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WWW.ZSPUTUO.COM

2024年6月17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刘盛 版式制作：王伟 理论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返本开新与文明互鉴：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应有之义
□彭刚

■核心阅读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要是“中华民族”的，又要

是“现代”的。返本开新、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文明互鉴、吸收借鉴人类文明一切有益成果，进
而创造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建设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的应有之义。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大命题。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既要是“中华民族”的，又要是“现代”的。
前者要求我们返本开新，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后者则意味着要加强文明交
流互鉴，从不同文明中汲取养分，其中很重要的就是
中西互鉴。两者都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应有
之义。

返本开新，激活传统
返本开新是文明史上的常见情境，特别是现代

大国强国的重要文化特征。世界变化越来越剧烈，
我们都感受到了科技和商业的力量在深刻地改变社
会，感受到了巨大的不确定性。但越是这样，人们就
越想回到自身历史和文明的源头，看看自己从哪儿
来，想想自己的所来之处是否还有着能给当下带来
启示和活力的源泉。在不断变化的时代，我们更要
去追寻那些有着恒定价值的东西。

在中华文明的历史上，人们不断回到先秦，回到
我们文明的萌生处寻求启示。“周虽旧邦，其命维
新。”先秦诸子一直就是后世思想的灵感源泉。“三代
想象”一直是儒家不断发展的依归所在。宋明理学
更是中华文化返本开新的典范：面对佛学冲击，儒家
士大夫从唐代韩愈、李翱首倡重建儒学，再到宋代朱
熹重返儒家经典提出理学，再到明代王阳明集宋明
理学之大成，儒学立足自身，返本开新，焕发出了勃
勃生机，为中华文明的延续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
资源。而儒学中的今文经学特别是公羊学，则在晚
清危亡时期再度兴起，为有志之士的改良运动提供
了思想基础。

历史上，西方文明也很多次回到古典源头去寻
找启示，开启新思想。哲学家、数学家怀特海曾经说
过：“两千五百年的西方哲学只不过是柏拉图哲学的
一系列脚注而已。”文艺复兴是西方现代文化的萌
生，可它最初却表现得像是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复
活。19世纪的德国，很多文化巨匠也把目光重新投
向古希腊。哲学家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就
说：“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
尤其在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

感。”当今的欧美也有很多人在有意识地激活古典概
念来理解当下。而在法律体系中，大陆法系的一些
基本制度，例如合同法的一些基本规则，仍然在延续
两千年前的罗马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
民族的文化根脉”。今天，我们有更好的条件、更强
的自觉来挖掘、弘扬传统文化。我们要在传承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积极拥抱现代社会的变革和
挑战，以创造具有时代特色的新文化形态和思想成
果。返本开新并不意味着故步自封，和开放包容之
间也并不冲突矛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发展过
程，必然是返回中华文明根本，不断开出新形态、新
内容、新成果的过程。

文明互鉴，创新超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落实全球文明倡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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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在当
今世界，文明互鉴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中西互鉴。
要促进文明互鉴、中西互鉴，就要实现三个“超越”。

超越文明隔阂，交流互鉴从来都是文明发展的
必由之路。古代中华文明不断借鉴其他文明发展自
我。历史上中华文明通过吸纳从印度传过来的佛教
文明，推动形成宋明理学。20世纪以后，中国通过
引入马克思主义这一西方现代文明中最精华的部
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动中华文明发
展进入一个全新阶段，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
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哲学家罗素说：“不同文化的接触曾是人类进步
的路标。”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文明就汲取了古代
东方文明的营养。科学史家乔治?萨顿指出：“希腊
科学的基础完全是东方的，不论希腊的天才多么深
刻，没有这些基础，它并不一定能够创立任何可与其
实际成就相比的东西”。历史上，欧洲曾对中国充满
兴趣，启蒙时代还曾出现过“中国热”。

超越文明冲突，交流互鉴实现创新超越。“东海
西海，心理攸同”。文明的相通相近，反映出超越时
空的人心共性，使得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
自由逐步成为全人类共同价值。文明之间的多元和
差异，为人们在交流互鉴中更深刻地认识自我、取长
补短、创新超越提供了条件。比如，古希腊文化对逻
辑思维的强调、对非实用真理的探索、对好奇心的鼓
励，对渴求创新思维的我们依然具有借鉴价值。

中华文明注重秩序与自由、责任与权利之间的
平衡，为当代西方有识之士反思自身文明时所借
鉴。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强调征服和利用自然，造成
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严重问题，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坚持“天人合一”“顺天应时”“取之有度、用之有
节”。文明的发展，既要返本开新，激活各自优秀传
统；又要开放包容，在借鉴吸纳中实现创新超越。文
明交流互鉴并不意味着失去自己，而是成为更好、更
伟大的自己。

超越文明优越，摒弃以族群来区分文明野蛮的
观念。中华文明历来就有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胸
怀和气度，不以族群来划分文明和野蛮、区分文化的
优劣高下，而是以开放的眼光来看待外部世界。越
是繁荣强盛的时代，就越是如此。当前，人类需要超
越文明等级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文明不意味着征服和改造，而是尊重、欣赏、学习和
成就他者。

然而直到今天，西方一些人依然秉持文明等级论，
将特定时代特定地域产生出来的价值体系看成“普世
价值”，并制造出许多文明等级的二分法概念——民
主/专制、自由/威权等，对于不符合其标准的国家动
辄指责和干涉，甚至兵戈相向。这种不平等的文明
观正是世界上许多矛盾与冲突的根源所在。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独特价值追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5000多年绵延

不断、经久不衰，在长期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中国人
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独特价值体系、文
化内涵和精神品质”。价值观是文明最深层次的内
核。在返本开新与文明互鉴特别是中西互鉴之中，
我们对中国人的独特价值体系会有更清晰的认知，
这一独特价值体系也是正在创造中的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的独特价值追求。

在社会价值观上强调群体本位而非个体至上。
中华文明坚持德性为本、群体本位，讲求义利之辨。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坚持人民至上、群体本位。西方
现代文明奠基于个体至上的价值观，其经济、政治、
社会等秩序的逻辑起点，都是为追逐自身利益的个
体提供理论和制度依据。原子化的个体极致地满足
自身欲望，在给现代社会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给
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给西方社会弱势阶层和群体
带来了深重灾难。

在发展观上强调以人民为中心而非以资本为中
心。中华文明历来对资本的逐利特性保持高度警
惕，“天下为公”的传统社会理想与社会主义有着天
然的契合性。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经济上努力实现共同富裕，政治上发展全过
程人民民主，文化上反对用金钱衡量一切、强调精神
富足，等等。西方现代化是资本驱动的现代化。资
本被视为塑造社会的支配性权力。

在治理观上强调团结统一而非分化对立。中华

文明的历史血脉从未中断。秦汉以来，反对国家分
裂、维护国土完整成为中国人的政治底线，维护统一
成为中华文明的政治自觉。主流政治力量、主流价
值观念和主流思想文化的合一，是中国传统社会治
理的鲜明特色。当代中国在更高水平上发展中国文
化大一统传统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丰富多元的
现代社会与现代文化又使其生机勃勃。政治与宗
教、地域、种族之间的分化乃至撕裂，是当代西方挥
之不去的梦魇。

在生态观上强调天人合一而非征服自然。中华
文明坚持“天人合一”“天人互益”：以“万物一体”
“中和位育”的观念看待自然，以“道法自然”“顺天
应时”的心态敬畏自然，以“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
方式利用自然。中国式现代化传承了优秀中华传统
生态文化，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对于应
对人类共同面临的环境气候等挑战具有重要价值。
西方现代化以征服自然为目标。

在天下观上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非各自
为战。中华文化主张和而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主张世界各国同舟共济、平等共处，对话协商、共
建共享。这是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的体现。差不
多400年以前，利玛窦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在中国这
样“一个几乎可以说其疆域广阔无边、人口不计其
数、物产多种多样且极其丰富的王国里……他们完
全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并不热望着征服。在
这方面，他们截然不同于欧洲人；欧洲人常常对自己
的政府不满，垂涎其他人所享有的东西。现在，西方
诸国家似乎已被称霸世界的念头消磨得精疲力
竭”。西方现代主流观念，将国际关系视为各个国家
在世界上竞争有限资源的关系。

当代世界面临许多严峻挑战，新兴技术不断撼
动既有伦理原则，霸权行径不断冲击世界和平，民粹
主义不断撕裂社会结构，世界上不同力量之间的激
烈博弈甚至带来战火，这让我们对于世界的前景充
满担忧。同时我们也看到，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客
观上说远比过去有更好的条件。人类最有创造力、
进步最大、最有活力的时候，也经常是不同文化、不
同人群之间相互交流、交融最充分的时候。古老的
传统重新焕发出活力，现代文明不断反思自身的欠
缺，正是人类不断进步、走向更高更好的文明形态的
机会。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
返本开新、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明互鉴、
吸收借鉴人类文明一切有益成果，进而创造和发展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应有
之义，也是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中国方
案的必然选择。

（转自《人民日报》，作者为清华大学副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