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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明交流互鉴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王长坤 赵亚灵

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交往不断增强。与此同时，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日益显现。对此，习近平总书
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宽广胸怀和世界历史眼光，提出了文明交流互鉴论，论述了文明交流互鉴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关系，为全球化背景下人类文明
的走向提供了科学指引，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学习

在人类悠久的文明发展史中，各
个国家、各个民族的文明独具特色，
从而形成了文明的多样性。党的十
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文明交
流问题，系统阐释了对人类文明发展
的观点和看法，提出了文明交流互鉴
论。“正确对待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
明，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和现实文化，
是我们必须把握好的一个重大课
题。”如何解决这一时代课题，需要各
国人民在文明交流互鉴中构建我中
有你、你中有我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
的矛盾与冲突

进入 21世纪，多元文化冲突呈
现出不断加剧之势。冲突的主要根
源是多元文化在一定区域的接触而
产生的相互摩擦或斗争。它主要表
现为：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冲突、不同
群体文化间的冲突和不同文化或文
明间的冲突等。

首先，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冲突。
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冲突关系到全球
化发展的方向，也关系到本土化的命
运。2001年 9月 11日发生在美国纽
约世界贸易中心的一起系列恐怖袭
击事件，又称“9·11恐怖袭击事件”。
在诸多论点中，“文明冲突论”成为此
次事件的主要论点之一，9·11恐怖
袭击事件使文明冲突论成为考察当
代恐怖主义问题的一个角度。

其次，不同群体文化间的冲突。
由于不同群体间的历史、语言、服装、
宗教等特征的不同，所产生的文化差
异性。如2014年12月24日，湖南省
长沙市一高校学生身着汉服来到长
沙太平街的圣诞活动现场，手举“抵
制圣诞节”等标语，呼吁市民回归中
国传统节日。这一举措引起众多路
人围观与热议。

再次，不同文化或文明间的冲
突。不同国家、不同民族都有着独具
特色的文化底蕴，若缺乏求同存异、
兼收并蓄的态度，难免会产生冲突。
阿以冲突即阿拉伯国家（包括巴勒斯
坦）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这是人类
文明交往史上典型的两个不同文明
之间的冲突。由于两个国家之间缺
乏文化认同和文化交流，是军事冲突
爆发的主要原因。

这些多元文化冲突的实质是不
同群体文化间价值或价值体系的冲
突。当前以互联网的形成为标志的
信息技术助推了全球化的发展，极大
促进了不同民族之间的文明交流与
传播，这也不断丰富着人类文明交流
交往的形式。但与此同时，以美国为
首的西方国家利用强大的网络平台，
推销所谓普世价值，加大对别的国家
进行文化价值观渗透，甚至颠覆别国
政权，导致文化价值冲突不断升级。

对于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文明之
间既相交流又相冲突的时代问题，理
论界对于人类文明的走向形成了几
种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观点。

第一，文明冲突论。这是以美国
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为代
表，他于 1993年在《外交事务》杂志
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他在
这篇文章中公然宣扬“新世界的冲
突根源，将不再侧重于意识形态或
经济，而文化将是截然分割人类与
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文明冲突将
左右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断层将
成为未来的战斗线。如果真有下一
次世界大战，它将是文明之战”。另
一个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
任基伦·斯金纳在 2019年 4月 29日
智库“新美国”召开的论坛上在讨论
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时，她将中美
竞争定性为“文明冲突”，她认为“是
西方文明第一次与非高加索文明的
竞争”。

第二，文明同化论。这一观点
主要代表人物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
斯·韦伯和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
人物哈耶克。马克斯·韦伯把现代化
简单等同于西方化，他认为现代化产
生于西欧宗教改革运动中所孕育的
核心价值，是西方文明特有的。美国
的一些社会学家也同意此说法，他们
把现代化简单等同于西方化，并且为
其他非西方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
一些方案。哈耶克也认为，西方国家
实现的现代化所形成的西方制度和
文化，是其他非西方国家应当学习的
榜样，非西方国家要按照这条道路
走，才能走上现代化道路。在他们看
来，现代化的推进过程，实际上也就
是西方文明向全球扩展的过程，是西
方文明对其他文明的同化。

第三，文化相对主义论。这一观
点早期代表人物是意大利思想家维
科和 20世纪美国的弗朗兹·博厄斯
及其众多弟子。文化相对主义是认
为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伦理实践
主张，不同的文化之间不能相互比
较。在他们看来，文化没有优劣之
分，各国的文化都是依据在各国的环
境和文明中所产生出来的产物，都具
有自身的独立性和独特价值。在现
实生活中，如果一种文化被认为是正
确的伦理实践，那么，另一种文化就
可能被认为是错误的。但在文化相
对论里，对和错可以通过对世界的考
察来判断。这一理论以自己的文化
作为评价标准来评价自身的文化，得
出的结果必然是自己的文化是最优
秀的文化。

第四，文明对话论。这一观点是
由美籍华人学者杜维明首先提出来
的，他认为各民族文明间应相互交
流、相互借鉴，形成跨文化共识，最终

形成一种超越国家和民族的世界性
文明。文明对话论的实质是只有各
文化主体平等交流、互相倾听和借
鉴，才能使各民族文明得到丰富和发
展，形成一种“文明对话”。德国哲学
家哈贝马斯提出的交往行动理论，认
为不同的主体间通过相互交流、相互
倾听以形成主体间的相互理解，最终
达成一致。这一理论与文明对话论
的理论旨趣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任何一种文明在历史发展的进
程中都不能自我封闭，而应该在各民
族间相互交流、相互借鉴中保护自己
的特色，在求同存异中发展。在全球
化与多元化迅速发展的时代，面对各
民族间文化的冲突与矛盾，人类分享
文明成果与淡化文明冲突是同等重
要的，各个民族所呈现出来的文明蕴
含着其民族精神和智慧，没有优劣之
分。所以，我们要以更加包容的姿态
看待文明冲突和矛盾。以上论述的
文明或文化观，都有自身无法克服的
理论和实践困境，因而，它们并不能
真正解决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遇到
的时代挑战。要解决全球化时代人
类文明遇到的时代挑战问题，就需要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在人类
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文明之间各有
千秋，不同文明间要以平等、互鉴、包
容的态度加强交往交流，从而推动人
类文明不断进步。

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
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

首先，文明交流互鉴是人类文明
发展的必由之路。文明交流互鉴是
指在人类活动中不同社会主体、文明
群体、社会成员、国家和民族之间的
交往、对照、模仿、欣赏、相助与竞赛
的过程。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文明交
流互鉴是人类由野蛮到文明的必由
之路。也就是说，虽然各民族间由于
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而呈现出不同
的文明或文化，但人类由野蛮到文明
就需要相互交流交往。人类社会发
展的过程中，文明或文化呈现出的多
元发展趋势，使世界文明更加丰富多
彩，同时也引发了文明间的冲突和矛
盾。冲突不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
只有在不同文明间相互借鉴、交往交
流，才能促进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进
步。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中面临的风
险与挑战，文明间的对话显得极为重
要，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与互鉴是促进
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

其次，文明交流互鉴是人类文明
进步的重要动力。文化变迁理论告
诉我们，任何文化的进步一般会经由
两种途径：一种是适应环境的变化。
人类生存于一定环境中，文化的产生
与发展受人类生存的环境影响。环
境的不同使文化具有差异性，通常一

种文化或文明所处的自然、历史、社
会等方面的环境变化，必然会引起该
种文化或文明的适应性变化。比如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立足当代中国的
基本国情作出的战略选择。回看历
史，改革开放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现代
化各项事业的发展，中华文明焕发出
新的生机和活力，对人类文明的进步
产生了重大影响。另一种是接触外
来文化。当一种文化或文明接触到
外来文化时，通常会发生文化冲突和
矛盾等现象，文化就在这种矛盾运动
中不断发展进步。在历史长河中，任
何一种文明或文化都不是孤立发展
的，文明或文化的长久发展需要交
流、吸收外来文明或文化的优秀成
果。只有在交流交往中，文化或文明
才具有新的活力，才能不断进步。如
历史上佛教文化传入中国，经过与中
国的儒家文化、道家文化有机结合，
融入到中华之中，极大丰富了中华文
化的内容。对此，罗素指出：“不同文
化的接触曾是人类进步的路标。希
腊曾经向埃及学习，罗马曾经向希腊
学习，阿拉伯也曾经向罗马帝国学
习，中世纪的欧洲曾经向阿拉伯学
习，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曾经向拜占
庭学习。在那些情形之下，常常是青
出于蓝而胜于蓝。”因此，文化是在对
话、交流、融合中不断发展进而推动
整个人类文明不断进步。

再次，文明交流互鉴是对以“文
明冲突论”为代表的各种文明观的积
极扬弃。“文明冲突论”过分夸大不同
文明之间的差异和冲突，并且把这种
差异和冲突看作是决定国际政治乃
至战争和平的根本原因。虽然不同
文明之间在交流交往中会发生矛盾
与冲突，但也往往是在这种矛盾、冲
突中不断向前发展的。“文明冲突论”
则无视人类文明相互交流交往互鉴
对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意义。“文明
同化论”则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一种翻
版，也是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进行
殖民统治、贩卖西方价值的理论工
具。这一理论认为非西方国家应当
效仿西方国家的文化，其结果是西方
文明对其他文明的同化。文化相对
主义则认为不同文化或文明都有其
产生、存在并发展的合理性、正当性，
都有其存在的独特价值，这是值得肯
定的。但这一观点存在明显的反对
进步主义历史观的偏颇。“文明对话
论”承认各文明之间的平等地位，认
为文明之间的交流对话、相互借鉴才
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未来方向。这一
理论虽然提出了解决人类文明时代
课题的可行性思路，但却只是理论家
的一厢情愿，这是经不起实践检验
的。“我们要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
容的文明观，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
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

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这阐明了人
类文明的多样性、平等性以及人类文
明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揭示了人类文
明交往交流互鉴的客观必然性，为人
类文明的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

三、文明交流互鉴的基本路径

文明间的交流互鉴是人类文明
存续和发展的基本方式。“人类文明
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
进步的源泉。世界上有 200多个国
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多种宗
教。不同历史和国情，不同民族和习
俗，孕育了不同文明，使世界更加丰
富多彩。”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的交融
碰撞和文明的交流互鉴，是这个时代
的主旋律，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
供了发展动力，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指
明了路径。

首先，我们要维护各国各民族文
明的多样性，这是因为人类将永远生
活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人类生活所
遇到的既成的历史传统和生活方式
永远不可能是千篇一律的，所形成的
文明或文化也各有不同。纵观古今
中外，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地
理环境和历史传统而形成各具特色
的文化。所以全球化中的文化应该
是多元并存的、共同发展的。因此，
在文明交流互鉴中，搞所谓的“西方
文化优越论”“历史终结论”“世界的
前途将是中华文化的复兴”都将是徒
劳的、不现实的。文化既然是多元
的，这就要求我们在文化交流互鉴
时，要对其他文化具有包容性、开放
性。“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
特色、地域之别。”“每种文明都有其
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都是人类的精
神瑰宝。不同文明要取长补短、共同
进步，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推动人类
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
带。”

其次，我们要传承和弘扬优秀传
统文化。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众所
周知，民族是一个在历史上形成的具
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
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
理素质的社会共同体，其核心是以一
种文化价值体系为共同行为模式的
人的集合体。在全球化进程中，一方
面，各民族间文化交流更为便利，从
而使自己民族的文化成为整个人类
文化的有机构成部分；而另一方面，
我们学习和借鉴其他民族文化，必须
将其民族化才能真正转化为自己的
民族文化，从这些因素出发，文化首
先应该是民族的，其次才是全人类
的。因此，在文明交流互鉴中，我们
必须立足于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坚决反对否定传统民族文化具有现
代价值的“民族虚无主义”，进而认为

所谓“现代化”就是全盘西化的谬论，
因为优秀传统民族文化才是我们的

“根和魂”。中科院院士杨叔子从
1997年起就要求他的博士研究生不
仅要选修《老子》、背《老子》，还要选
修《论语》。当记者问他为什么要有
这样一个“规矩”时，杨叔子说：“那是
因为我是中国人！中国人应该读什
么书呢？我认为就是两本，一本《论
语》，一本《老子》。”我们要坚定文化
自信，将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为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

再次，对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
明，我们都应该采取学习借鉴的态
度。这是因为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
的文化都面临文化的时代性问题。
文化既然有时代性问题，这就要求任
何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化，都需要坚
持与时俱进的文化理念，在相互借鉴
和学习中创新文化发展，而文化的多
样性及其发展的活力就是在不同文
化之间的交流互鉴中实现的。“一切
生命有机体都需要新陈代谢，否则生
命就会停止。文明也是一样，如果长
期自我封闭，必将走向衰落。交流互
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只有同
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才能
保持旺盛生命活力。”所以，要加强文
化的交流互动，让不同文化在相互碰
撞、借鉴和融合中发展。在这个过程
中，我们要反对另一种片面的主张，
就是过于强调文化的民族性，而无视
人类全球化的趋势，大搞文化的国粹
主义、排外主义，拒绝向其他文化学
习。这种文化偏见既不利于民族间
的交流交往，也不利于各民族间文化
的繁荣发展。因此，只有在文明交流
互鉴中学习借鉴其他文化或文明，才
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综上所述，人类历史发展始终伴
随着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了不同文明
发展进步。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应该
是多元文化并存、共同发展的，是多
元文化不断交流互鉴中所形成的文
化上的共同体。这种文化上的共同
体既有各文化群体的个性，又有人类
现代文化的共性、时代性、先进性，是
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有机
统一，全球完全同质的文化是不存在
的。“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
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
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这
既是一种新的世界观，也是一种新的
文化观和价值观。而多元文化交流
互鉴所形成的文化上的共同体是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和基础，也
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应有
之义。

（作者王长坤系西安理工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子长的美食有很多，比如煎
饼、凉面、凉粉、碗饦、灌肠等，但是
我最喜欢的还是麻汤饭。它不但
美味十足，而且还有童年的回忆。

那时候，陕北大多数人家吃的
油都是自己提炼的，所以家家户户
都种麻子。当然，我家也不例外。
有一天，母亲要我和她一起去田
里，我很不乐意。她看到我发牢
骚，就对我说：“不去种麻子，就别
想着吃麻汤饭了。”听了这话，我心
里有点慌了，害怕母亲真不种麻子
了，这样的话我就吃不到麻汤饭
了。于是，连忙答应和母亲一起去
田里。

说到麻汤饭，我就想起了奶
奶。一个初冬的傍晚，我已经吃了
很多麻汤饭了，但还要吃。奶奶就
说小孩子吃这么多麻汤饭，会伤胃

的。她不给我吃，我就缠着她，让
她给我讲故事。奶奶虽然没有文
化，但是讲起故事来绘声绘色，很
有趣。

记得有一年，奶奶家种的麻子
丰收了。她要从中提炼食用油，我
很开心，因为又能吃奶奶做的麻汤
饭了。只见奶奶把麻子放在大锅
里炒熟后，装在一个袋子里，背到
前村的碾子上，碾成粉末后再背回
家。然后，她把麻子末倒进大锅里
加入水熬一会儿，水面上就飘起一
层墨绿色的东西，这就是食用油。
奶奶用勺子轻轻舀起油，然后顺手
倒在大锅旁边的盆子里。就这样
一遍一遍地熬，一遍一遍地舀，水
面由墨绿色变为青绿色，再变为淡
绿色，油就提炼完了。再把剩下的
汤过滤掉残渣，这个汤就可以用来

做麻汤饭了。
当时，院子里只要有一家提炼

食用油，那这家以及左邻右舍都会
吃麻汤饭的。大家凑在一起，有说
有笑。更有意思的是我们这些小
孩子，不吃自己家做的麻汤饭，偏
要吃邻居家做的。

麻汤饭的做法没有统一的版
本，而是根据个人的喜好，合理安
排食材。不过，我觉得奶奶做的麻
汤饭是最美味的。她不但把起锅
时火苗的大小、下料的数量都把握
得很好，而且麻汤饭里面的大米、
小米、黄豆、豇豆、大红豆等食材也
比较多。

稍长大一点后，我们一边吃着
麻汤饭，一边谈论着丰收的不容
易。奶奶说的“春不种，秋后悔”这
句话也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所

以，我长大后，总是在合适的时间
做合适的事。既然决定要做一件
事，就会善始善终，因为害怕“秋后
悔”。生活中没有不劳而获的东
西，别人的收获，都是努力的结
果。在此，我想劝诫一部分人，不
要在年轻时偷懒，放不下面子去干
一些粗活，日子过一天算一天。到
了穷困潦倒的老年，再后悔自己当
初没有努力。

时间一晃而过，我们住到县城
快十七年了，奶奶早已离开了我
们。可是每当我走在街上，碰到了
卖麻汤饭的商家，都会不由自主地
买一份带回家，和女儿一起吃。虽
然现在的麻汤饭和以前吃的麻汤饭
味道不是完全一样，但是依然能勾
起自己对奶奶的怀念，依然能感受
到我们的祖辈和父辈曾经的艰辛。

麻 汤 饭
胡 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