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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周刊·新论 

 

  未来之中国，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
世界—— 
 

续写亚洲文明新辉煌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大国关系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钟飞腾 
 

    2019年 5月 15日，首届“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在北京举行。此次盛会不仅将助推亚洲文明

续写新辉煌，也将深刻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占世界人

口三分之二的亚洲正在复兴，一个倡导文明多样性、不断推进文明交流互鉴的亚洲，对于维护世

界和平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

幕式时发表了题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习近平总书记的主

旨演讲，高屋建瓴，气势恢宏，实践、理念并行不悖，开启了续写亚洲文明新辉煌的宏伟征程。 

    亚洲文明与世界文明 

    根据目前的研究，人类文明发源于亚洲。习近平总书记在演讲中给出了一组数据充分说明了

亚洲的重要性，“亚洲地大物博、山河秀美，在世界三分之一的陆地上居住着全球三分之二的人

口，47个国家、1000多个民族星罗棋布。”在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亚洲的土地、资源和

气候孕育了亚洲人民，历经千万年的积淀，亚洲的厚重、高度、多样与丰富一以贯之。所谓一方

水土养一方人，立足于亚洲才能真正理解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阅读亚洲的经典才能洞察亚洲

的精神世界。 

    迄今为止，亚洲的经典、发明、创造和宏伟建筑仍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习近平总书记在演

讲中重点提及了中国的《诗经》《论语》，犹太民族的《塔木德》，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印度

的《梨俱吠陀》以及日本的《源氏物语》等经典，也提到四大文明、阿拉伯数字等，还有诸如长

城、吴哥窟等宏伟建筑。从世界范围来讲，这些仍然属于被广泛认可的有代表性的亚洲文明成果。 

    亚洲文明的辉煌来自于交流互鉴 

    亚洲的先民通过丝绸之路、茶叶之路、香料之路推动了交流，这些古老商路浸润着先人的血

汗，同时也闪耀着先人的智慧。倡导亚洲文明对话，也是后人以谦虚学习的态度领略文明之美。

也正是以平等相待、开放交流、互通有无的精神，亚洲才创造了辉煌。 

    但是在西方崛起之后，尤其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入侵东方之后，亚洲相对衰落。根据经济学家

安格斯·麦迪森的数据，从有公元纪年开始到 19世纪初，亚洲经济占据世界绝对主导地位，1820

年亚洲经济总量仍占世界的59.5%，1870年亚洲经济总量占比下降为38.4%，1900年下跌至28.2%，

1950年的占比为历史最低点 18.6%。 

    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亚洲国家通过联合自强，开始走上复兴之路。至 21 世纪初，亚洲经

济占世界比重已经恢复到 1870 年的历史水平。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于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数

据，2019年亚洲经济总量占比预计超过 41%，预计到 2024年将超过 45%。从这个意义上说，随

着经济崛起，人们需要重新发现亚洲文明的巨大作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经济发展是

文明存续的有力支撑，繁荣富强是国家进步的重要基石。”亚洲经济振兴后，随之而来人们关注

的问题自然是价值认同和文明发展。 

    中国与亚洲面临共同挑战 

    针对亚洲可能面临的挑战，习近平总书记重点强调了三方面内容。一是亚洲需要和平安宁。

任何国家的发展都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内外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多个重要国际会议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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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都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用了非常形象、有吸引力的

表述，他说“共同维护比金子还珍贵的和平时光”。作为负责任的新型大国，中国有责任、也有

能力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二是推进共同繁荣，消除贫困。根据世界银行 2018年最新公布的数据，以购买力平价计算，

极端贫困人口的标准为每天生活费低于 1.9美元。按此标准，世界极端贫困人口占比已由 1990年

的 36%降至 2015年的 10%。而东亚太平洋地区的贫困率为 12.5%，比 1990年减少了 72.8个百分

点。2015年，南亚的贫困率仍为 48.6%，但也比 1990年减少 33.1个百分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亚洲一些民众特别是妇女儿童正忍受着贫困、饥饿、疾病的折磨，这

样的局面必须改变。”中国正致力于在 2020年全面消除贫困，但是整个亚洲要从根本上消除贫困，

还需要较长时间。正因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那么从文化、文明的角度理解这种贫困的原因就很

有必要。同时，推动国家转向消除贫困，也需要进行国际合作。毫无疑问，中国的减贫经验值得

亚洲国家重视。 

    三是开放融通，以应对当今世界开放性不足带来的挑战。放眼当今世界，在主要经济体中，

中国是推进世界经济开放的旗手，凭借不断推动开放，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 30%。

这一条也是中国的经验。实践证明，只有充分借鉴他国的经验教训，我们才能避免不必要的失误。 

    立足于中国对亚洲发展和世界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的考虑，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与“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带一路”倡议本质上是各国共同推进发展。与西方国家在发展起来后

首先设定规则不同，中国主张在干中学，先推动基础设施建设，让更多的人融入发展的大家庭。

而命运共同体主张要面向未来、共享未来，充分考虑到远景规划和共同预期对凝聚政治共识的重

要性。 

    中国主张文明和谐 

    从文明角度探究社会发展并不是一个新题目，但是中国给出了新的方式和答案。历史上，随

着西方社会的崛起，以弱肉强食为特征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开始从西方漫溢到其他国家，损害

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共存和平等性，对人类文明的多样性造成巨大的破坏。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

“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

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 

    中国自古就重视不同国家的平等性。例如，中国古代在朝贡秩序中，尽管从礼仪上说，周边

邻国需要到中国进贡，但是实质上中国并不干预邻国的内政，彼此是独立和平等的。而西方社会

崛起的逻辑之一，是建立在表面上主权平等、实质上是强权政治的规则之上。正因为如此，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 

    中国发展壮大后会不会走西方侵略老路？有些国家对此比较担心。答案是否定的，中国不会

走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争夺霸权的老路。在中国农业文明传统中，对外扩张始终不是主线。

帝国主义更谈不上，中国在海外、大洋上并没有殖民地。在历史上，中国虽然实力超群，但从来

不与其他国家争夺霸权，而更多是用礼仪和制度的方式协调各国的关系。基于这些客观事实和经

验，中国主张“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提倡所有国家都可以在共同发展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与当前一些发达国家关闭大门的举措不同，中国大力主张“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习近平

总书记在上海亚信峰会、海南博鳌亚洲论坛、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重要国际场合，均提倡这

一要点，这也体现出中国对人类文明发展密匙的认识。如果一种文明自我封闭，那么最终的结局

就是灭亡。作为历史悠久、文明延续至今的唯一国家，中国人有资格说这样的话。 

    创新是文明和谐与互学互鉴的重要法宝。农业社会以土地和人口作为最重要的资源，工业社

会则以机器和资本作为最重要的资源。但是这两种模式都有相当大的局限性。随着全球化的进一

步发展，特别是信息社会的广泛展开，人们对文明发展的看法也在不断深化。归根到底的决定因

素是人的素质，基于人力资本基础上的创新发展，才是一个民族繁荣和文明永恒的动力。 

    中国将进一步推动亚洲文明交流互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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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说：“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未

来之中国，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在理念和原则

之外，中国将实打实地推动亚洲文明的交流互鉴。 

    习近平总书记在演讲中提出了四点主张，其内涵包括同各国开展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实

施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和亚洲影视交流合作计划，打造智库交流合作网络，同各国实施亚洲旅

游促进计划等。这些举措对于下一阶段推动亚洲文明交流至关重要。从一定程度上说，保护亚洲

文化遗产，也是保护中国文明。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提出的“满天星斗”说，被中外学

者广泛用来理解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多样性。中国文明的发展，正是在与周边邻国的互动中生成

的，而不只是来自于中原地带，因此理解和认识中国文明传统，也需要重新理解和认识周边邻国

的文明与文化，这也体现出中国所主张的平等性。 

    翻译经典著作是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手段，中国历史上曾大规模翻译佛经以及西方经

典。随着亚洲的复兴，人们需要重新发现亚洲，从亚洲人的视角理解亚洲的传统和现代价值。习

近平总书记讲，“文明之美集中体现在哲学、社会科学等经典著作和文学、音乐、影视剧等文艺

作品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召开预示着新一轮文明交流的高潮即将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