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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构建和谐世界是当代中国的外交战略理念和外交实践构想。 它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特别是以儒家主张的“仁”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原则与“和合”为精神的文化价值体系作基础，弘扬

“和为贵”、“和而不同”、“和实生物”与“致中和”等价值观、方法论。 取西方文化之长，补中国传统文化

之短，将自己的文明传授出去，让文化成果得到共享。和谐世界理念具有中国特色，也具有普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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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和谐世界的构想

近现代以来，世界历经战争、对峙走向和平、发

展，中国历经革命、建设走向改革、崛起。 进入 21 世

纪，人类应该构建什么样的理想世界？中国与世界应

该建立什么样的关系？ 自 20 世纪末叶开始，中共中

央领导集体总结两次世界大战和长期冷战的历史教

训，同时借鉴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思想，在思考和回

答上述两大课题的过程中， 逐步提出构建当代和谐

世界的中国外交理念。

1993 年，江泽民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一次领导

人非正式会议，提出把“安全的、和平的、稳定的、有

利于经济发展的世界带到 21 世纪”[1-1]的主张。 1995
年 10 月， 他出席联合国成立 50 周年特别纪念会

议，发表《让我们共同缔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的

主题演讲，倡导“建立一个和平、平等、合作、繁荣的

新世界”，“造成自主选择、 求同存异的国际和谐局

面”[1-2]。 他强调，中国对外政策的宗旨，就是维护世

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这一时期的中国政府还提出

新安全观、新文明观等一系列外交战略思想。
进入新世纪，胡锦涛、温家宝等中国领导人大力

倡导科学发展观，构建中国和谐社会，在外事领域顺

理成章地延伸出建设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

2005 年 4 月 22 日， 胡锦涛第一次正式提出和

谐世界的理念，呼吁亚非国家“发扬亚非会议求同存

异的优良传统，倡导开放包容精神，尊重文明、宗教、
价值观的多样性， 尊重各国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模

式的自主权，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

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2]。同年 9 月 15 日，
联合国成立 60 周年首脑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胡锦涛出席会议， 进一步阐述和谐世界的深刻内涵

及建设和谐世界的战略构想。他指出，我们应该尊重

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 相互借

鉴而不是刻意排斥，取长补短而不是定于一尊，推动

各国根据本国国情实现振兴和发展； 应该加强不同

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

存异中共同发展，努力消除相互的疑虑和隔阂，使人

类更加和睦，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应该以平等开放

的精神，维护文明的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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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 [3]。 上述讲

话奠定了中国政府关于和谐世界的基本看法。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锦

涛全面系统地阐述当代和谐世界的整体建设：“我们

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

繁荣的和谐世界。 为此，应该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

和原则，恪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在国际

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 政治上相

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经济

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

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

异，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
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

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环

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

地球家园。 ”[4]

和谐世界理念涵盖未来理想世界的多方面目标

设计：第一，在国际安全方面，和谐世界应该是持久

和平的世界。 各国相互信任、和睦相处，通过公平、
有效的安全机制，共同维护世界的安全。 第二，在国

际政治方面，和谐世界应该是民主的世界。 各国主

权平等，国际关系以法制和多边主义为基础，世界事

务由各国共同协商解决。 第三，在国际经济方面，和

谐世界应该是互利、合作的世界。 经济全球化与科

技进步，有利于国际社会的共同发展，特别是有利于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第四，在人类文明方面，和谐世

界应该是开放的、包容的世界。 不同文明开展对话、
取长补短，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相互借鉴、共同

发展。 第五，在人类社会与地球环境的关系方面，和

谐世界应该是“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世

界。 人类大力保护环境，节约资源能源，实现可持续

发展。
可见，和谐世界理念的各方面“应然”或“理想”

境界，反映出当代世界的发展趋势，顺应人类进步的

普遍愿望。 和谐世界理念及其目标设计，也反映着

中国共产党人的科学社会主义观，不仅吸收当代先

进思想，而且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二、“和为贵”的价值取向

追求关系的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

之一。儒家最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孔子说：“礼之

用，和为贵”[5-1]，希望通过一定的制度规范，促使人

们之间、国家之间维持互相包容、求同存异、共生共

长、 和睦融洽的理想状态。 孟子认为，“天时不如地

利”，“地利不如人和”[5-2]。 而道家更重视人与自然的

和谐相处，追求“天人合一”的崇高境界。 庄子认为，

“人与天一也”[6]。 他把自身与天地完全视为一体，把

死看得非常自然，主张不必要隆重操办后事。
为了促成“和谐”局面、维护“和谐”关系，中国古

代思想家们着重规范伦理道德原则。例如，儒家提出

以“仁”为核心的价值体系。 孔子说，仁的宗旨就是

“爱人”[5-3]。 从仁者爱人这一基本点出发，社会要形

成以下道德准则：
第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5-4]。 自己不愿意受

到的伤害、损失等，就不应当施加到他人身上。 这样

才能做到爱他人。 这是从反面即不应当怎样来立论

对待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20 世纪 50 年

代初，毛泽东、周恩来制定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

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等，正

是从这一道德准则出发的。 1954 年 10 月，日本来访

客人向周恩来提出：过去日本侵略中国，今天中国强

大起来了，会不会威胁日本？周恩来回答说：“近百年

来，中国人民受罪受够了，我们不愿意把这种痛苦加

在别人身上。 ”[7-1]1955 年，在印尼万隆召开的第一次

亚非会议上，针对有些国家担心信仰共产主义的中

国会“输出”革命、干涉邻国的内政，周恩来耐心地

向他们解释：“中国古话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
我们反对外来干涉， 为什么我们会去干涉别人的内

政呢？ ”[7-2]中国政府多次向世界宣布，中国永远不称

霸，不扩张。基于这一根本准则，中国反对战争，争取

和维护世界和平。
第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5-5]。 这是

从正面立论如何去爱人， 即我们应当怎样对待人与

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其实质是要求人们平等

互利地处理好彼此的利益关系。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

指出:社会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

义”[8]。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正是遵循这一道德准则，
倡导世界各国互不伤害与互利共赢。

第三，诚实守信。 这是仁爱的一个前提。 统治者

要取信于民，就要言必信，行为果，坚守承诺，言行一

致。 民无信无以立。 人们之间、国家之间只有建立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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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才能真正地彼此相安，和睦相处。
儒家以仁为核心的“和谐”价值观，作为几千年

来中华民族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也受到西方有识

之士的高度重视。 英国哲学家伯特兰·亚瑟·威廉·
罗素指出：在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和气是第

一位的，以公理为基础而不以武力去解决争端。 这

正是现代国际社会极为需要的理念。 1988 年 1 月，
全球诺贝尔奖获得者聚首法国巴黎，讨论 21 世纪的

人类如何和谐相处， 哪一种思想可以使人类和谐。
他们最后得出结论：“如果人类要在 21 世纪生存下

去，必须回头 2500 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 ”[9]以仁

为核心的和谐理念，是真正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原

则。 遵循这种价值观，设计一系列具体制度，才能达

到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国与国之间、人类与

自然之间的和谐境界。 而国家之间以对话求理解，
以协商谈判解决争端，才能够以共识求团结，以包容

求和谐，和衷共济，维护国际社会的稳定。
中国传统的“和谐”理念与西方许多伦理思想，

如扬善抑恶原则、公平正义原则、诚实原则、平等原

则等，都是一致的。 它们都希望人与人之间、人与自

然之间维持和谐关系。 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从

音乐与数学的关系中发现了和谐便是“宇宙秩序”，
是善与美，认为“美德乃是一种和谐”[10]。 《圣经》忠告

人们，不要以恶报恶，而要尽全力跟大家和睦相处。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理想主义学派，主张协调国

家之间的利益，用国际法、国际道义维护世界和平。
然而，其主流却是以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文艺

复兴时期意大利政治学家马基雅维利和现代美国学

者摩根索、沃尔兹等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学派。 这一

学派回顾几千年历史，从人性本恶和国际社会无政

府结构两大假设出发，否认人类能够走向理想世界，
否定伦理道德原则在国际关系实践中的价值导向作

用。 他们注重扩大国家权力直至世界霸权，更热衷

于追求本国利益。 他们处理国际关系的信条是：没

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

益。 20 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和长期冷战对峙，正是

少数国家奉行强权政治、本国利益至上的价值观所

造成的恶果。
和谐世界理念旨在根本改变传统的、单纯以追

求“权力”、“利益”乃至霸权为目标的强国外交战略

文化，促进国际关系朝着合作、协商、民主的方向发

展，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人与自然协调的

美好世界。和谐世界理念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也

吸取西方道德体系中的精华成分及重视国际法、探

索全球治理机制等观念和做法。

三、“和而不同”的思维方法

2005 年 12 月 6 日， 温家宝在法国巴黎综合理

工大学发表题为《尊重不同文明，共建和谐世界》的

演说，提出世界要达到“国与国之间的和平，人与人

之间的和睦，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11]。 他连用“以和

为贵”、“和而不同”、“和实生物”来阐述“和”的思想，
揭示中国的传统“和谐”理念支撑和谐世界理念所具

有的两个深刻含义：第一，推崇“和为贵”的伦理精

神，在处理人与人、国与国、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坚持

和平、和睦、合作、友善等价值取向；第二，弘扬“和而

不同”、“和实生物”的古训，观察和处理世界问题，坚

持系统整体观、对立统一思维和推陈出新、生生不息

的科学发展观。 在此基础上，和谐世界理念回答“如

何看待当今世界”、“怎样化解国际矛盾”、“怎样实现

和谐世界目标”等基本问题，从而形成独具中国特色

的外交思维和外交方法。

(一)从系统和合的视角看世界

“和而不同”与“和实生物”中的“和”，首先体现

朴素的系统观和全局观。 它要求把世界看作多层次

的有机整体。 而这种有机整体是由无数的“不同”作

为要素和局部、按照一定的结构方式内在合成的。
自原始社会末期至西周时期， 中华民族形成了

“天—地—人”统一的整体宇宙观。 西周晚期成书的

《易经》，以乾卦（代表天）坤卦（代表地）起首，以阴阳

变化演绎六十四卦，说明人事祸福，揭示天地协调为

万物之母，人与天地鼎足而又合一。这种宇宙系统观

以天人合一为基本特征， 大体规定了此后几千年中

国哲学思想演进的基本方向[12]。 春秋战国时期，以儒

家和道家为主的各种思想流派， 构想了与天地系统

一致的理想社会系统，包括大一统的亲睦九族、协和

万邦的“天下秩序”。
儒家从人类社会整体出发谈治国之道， 强调人

类社会的结构关系是多层次的等级结构体系。 最上

层是“天下”，第二层是“国”，第三层是“家”，最下层

是“人”。 这些层次具有同构性，皆由君臣、父子、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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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兄弟、朋友五大关系所维系。 个人修养是社会和

谐、治国、平天下的根基。 故“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

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正其心

……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
国治而后天下平”[13]。 儒家从天下———人类整体着

眼，从人心———个人修养着手，设计社会系统的运行

机制，进而把政治管理与道德教化统一起来，具有典

型的中国特色。
中国古代的“天下观”及“朝贡体系”亦独具特

色。 天下是汇合自然与人文、统一政治权威与社会

秩序的整体。 从秦汉开始，中国按照天朝礼治原则

建 构 的“朝 贡 体 系”，是 以 中 国 为 中 心 的 权 威 等 级

差序结构。 “天下观的理想模式是和谐与大同，是

协和万邦。 ”其“维持秩序的手段是礼制，以礼制施

行治理则为礼治”。 “礼治的根本在道德。 ”[14-1]有的

学者认为， 中国古代以天下观为标志的政治哲学

是真正从世界整体着眼的政治哲学。 它为解决当

今世界的混乱局面提供了方法论。 因为，它的根本

创 意 就 在 于 其“无 外”原 则，即 把 整 个 世 界 都 看 作

是“内部”，从而化解了不可调和的“外部”。 自上而

下的 “天下—国—家” 的政治方向与自下而上的

“家—国—天下”的伦理方向，构成“相互肯定的政

治—伦理循环”[14-2]。和谐世界理念批判地继承中国

古代协和万邦的系统思想，否定“中国中心”、等级

秩序等糟粕， 为合理地解决全球性问题和国际冲

突，指明了方向。
当代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以全球视野观察国

际形势、处理外交事务，尤为突出统筹兼顾的方法。
作为系统论的具体运用，这一方法要求总揽全局、统

筹规划，同时抓住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与突出问题，
进行重点突破。 它不仅是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

会的根本方法，也是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根本方法。
因此，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统筹兼顾、深刻认识国内

国际两个大局及其紧密联系。

(二)用求同存异的方式谋世界和谐

按照“和而不同”的理念，万事万物的“不同”或

者说“差异”，是“和”的基本前提，是促进世界和谐化

的必然要求。 保存各个国家之间、各种文明之间的

“差异”，就不是强求一致、消除“不同”。只有“存异”，
承认和尊重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在观点、信仰、
制度等方面的差别，不把自己的思想、信仰、制度等

强加于他人、别国，才能有效地避免和化解矛盾、冲

突，才能相异相成、优势互补，真正实现和谐，达到

“和实生物”。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
也是人类进步的基础动力。 各种文明和不同社会制

度在竞争比较中求同存异、共同发展，不仅保持人类

社会充满活力，而且推动其持续优化。

“异”或“不同”是一事物区别他事物的内在根

据，是世界多样性的源泉。 但是，一事物不仅因其自

身的“异”与他事物相区别，而且因其与他事物存在

或多或少的“同”而相联系。 事物是“异”“同”的辩证

统一。 前者反映事物的个性或特殊性，后者反映事

物的共性或普遍性。 发现和扩大事物的“同”或“共

性”，对于世界各国避免战争、保护环境、打击恐怖

主义、促进和谐都至关重要。 所以，“求同存异”、扩

大共识，是发展双边多边关系、维护世界和平与共

同繁荣的重要途径。 战国时期，荀子从正名的角度

谈同异，主张“同则同之，异则异之”，认为“知同实

者之异名也，故使异实者莫不异名也，不可乱也，犹

使同实者莫不同名也。”[15]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也秉

持这一思想，卓有成效地开展国家、政府和政党的

外交工作。

(三)遵循“致中和”的原则化解冲突

“不同”或“差异”也是矛盾、冲突的重要根源。在

很多情况下，差异就是矛盾。 处理不好，就会出现对

抗和冲突，破坏和谐。 对此，就要“存异”，通过调节，
避免当事的双方或多方过激。中国传统思想倡导“致

中和”及中庸之道，就是为了化解矛盾和冲突，维护

人类社会的和谐。

《广韵》称：“和，顺也，谐也，不坚不柔也”；《新

书·道术》认为：“刚柔得适谓之和”。儒家将这一原则

升华为“致中和”及“中庸”的辩证观念，形成致力于

化解矛盾与冲突的处事哲学。儒家认为：“中也者，天

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

焉，万物育焉。 ”[16]人们的道德修养要达到和谐境界，
在处理事情和问题的时候， 就要不偏不倚， 不走极

端，把握好分寸。孔子强调，中庸是极高的道德标准。
董仲舒盛赞中和的作用：“能以中和理天下者， 其德

大盛，能以中和养身者，其寿极命。 ”[17]中庸、中和的

道德原则与处事方针，也是道家推崇的价值取向。
中和与中庸之道指导中华民族的各种行为，特

别是指导历代统治者比较妥善地处理国家的对外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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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将人与人、国与国的差异置于适当的地位，借以

避免冲突和对抗，保持天下的和谐局面。

(四)和实生物：中国复兴与世界革新之路

中国传统的和合哲学不仅重视人与人、国与国、
人与自然的和谐，把不同的事物结合成有机协调的

整体，而且主张变革与创新，通过和合差异实现系统

的整体优化，也就是“和实生物”。
公元前 774 年，周太史公史伯对桓公说：“夫和

实生物，同则不继。 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

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 ”[18]意思是说，把不同

的东西加以协调、综合，就能够生成新事物；如果只

是把相同的东西相加，则不能创新。 《周易》强调革

新，有“革”与“鼎”二卦。 《序卦》称：“井道不可不革，
故受之以革。 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 《杂卦》
解释说：“革，去故也；鼎，取新也。 ”中国古代把鼎这

个烹饪之器当作去故成新的象征，其实质就是“和

实生物”。 一餐美味是由厨师掌握火候、调和各种不

同的材料制成的。 “和” 的前提是包含差异的多样

性，科 学 地 协 调 差 异 的 多 样 性。 各 种“不 同”就 是

“和”，使不同的事物都得到新的发展，形成不同的

新事物，达到新的和谐统一，催生新质的系统整体。
因为，这些多样化的差异，包含产生新属性的物质、
能量和信息。 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的“和实生物”法

则，揭示了宇宙间的系统整体由简单走向复杂的革

故鼎新之路。
经历向西方学习的曲折历程，20 世纪末叶的中

国人向现代化目标奋进，同时坚持中国特色，大力挖

掘本国传统文化的宝藏。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循

着“和实生物”的道路，大量吸收和消化西方优秀文

化成果，彼此和合融汇，自主地实现“文化转型”或者

“文化创新”，实现中华文化的新生与复兴。
要真正融汇中西文化，必须坚持彼此开放，相互

对话与交流。 取西方文化之长, 补中国传统文化之

短，同时将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别人，诲人不倦，让文

化成果得到共享。 一国既要欢迎别国学习自己的长

处，也要欣赏和学习他国文明的优点和精华，收各国

创新与发展之效。 在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危机和困

境的过程中，中国领导人弘扬和合精神，提出独树一

帜的当代中国的外交理念———构建和谐世界。 这一

战略思维具有中国特色，也具有普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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