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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安全观是中国对国际安全理论的重大贡献。要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这一具有鲜明
/中国特色0的安全理论,必须从挖掘和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资源入手。新安全观的精神实

质是天下为公思想, 它的逻辑前提是相互尊重,它的价值追求是中国外交的最高理想 ) ) ) 和谐世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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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是
冷战后中国人所发明和倡导,并在中国的外交实践

中加以贯彻且已取得重大成就的安全观。它是与

冷战思维相对立的一种安全观, 是中国对国际安全

理论的一个重大贡献。现在, 它已被中国政府明确

宣布为中国解决国际安全问题的根本指导思想和

价值观。中国领导人利用一切机会向国际社会大

力推荐这一中国特色的安全观。为什么美国、俄罗

斯、日本等世界许多国家, 与中国同样面对冷战后

国际政治的现实,没有提出这样一个有远大发展前

途的新安全观, 而被中国人发现并提出了呢? 这需

要我们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资源里去寻找答案。

换句话说, 新安全观里所体现的指导思想、价值追

求, 乃至思维方式, 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

追求。因此,认真挖掘和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资

源, 对于理解和把握新安全观的实质, 进而思考人

类未来和平与安全的前途与命运是大有裨益的。

1  天下为公 ) ) ) 新安全观的实质

众所周知, 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孙中山先生为使

中国摆脱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的侵略压迫而提出的

伟大目标。他还针对当时中国人民普遍重文轻武

的传统,响亮地提出/尚武0的口号, 目的是救亡图

存。但是中国的传统理想却是/天下主义0而不是

/民族主义0。所以孔子说: / 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

公0; ( 5礼记#礼运6)子夏说: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0。

(5论语#颜渊6)后人如顾炎武、王夫子特别区分

/国0与/天下0的差别, 置天下于国之上, 以为国不

过是指政权, 而天下是指文化。顾炎武说: / 易姓改

号, 谓之亡国;仁义充塞, 而至于率兽食人, 谓之亡

天下。0 [ 1]
可见, 民族国家是一部分人的, 而天下则

是全人类的。中国的天下主义一个显著特征是强

调人类的文明开化, 它并不重视异民族的肤色容

貌, 而只重视它的政教礼乐,所谓/进于夷狄则夷狄
之, 进于中国则中国之0。汤因比教授曾说过,中国

自汉以后,就形成了天下主义文化。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有天下主义的

内涵呢? 这与中国独特的历史道路以及社会结构

有关。在春秋战国时期, 国与国对峙, 天下主义显

然还不可能被接受。当时通行的是/民族主义0:你

是楚国人,我是齐国人。哪个国家越抱团, 越会合

谋使用暴力,哪个国家就越占优势。秦灭六国, 统

一中国, 结束了战国时代,建立了帝国,但仍实行战

国时代的/民族主义0策略,结果二世而亡。在秦统

一基础上建立的汉朝, 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 吸收

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包含有天下主义的文化,并经

历了相当长的一段过渡期, 最终消除了/ 国0的概

念。从此不再有齐国人、楚国人,天下主义诞生了。

对于这段历史,汤因比给予了高度评价: /战国时代

和古代希腊以及近代欧洲一样, 也有过分裂与抗

争。然而到汉朝以后,就放弃了战国时代的好战精

神。0 [ 2]
为什么只占世界一部分的中国实现的是天

下主义的文化呢? 因为在当时的交通通讯技术条

件下, 中国与其他高级文明, 如西方文明和伊斯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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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是相对隔绝的, 没有国与国、民族与民族明显

的对峙。所以当时中国人念念不忘追求的是/天下
太平0,而不是/富国强兵0或者/国家利益0。

欧洲则走的是另一条道路。只有在罗马帝国

时期, 欧洲才有过短暂的统一。在这之前和以后,

欧洲一直处于分裂状态。换句话说, 欧洲一直到今

天也没有结束战国时代, 欧洲人在近代以来对世界

的影响, 一个重要方面是把战国规则带到了全世

界。正如陈独秀所言: /自古宗教之战、政治之战、

商业之战,欧罗巴文明史无一字非鲜血所书。英吉

利人以鲜血取得世界之霸权,德意志人以鲜血造成

今日之荣誉。0[ 3]
因此,欧洲的外交政策必然以民族

主义为主导。正如汤因比所指出的那样, / 罗马帝

国解体后, 西方政治传统是民族主义的, 而不是世

界主义的0
[2]
。

从洋务运动、戊戌维新, 经辛亥革命、五四运

动、抗日战争到今天, 民族主义已经在中国深深地

扎下根。应该承认, 中国人是在近代以来抛弃了天

下主义, 转而采用民族主义的,但是中国的民族主

义却是在天下主义的背景下的民族主义。它的第

一个特点是,它是防御的或/解放的0的民族主义,

不是扩张的民族主义,它是唤起中国民众免遭亡国

灭种厄运的民族主义。它在世界上高举民族解放

的旗帜,同时声明自己/永远不称霸0。它的第二个

特点是,中国的民族主义仍是包含了天下主义的民

族主义。例如,中国政府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0,以及独一无二地宣布/决不首先使用核

武器0。作为战胜国, 中国对曾经残酷屠杀和蹂躏

她的人民的日本表示了过度的宽容。在这些事实

背后,贯穿着中国人独特的天下主义逻辑, 即民族

主义可以救中国, 却不能救世界。如果不能救世

界,也就不能最终救中国。因为中国政府多次声

明: /中国人民的利益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

致的。0
今天中国的新安全观其核心是强调共同安全,

它要扬弃的是以武力或军事同盟为基础的片面安

全观。它是一种无敌国的安全观,强调各国人民联

合起来共同对付日渐突出的非传统安全。中国外

交部亚洲司司长崔天凯在东盟地区安全论坛会议

上谈到新安全观时强调: /当今世界不存在安全两

难悖论。在国与国的安全关系中,不应该存在一国

要获得安全就必须牺牲他国安全利益的-零和. 关
系。国际社会的实践证明,和则共赢,合则同安, 没

有别的选择。基于这种认识, 中国追求的最终目标

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安全,并主张以此为国际安全合

作的方向和基础。0 [ 4]
这种从全人类共同利益出发

强调的共同安全观念, 无疑是新时代条件下, 中国

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精神的新体现。

2  相互尊重 ) ) ) 新安全观的前提

以天下为公为背景, 以四海之内皆兄弟为理

念, 必然要求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相互尊重为

交往原则。新安全观实际上是中国 20世纪 50年

代提倡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新的时代新的发展

和具体化。五项原则首先强调互相尊重主权和领

土完整。新安全观首先强调的是互信,即超越冷战

思维和意识形态的分歧,相互尊重。二者含义和精

神实质完全是一脉相承的。为什么中国人在国与

国之间交往中一再强调相互尊重这一原则呢,这是

与中国传统文化社会结构以伦理本位而非个人本

位有关的。换句话说,不能理解中国文化中人生价

值追求是以伦理本位为基础这个大背景, 便不能理

解中国人在国际社会中倡导国与国交往原则时强

调相互尊重的深刻含义。

中国人认为, 人一生下来, 便有与他相关系之

人(父母、兄弟) , 且始终在与人们的相关系中生活

(不能离开社会) , 如此则知, 人生实存于各种关系

之上。此种种关系,即是种种伦理。伦者,伦偶,正

是指人们彼此之关系。家人父子, 是人类天然基本

关系,故伦理首重家庭。伦理关系即是情谊关系,

也就是相互间的义务关系。伦理之理,必须于情与

义上见之。从社会角度看, 有/师父0之说,有/徒子

徒孙0之说。于官员经常称/父母官0, 而公民却有

/子民0之说; 于乡邻朋友, 则互以伯叔兄弟相呼。

举整个社会各种关系而一概家庭化之。中国人这

种由家庭关系推广发挥, 以伦理组织的社会, 与西

方民族国家团体组织是差异很大的。它没有边界,

不形成对抗。自古相传的是/天下一家0, /四海兄
弟0。

中国人热爱家庭, 对家族的荣辱兴衰非常重

视, 以至于一往情深。仁、义、礼、智、信是中国人传

统遵循的人生五条原则。请看孟子是如何说的:

/仁之实, 事亲是也。意义之实, 从兄是也。智之

实, 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

乐之实, 乐斯二者。乐则生矣; 生则恶可以也;恶可

已, 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0( 5孟子#离娄6)对

于孟子这段话, 老百姓有句通俗的话解释就是/居

家自有天伦乐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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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社会所贵者, 一言以蔽之: 尊重对方。何

谓好父亲? 常以儿子为重的,就是好父亲。何谓好

儿子? 常以父亲为重的, 就是好儿子。何谓好哥

哥? 常以弟弟为重的, 就是好哥哥。何谓好弟弟?

常以哥哥为重的, 就是好弟弟。客人来了,能以客

人为重的, 就是好主人。客人又能顾念到主人, 不

为自己打算而为主人打算,就是好客人。一切都是

这样。所谓伦理者, 就是要人认清楚人生相互关系

之道理,于彼此关系中,互以对方为重。一句话, 伦

理关系即表示一种义务关系,在以伦理本位为基础

组织的社会中, 一个人似乎不是为自己而存在, 仿

佛互为他人而存在。所以在中国传统中,西方意义

上的个人价值, 自由、人权、民主的概念都是无法想

像的。

从今天看来,中国之伦理只看见此一人与彼一

人之相互关系, 而忽视社会与个人相互关系。这是

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不可避免之缺点。又且中国

人不强调个人的独立、自由, 容易扼杀人类的个性

和创造力。但是伦理社会强调和训练出互相以对

方为重,却是人类社会发展一个重要的生存智慧。

人类社会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争斗和战争,其教训

非常惨痛。引起战争的固然有各种各样的政治、经

济、宗教原因,但一个最明显的事实, 是冲突双方充

满敌意, 没有相互信任和尊重,没有共同遵守的人

类道德。要从根本上消除战争, 就必须从相互尊重

开始。而中国的新安全观,就是以强调相互尊重为

前提的。中华民族不但在中国古代几千年历史发

展中以自己的实践证明, 相互尊重是各民族和谐共

存、共同发展的成功之路。而且在冷战结实后, 在

/上海精神0的形成, 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的健康发展

中,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相互尊重的精神创造性地运

用在与有关各国的外交关系中。

3  和谐世界 ) ) ) 新安全观的追求

随着中国崛起, / 中国威胁论0不胫而走, 种种

对中国的怀疑也流布四方。2005年 9月 21日, 美

国常务副国务卿罗伯特#佐立克在美中全国关系委

员会5中国向何处去: 从成员到责任6演讲中指出:

/对美国和全世界来说,根本的问题是: 中国将如何

运用自己的影响力。0他说: /中国是一个大国, 中国

在成长, 中国将影响未来的世界。05参考消息62002

年11月 3日报道说, 新加坡国防与战略研究所某

研究员指出: /东南亚不像中国那样抵触日本的军

事力量,倒是对中国抱有怀疑。为了牵制中国, 希

望能对日本表示鼓励, 从地区安全出发,日本修改

宪法是必要的。0我们认为, 大国应该有大国的理

想。中国的新安全观,是中国整个外交理想的一个

有机组成部分, 要全面把握新安全观, 必须对中国

外交的更大理想, 也是新安全观的根本追求 ) ) ) 和

谐世界有深入的理解和把握。

中国的和谐世界理想有四大特征。第一,和谐

世界是持久和平的世界。用中国古语说, 就是天下

太平。胡锦涛在联合国发表讲话中强调: /和平是

人类社会实现发展目标的根本前提。没有和平,不

仅新的建设无以推进, 而且以往的发展成果也会因

战乱而毁灭。0[ 5]
第二, 和谐世界是共同繁荣的世

界。经济上的落后与贫困, 往往是诱发社会动荡、

武装冲突的一个重要因素。胡锦涛指出发展/事关

消除全球安全威胁的根源。没有普遍发展和共同

繁荣,世界难享太平0 [ 5]
。第三, 和谐世界是丰富多

彩的世界。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

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存在差异, 各种文明

才能相互借鉴、共同提高;强求一律,只会导致人类

文明失去动力、僵化衰落。第四, 和谐世界是交流

合作的世界。中国认为, 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

展模式的差异不应成为各国交流的障碍, 更不应该

成为相互对抗的理由。胡锦涛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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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5]

中国关于和谐世界的外交理想是对国际关系

理论的重大贡献, 这种贡献是深深打上/中国特色0

烙印的。因为关于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思想在中

国传统中是具有精神和实践基础的。5尚书#尧典6

有一段赞扬古代圣王尧的德行和政绩的文字说:

/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 允恭克让,

光被四表, 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

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 协和万邦, 黎民于变时

雍。0译成白话文就是: /考查古时传说,帝尧的名字

叫做放勋。他恭敬地处理政务并注意节约, 明察是

非, 态度温和,诚实严谨, 能够推贤让能, 因此他的

光辉照耀四海,感动周围。他以道德使同族人亲密

地团结起来,族人团结后, 又表彰和鼓励百官中德

才兼备的人。国内的事情处理妥善了,又努力帮助

其他各个邦国之间团结和睦, 亲如一家。人民群众

相互之间关系变得非常和谐。0 [ 6] 5尧典6的上述记

载, 正是中华民族祖先处理与各个邦国之间关系的

原则和理想。其精神实质就是以道德修养和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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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本,以治理好自己国家为前提, 以达到/协和万

邦0的理想。
中国人把/和谐0理解为万物生长的基础, 是世

界起源的根据。西周末年的政治家史伯特别注意

区别了/和0与/同0这两个范畴的意义。他指出: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0 [ 7]
意思说, /和0才是万物生

长的法则, 而没有对立面存在的简单的/同0则不可

能产生任何新事物。他说: /以他平他谓之和, 故能

丰长而物归之; 若以同裨同, 尽乃弃矣。0 [ 7]
就是说

把不同的东西加以协调平衡叫做和谐, 所以能丰富

发展而使万物归于统一, 如果把相同的东西相加,

用尽之后就完了。史伯还以五行相配生成万物, 五

味相调以成美味,六律相和以成悦耳音乐的道理来

说明他的/和而不同0的原则。依据这样的原则, 史

伯断言周幽王必定要失败。他的理由就是周幽王

专门喜欢/同0, 却抛弃了/和0。史伯的思想对后来
中国思想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如孔子说: / 君

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0( 5论语#子路6)。老百

姓则有/和气生财0, /家和万事兴0等等说法。

从思维方式看, 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注重和谐统

一, 认为在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中, 同一性更为

根本,而对立和差异乃是包含在统一与和谐之中

的。两(对立)乃一(统一)的固有内容, 一乃两之本

来根据。中国古代对辩证法研究极深的北宋哲学

家张载说: /太和所谓道, 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

性,是生细蕴相荡胜负屈伸之始。0(张载: 5正蒙#太

和6) /道0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最高范畴。张载认为,

所谓道就是太和,太和即气(物质)的总体。这所谓

太和,即是至高无上的和谐, 这和谐不是排斥差异

和矛盾的, 相反, 浮沉、升降、动静等对立和对立面

之间的相互作用( /相感0) , 乃是太和所固有的, 而

这对立面及其相互作用又是事物外在对抗与冲突

(细蕴、相荡、胜负、屈伸)的根源。张载又说: /气本

之虚则湛一无形, 感而生则聚而有象。有象斯有

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0(张载:

5正蒙#太和6)

中国关于和谐世界的理念根源还在于中国是

个大陆国家,农业是中华民族生存之本。农民时时

跟自然打交道, 所以他们赞美自然, 热爱自然。农

民从事农业耕作受科技条件的限制,特别渴望风调

雨顺,因此他们对大自然非常敬畏。这种敬畏以一

种追求/天人合一0精神的形式, 强化了中国人关于

和谐世界的人生理想。人为什么要追求/ 天人合

一0呢? 因为人本身就是自然的产物。5周易#序

卦6说: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 然后有男女;

有男女, 然后有夫妇。05周易#文言6则说: /夫大人
者, 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 与四时合其序,

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 后天而奉天时,

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0/先天0指在自然变化之前

对自然加以引导, /后天0指遵循自然变化的规律。

/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0,即天人协调一致,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与中国迥然不同的是, 西方文化强调征服自

然。基督教经典5圣经6认为, 世界是上帝创造的,

人也是上帝创造的。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是

要派他们去管理自己所创造的一切。圣经还说,人

和自然本来相处得很好,由于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

犯罪,吃了伊甸园里的禁果 ) ) ) 智慧果, 受到了上

帝的惩罚。上帝让蛇与人世世为仇,让土地长出荆

棘和蒺藜来, 使人必须终年劳苦、汗流满面, 才能得

到吃的。这些传说,隐含着一系列人与自然对立的

观念。人要在征服、战胜自然的艰苦斗争中才能求

得自己的生存。征服和战胜自然的观念在西方文

化中是如此深入人心, 以致思想家们都不愿意化气

力去讨论这个问题本身,他们讨论最多的是如何去

征服和战胜自然。在这方面,对西方文化影响最大

的是培根的观点。培根提出了著名的/知识就是力

量0的口号。他认为,人们追求科学的目的, 不是为

了在争辩中克服对方, 而是为了在行动中支配自

然。但要命令自然就必须服从自然,因此要研究自

然, 探求自然的规律。征服、战胜, 等等观念是与和

谐、合一观念格格不入的。因此, 从西方文化的传

统看,要让西方相信中国关于/和谐世界0的理想,

是有一定难度的。

20世纪初,精通近十国文字, 英语水平被孙中

山誉为中国第一的/ 文化怪杰0辜鸿铭在他具有世

界影响的名著5中国人的精神6一书中指出: /事实

上, 要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文明, 那个人必须是

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

国文明的三大特征, 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0[ 8]
与

此同时, 他还补充说,中国人和中国文明还有特别

灵敏的特征。他断言, 美国人如果研究中国文明,

将变得深沉起来; 英国人将变得博大起来; 德国人

将变得纯朴起来; 法国人将由此获得一切 ) ) ) 深

沉、博大、纯朴和增强他们目前所具有的更完美的

灵敏。
[ 8]
现在,中国正在崛起, 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

条件下, 世界各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迫切需要了

解中国。我们说, 历史不能中断, 要想了解中国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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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和未来的发展, 就必须了解中国的过去, 特别是

中国文明是那么悠久和独特。事实上, 中国当代的

政治文明、和谐社会以及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提出

和实践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有不少内在的精神联系

的, 值得我们很好地深入研究, 本文不过是粗浅尝

试, 目的是抛砖引玉,期待海内外所有关心人类前

途命运的有识之士更多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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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al Culture and China. s New Security Theory

YANG Fa2xi

( Q iu Shi Magazine Office, Beijing 100727, China)

Abstract: China. s new security theory exhibits a great contribution made by China to international security theory. A

comprehensive and an in2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is new security theory with / Chinese characteristics0 can be

approached from a study of the spiritual essenc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gist of this new security theory is the

idea of the world for all; its logical proposition lies in the idea of mutual respect , and the values it pursues foster the

ideal of a harmonious world, which embodies the highest ideal China pursues in its foreign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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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Strategies for Building up Core Competence of an Applied University

ZHU Ke2rong

(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of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An applied university usually has its characteristics of having a short history, being oriented to the public,

providing local services, and emphasizing applied and practical education. With its limitations in facilities, funds, and

the quality of students, an applied university has to manage to build up its core competence among higher educat ion

institutes through its scientific orientation, its dist inc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deft management.

Key words: applied university; core competence; scientific orientation;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deft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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