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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秋丽：文明观的中国表达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  2023-07-31 10:36

　　文明观是指人们对待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文明的观点和态度，是对如何看待不同文明、不同文明之间关系如何、人类文明走向何方等问题的解

答。中国式现代化顺应世界现代化大潮，遵循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形成的文明观，是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是以文

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的文明观。

　　文明是多彩的，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多样性是人类文明的魅力所在。当今世界上

有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二千五百多个民族、多种宗教、五千多种语言。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扎根于本国本民族的文化土壤之中，都有自己的

本色、长处、优点；不同国家和民族在应对不同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在不同生产条件和发展条件的实践中形成了差异多样的文明形态。正因此，世

界文明的百花园才能万紫千红、生意盎然、丰富多彩。文明差异性的客观现实也使得不同国家和民族在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中不可能整齐划一遵循

同一模板，这就要求我们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的差异性及其对发展道路的选择。

　　长期以来，西方形成了一套文明理论，奉行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将自己的文明作为标准和样板。西方现代化的文明观对待不同的文明，认知上不

接受、不理解，态度上排斥、贬低、丑化，行动上改造、同化，甚至企图取而代之，造成严重的文明隔阂。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观尊重世界文明多样

性，坚持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认为不论是中华文明还是世界上存在的其他文明，都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是人类文明

创造的成果。我们应当在求同存异中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各种文明的有益成分，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谱写中华文明与不同文明交流的新篇章。

　　文明是平等的，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文明无高低优劣之分，不同国家和民族应该在相互尊重基础上，促进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为人类文明

发展进步注入动力。任何一种文明，不管它产生于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社会土壤之中，都是流动的、开放的，这是文明传播和发展的一条重要规

律。中华文明是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典范。在长期演化过程中，中华文明从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中获得了丰富营养，也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要贡

献。丝绸之路的开辟，遣隋使遣唐使大批来华，法显、玄奘西行取经，郑和七下西洋等，都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事例。

　　“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人类已经有了几千年文明史，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是在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中走到今天的，人类文明发展史就

是一幅不同文明相互交流、互鉴、融合的宏伟画卷。“文明冲突论”为人类勾勒了充满冲突、争斗乃至战争的动荡不安的图景，“历史终结论”则认

为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文明。而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文明观，理性处理本国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差异，不仅各美其美，而且美人之美，互学互鉴，美美

与共。在实践层面，中国式现代化以文明交流互鉴作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和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积极推进各种文明间的对话交流，为中国式

现代化汇聚了人类文明的力量，同时也促进人类各种文明之花竞相绽放。

　　文明是包容的，在开放包容中共同发展。“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观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和而不同、开放包

容的文化基因。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精神，使得中华民族以“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宽广胸怀，自信而大度地同域外民族交往和开展文化交

流，谱写了万里驼铃万里波的浩浩丝路长歌。开放包容使中华文明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绵延五千多年至今未曾中断的灿烂文明。从历史上的佛教

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

蓄中历久弥新。

　　不同文明应该和谐共生、相得益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的鲜明体现。在世界日益变成地球村、人类

命运休戚相关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开放包容的胸襟，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回应了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

之问、时代之问，为世界文明朝着平衡、积极、向善的方向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一带一路”倡议，在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引领下，推动不同文明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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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互鉴、和谐共处，已成为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绿色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不断绘就开放包容的文明华章。特别是全球文明倡议

的提出，为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建设开放包容的世界描绘了新愿景，昭示了世界不同文明共同书写激荡人心的文明华章的发展方向。

　　作者系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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