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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折射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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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如今，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中国在世界上的话语权越来越强，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格局

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同时，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也折射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并推动世界和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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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的讲话上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

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就以开

放包容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中不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蕴含着丰富的全人类共

同价值。总的来说，全人类共同价值可以分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和民主自由三个层面。

和平与发展是人类的共同事业，也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关乎所有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公平

正义是人类的共同理想，也是国际秩序的基石。民主自由则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 

一、国际层面：“和平发展”的文化观助推全人类共同发展 

“和”，一直是古代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范畴。无论是人与人交往的和睦、处事中的和

善，还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和为贵的中国文化早已渗透到了国人为人处事的方方面面，都

代表着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字最早见于甲骨文和金文，本义指音乐和谐，后被

引申为“和谐”“和睦”之意。后来，孔子提出“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孟子提出“天

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思想，对“和”文化的内涵进行了扩充。 

回望历史，大规模的侵略、反侵略斗争都足以让人心惊肉跳。两次世界大战、八国联军

侵华战争、朝鲜战争、英法战争、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一系列战争不仅带来了人类生

命的损失，还引起了国家间、民族间的仇恨，破坏了人类文明。当今国际局势依旧动荡不安，

近期，伊朗的大批军队在边境集结，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并派出了坦克、无人机、导弹等

军事装备，威慑意味明显。伊朗的邻国阿塞拜疆也不甘示弱，并进行争锋相对的军事演习，

双方气氛剑拔弩张，甚至可能发生实战；另一边，俄乌战争也依旧在持续。反观近代以来的

中国，我们从未主动挑起任何一场战争、冲突。我们常说“礼之用，和为贵”。礼的作用，

贵在能够和顺，即按照礼来处理一切事情，就是要人和人之间的各种关系都能够恰到好处，

都能够调解适当，使彼此都能融洽。 

自“和”文化提出以来，人和人的交往就有了行为准则。“以和为贵”体现在为人处事

上，其实指的是对人包容，对事宽容的态度。小到一个家，我们会说“家和万事兴”，意为

在一个家庭单元里，需要父母和睦、子女孝顺，兄弟姐妹互帮互助，这样的家庭关系才会平

衡，一家人才会和和气气，日子才会热气腾腾。走出家门与人相处，我们讲求邻里之间友好

共处，朋友之间相互理解，陌生人之间善良互助，只有这样，家庭向外扩展的小社会才会和

和美美。往大里说，中国一直以来的外交政策也是奉行“以和为贵”，皆以此作为处理问题、

解决矛盾的指导思想。 

早在明朝时，明太祖朱元璋就积极主动发展与其他国家的邦交关系，希望能构建一个睦

邻友好的，和谐的理想世界。后来的郑和七次下西洋，不光将丝织品、瓷器带到西洋各国，

还尝试建立了和平和谐的国际社会秩序，体现了中华民族热爱和平、崇尚平等的中华民族优

良传统。这些为人处事上的和睦举措，其中展现的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融合，以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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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对和谐美满生活的朴素追求。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和平问题和发展问题是相互渗透、不可分割的。和平与

发展的世界主题，可以说为全世界的政治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从过去到现在，我们不仅不

主动引起矛盾、冲突，反而通过各种形式宣扬中国“和为贵”的文化理念，通过“一带一路”

等高质量发展的举措让世界各国在受益的同时对中国有更深刻、更全面的认识。转眼间，“一

带一路”的倡议已提出了 9 年。9年来，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朋友圈变成了挚友圈，共建和平

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绿色之路的精彩故事也在世界各地不断上演，推动全人类共同

发展进入新阶段。 

二、国家层面：“公平正义”的文化观展现中华民族卓越智慧 

《淮南子·修务训》中说到：公正无私，一言而万民齐。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宝库中，

也蕴涵着丰富的公平正义理念。“天下为公”是中国历代思想家都主张的施政理念，所谓“天

下为公”，是指天下是众人公有的。发展到现在，指的是政权为一般平民所公有，是一种人

人平等、自由的理想社会。在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中，既有孔子提出的“有国有家者，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均贫富思想，也有管子学派强调的 “公平而无所偏”

的思想。 

公平正义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是衡量一个国家或社会文明发展的标准。社会和谐、

人际和睦，无疑以公平正义为重要条件。公平是指按照一定的社会标准、正当的秩序合理地

待人处事，是制度、系统、大型活动的重要道德品质。公平包含公民参与经济、政治和社会

其他生活的机会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分配公平。正义包括社会正义、政治正义和法律正义

等。我们从电影电视、文学小说等作品中，见识过许多主持公平正义的清官廉吏和好汉侠士。

的确，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中，坚持公平正义是中华儿女生生不息的精神追求，也流传

着许多经典事迹和历史人物。如晋国四朝元老祁黄羊公而忘私、举荐贤才；蜀国诸葛亮挥泪

斩马谡等等。当今社会的如新疆石河子市退休检察官张飚以实际行动维护司法公正，为一起

杀人冤案平反昭雪等等。从这些小故事中可以看出，公平正义从来都是中华传统美德的核心

内容和不懈追求。 

不仅如此，“公平正义”的文化观一直以来也出现在中国的廉政理念中。一般说来，在

政治文明得到充分发展的情况下，政府的权威不是首先来自于暴力，而是首先来自于政府的

公正、廉洁和高效。当政府中出现了严重腐败的时候，它已经不能提供社会公平和正义了，

所以它在社会秩序供给方面除了暴力之外已经无可选择。 世界上各个国家和政党都存在腐

败问题，也都在解决腐败问题，但只有中国秉持“公平正义”的文化观，把反腐提到了“革

命”的高度，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推进了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

打出一套自我革命的“组合拳”。例如央视反腐题材纪录片《零容忍》中的第 2集《打虎拍

蝇》中，不仅有利用影响力受贿 1735万余元的贵州省政协原主席王富玉这样的“大老虎”，

还有从困难群体身上捞好处的甘肃省永登县低保办原主任赵永琏这样的“小苍蝇”，这全面

体现了“反腐无禁区”的原则，确保人民公平、社会公平，促进了反腐倡廉建设。 

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也得到国际社会积极响应。目前，国际社会已经开

始抵制单边主义逆流和单边制裁等措施，共同发出强有力的反对声音，进一步凝聚起维护多

边主义和国际公平正义的强大共识。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促进世界包容性发展，是反

对单边主义的中国智慧。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彰显了中华民族历来崇尚的“为万世开太平”的博大胸襟和担当精

神，是促进当今世界和平发展的切实方略，展示了中华民族丰富而深邃的卓越智慧，更体现

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 

 

三、社会层面：“民主与自由”的文化观为社会提供基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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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最后两点是“民主”和“自由”。“民主”一词最早出现在古希腊，意

为“人民的统治”。中国一直秉持并大力倡导“民主自由”的文化观对社会有哪些影响呢？  

通过美国总统换届时的投票、拉票，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国家所谓的“民主”是建立在

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民主，其实质还是资本的操控与统治。在西方进行总统大选时，恐

怕所谓的“民主”只是“一次性民主”、“消费性民主”，拉票时人民是主人，等真正大选结

束后，统治者才是一个国家真正的主人。 

在世界上，人口超过 5000万以上的国家就属于人口大国，而在中国，人口超过 5000

万的省就有 9个。人口多，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当前，我国人口总量高达 14亿，约占全球

总人口的 18%，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比起世界上其他国家来说，“实现如此大规模的人民

民主”可能是一个大难题。 

然而，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之路，却是实实在在地被建立在了华夏大

地上。虽然我们仍在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民主的道路上，但相信“各级人大都由民主选举产

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这句话是中国每个成年人都耳熟能详的。自从习总书记上台

后，把“民主”提到了新的高度，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我想这是没有人可以否认

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亿万人民凝聚为一个有机整体，一步步解决了落实人民主权的“超

大规模民主难题”。 

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什么是自由？也许身处后疫情时代，我们还在为整天封控而苦不堪

言，但是，比起西方街头随时可能被尾随、被暴击、被枪杀的危险，我想，这种免于恐惧的

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两年前，笔者曾在某视频网上看到过一个哥伦比亚人的自述：“中

国拥有着世界上最真正、最纯粹的自由。”想象一下，美国的一个六七岁的黑人孩子在家门

口打篮球，当他听到一辆警车来了，会下意识地躲到大树后面。轻微犯罪、严重犯罪和滥杀

无辜在西方某些国家是很常见的。而在中国，我们能享受到的最重要的自由，正应该是这种

免于恐惧的自由，是我们身处的环境以及传承五千年的中华文明铸就了我们这个自由的社

会。 

从另一个层面来说，为什么害怕警察的是黑人孩子？因为种族歧视。这是移民群体以及

有色人种无法在西方国家享受的自由，而在中国完全可以享受这种自由。中国有 56个民族，

除去汉族和较为常见的回族，如果碰到其他少数民族，中国人是会抱有非常好奇且尊重的态

度对待他们，对于外国友人，也是同样的态度。免于恐惧的自由和这种不被歧视的自由，是

真正的平等自由。 

结语 

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国际风云变幻莫测，“我们应该要到哪里去？”俨然已经成

为了全人类需要解决的共同课题。中国人历来主张“世界大同，天下一家”。习近平总书记

在阐释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时指出：“我们应该大力弘

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

界提供正确理念指引。和平与发展是我们的共同事业，公平正义是我们的共同理想，民主自

由是我们的共同追求。” 这些重要论述，体现了中华文明和衷共济、和合共生的一贯追求，

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对人类文明发展和前途命运的深沉思考，寄托着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共

同企盼。在包容“不同”中寻求“共同”，在尊重“差异”中谋求“大同”，正是“共同价值”

超越所谓“普世价值”、文明交流互鉴理念打破“西方中心论”的进步意义所在。全人类共

同价值将中华民族鲜明的价值追求延展至世界维度，契合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共同

理想、共同追求，为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问题挑战提供了重要启迪。 

“弘扬中华文明蕴涵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是时代之呼、世

纪之唤。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所具有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

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不仅是中国的深厚文化底蕴所在，也蕴含着能为人类提

供正确指引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弘扬中国文化、中国文明，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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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想，应该是中国对于“到哪里去”最好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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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with the increasing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of China, China's discourse 

power in the world is becoming stronger, and the position of Chinese culture in the world cultural 

landscape is also becoming increasingly important. At the same time, the long-standing Chinese culture 

also reflects the common values of all humanity and promotes world peace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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