；不断地追求正义，必定会生出坚守节操捍卫道义的心志。 

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基本价值诉求。当今世界格局动荡变化，疫情之下国

际关系发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变化，一些西方国家为谋私利，不顾别国安危的种种做法，违背

道义原则，使得国际关系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国际规则的低约束力，世界组织甚至大国信誉

度降低，一系列信任危机的根源便来自于单边霸权主义下话语权的霸持，一些西方国家以不

义手段掌握话语权，实行强权主义和霸权政治，使国家话语失去公信力，因此国际社会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捍卫国际公正和道义，抵制别有用心的“双重标准”，遵守国际规则和

机制，维护公道，秉持正义。 

 

四、人类权利层面：民主自由理想 

 

（一）民本观 

中华文明发展数千年来，民主思想从萌芽到兴盛，一直沿袭至今，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

不仅在人民心中根深蒂固，更成为世界性的潮流。民主，指人民所享有的参与国家和社会事

务管理或对国事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陶行知先生曾说：“民主是中国之起命仙丹，民主能
 

11 《吕氏春秋·孟春纪》,哈尔滨出版社,2007 版,第 6 页。 

12 《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线装书局，2006 年版，第 301 页。 

13 《墨子·天志上》。 

14 《论语·子路》。 

15 《荀子·王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版,第 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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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四万万五千万老百姓团结成一个巨人。”16民主是全人类社会奋斗的产物，是人民靠自己

的力量争取而来的，中华文明中的民主观可以追溯到最早的民本思想。 

早在商周时期，《尚书·五子之歌》就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17，认识到人民是

国家的根本，一个国家根基的稳固依赖于人民安宁。孔子发扬人本主义思想，在执政上宣扬

以人为本，主张“爱人”“富民”“为政以德”，孟子集西周以来民本思想之大成，指出“民

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8的理念，荀子用舟水喻君民，“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

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19
，这些思想家都认为国家社稷的根本在于人民，得民心者得天下，

即肯定人民地位的“民本思想”。由此揭示，人民安定是执政的保障，在国家治理层面占据

举足轻重的地位，主张统治者须重民、爱民、惠民。传统民本思想发展到今天，与时俱进，

逐渐摈弃其中落后的观念，成为现代民主思想的文化基因之一。 

这些民本思想中凝结了民主的萌芽，墨子提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

无能则下之”20，明确反对奴隶贵族的世袭制，扩大平民百姓参与政治的途径，打破了阶级

的局限。老子有“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21的民生主张，认为只有百姓安康才能为国

家基业保有民众，提倡关注民众利益，倾听民众呼声。《荀子·大略》中“天之生民，非为

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
22
，已经将君王置于服务人民的地位而非人民的压迫者，人民

更不是君王的依附品。 

与此同时，中华民族的民主还是避免极端的民主，与中庸思想一脉相承。中庸是儒家的

道德标准，蕴含着待人接物保持平和、包容之意。而我们的民主不同于西方“协商民主”，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避免了单个党派的话语垄断，在民主的基础上

又达到了平衡。王朝更迭、岁月变迁，时间已经向我们揭示只有敬民爱民，人民安宁，才能

使国家长足发展。中华民族直至今日依然闪烁着民主的光芒，使得“民主”不是纸上空谈，

而是当今社会的制度准则，中国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彰显全人类共同价值取

向，为人类政治文明提供了中国智慧。在过去的历史斗争中，我们已经深刻认识到人民当家

做主这一真理，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在任何时候，人民都应居于主体性地位，起主导

作用，这既是对“民本”思想的继承，更是对其弘扬与超越。 

 

（二）自由观 

自由是人类的精神内核之一，人类对于自由的向往古已有之，中华民族丰硕的诗意创造

和科学发明，也印证了文化自由之根系。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发展至今，也是流动不息的自由

精神所在。孔子提出“为仁由己，而由仁乎哉”23，主张一定条件下的个人精神自由，这是

在礼教规矩约束下修炼的自由之道。庄子在《逍遥游》《齐物论》等名篇中都彰显超然物外

 
16 陶行知,《生活即教育》,长江文艺出版社,2019 版,第 172 页。 

17 《尚书·五子之歌》。 

18 《孟子》,哈尔滨出版社,2007 版,第 197 页。 

19 《荀子·哀公》,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版,第 143 页。 

20 《墨子·尚贤上》。 

21 《道德经·第四十九章》。 

22 《荀子·大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版,第 131 页。 

23 《论语·颜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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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哲学思想，主张人应体认自然之道，在精神上获得绝对自由，这是一种对现实人生的超越

和天性自然的肯定，提出用“心斋”“坐忘”等途径进行内心修养，就能达到不受世俗束缚

的境界。 

自由不仅包括内心的自由，还有社会层面上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儒家以“修

齐治平”“内圣外王”为途径，试图通过“克己”以“复礼”，来达至社会整体自由的实现。

老子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24，主张

国家治理顺其自然，自会走上正道。法家强调权力应当受到道与法的约束和限制，不可任意

而为，在人与社会的层面上，中华文明的自由是受到约束的自由。 

而在西方文明中，自由尝尝处于绝对化倾向，“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

两者皆可抛”25，自由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生命价值和社会规约，追求完全绝对的自由，在

一些时刻就意味着忽视了自由的道德价值，但这种绝对自由往往需要付出代价。因为真正的

自由是积极的，不等同于随心所欲，它建立在法律和道德准则的约束之下，如在新冠肺炎防

疫的严峻形势下，许多国家却为了不戴口罩、随意出行的自由将生命安全置于危险地位，甚

至威胁到其他国家。我们应深刻认识到人类命运已成为休戚相关的共同体，这种打着“自

由”的旗号而将个人利益置于群体利益之上的行为，是对国家关系民主化、自由化的践踏。

民主和自由不能没有秩序的约束，而中华文化的“中庸”基因决定了中国民族始终将集体利

益置于个人利益之前，在任何时候，始终牢记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享受应该享受的自由。 

 

五、结语 

 

“文明可以成为一种点缀，但文明有最终指向。正是这种最终指向，维护了人类。”26中

华民族千年来历经了无数灾难与祸乱，依旧绵延不绝，与时俱进，其背后是中华文明的深沉

力量，它是稳固民族之根、支撑国家之本。具有普世意义的核心理念恰恰根植于中华传统文

化之内，植根于中华民族深厚的文明精神之中，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华夏子孙秉持和平、

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始终以国家民族大义为己任、敢为天下

先，牢记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担当起历史的使命，因为我们的同胞是人类，我们的国家是

世界。 

 

 

 

 

 

 

 

 

 

 
24 《道德经·第五十七章》。 

25 裴多菲；《自由与爱情》，1847。 

26 余秋雨著.千年一叹[M].北京：作家出版社,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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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faceted Interpretation of the "Six Great" Common Values for All 

Huma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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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world today is facing a global challenge of a century long upheaval. In the current 

severe situ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focus on the fate of humanity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 in order to 

achieve progress for humanity and achieve great harmony for the world. As the only unbroken 

civilization in human history,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embodies the deepest spiritual pursuit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embodies profound common values of all humanity, namely "peace, development, 

fairness, justice, democracy, and freedom". From this, the united strength of the common bod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s condensed, and the new brilliance of Chinese culture is continuously forged, 

reflecting the common norms and universal values of the world civiliz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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