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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深化交流互鉴开创全球文明发展
新时代

李  远 / 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教授

摘要： 近年来，国际格局经历了很大的变化， 公众舆论煽动了诸
如优越性， 文明冲突，文化冲突等概念。然而，在东方，中国在新
时代探索着国家和文 明间互动的方式，以其独特的文化精神丰
富了中国现代化理念和习近平关于 促进不同文明间合作必要性
的愿景。专注于不同文明的交流和融合，并着重 于高质量的“一
带一路”合作。中国积极推动人民之间的联系，同时在教育， 医
疗，体育，旅游等领域构建合作网络。在疫情过后的全球化时代， 
中国建 议避免将意识形态拉入阵线，不针对第三方，也不追求形
成独立的阵营。相 反，中国主张尊重多样性和差异，致力于建设
一个共同未来的人类命运共同 体。

关键词： “一带一路”，合作，交流与学习，对话，商品，人员和思
想的联系

2023年3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
层对话会上首次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与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
倡议一样，这是新时代的中国为应对全球共同挑战、共创人类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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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提供的又一个重要公共产品。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和“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全球文明倡议
进一步拓展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法路径，丰富了推进“
一带一路”倡议的思想内涵，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人类文
明进步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

近年来，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文化、文明之间的诸多矛盾
冲突尚未消除，国际舆论场上“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等杂音
不绝于耳。但在世界的东方，新时代的中国一直以其特有的文明
气质探索国与国之间和文明与文明之间的交往之道，并随着中国
式现代化的不断发展，孕育出中国自身独具特色的文明观。习近
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指出：“在各国
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今天，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在推
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中具有不可替代
的作用。”全球文明倡议立足时代特征和中国发展实际，浓缩新
时代治国理政精华的中国智慧，顺应世界现代化大潮，遵循人
类文明发展规律，中国将携手世界各国以文明交流互鉴开创全
球文明合作的新时代。

文明多样性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人类历史是一部多元文明发展史，不同文明的互动、碰撞、交
融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可能，绘制了世界不断前进的斑斓
图景。早在远古时期，人类就形成了异彩纷呈的原生文明，比如
两河流域文明、尼罗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黄河长江流
域文明、玛雅文明等都呈现出独特的形态。2000多年前，中国的
孔子、老子，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伟大的思想家们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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涌现，犹如群星闪耀、交相辉映，成为后来者仰望的高山。他们提
出的思想命题与伦理原则，缔造了不同古老文明的文化传统，共
同点亮了人类文明理性时代的火种。

随着新商路的开辟，来自不同文明的个体愈发频繁地踏上彼
此的版图，文明的交流与合作为人类社会的进步注入了动力。中
国的四大发明途经阿拉伯世界流传至欧洲，推动了文艺复兴和宗
教改革，促进了欧洲思想解放和社会进步；郑和驾宝船七下西洋，
将先进的技术传至南洋，带动当地族群的文明与开化；利玛窦和
徐光启共同翻译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开创了中西科学交流
的先河。可见，文明交流互鉴本身就是历史上人类社会互动的基
本形态，对于人类文明的共同繁荣有着突出的意义。历史上区域
文明间的互联互通，全球文明间的包容并蓄为新思维、新观念的
产生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养分，推动人类文明形态不断向前发展。

然而，工业革命使国家间力量对比快速变动，随着殖民主义
的扩张，世界文明多样性也受到严峻挑战。经过两次世界大战，
世界建立了基本的国际关系秩序规则，进入了以独立民族国家
为基础的时期。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广大发展中国家终于踏
上了各自的现代化道路，多样性群体崛起已成世界发展的必然
趋势。随之而来的是很多古老文明重获新生、重拾自信，将世界
文明重新带回开放对话、互学互鉴、取长补短的多元包容发展轨
道。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必然再次呈现，文明间的相互关系必然重
归平等，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习近平总书
记在提出全球文明倡议时强调：“我们要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
明多样性，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
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新
时代的中国，以“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为指引，成为



72

进步
Vol. V / No. 1

2024.

全球文明交流互鉴的践行者、推动者，为促进人类文明的多元化
共生和多样性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文明交流互鉴对世界和平发展意义重大

随着人类社会进入全球化时代，不同文明间的交流沟通得到
前所未有的发展，为社会发展进步提供了强大动力。但近年来，国
际政治经济形势风云变幻，逆全球化思潮泛起，各类冲突频仍，
在应对世界面临的多重挑战中，文明交流互鉴的意义更加彰显。

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面对当今世
界战火不断、恐怖丛生和各种冲突矛盾，无论是福山的“历史终结
论”，还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都无法改变当代人类所面临
的种种危机困境。这些理论归根结底宣扬的都是西方文明的标
准，背离了文明交流互鉴的精神实质。当今世界现实已经证明，
把一种文明凌驾于另一种文明之上，把世界分割成不可调和的
集团，忽视文明间和睦相处的可能性将严重阻碍国家间关系与
全球秩序的和平稳定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共同倡
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
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要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
的认识，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模式强加于人，不搞意识形态对
抗。”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各方提供了根本遵循，不将自己的
价值观和模式强加于人是政治文明化的体现，是人类发展的一
种历史潮流。人类历史告诉我们，企图建立单一文明的一统天
下，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唯有尊重不同历史背景、文化传
统和特殊国情下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及宗教观念，增进各国人
民对文明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认同度，人类才能找到一条消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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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阂与误解，化解冲突与斗争的文明间相处之道，才能确保世界
持久和平、共同发展。 

文明交流互鉴有助于推动世界各国传统文化更好地传承和
发展。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历史孕育出世界各国姹紫嫣红的优秀
传统文化，积淀着世界各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世界各
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各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既是民族的，也是世
界的。怎样对待本国传统文化？这是任何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
中都必须解决好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提出全
球文明倡议时提供了明确的解决思路，“我们要共同倡导重视文
明传承和创新，充分挖掘各国历史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各国优
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
明交流互鉴能够推动各国的传统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
同时有利于吸收各种思想精髓、文化元素，从而赋予这些传统文
化新的时代内涵，激活其生命力，增强其影响力。

文明交流互鉴将成为后疫情时代全球化的主要推力。当前，
国际社会正快步走出新冠疫情带来的消极影响，世界的发展繁
荣需要各个文明相互了解、相互交流、取长补短、共同发展，以此
打破逆全球化的顽固思维。面对各种全球性挑战，更加需要文明
间的智慧与力量为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深层
次的指引。中国为后疫情时代全球化提出的方案便是不以意识
形态划界，不搞价值观外交，不针对特定的对象，不拉帮结派，
不搞排他性小圈子，尊重多元与差异，致力于推动共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事关物质层次上的紧密合作，
更需要树立精神文化层次上的凝聚共识，强化认同纽带。通过文
明间的交流互鉴，各国加强相互了解、相互认同，在追求本国利
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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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坚定践行者和推动者

自古以来，中国就在与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和平友好交往中
形成了多元包容、互学互鉴的文明观。中国古代先贤早已认识到
世间万物不存在统一的标准，因此，尊重事物的多样性，致力于
多样性的和谐共生，转化成孕育在中国古老智慧当中的思想精
髓。《礼记》有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深刻
地指出事物的发展离不开求同存异，开放包容。西汉时期，中国
开辟的古丝绸之路既是一条经济交往之路，也是一条文化交流
之路、文明对话之路。古丝绸之路为沿线的阿拉伯文明、西方文
明打开了文明间互动对话的窗口，人员、商品、思想的互联互通
极大地带动了丝路沿线各个文明的共同进步。同时，面对五彩斑
斓的外部文化，中国以博大胸襟打开了开放交融之门，不同文化
接踵而至，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包容性思想文化体系。

中国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外交指引，坚持求同存异的外交
方针，致力于同各民族、各地区展开平等和谐的文明交流对话。特
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高举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大旗，以独立自主
的和平外交政策广泛参与到国家间、文明间的对话交流之中，以
共同参与力促共同合作，同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保持长期的友
好对话与往来合作，并与世界上的主要大国，特别是西方国家逐
渐建立了相对稳定的外交对话关系。在文明交流互鉴的过程中，
中国始终坚持推动南南合作、南北对话，加强同新兴大国和广大
发展中国家在多边机制中的协调与合作，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
道，为实现现代化与社会进步寻找机遇、共谋前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明交流互鉴，提
出新型文明观，为世界高瞻远瞩地勾画了多元文明发展前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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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中国立足自身、放眼世界，先后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倡议、“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
倡议等重要理念，展现了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而努力的博
大胸怀和责任担当。

中国不仅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倡导者，更是文明交流互鉴的践
行者和推动者。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下，中国用实际行

世界与中国。位于西宁市中心地带青海盛源地毯集团有限公司的手工挂毯2006年，西藏
手工编织地毯被列入国家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照片： Uroš Šuvakovi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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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中国深耕多元文明交流交融，以高质
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发力点，大力推进“一带一路”民心相通，搭
建教育、卫生、体育、旅游等合作网络。中国创新文明对话合作模
式，创办了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亚洲文明对话大
会、中非文明对话大会等一系列文明对话平台，这些平台成为不
同文明间开放、平等沟通的载体和机制，为文明交流互鉴走深走
实提供了持久强大的助力。2023年2月，由中国与希腊共同筹建
的中希文明互鉴中心正式成立，成为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典范。

百年变局下，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架设起文明交
流互鉴的桥梁，作为中国在思想层面对人类文明的又一重大贡
献，将会伴随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一道，深刻影响人类
文明形态与世界文明格局，引领开创全球文明发展的新时代，并
为世界现代化进程擘画美好愿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