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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esident Xi Jinping, showing extreme richness in Chinese culture and a profound mind in philos-
ophy, is dexterous not only in state governance domestically but also in addressing international 
affairs globally. The proposition and advocacy by president Xi of the human community of destiny 
is a sublime, grand philosophical thought that is insightful and inclusive. The conception is deeply 
rooted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ulture and embodies public philosophy, being broadly embraced 
by Chinese people and acclaimed by the world nationalities. The present paper expounds the de-
velopment of the “human community of destiny” in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philosophy and the great achievements witnessing the Chinese societal advances. The present pa-
per contains three parts, and “the human community of destiny” is first expounded in terms of its 
germination in Chinese civilization of over 5000 years. It is further elaborated by citing the devel-
opment of and exchange between Buddhist civilization, Arabic civilization and Christian civiliza-
tion, as well as through the concepts of public philosophy and universal brotherhood. The final 
summary is the practicing of “community of destiny” in Chinese society in recent history, in par-
ticular,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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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习近平主席的中华文化根基深厚、哲理思维深邃，既善于治国理政，更善于统筹世界大局。习主席提出

并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博大精深，是一个崇高而辉煌的哲学命题，既植根于悠久的中华文化，又体现

现代的公共哲学，深受中国人民的拥戴和世界人民的热赞。本文从人类文明发展、哲学角度和中国社会

取得的巨大成就等方面对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命题进行了论证。文章分为三部分，首先对“命

运共同体”从中华文明5000年的历史追溯、发展进行论述；其次从佛家文明、阿拉伯文明和基督文明等

世界三大文明的发展与交融以及“公共哲学”、“世界大同”等概念引经据典加以阐述；最后以近代中

国社会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对“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等方面进行了概括。 
 
关键词 

中华文化，天下为公，公共哲学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马克思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1]，“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

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2]。习近平主席提出、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3]，是一个宏大而深邃的哲

学命题，人们无比期待国际社会共同汇聚到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行动之中，给世界带来和煦春风，开

启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新时代。 

2. “命运共同体”在中国社会的发展 

“命运共同体”一词，植根于传承千百年的中华文化。这一概念可以在中华文化的“和”文化中找

到源头。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

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中国 5000 多年的文明发展中，中华民族一直追求和传承着和平、

和睦、和谐的坚定理念。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对“世界大同”、“天人合一”等中华文化的接续

传承，同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推动

建设和谐世界等中国外交理念一脉相承。 
“大同”世界和“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在我国具有极其深刻的影响，毛泽东主席说：“从孔夫

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

及“天下为公”，“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 15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更

对一生追求“天下为公”的孙中山先生给予了高度评价[5]，要求我们学习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心系民

众的博大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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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出自儒家经典文献《礼记·礼运》篇[6]，是孔子在阐述自己的社会政治

理想时明确提出的，为人们刻画和描绘了最理想而崇高的政治目标，最远大而美好的社会愿景，即中国

人所熟知的“大同”理想。孔子进一步阐述了他对于“小康”社会的看法。“大同”和“小康”的社会

理想和政治目标，虽然是出于对上古三代时代状况充满历史想象力的重构而提出的，却为人们提供了一

种用来审视、评判现实世界的理想社会蓝图与标准，在历史上不断激发人们改进现状、追求理想的向往、

意愿、热忱和行动。在近现代，西方列强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欺凌与侵侮，更激起了中国人民反抗外侮、

追求实现国家富强乃至“天下为公”和“大同”理想的坚定决心与信心。从古至今，中国的思想家、政

治家和革命家如此热诚推崇和深沉追求“天下为公”的博大情怀和思想境界。今天，我们党正领导全国

人民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并且还有更崇高远大的理想信念和目标追求，是对“天下为公”

和“大同”世界的无限向往与渴求。 
天下之为天下，乃是指包含所有人在内的人类整体。自先秦以来，天下便是中国思想家和政治家政

治思考和关切的对象，治国平天下或重建天下秩序是他们追求实现的终极政治目标。因此，天下的观念

实际上寄托了中国思想家和政治家最崇高而博大的政治理想、道德情怀和价值信仰。中国先秦儒、墨、

道、法等各家的思想家都一致认为，天地之道是最博厚广大、公平无私的[7]。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他们

才要在政治上汲汲于辨析天下为公还是天下为私的问题，一致主张，统治者只有遵循、效法天地之道，

才能真正引领整个天下走向太平大治，也就是说，唯有天下为公，才能平治天下，反之，“私者，乱天

下者也”。《礼运》篇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其根本含义即在于此。 
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理想，向世人展现了一幅最崇高而远大的关于人类美好社会超越性的理想和

愿景。但中国的思想家们从不架空虚设一种高远孤悬的天下主义理想，也不认为可以跨越时代的可能性

而一下子实现大同社会的终极理想。正如《大学》所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8]。因此，儒家视域中的修齐治平或家国天下问题所期望达到的，乃是一种不断扩展的“同心圆”秩序

或循本末终始之序而层层推进的“差序格局”。今天，倡导“天下的当代性”或“新天下主义”，必须

首先能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奋斗目标，才有可能逐步引领全人

类走向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终极理想和崇高目标。 

3. 世界“三大文明”与“公共哲学” 

文明一词在辞典里的解释是“人类所创造的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

学等”。文明的概念早已在人类广泛使用，文明的实质是指有益于人类的发明创造的总和或程度。在人

类文明的长期发展中，既有精神成果丰富的历史时期，也有综合实力特别强大的国家或地区。对其兴衰

变化的分析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提出“轴心文明”的概念，指出公元前 800
至公元前 200 之间早期文明中，出现了一大批思想伟人，形成了一系列的科技创新，发生了深刻的思想

解放运动，构成人类文明的第一个轴心时期[9]。我国先秦的儒家文明汲取于古天竺的佛教文明，进人中

土获得新的思想精华，随后在中国获得巨大发展，并与中国的玄学融合，促成了佛学文明的中国化；拥

有 3000 多年的历史的阿拉伯文明，是阿拉伯世界的古代文明；基督文明的发源地古希腊，是哲学、艺术

的故乡，科学与哲学在希腊人的襁褓里诞生，议会制民主也在古希腊的摇篮里酝酿，希腊因为理性与民

主的原因成为当时世界上最文明的代表。 
佛家文明，阿拉伯文明和基督文明是中国、两河流域和希腊三个地区著名的轴心文明，代表了世界

文化的三个核心。这些轴心位于对人性的形成最卓有成效的历史点，自它们以后，历史产生了人类所能

达到的一切，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所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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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希望通过内心自醒和道德的觉悟，使人皆成佛。佛教传遍南亚、东南亚、又通过中国汉化佛教

传至朝鲜、日本、越南、新加坡、蒙古等国家和地区。伊斯兰教主张顺从安拉、和平安宁、求知等，使

人摆脱愚昧和贫困，得到光明和幸福。伊斯兰教传遍阿拉伯国家及非洲、中西亚、东南亚和中国。基督

教宣扬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主张博爱、公正、救赎，使人获得满足。基督教传遍欧洲世界，又通过新

航路开辟传至北美、南美及澳洲等地。当年罗马帝国与拜占庭帝国有了信仰，就更牢固地占领了世界文

明的中心地位，而同时期西欧的高卢、北欧的日耳曼却异常野蛮，但传教士们却让后来的西欧法兰克王

国也成了有信仰的国家，法兰克王国就自然成了传递人类文明火把的火炬手。北欧的丹麦、瑞典、挪威

等原是野蛮的海盗国家，有了信仰后他们也不做海盗了。曾经有那么多的国王曾想用武力统一欧洲，但

在今天，欧洲却用上了同一种货币、选出了欧盟总统与外长，因为所有欧洲国家都共同信仰耶稣与天主。

此外，基督文明也传至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比如几任韩国总统都信仰基督教，韩国国民也已大部分信

仰了基督教，新加坡更是在逐渐的基督化。纵观三大文明，基督文明代表了西方的一种形态，无论从历

史，还是从理论上看，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都当之无愧地成为世界历史发展先路的领头羊；文明的路径，

在某种程度上和特定历史阶段，与基督教的传播史路径密不可分。 
三大宗教似乎都欲以自己的教义把人类命运连在一起。然而，由于教理和实践的悖离，上述三大宗

教文明都没有实现一统天下的初衷，却都占有各自的民族、国家和区域，限定在一定的文化范畴内。而

中华民族博大包容的优越性，打破了世界上不同文化的壁垒，以儒学为内核，诸子百家兼收并蓄，汲取

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之精华，使人类命运共同体孕育沃土，逢时待发。 
1956 年，美国著名思想家、政治评论作家沃尔特·李普曼在其著作《公共哲学》 (The Public Philosophy)

中[10]，谈到西方社会复兴公共哲学的必要，认为这种公共哲学在古代曾经维系了城邦和帝国的生存和繁

荣，在近代以来也曾被那些伟大的启蒙者和自然法理论家认为是不可或缺的，但大部分内容还是没有得

到明确的阐述，而现代怀疑以致否定的精神却已经在深深地腐蚀着公共哲学的根基。 
李普曼比较明确地提出了公共哲学的问题，当然，对公共哲学的探索远非从他起始。还可以追溯出

域外许多思想者中类似的寻求。一种公共哲学或仅仅是一种“公共性”的努力，尤其是在率先进入现代

的西方思想家中，这一努力更早呈现和更为明显。近代卢梭渴望着一种具有全面内容和最高信仰的“公

民宗教”[11]，而康德心目中的“公共理性”和“公共正义”则主要为竞争的权益首先厘定一个基本而普

遍的法则。在某种意义上，卢梭和康德为后来的思想者探讨公共性提供了两个基本的方向[12]。卢梭的“公

意”已经是具有一种绝对乃至神圣、神秘莫测的性质，他又更明确地提出了“公民宗教”。卢梭意识到

现代社会的人的两重性：既在心态上都是“资产者”、渴望不断增长经济的利益，满足不断增长的物欲；

同时又是即将到来的广泛民主的社会的“公民”，为此他们必须承担起自己的社会义务。卢梭试图使人

们在各方面都尽量平等，以“公意”克服分立和个别的“私意”和“众意”，为公民社会树立起一个不

同于以往宗教的新“神”，将个人利益和欲望、理想均汇入一个统一的道德、政治和精神人格，由一种

至高的精神统摄和引领，强调一种可以面向公众、公开运用的“公共理性”，强调一种普遍的、然而也

是基本的遵守法则或“绝对命令”的观念；康德也特别强调一种以权利和义务的结合为核心内容的宪政

和法治。 
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球价值观包含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

观。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着眼于寻求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体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同各国共同发展有

机结合的高度自觉，体现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责任担当。正是从人类社会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体现时代

特征、符合人民利益的理念，成为推动世界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道路上的战略引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正是对“世界大同”、“天人合一”等中华文化的接续传承，顺应了当今世界潮流与历史大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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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命运共同体”在中国的实践 

2015 年 9 月，在联合国成立 70 周年系列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全面阐述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

要内涵——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

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13]。
“五位一体”的清晰脉络，形成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布局和总路径，描绘了国际关系发展的美好

前景，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是实践命运

共同体的主要途径；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是打造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保障；谋求开放创

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是遵循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原则；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才能

系牢命运共同体的坚固纽带；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是着眼于命运共同体的持久未来。 
如何才能让世界各国携手走向共同发展繁荣的未来？如何才能让各国人民共同享有世界经济增长带

来的利益？中国在不同场合、不同维度寻求解决方案。在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上，中国提出创新、活力、

联动、包容的发展理念，首次将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在亚太经合组织利马会议

上，中国继续唱响“开放型经济”，为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提供方案。制定中

非“十大合作计划”、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合作倡议等一系列倡议和行动，旨在消除全球发

展鸿沟，让各国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我们中国人向来没有狭隘的国家观念，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境界。以此为追求，中国将治国

理政的经验同世界各国交流共享，以自身发展带动人类社会共同进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

共享是解决全球治理难题的中国方案。中国以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形成更加公正合

理的国际秩序。中国不仅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倡导者，更是这一理念的践行者。中国以实际行动践

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形成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 
改革开放 30 多年以来，中国就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十位跃升

到第二位，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与此同时，7 亿多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

70%，被国际社会誉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提出“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到“中国梦”，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从五大新发展理念到坚持

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不断完善，新战略新举措落地生根。展

望中国一路走来取得的发展成就，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智库研究中国，试图破解中国成功的密码，

越来越多的外国政要将目光聚焦东方，试图从中国的成果实践中汲取经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14]
至今已在上百个国家和地区发行 620 多万册，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反响。秘鲁总统库琴斯基甚至直言：“中

国的发展代表着世界的未来。” 
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心的

中国，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更大更强的正能量、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中国道路将激荡世界、

中国智慧将启迪世界、中国贡献将惠及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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