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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ꎬ 重塑人类文明关系的紧迫性日益凸显ꎮ 继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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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ꎬ 地缘政治经济全面回归ꎬ 对全球发展产

生了负面溢出效应: 大变局正加速演进ꎬ 全球和平赤字、 发展赤字、 安全赤

字、 治理赤字有增无减ꎮ 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第 ７８ 届联合国大会一

般性辩论开幕式上发出的警告: “世界正变得不稳定国际社会正面临一系

列关乎人类生存的威胁ꎮ” 面对人类社会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与挑战ꎬ 重塑

人类文明关系的紧迫性日益凸显ꎮ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ꎬ 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ꎬ 习近平总书

记首次提出全球文明倡议ꎮ①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２ 日ꎬ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

座谈会上首次系统科学地阐释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创新性、 统一性、 包容

性、 和平性等五大突出特性ꎮ② 世界不同地区的不同种族、 不同民族共同创造

了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ꎬ 但世界上大部分冲突都与文化层面有关ꎮ 因此ꎬ 本

文将从人类文明的基本属性入手ꎬ 分析全球文明倡议对促进人类文明发展具

有的进步意义ꎻ 将传统和现代两个方面相结合ꎬ 分析全球文明倡议的中华文

明底蕴ꎻ 在此基础上ꎬ 深入分析中国提出全球文明倡议面临的外部挑战ꎬ 以

及在当下人类各文明形态所面临的共同挑战ꎮ

一　 人类文明的基本属性

人民是文明创造的主体ꎮ 不同国家和地区有着各自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历

史文化土壤ꎬ 人类文明天然具有多样性与交互关联性ꎬ 保证了人类社会的生

命力和延续性ꎮ 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人类文明得以发展演进的决定性因素ꎬ 人

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过程中的社会协作是人类文明的源泉ꎬ 人类社会的不同

文明形态始终处于演化之中ꎬ 也应当具有平等性ꎮ 习近平总书记在 ２０１９ 年亚

洲文明对话大会上指出: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ꎬ 因交流而互鉴ꎬ 因互鉴而发

展ꎮ”③ 全球文明倡议是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当代阐释、 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ꎬ
具有充分尊重人类文明的基本属性ꎬ 有利于在各文明形态平等的基础上ꎬ 兼

顾不同文明形态的个性特点与共性特征ꎬ 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 演进性和交

互关联性转化为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活力和动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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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与交互关联性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ꎬ 是创造文明的主体ꎮ 文明的产生是人类劳动

和交往的产物ꎬ “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ꎬ 在这个阶段上ꎬ 分

工、 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ꎬ 以及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ꎬ
得到了充分发展ꎬ 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①ꎮ 人类文明既包括物质生产ꎬ
也包含思想、 文化、 精神的生产ꎮ 各文明形态也因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实

践活动的发展变化而不断演变ꎮ
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始终是一个客观现象ꎬ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ꎬ

“‘和羹之美ꎬ 在于合异’ꎮ 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ꎬ 也是人类进步

的源泉”②ꎮ 坚守开放包容的人类文明进步理念ꎬ 加强不同文明形态间的交流

互鉴ꎬ 有利于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发展ꎮ 任何文明的成长都是由内部力量与

外部力量共同塑造的ꎬ 文明生成与演进是多种内外因素综合作用并长期积累

的历史过程ꎬ 人类文明形态是文明存在的具体形式ꎮ 古往今来ꎬ 人类文明由

丰富多样的文明形态组成ꎬ 各文明形态有着各自相应的群体空间ꎬ 在这一群

体空间内ꎬ 由人与自然之间、 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全面综合复杂的社

会系统ꎮ 例如ꎬ 美洲是人类古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ꎬ 从地理条件来看ꎬ 拉

美在阳光覆盖、 水文、 地形地貌、 植被等方面都明显优越于北美ꎮ 以玛雅—
阿兹特克—印加文明为代表的拉美古代文明ꎬ 为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

作出了巨大贡献ꎬ 其中ꎬ 玛雅文明是唯一诞生在热带丛林而非大河流域的文

明ꎮ 拉美古代文明所创造的富有热带特色的粮食生产和农业文明ꎬ 极大地有

利于人类的生存发展ꎮ 拉美的印第安人是世界上最早认识和使用 “０” 概念的

民族ꎬ 在数学、 天文学、 文字学等方面取得了非凡的创造性成果ꎮ③ 正因为拉

美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政治文化优越于北美ꎬ 所以欧洲殖民者征服美洲大陆首

先针对的是更为富饶的中美洲和南美洲ꎬ 上述三大古文明的正常发展因欧洲

殖民者的入侵而中断直至被摧毁ꎮ 在内外因素的综合作用下ꎬ 拉美文化受到

源文化特质、 文化形成过程、 社会经济结构、 种族结构、 自然环境等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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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的影响ꎬ 具有典型的文化多样性特点ꎮ①

每一种文明形态都根植于自己的生存空间ꎮ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ꎬ
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ꎬ 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ꎬ 而

是在直接碰到的、 既定的、 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②ꎮ 各文明形态的

生存空间由 “碰到的、 既定的、 从过去承继下来的” 条件组成ꎬ 这些条件既

有自然环境和生产力水平的差异ꎬ 也有历史文化土壤的不同ꎬ 由此决定了不

同生存空间内人与自然之间、 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存在区别ꎬ 也决定了人

类世界不可能只存在单一文明形态ꎬ 而是多样化的文明形态并存ꎮ 例如ꎬ 在

美国历史学家特纳看来ꎬ 边疆向 “自由土地” 的推进为美国人提供了向上流

动和重建社会的机会ꎬ 并且 “美国民族主义的成长和美国政治制度的演进都

取决于边疆的进展”③ꎮ 当然ꎬ 特纳笔下的向 “自由土地” 的推进ꎬ 实际上是

对墨西哥的侵略以及对印第安人的驱赶和屠杀ꎬ 迈克尔曼将此定义为针对

印第安人的 “谋杀性种族清洗”④ꎮ 北美大陆从被欧洲殖民开始就存在多元文

化ꎬ 不仅有盎格鲁—新教文化ꎬ 还是天主教和犹太教等不同教派教徒的宗教

避难所ꎮ 殖民初期美国的文化构成差异性之大ꎬ 甚至被认为可以分为 １１ 个区

域ꎬ 并且影响至今ꎮ⑤ 其中ꎬ 与资本主义精神具有一致性的盎格鲁—新教伦理

为新英格兰地区代表的 “扬基国” (Ｙａｎｋｅｅｄｏｍ) 所信奉ꎬ 成为后来美国国父

们的精神信条ꎮ
人类交往实践的发展左右着人类文明演化ꎬ 人类文明形态也存在不同样

式ꎬ 并且是逐步递进的ꎮ 特纳的边疆假说并不适用于拉美国家ꎬ 拉美边疆是

中心地区的文化和制度移植嫁接的对象ꎬ 拉美的边疆开拓复制甚至强化了等

级制度ꎬ 制造了暴力和动乱ꎮ⑥ 究其原因ꎬ 独立之后的拉美各国仍然深受西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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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和葡萄牙在其数百年殖民统治中所建立的诸多殖民制度的束缚ꎬ 例如大庄

园和种植园奴隶制、 社会等级制度和种族制度、 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等ꎬ
这些制度遗产不利于拉丁美洲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ꎬ 是拉丁美洲各国相对

不发达的根源和实现现代化的障碍之一ꎮ① 拉美历史上 “考迪罗” 统治形式

植根于西班牙、 葡萄牙殖民者留下的殖民制度文化ꎬ 作为拉美独立运动后出

现的一种特有政治现象ꎬ “考迪罗” 统治形式实际上开了拉美国家军人执政的

先河ꎮ② 通过比较北美和拉美的边疆开拓ꎬ 由此可见文明是人们自觉互动的过

程及结果ꎬ 任何文明形态并非封闭孤立的系统ꎬ 就像人与自然之间、 人与人

之间的互动关系在不断改变各文明形态的内部生存空间ꎬ 各文明形态之间的

交往也在不断改变各文明形态的外部生存空间ꎮ
正因为各文明形态之间有着互动关联ꎬ 人类才有文明的积淀与进步ꎮ “民

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

展程度ꎮ”③ 通过文明的不断演化ꎬ 各民族在不同文明的相互参照中才能巩固

“自我意识” 和 “自我认知”ꎮ④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ꎬ 各群体、 各民族与全人

类之间的文明交往在不断提升ꎮ 例如ꎬ 拉美文化之所以成为一种混合文化ꎬ
是因为欧洲基督教文化、 美洲印第安土著文化和非洲黑人文化等多种文化来

源在此碰撞、 交流和融合ꎬ 这个过程与其被殖民历史和移民历程密不可分ꎬ
也与今天拉美国家仍然深受美国坚持 “门罗主义”ꎬ 视拉美地区为 “后院”ꎬ
对拉美多国发动入侵、 策动政变、 强加制裁、 实施渗透等密不可分ꎮ 与此一

度相反现在又呈趋同之势的是ꎬ 同样曾是欧洲殖民者开辟的殖民地ꎬ 美国建

国后把盎格鲁—新教文化视为其文化认同的核心ꎬ 长期追求实现美利坚文化

的 “单一性”ꎮ 作为殖民地ꎬ 美国社会天然具有多元社会构成和族裔不平等结

构ꎮ 但为了用盎格鲁—新教文化 “熔化” 其他族裔ꎬ 美国的 “文化大熔炉”
采用了各种社会包容性不足的制度和政策ꎬ 形成实践层面的系统性种族歧视ꎬ
这就构成了 “文化大熔炉” 理论与实践的悖论ꎬ 因而 “在文化多元主义还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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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成为一个理论之前ꎬ 它在美国社会就已经是一个事实了”①ꎮ
２０ 世纪民权运动以来ꎬ 主张族裔多样性和文化多元性成为美国新的 “政

治正确” 标准并占据主导ꎬ 由此产生了追求 “同质性” 的旧文化认同与主张

“多元性” 的新文化认同间的冲突ꎮ 随着拉美裔人口比重持续上升、 欧洲裔白

人人口比重持续下降ꎬ 美国的人口和族裔结构变化因素正在加剧上述新旧文

化认同冲突ꎮ②

(二) 人类文明的演进性与平等性

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扬弃的过程ꎮ 文明是人的创造ꎬ “是实践的事

情ꎬ 是社会的素质”③ꎮ 人类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ꎬ 人类文明亦是如此ꎮ 这种

历史性的存在并非固化ꎬ 而是不断变化的ꎬ 构成人类文明的演进性ꎬ 具体表

现为人类社会实践组织方式的产生、 发展乃至衰落、 消亡的过程ꎮ 习近平总

书记认为ꎬ “各种文明是各民族历史探索和开拓的丰厚积累ꎬ 也是今天各民族

生存和发展的深层指引”④ꎬ “一切文明成果都值得尊重ꎬ 一切文明成果都要

珍惜”⑤ꎮ 文明意味着进步ꎬ 但文明的发展又包含着深刻的内在矛盾ꎬ 因而文

明不是纯粹自然演进的ꎬ 而是受各种社会因素制约ꎮ 例如ꎬ 人类交往的发展

并不必然有利于保护和传承文明ꎮ 在遭受欧洲殖民者的武装侵略和殖民掠夺

后ꎬ 拉美各国丧失了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ꎬ 古拉美文明被摧毁了ꎬ 但拉美文

明并未因此消失ꎬ 而是在 １８ 世纪形成了一种新的混合文明结构ꎮ 到了 ２０ 世

纪中叶后ꎬ 拉美逐渐形成了建立在现代工业生产方式基础上的文明ꎮ 拉美国

家在对其他文化交流、 吸收、 融合的过程中ꎬ 形成了有特色的近现代拉美文

化ꎬ 并且根据自身特点进一步消化吸收其他文化ꎬ 使其与拉美文化相融合ꎬ
发展出更具有拉美特色的新文化ꎮ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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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文明一方面具有和谐性、 开放性和创新性ꎬ 另一方面又具有不平等

性、 依附性、 不平衡性ꎮ① 这是墨西哥恰帕斯州印第安人的 “反遗产化” 运

动的产生原因: 墨西哥城政府推动的遗产化致力于构建政治认同ꎬ 并且以旅

游业带动经济发展ꎬ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致力于倡导文化多样性保护ꎻ 然而ꎬ
他们都并未正视该城市发展过程中殖民主义、 种族主义及其遗迹带给印第安

人的苦难ꎬ 也没有改变城市中印第安人长期遭受驱逐与排挤的处境ꎮ② 与拉美

文明的和谐性和开放性同时存在的是对殖民主义、 种族主义等罪恶的反思不

足ꎬ 根由是拉美文明的不平等性、 依附性、 不平衡性ꎬ 导致其文明遗产成为

“伤心的遗产”ꎮ
人类文明的变迁不是一个线性过程ꎮ 文明的发展在总体上是进步的ꎬ 从

茹毛饮血到田园农耕ꎬ 从工业革命到信息社会ꎬ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经济基

础与上层建筑既相互适应又相互矛盾ꎬ 由此推动了人类文明的演化ꎮ③ 各人类

文明形态既容纳其历史经验ꎬ 也容纳其现实发展ꎮ 由于生态变迁、 自然灾害、
制度与信仰冲突等各类原因ꎬ 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隔离、 冲突、 战争等ꎬ 文

明会发生倒退、 中断、 衰落甚至消亡ꎮ 对于文明衰落的本质ꎬ 汤因比认为

“少数创造性群体丧失了创造能力ꎬ 大多数人不再进行相应的模仿ꎬ 随后整个

社会出现分裂”④ꎮ 也就是文明丧失了主体性和创造性ꎮ 例如ꎬ 在 «联邦论»
中ꎬ 汉密尔顿批评欧洲通过武力和欺骗等手段对非洲、 亚洲和美洲进行统治ꎬ
并自诩为世界之主ꎬ 认为其他地区的人类都是为了欧洲的利益而生ꎮ 他呼吁

美国人要振作起来ꎬ 有责任维护人类的荣誉ꎬ 甩掉 “欧洲人的工具” 这个恶

名ꎮ⑤ 但是ꎬ 在汉密尔顿思想影响下ꎬ 美国实际做的是把欧洲的工具特别是英

国的帝国战略拿过来为己所用ꎬ 试图将美国塑造为比欧洲文明更永恒、 更文

明、 更具有普遍吸引力、 更自由、 更 “完整” 的伟大国家ꎬ 用 “美国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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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和政治神学使命等赋予美国霸权以合法性与正当性ꎮ①

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ꎬ 在吞并得克萨斯州的辩论中ꎬ 沙利文将美国向西扩张形

容为 “自然” 进程ꎬ 用 “天定命运” 来批评其他国家对此的抵制或干涉ꎮ②

以 “昭昭天命” 为由ꎬ 西奥多罗斯福重新制定并扩大了门罗主义ꎬ 宣称

“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ꎬ 坚决抵制欧洲大国对拉丁美洲的干预ꎬ 明确强调美

国对美洲大陆侵略和征服的正当性ꎬ 实际上主张 “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ꎮ③

１９ 世纪至 ２０ 世纪中期ꎬ 为了排除欧洲国际法对拉美的恣意干涉ꎬ 拉美精英构

建了 “美洲国际法”ꎬ 与国际法中的欧洲中心主义进行斗争ꎬ 希望以此证明自

身的文明地位ꎬ 争取真正独立、 平等的国际地位ꎮ 然而ꎬ 由于受到坚持门罗

主义的美国的干涉ꎬ 该斗争最终未能得到大多数拉美国家的支持ꎮ④ 如果说

１８ 世纪的美国独立战争具有多方面的进步意义ꎬ 例如为全球殖民地国家的独

立运动树立了典范ꎻ 那么 １９ 世纪以来 “门罗主义” 下美国对拉美的控制和侵

略等则桎梏了拉美现代文明的发展ꎮ 对此ꎬ 墨西哥前总统迪亚斯曾经感叹:
“可怜的墨西哥ꎬ 离上帝太远ꎬ 离美国太近ꎮ”

各文明形态是平等的ꎬ 在价值判断上没有高低贵贱之分ꎬ 只有特色之别ꎮ
回顾人类历史ꎬ 不同文明形态及其存在空间不断交流、 沟通、 碰撞或者重叠ꎬ
随之形成多个特色分明而又相互交融、 彼此互补的文明体系ꎮ 不同的文明形

态和文明体系的并存、 竞争、 合作等构成动态化的世界文明图景ꎮ 人类对平

等的追求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重要动力源泉之一ꎬ 这种平等既包括人

与人之间的平等ꎬ 也包括不同文明形态之间的平等ꎮ 例如ꎬ 无论在物质层面

还是精神层面ꎬ 中华文明与欧洲文明都有着源远流长的互动ꎮ⑤ 欧洲和中国都

看到了 “两个庞大而复杂的文化群体之间的互动ꎬ 每个群体都有数千年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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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① 中国瓷器不仅影响了全球商业和远洋贸易ꎬ 而且是文化交流的证据

和人类事务的晴雨表ꎮ② 美国学者卡特的著作 «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
较为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在世界各地的传播ꎬ 认为造纸术和

印刷术推动了欧洲宗教改革和教育发展ꎮ③ 马丁路德本人也宣称印刷术使他

传播 “真正的宗教” 的使命成为可能ꎮ④ 马克思把印刷术、 火药、 指南针等

发明称为资产阶级发展的必要前提ꎮ⑤ 中国是近代欧洲以外第一个接受西方科

学理论的重要文明国家ꎮ 在中国ꎬ 第一本西方几何学手册于 １６０７ 年出版ꎬ 第

一本天文学专著于 １６１４ 年出版ꎮ⑥

这就说明各文明形态存续与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建立在平等基础之上的

交往ꎮ 不同文明形态通过交往融入了世界舞台ꎬ “各地域历史” 也随之变成了

“世界历史”ꎬ 也就是 “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 交

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ꎬ 历史也就

越是成为世界历史”⑦ꎮ

二　 全球文明倡议的中华文明底蕴

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ꎬ 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又一次来到历史的十字

路口ꎮ 作为继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后ꎬ 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的又一

重要公共产品ꎬ 全球文明倡议直面当前 “人类文明向何处去” 的难题ꎬ 提出

了中国方案ꎮ 作为世界上唯一自古延续至今、 从未中断的文明ꎬ 这是古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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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明的 “旧邦新命”ꎬ 正如冯友兰所说 “中国就是旧邦而有新命ꎬ 新命就是

现代化”①ꎮ
在首次提出全球文明倡议时ꎬ 习近平总书记从 “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

现代化? 怎样才能实现现代化?” 的问题入手ꎬ 谈如何走出以及走出了一条怎

样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ꎬ 创造了怎样的人类文明新形态ꎻ 在此基础上ꎬ 提出

了以 “四个倡导” 为主要内容的全球文明倡议ꎮ② 该倡议体现了深厚的中华

文明底蕴ꎬ 与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相契合ꎻ 该倡议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有机结合ꎬ 批判性地借鉴了世界各国各地区文明交流

的实践探索ꎮ
(一) 全球文明倡议的中华传统文明底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ꎬ “在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今天ꎬ 不同文明包容共

存、 交流互鉴ꎬ 在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 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中具有不

可替代的作用”③ꎮ 全球文明倡议以 “四个共同倡导” 为主要内容ꎬ 与中华文

明的五大突出特性紧密关联ꎬ 具有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ꎮ
一是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ꎬ 坚持文明平等、 互鉴、 对话、 包容ꎬ

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 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 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ꎮ
中华民族 ５０００ 多年文明史是一部由多元到一体的发展格局形成演进史ꎮ 自古

以来ꎬ 中国文化对于文明多样性的认知既有 “夷夏之别” 的一面ꎬ 也有 “有
教无类” 的另一面ꎬ 也就是在承认不同文明形态具有文化内容差异性的同时ꎬ
也认为 “人的类本质无根本差别”ꎬ 构成了 “中国式和而不同的人性论基

础”ꎬ 构成了人与人之间乃至文明与文明之间能够相互理解包容的基础ꎬ 也是

全球文明倡议主张 “世界文明多样性” 的中华文明包容性底蕴所在ꎮ④ 中华

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ꎮ⑤ 历代王朝接

续传承和发展传统文化从未中断ꎬ 是因为作为文明体创造者的中华民族始终

是这片土地上的主人ꎬ 历史上屡次发生的北方少数民族南下并在中原地区建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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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政权ꎬ 无一不是以主动融入中华多民族统一国家而告终ꎮ① 在数千年中华文

明史上ꎬ 华夏大地涌现出若干文明区域ꎬ 逐步形成齐鲁、 燕赵、 巴蜀、 荆楚、
三晋、 中州、 两淮、 吴越、 滇云、 八闽、 岭南、 关东、 西域、 草原等各具特

色的区域文化ꎬ 这些文明区域既独立发展又彼此交汇、 相辅相成ꎮ 中国政治

文化统一的历史就是在尊重文明起源多样性的基础上ꎬ 不同地方文化融合共

生ꎬ 存大同有小异ꎬ 形成祖先认同、 族群认同和文化认同的连续历史ꎮ 中华

文明连续发展和多元一体的突出特性为全球文明倡议主张 “世界文明多样性”
提供了丰厚的历史经验与文化底蕴ꎮ 全球文明倡议所倡导的 “坚持文明平等、
互鉴、 对话、 包容” 的新文明观ꎬ 所主张的 “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 文

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 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ꎬ 正是 “把我们的好东西变成

世界性的好东西”ꎮ②

二是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ꎬ 和平、 发展、 公平、 正义、 民主、
自由是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ꎬ 要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ꎬ
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模式强加于人ꎬ 不搞意识形态对抗ꎮ 中国是一个幅员广、
民族多的超大型国家ꎬ 文化上的包容与政治上的统一是 “一体两面”ꎬ 既决定

了中华文明能够长期高度发达、 绵延不断ꎬ 又保证了中华文明能够在漫长的

历史发展进程中始终保持自己的生机和活力ꎮ 无论是中华文明内部的多元一

体ꎬ 还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ꎬ 都将开放包容和传承创新进行了有机结

合ꎮ 正是在这种有机结合的基础上ꎬ 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ꎬ 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成为现代的ꎬ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得以既蕴含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的突出特

性ꎬ 又具有新时代的文明特质ꎮ③ 中华民族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作为一个具有

连续性的整体ꎬ 具有鲜明的文化主体意识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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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ꎬ 熔铸古今、 汇通中西ꎬ 观察

天地自然之道、 历史发展规律和社会人伦大道ꎬ 是 “和平、 发展、 公平、 正

义、 民主、 自由” 等全人类共同价值形成的重要来源ꎮ 中华文明不被狭隘的

种族、 地域等观念所囿ꎬ 抱持 “道并行而不相悖” 的理念ꎬ 一方面善于吸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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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区、 多民族的不同文化ꎬ 通过学习消化达到融合创新ꎬ 其力证就是在中

国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ꎬ 儒释道三大文化形态不是以消灭对方为目的ꎬ 而是

相互交融ꎻ 另一方面ꎬ 中华文明提倡 “声教讫于四海”ꎬ 也就是不用武力征

服ꎬ 而是用道德教化、 文化影响来维护天下稳定ꎬ 主张通过 “协和万邦” 来

实现各部落之间和睦相处、 亲如一家ꎮ 这都是 “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模式强

加于人ꎬ 不搞意识形态对抗” 思想的重要来源ꎮ 讲清楚中国道理ꎬ 才能在此

基础上实现文化自觉ꎻ 实现了文化自觉ꎬ 才能做到费孝通所主张的 “各美其

美ꎬ 美人之美ꎬ 美美与共ꎬ 天下大同”ꎮ 也就是秉承中国传统 “和而不同” 的

思想境界ꎬ 探讨文化的自我认识、 相互理解、 相互宽容和世界多元文化之间

的共生理念ꎬ 以及实现 “天下大同” 的途径ꎬ 以求 “创建一个和而不同的全

球社会”ꎮ① 在这个意义上ꎬ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形成受中华文明的滋养ꎬ 同时

也是对中华文明的升华ꎮ
三是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ꎬ 充分挖掘各国历史文化的时代价值ꎬ

推动各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ꎮ 这种

文明传承创新观超越了 “二元对立论”ꎬ 不把传统和现代进行二元对立或将其

视为断裂关系ꎬ 不把现代化进程简单地理解为完全以各种现代因素来取代各

种传统因素的过程ꎬ 也不把现代化等同于 “西方化”ꎮ 现代化不仅是经济、 技

术等层面的现代化ꎬ 还是文化和价值观等层面的现代化ꎬ 在传承传统基础上

的文化创新才有根基、 有内涵、 有生命力ꎬ 这是 “充分挖掘各国历史文化的

时代价值” 的原因所在ꎮ 世界上并不存在任何唯一的或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制

度及文明模式ꎬ 当今世界各种文明都经过了漫长的历史考验ꎬ 延续着不同国

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ꎬ 这种精神血脉就是各国现代化道路探索的根性ꎮ “文明

成长的动力来源于挑战激起成功的应战ꎬ 应战又反过来引发新的挑战ꎮ”② 文

明成果的产生离不开所处的时空环境ꎮ 各文明形态能否成长和发展ꎬ 相当程

度上取决于该文明形态能否将文明传承和创新有机结合起来ꎬ 这就要求立足

各国人民的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ꎬ 具有包容性和创新性ꎬ 实现其优秀传统文

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越包容ꎬ 就越是得到认

同和维护ꎬ 就越会绵延不断ꎮ” “中华文明是革故鼎新、 辉光日新的文明ꎬ 静

水深流与波澜壮阔交织ꎮ 连续不是停滞、 更不是僵化ꎬ 而是以创新为支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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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进步过程ꎮ 中华民族始终以 ‘苟日新ꎬ 日日新ꎬ 又日新’ 的精神不断创

造自己的物质文明、 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ꎬ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作为最繁荣

最强大的文明体屹立于世ꎮ”①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创新性、 包容性等三大突

出特性为文明传承创新观提供了深厚的思想底蕴ꎮ
四是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ꎬ 探讨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ꎬ

丰富交流内容ꎬ 拓展合作渠道ꎬ 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ꎬ 共同推动人类文明

发展进步ꎮ “人文” 一词源于 «周易»: “观乎天文ꎬ 以察时变ꎻ 观乎人文ꎬ
以化成天下ꎮ” 人类生产力发展史也是人类不同文明间的交流史ꎮ 数千年文明

历程里ꎬ 中华文明有着丰富的人文交流合作实践ꎬ 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了

深远广泛的影响ꎬ 例如与邻国的文化交流ꎬ 向周边国家传播汉字书写系统和

儒家思想等ꎻ 通过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ꎬ 不仅进行商品贸易ꎬ 而且与世

界多国进行科技文化交流等ꎬ 传播和吸收沿途各国文化的精华ꎬ 实现了文化

交融ꎮ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ꎬ 民相亲在于心相通”②ꎬ 实施全球文明倡议的行

动路径是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ꎮ “不同文明之间的接触常常在人类发展史上

具有里程碑式意义ꎮ”③ 国际人文交流是人与人之间情感沟通、 心灵交汇的桥

梁ꎬ 是国与国之间加深理解信任的纽带ꎮ 通过国际人文交流ꎬ 各国人民应当

相知相亲ꎬ 各国文化应当相互走近ꎬ 推动全球文化生态百花齐放ꎻ 而不是用

某一种文化代替其他文化ꎬ 或者要求各种文化彼此相似ꎬ 导致以 “文化全球

化” 为名的全球文化同质化ꎬ 让处于弱势的非西方国家与民族文化逐步丧失

其主体性活力ꎮ
通过对中国历史和中华文化的回溯ꎬ 中华文明正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

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ꎮ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ꎬ 在同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

丰富发展ꎬ 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ꎮ 溯历史的源头才能理解现实的世界ꎬ
循文化的根基才能辨识当今的中国ꎬ 有文明的互鉴才能实现共同的进步ꎮ”④

(二) 全球文明倡议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中华文明由中华民族传统文明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共同构成ꎬ 是一个由

历史、 当下和未来构成的整体ꎮ “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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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ꎬ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 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ꎮ”① 毛泽东同志在 «新民主主义论» 中勾画了中华

文明的蓝图ꎬ 要 “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 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ꎬ 变为一个政

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ꎬ
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②ꎮ 为了实现这一蓝图ꎬ 中国经

历过两次从 “苏联道路” 到 “延安道路” 的回归: 第一次是摆脱了对苏联革

命道路的迷信ꎬ 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ꎻ 第

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 “走苏联所走过的道路” 转变到走 “中国特

色” 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ꎬ 也就是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摸索出了 “把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的道路ꎬ 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必要性和可能性ꎬ 实现了 “两个结合” 中的 “第一个结合”ꎮ 在 “第一个结

合” 基础上ꎬ “第二个结合” 解释了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能够中国化、 为什么中

国强调文化自信与历史自觉ꎬ 创造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ꎮ 一百多年前ꎬ 罗素

曾质疑 “西方文明和天朝帝国文明正在中国发生密切接触ꎮ 我们不得而知的

是ꎬ 这一接触能否产生比两种母体文明都要优异的新文明ꎬ 或者说这种接触

只会摧毁本土文化ꎬ 代之以美国文化”③ꎮ 中华文明并没有因为遭遇西方文明

而被摧毁ꎬ 相反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ꎬ 让中国社会存

在一种内生的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反作用力ꎬ 突破了对西方中心主义和发展主

义的双重迷信ꎮ
“两个结合” 是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根基ꎮ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仅实现

了马克思主义的 “民族化” “具体化”ꎬ 而且与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之间的历

史脉络是相通的ꎮ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经历的回归、 反思与突破等ꎬ 总是前

进与挫折并存ꎬ 因而需要打通不同历史阶段之间的隔膜ꎬ 用 “两个结合” 完

整解读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与实践ꎮ④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ꎬ 这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ꎮ 之所以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

新形态ꎬ 是因为它是 “以人民为中心” 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ꎬ 一方面追

求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ꎬ 另一方面追求人的全面发展ꎬ 包括人的物质、 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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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交往等各方面的全面发展ꎮ 这条道路不同于美西方国家所走的 “以资本

为中心” 的现代化道路ꎬ 摆脱了资本逻辑之下的野蛮现象和异化状态ꎮ 中国

式现代化道路绝非 “例外” 或者 “特殊”ꎬ 不能仅仅将其视为在形式上和数

量上对欧美的追赶ꎬ 也不能将其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ꎮ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

“五位一体”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ꎬ “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ꎬ
推动物质文明、 政治文明、 精神文明、 社会文明、 生态文明协调发展ꎬ 创造

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ꎬ 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ꎮ”①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也绝非 “例外” 或者 “特
殊”ꎬ 而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ꎮ 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显著标志便在于人之

生活的基本境遇ꎮ② 迄今为止ꎬ 世界上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不超过 ３０ 个ꎬ 人口

总数不超过 １０ 亿ꎮ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改变了 １４ 亿中国人民的命运ꎬ 整体迈

进现代化社会的中国人口数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总和ꎮ 中华文明的突出特

性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通过内源性发展实现的ꎬ 既没有对外殖民ꎬ 也

没有对外掠夺ꎮ 虽然批判性地借鉴了大量西方文明成果ꎬ 但更重要的是基于

“两个结合” 走自己的路ꎮ 对此ꎬ 罗素有过中肯的评价: “我们的繁盛以及我

们努力为自己攫取的大部分东西都是依靠侵略弱国而得来的ꎬ 而中国的力量

不至于加害他国ꎬ 他们完全依靠自己的能力来生存ꎮ”③ 通过内源性发展实现

人口规模如此巨大的现代化ꎬ 无疑让世界看到了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ꎬ 现代

化的道路不等于资本主义道路ꎮ 这样的道路所创设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无疑对

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ꎬ 有利于激活不同文明形态进步的源泉ꎬ
也无疑能够给世界发展提供 “一种新的精神基础”④ꎬ 既造福中国人民又促进

世界共同发展ꎮ
全球文明倡议源自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ꎬ 源自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

化自觉ꎬ 源自中华文明作为唯一的连续文明的历史经验和时代使命ꎮ 全球文

明倡议是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之后ꎬ 有责任、 有能力来做出大

国尤其是文明大国的历史担当与文明使命担当ꎮ 全球文明倡议在中国提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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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历史必然性ꎬ 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之义ꎮ 全球文明倡议从关系、
价值、 发展和行动四个维度对中国倡导的全球文明观进行了系统表达ꎬ 为构

建新型文明关系指明了方向ꎬ 也是中国式现代化、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

叙事ꎮ①

三　 全球文明倡议的外部挑战与应对

经济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推动整个世界各文明形态的交往日益密切ꎬ 经

济层面的普遍联系使今日世界进入相互依赖的 “共生” 状态ꎬ 但是ꎬ 在文化

价值层面却远没有达到普遍的 “共识” 状态ꎮ② 将现代文明等同于西方文明ꎬ
基于 “二元对立论” 对各文明形态进行优劣划分ꎬ 不仅不利于人类文明进步ꎬ
而且制造或加剧了人类社会的隔阂和纷争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ꎬ “人类只有肤

色语言之别ꎬ 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ꎬ 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ꎮ 认为自己的人

种和文明高人一等ꎬ 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ꎬ 在认识上是愚蠢的ꎬ 在做

法上是灾难性的!”③

全球文明倡议源于中华文明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ꎬ 形成于中华文

明与其他文明交流融合的具体实践ꎬ 是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创新与实践ꎮ
该倡议反对将不同文明的差异视为文明冲突的根源ꎬ 它面临来自美西方国家

的外部挑战ꎬ 特别是面临 “文明优越论” 和 “二元对立论” 等的挑战ꎮ 同

时ꎬ 为了推动世界的和平发展ꎬ 亟待世界各文明形态基于文化自觉ꎬ 对自身

文明和他人文明进行双重反思④ꎬ 在此基础上加强交流合作、 互学互鉴ꎬ 携手

应对人类社会的共同挑战ꎬ 推动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ꎮ
(一) “二元对立论” 阻碍人类文明进步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ꎬ 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是一个不断由新形态代替旧形

态的矛盾运动过程ꎮ “二元对立论” 的价值内核是 “西方文明优越论”ꎮ 弗格

森认为国家政府产生以前的社会是 “未开化的” 或 “野蛮的” 社会ꎬ 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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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人类也要从野蛮阶段进入文明阶段”①ꎮ 这种用 “文明与野蛮” 来区别

对待不同文化的理念和方式ꎬ 在心态上把 “文明” 与 “野蛮” 之别上升到

“人” 与 “非人” 的差别ꎮ② “在中古时期的所有文明中ꎬ 没有一个国家的文

明比中国的更先进和更优越ꎮ”③ 弗兰克认为 “中国享有的持续经济繁荣在早

期现代世界是少有的”④ꎮ 中国和欧洲文化长期处于 “西学东渐” 和 “中学西

传” 相结合的紧密互动中ꎮ 欧洲人曾长期对中国存在幻想和理想化ꎬ 直到 １９
世纪中国和欧洲国家之间从未发生过战争ꎬ 中国也未曾被欧洲国家占领过ꎮ
但 １９ 世纪鸦片战争后ꎬ 欧洲对中国的认识发生了大反转ꎬ 转向毫无保留的蔑

视ꎮ⑤ 与这种新旧文明形态交替同时发生的是不同文明形态之间的交流互动、
取长补短和矛盾竞争ꎬ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ꎬ 不同文明形态之间交往的范围日

益扩大ꎬ 有利于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文明形态的进步ꎮ “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

得的成果ꎬ 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ꎬ 人们在他们的交往方式不再适合于既

得的生产力时ꎬ 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ꎮ”⑥

欧洲文明的崛起不是 “自我成圣”ꎬ 而是生产力发展和东西方文明交流互

鉴的结果ꎮ 新旧文明形态交替不意味着用某种文明形态替代其他文明形态ꎬ
而是不同文明形态的演进ꎮ 欧洲资本主义萌芽在意大利率先出现就是一个重

要例证ꎬ 意大利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处于欧亚贸易的枢纽中心ꎬ 率先受

益于来自东方的发明与文化ꎮ 自青铜时代开始ꎬ 欧洲与亚洲之间的文化交流

就十分频繁ꎬ 形成多元化的欧亚文化ꎮ 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起源存在多元性ꎬ
不仅深受阿拉伯文化影响ꎬ 也深受印度和中国文化的影响ꎬ 因此文艺复兴源

起于更广泛而多元的欧亚文化ꎬ 而不是欧洲自身ꎬ 甚至欧洲自身被视为现代

性的后来者而非先行者ꎮ⑦ 各个文明的历史实际是在许多世纪中不断地相互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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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的历史ꎬ 尽管每个文明一直还保留着它们的原有特征ꎮ①

现代性的标准并不由欧洲中心主义所把持ꎬ 既然文艺复兴的来源是复数

形式的ꎬ 现代性是否也应当是复数形式的? 将欧洲之外的文明视为 “野蛮”
“传统”ꎬ 将欧洲自身视为 “文明” “现代” 的观点是否难以成立?② 启蒙运动

是文艺复兴的继续和发展ꎬ 都被视为欧洲资产阶级的思想解放运动ꎮ 即使是

在启蒙运动时期ꎬ 欧洲多国对中国充满崇拜ꎬ 将其视为榜样ꎮ③ 许多启蒙思想

者将中国视为终极知识来源ꎬ 并将中国制度和思想作为对抗教会和贵族的武

器④ꎬ 如朱谦之在 «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 一书中将中国与希腊相

提并论作为启蒙思想来源⑤ꎬ 法国哲学家伏尔泰将中国视为最接近柏拉图式哲

人王统治的 “理想国”ꎬ 甚至建议欧洲用中国的开明专制精英统治取代其病态

的君主政体⑥ꎬ 这些都说明欧洲当时处于 “西体中用” 时期ꎬ 深受中华文明

的影响ꎮ 然而ꎬ 为了适应资本主义扩张的要求ꎬ 需要以资本逻辑建立起全球

统治ꎬ 建立起统治全球的 “文明优越论” 话语ꎬ 于是ꎬ 具有种族主义底色的

“欧洲中心论” 应运而生ꎮ 马克思曾经说: “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ꎬ 土著居民

的被剿灭、 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ꎬ 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ꎬ 非洲

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 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ꎮ”⑦

欧洲启蒙运动者将传统视为黑暗ꎬ 将现代视为光明ꎬ 在此基础上确立了

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ꎮ 他们不仅使用这种 “二元对立论” 反对欧洲的宗教

神权ꎬ 而且以此对人类历史进行线性化解读ꎬ 对人类社会进行 “中心—边缘”
区隔ꎬ 由此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来奠定欧洲处于世界中心地位的正当性基

—９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法] 费尔南布罗代尔著ꎬ 肖昶等译: «文明史纲»ꎬ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３ 年ꎬ
第 ２７ 页ꎮ

Ｊａｎ Ｎｅｄｅｒｖｅｅｎ Ｐｉｅｔｅｒｓｅꎬ “Ｍａｎｙ 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ｓꎬ Ｍａｎｙ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ｉｅｓ?”ꎬ ｉｎ Ｔｈｅｏｒｙꎬ Ｃｕｌｔｕｒｅ ＆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Ｖｏｌ ２８ꎬ Ｉｓｓｕｅ ３ꎬ ２０１１ꎬ ｐｐ １４９ － １６０

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Ｃ Ｇｕｎｎꎬ Ｆｉｒｓｔ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ꎬ １５００ － １８００ꎬ Ｌａｎｈａｍ: Ｒｏｗｍａｎ ＆
Ｌｉ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ꎬ ２００３

Ｈｏ － Ｆｕｎｇ Ｈｕｎｇꎬ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ｔ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ａｓｔ － Ｗｅｓ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ｆｒｏｍ １６００ ｔｏ １９００”ꎬ ｉ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ꎬ Ｖｏｌ ２１ꎬ Ｉｓｓｕｅ ３ꎬ ２００３ꎬ ｐ ２６０

朱谦之著: «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ꎬ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４ 年ꎮ
Ａｎｄｒｅｗ Ｂｌａｋｅꎬ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ｅｖｉｌｓ ａｎｄ Ｍｏｒａｌ Ｐａｎｉｃｓ: Ｂｒｉｔａｉｎꎬ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ｐｉｕｍ Ｔｒａｄｅ”ꎬ ｉｎ Ｂｉｌｌ

Ｓｃｈｗａｒｚ (ｅｄ)ꎬ Ｔｈ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Ｒａｃｅꎬ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０５ꎬ ｐ ２２９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２ 卷)ꎬ 北京: 人

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２ 年ꎬ 第 ２９６ 页ꎮ



　 　 ２０２４ 年第 ２ 期

础ꎮ① 所谓东方学的产生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全球膨胀的直接产物ꎬ 其固有假

设是ꎬ 只有西方大国才能代表文明、 成为全球霸权ꎬ 而非西方国家作为一个

整体充当了 “危险” 角色ꎬ 成为被西方控制的对象ꎮ② 实践反复证明ꎬ 简单

化的二元对立思维框架不利于不同文明形态的平等交流与合作ꎬ 而有利于确

立绝对资本观与资本文明的专制: 一方面为欧洲资本主义的经济、 政治、 军

事全球扩张提供了意识形态基础ꎬ 另一方面赋予欧洲打击、 掠夺、 改造乃至

摧毁其他文明形态的合理性ꎮ③

尽管西方世界内部存在各种博弈冲突ꎬ 但美国和欧洲都被 “二元对立论”
认为是 “文明的”ꎮ 实际上ꎬ “西方” 这个概念本身是模糊的ꎬ 是为了在精神

上改造 “非西方” 而创设的ꎮ 首先ꎬ 对于 “什么是欧洲” 这个问题一直没有

明确界定ꎬ 欧洲自身的文明源头是多样的ꎬ 例如犹太—基督教文化源自于西

亚ꎻ 其次ꎬ 曾经是欧洲的北美殖民地的美国ꎬ 通过创设 “美国例外论” 等证

明美国是欧洲的 “他者” 并且比欧洲更优越④ꎬ 并以此对欧洲进行了文化肢

解和改造ꎬ 使欧洲陷入应对 “美国的威胁” 的焦虑⑤ꎻ 再次ꎬ 美国与欧洲同

属西方文明和同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ꎬ 随着该体系的领导权从欧洲向美国

转移ꎬ 西方中心主义从 “欧洲中心论” 升级为 “美国中心论”ꎮ⑥ 无论是欧洲

曾经对外进行的单向的野蛮扩张和残暴的殖民征服 (例如对拉美的残酷殖

民)ꎬ 还是美国建立的覆盖全球的新殖民主义 “权力网络” (例如美元霸权体

系等)ꎬ 都披上了 “文明” 的外衣ꎬ 哪怕对外军事干预也自称是在行使规范性

权力ꎮ⑦ 西方现代化理论本质上是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价值观、 制度模式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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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文明倡议: 基本属性、 文明底蕴与外部挑战　

代化道路普遍化的过程ꎮ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被美国等视为世界霸权中心的转移ꎬ 而不是开创人

类文明新形态ꎮ① 美国认为自身经历了四次浪潮才赢得全球霸主地位ꎬ 并将其

视为大国向霸权转变的唯一框架: 军事浪潮、 经济浪潮、 话语浪潮和帝国主

义浪潮ꎮ 其中ꎬ 第三股和第四股浪潮紧密相关ꎬ 实现了 “不战而屈人之兵”
的效果ꎮ 通过美国政府和跨国公司对全球化因素的系统控制ꎬ 在现代化或国

际化的幌子下ꎬ 消灭或取代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本土文化ꎬ 实现 “新自由主义

意识形态的国家结构和文化的再生产”ꎬ 这是美国全球霸权无处不在的本质和

关键ꎬ 借此美国能够有效地建立起使其自身主导地位永久化的结构ꎮ② 与之形

成鲜明对比的是ꎬ 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这三大倡议

被视为中国外交政策方向的巨大改变ꎬ 而且被认为将破坏美国主导的 “基于

规则的国际秩序”ꎬ 也将破坏美式价值观的普遍性ꎮ③ 也有分析将三大倡议视

为中国对美国社会实施的舆论战ꎮ④ 这些观点深受 “文明冲突论” 的影响ꎮ
“文明冲突论” 的本质是确保一个分层明晰的金字塔式权力结构ꎬ 而居于该顶

端的美国是 “唯一在所有权力领域都无可挑战的超级大国”ꎬ 并且 “关键国际

问题的解决需要一个超级大国加上其他一些主要国家的联合行动ꎬ 而且这个

超级大国能够否决其他的国家联合行动”⑤ꎮ 拜登政府组织全球 “民主峰会”
等ꎬ 联合西方多国和跨国媒体制造强大的反华公共舆论ꎬ 对中国进行各种黑

化、 污名化这些行为背后都有着 “文明冲突论” 和 “文明优越论” 底

色ꎬ 大搞意识形态对抗ꎬ 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模式强加于人ꎬ 人为制造文明隔

阂ꎬ 不利于不同文明的包容共存、 交流互鉴ꎬ 显然与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

的当今大势是背道而驰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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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全球文明倡议推动人类社会解决共同挑战

“欧洲中心论” 和后来的 “美国中心论” 是西方话语霸权的深层母体ꎬ
“文明冲突论” 和 “历史终结论” 等都是其当代版本ꎮ 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使

“二元对立论” 等获得了向外传播和渗透的根本动力ꎬ 逐渐形成了文化霸权ꎮ
文化霸权所追求的同质化导致其他文明形态被忽视和边缘化ꎬ 进而导致人类

文明差异性和多样性的消失ꎬ 这本身是不利于全球人类文明安全和可持续发

展的ꎬ 这也是全球文明倡议所直面和试图解决的时代难题所在ꎮ 如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的ꎬ “从现实维度看ꎬ 我们正处在一个挑战频发的世界ꎮ 世界经济增

长需要新动力ꎬ 发展需要更加普惠平衡ꎬ 贫富差距鸿沟有待弥合ꎮ 地区热点

持续动荡ꎬ 恐怖主义蔓延肆虐ꎮ 和平赤字、 发展赤字、 治理赤字ꎬ 是摆在全

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①ꎮ 作为全球公共产品ꎬ 全球文明倡议不仅反对西方中

心主义逻辑ꎬ 而且直面当代全球治理困境ꎮ
全球文明倡议反对文明隔阂、 文明冲突、 文明优越ꎬ 反对 “二元对立

论”ꎬ 绝不意味着用 “中国中心观” 或 “亚洲中心观” 来替代西方中心主义ꎮ
否则中国仍然深陷西方知识系统ꎬ 并没有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ꎬ 也就无以

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ꎬ 更无法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ꎮ 全球文明倡议坚守

人民至上理念ꎬ 突出现代化方向的人民性ꎬ 提倡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 弘扬

全人类共同价值、 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 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ꎬ 为人类文

明进步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范式ꎮ 全球文明倡议主张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多

样性ꎬ 主张发展中国家有权利也有能力基于自身国情自主探索各具特色的现

代化之路ꎬ 为构建和生成多元性现代化模式提供了逻辑起点ꎮ 基于这样的逻

辑起点ꎬ 才能推动人类社会共同解决各种挑战ꎬ 特别是各文明形态共同面对

的各种新问题新情况新挑战ꎮ
今天ꎬ 随着地缘政治经济冲突抬头ꎬ 文明之间的冲突和摩擦升级ꎬ 极端

文化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都在威胁着人类文明进步与发展ꎮ② 并且ꎬ 人类社会

各领域的多重赤字都需要人类社会从不同文明形态的历史与实践经验中寻求

智慧、 汲取智慧ꎬ 探索解决方案ꎬ 共同努力解决治理难题ꎬ 例如ꎬ 跨国资本

倡导的全球文化与既有文明形态和文明体系之间的紧张关系ꎮ 在经济全球化

深入扩展以及信息技术革命大发展的情况下ꎬ 表面上由美国国家力量主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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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文明倡议: 基本属性、 文明底蕴与外部挑战　

全球文化传媒帝国ꎬ 实际上深受跨国的、 垄断的、 隐形的大资本利益集团所

构成的全球资本网络的控制ꎮ 这种融合了权力和财富的新型霸权被称为 “现
在主宰世界的金融市场和公司的全球网络”ꎮ① 这个全球网络与作为主权国家

的美国有巨大的利益重叠ꎬ 同时也有利益冲突ꎮ 后者主要表现为全球文化与

美国传统的盎格鲁—新教文化之间的冲突激化ꎬ 特朗普及其支持者所强调的

“美国优先” 和 “真正的美国人” 等口号表达了美国保守主义力量的文化危

机感ꎮ 这个全球网络正在渗透进各文明形态ꎬ 重构其叙事ꎬ 对人类文明的多

样性构成新的挑战ꎬ 甚至导致有的文明在消失ꎬ 因而反向刺激不少弱势文明

形态的 “文化自觉”ꎬ 其结果是世界多国多地区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的

复兴ꎮ②

新技术是一把双刃剑ꎬ 技术进步不断冲击人类伦理ꎬ 给人类文明带来新

的不确定性ꎮ 首先ꎬ 跨国资本网络正在充分利用信息技术、 生产自动化技术

和生命技术等的不断进步ꎮ 亚马孙、 爱法贝 (Ａｌｐｈａｂｅｔ)、 爱彼迎 (Ａｉｒｂｎｂ)、
脸书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和优步 (Ｕｂｅｒ) 等平台爆炸式增长ꎬ 形成了一个生态系统ꎬ
构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核心ꎬ 同时积累了前所未有的金钱和影响力ꎮ 这些公

司不仅有能力控制贸易ꎬ 而且有能力控制法律、 领土和自由ꎮ③ 许多公司将其

治理视为其商业模式的核心ꎬ 以至于他们将用户称为 “公民”ꎮ 因此ꎬ 平台化

意味着城市治理和政治的转型ꎬ 因为 “数据是新形式的权力关系和政治的产

物”ꎮ④ 其次ꎬ “金融 ＋ 互联网 ＋ 媒体” 资本联手将互联网打造为世界各国人

民的生活方式ꎬ 在战时就是资本操控的战场ꎬ 悄无声息但又无孔不入地入侵

世界各国ꎬ 渗透到各国政治、 经济、 社会和文化各个层面ꎬ 打造一个全球文

化传媒网络以服务于资本利益集团的全球扩张ꎬ 具有 “技术化” “信息化”
和 “虚拟化” 特点ꎮ 再次ꎬ “千禧一代” 和 “Ｚ 世代” 是在互联网世界成长

的新生代ꎬ 未成年网民低龄化趋势明显ꎬ 被称为 “数字原住民”⑤ꎬ 他们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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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参与、 生活消费、 文化与文明的感知等更多来自互联网世界ꎬ 已经和过

去世代有着显著区别ꎮ① 最后ꎬ 互联网的 “殖民化” 和现实地缘政治博弈在

互联网世界的延伸一方面让他们深受全球文化影响ꎬ 往往出现全球新生代社

会思潮的同频共振②ꎻ 另一方面也让他们更感受到文明多样性和交融性ꎬ 因为

全球化虽然存在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别ꎬ 但整体上是一种全世界多国多民

族参与的双向、 多向互动关系的全球化③ꎮ
面对上述新问题新挑战ꎬ 如全球文明倡议所倡导的ꎬ 需要各文明形态根

据各自历史和现实ꎬ 对传统因素加以改造使之不断适应现代化、 时代化要求ꎬ
开展全球行动、 全球应对、 全球合作ꎮ

四　 结　 语

全球文明倡议与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相契合ꎬ 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有机结合ꎬ 批判性地借鉴了世界各国各地区文明交流

的实践探索ꎬ 有助于打破美西方国家的 “二元对立论” “文明优越论” 和

“文明冲突论”ꎬ 推动平等基础之上的世界文明交流互鉴ꎬ 推动世界不同文明

形态共同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各种挑战ꎬ 为推动人类文明发展、 推进人类现

代化进程、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智慧ꎬ 提供了中国方案ꎮ
(责任编辑　 徐　 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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