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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主体性视阈下的文明对话 
陈声柏  张永路

【内容提要】文化主体性的自觉与发现是文化自信的逻辑前提，也是文明交流互鉴的方法论基

石。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在“古今中西之争”的背景下，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不断遭到质

疑甚至否定，与之相伴随的是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

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以

时代精神激活了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中华民族的文化主

体性再次焕发出新时代的光辉。由此，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

“和而不同”正是中华文明贡献给全球的世界文明对话之道。

【关键词】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文明对话；文明交流互鉴

文化主体性是文化自信的根本依托，是各

国家各民族获得自我认同的文化基础，是各文

明各文化得以平等交流对话的文化特性。19 世

纪与 20 世纪之交，在“古今中西之争”的背

景下，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不断遭到质疑甚至

否定，与之相伴随的是国家蒙辱、人民蒙难、

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是开天 

辟地的大事变，中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中

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

大飞跃。一百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

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

基础上，在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

基础上，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

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华民

族文化主体性再次焕发出新时代的光辉。习近平 

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

指出：“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

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国

共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中华

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

础，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

的鲜明文化特性。”只有建立文化主体性，我们

才能真正做到文化自信自强，才能破解“古今

中西之争”这个百年难题，才能为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深厚持久的文化力量。

一、古今中西之争：近代中华民族
文化主体性的境遇

中 华 文 明 源 远 流 长。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

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

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

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在中华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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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万年前便已有早期人类活动，诸如云南元

谋、重庆巫山、湖北建始、陕西蓝田等地都已

发现早期人类化石。a

2022 年，在距今一百万年的湖北省学堂

梁子（郧县人）遗址发现的“郧县人”3 号头

骨，是迄今为止在欧亚内陆发现的同时代最为

完好的古人类头骨化石。b 在古人类漫长的进

化后，距今约一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在辽阔的

华夏大地上开始了农业生活，北方地区栽培粟

与黍，长江中下游地区栽培水稻。农耕生活大

大解放了自然环境对人类的束缚，定居的农业

村落开始出现，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类

聚落逐渐扩大，中华大地上实现了一次重大的

文明跃进。在距今 9000—7000 年前的裴李岗

文化时期，农业获得大发展，村落数量也在增

长。c 随后，位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出现，

山东半岛也出现了大汶口文化，长江流域则是

河姆渡文化，新石器时代遗址如满天星斗般涌

现在中华大地之上。d

距今 5500 年左右，早期中华文化圈逐渐

形成，在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

域，古国文明纷纷出现，呈现出波澜壮阔的史

诗画卷。随着夏商周王国文明阶段的开始，中

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e 在物质文明突飞猛

进的同时，精神文明也开启了繁盛时期，从先

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

儒释道合流、宋明理学，中华文化彰显出丰富

而深刻的思想性。老子、孔子、庄子、孟子、

荀子、韩非子、董仲舒、王充、何晏、王弼、

韩愈、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

王守仁、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一

大批思想大家不断涌现，为我们留下了浩如烟

海的文化遗产，开创了体系完备的思想学说，

诸如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

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

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

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

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天人合一、万物

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

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讲信

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这些思想学说共

同塑造出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

包容性、和平性的五个方面突出特性。纵观历

史，中华文明以其独特的文化基因和自身发展

历程，铸就了辉煌灿烂的文明史，形塑了中国

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价值观和中华民族日用

而不觉的文化基因，确立了五千多年中华文

明的文化主体性。

但是，当人类进入 19 世纪后，随着西方

工业革命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本

质，欧洲列强开始了向海外开拓殖民的进程。

在这一过程中，西方文明的触角逐渐蔓延到全

世界，给其他文明都带来了不同程度上的伤

害。与早期通过丝绸之路相互联通的不同文明

交流相比，近代西方文明承载于西方列强的炮

舰之上，呈现出的是武力侵略而非和平对话。

这体现在历史上的影像便是 1840 年的第一次

鸦片战争，英国使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国

的大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

京条约》签订，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会。第一次鸦片战争为近代中西文明的遭遇

奠定了悲剧的基调，从此列强势力蜂拥进入中

国，而每一次都伴随着侵略和罪恶。1856 年

第二次鸦片战争，1883 年中法战争，1894 年

中日甲午战争，1900 年八国联军侵华，紧随

这一系列血腥战争而来的是一系列不平等条

约。战争失败、国土沦丧、主权丧失，一次

次的耻辱强烈地冲击着国人的心灵，中华文



63 当代中国与世界 2024 年第 1期（总第 13 期）

CONTEMPORARY CHINA AND WORLD 理论前沿

明遭遇了空前的挑战，文化主体性也逐渐受

到侵蚀。

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奋起反抗，

仁人志士奔走呐喊，提出了各种救国之道。当

19 世纪中叶中西文明相遇时，面对西方列强

先进的技术和强大的武器，魏源提出了“师夷

长技以制夷”的策略，认为“夷之长技”有三

法，即战舰、火器以及养兵、练兵之法。f 随

着西方列强侵略的加强，国人开始认识到仅仅

简单地引进所谓先进武器是不能与西方列强

对抗的。于是，清末改良主义的先驱冯桂芬

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之以诸

国富强之术”。g 这一点被之后的洋务派采用，

并被归结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

主张学习西方列强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实现

“富国强兵”的理想。然而，这种“中体西用”

的思想也并没有挽救腐败的清王朝，中日甲午

战争以残酷的现实击碎了洋务派“富国强兵”

的梦想。“中体西用”既然不可行，那更激进

的主张逐渐被提出。1929 年，胡适在《中国

基督教年鉴》中以英文发表《中国今日的文化

冲突》一文，正式提出“全盘西化”一词。这

一口号在当时具有极强的震撼力，同时也代表

了当时很大一部分人的声音。就其实质而言，

这一观点是对当时中国境况不满情绪的极端表

现。在他们眼中，中国传统文化已经不能再支

撑国家和民族的发展，相反，只有西方文明才

能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当然，也有学者在试图

调和中西两大文明之间的冲突。新儒家的代表

梁漱溟在其代表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提

出“文化三路向说”，将本是呈现为空间并存

的中西文化解释为时间上的历时性关系，认为

中国文化的价值将在未来得到彰显。这无疑是

在“古今中西之争”中予以调和，但并非有效

的冲突化解之道。

其实，在此之前，张之洞也试图将中西

文明之间的空间关系转化为时间关系，他在

《劝学篇》中说：“‘四书’、‘五经’、中国史

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

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h

这里的“旧”即是指“中”，而“新”则是指

“西”，张之洞此说即是指以中学为体而西学

为用。“中”与“西”变为“旧”与“新”，通

过这种修辞转换，原本的空间关系就成为时间

关系。具体而言，“中”“西”之分只是空间

的区别，而“旧”“新”的称谓则不同，其无

疑是指时间上的先后，同时又暗含着价值上的

判定。就其实质而言，“旧”与“新”在某种

程度上也是传统与现代的同义表达。在西方学

者看来，世界的现代化是从西方开始的，标志

即是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兴起。与其相应，在此

之前的便是传统社会。因此，传统与现代本是

用来指称西方社会前后相连的两个阶段，并赋

予了旧与新、传统与进步等不同价值。马克

思·韦伯即是从时间上对西方社会做了这种区

分，而且他还将传统与现代的区分应用到空间

上，分别用来指称东方社会和西方社会。在他

看来，东方的中国是传统型社会，发展不出资

本主义。i 从这种区分中，我们可以觉察出其

中隐含的价值评判意味。在进化论的视野中，

对于传统来说，现代这个称谓无疑具有更多的

进步意义。因此，在很多情况下，当人们是使

用传统与现代两个概念来区分中西时，就意味

着在他们眼中，西方文明是更先进于中华文明

的一种形态。这种将中西之别变为古今之别的

转换给人们造成了一种化解“古今中西之争”

的假象，实际上却是西方中心论在作祟。

近代以来，这种西方中心论普遍存在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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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世界，爱德华·W. 萨义德在《东方学》中

进行了系统性批判，他说东方学是“通过做出

与东方有关的陈述，对有关东方的观点进行权

威裁断，对东方进行描述、教授、殖民、统治

等方式来处理东方的一种机制：简言之，将东

方学视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

种方式。”j 这一洞见敏锐地指出了西方叙事

中的话语陷阱。那么，如何破解这一诡论？如

何化解“古今中西之争”？近代种种问题的出

现，究其根源在于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弱化

和缺位，而只有文化主体性的建立和强化才能

有效解决这一问题。

二、守正创新：“两个结合”下中华
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建构

近代以来，在西方中心论视角下，传统与

现代常常被分别用来指称中国与西方，而传统

又往往成为落后、陈旧的代名词，与此相反，

现代则含有先进、进步的意味。这种割裂传统

与现代的做法，导致了对传统的一味贬低，近

代文化主体性的隐而不彰与此有着莫大关系。

就其本质而言，传统与现代两个概念并

不是截然对立的。从字义上来看，“传统”两

字就蕴含着其与现代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

“传”，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此字为

“遽也”，也就是传递信件，这个属于古代驿者

的工作内容。k 因此，“传”本义是指具体物品

在空间上的挪移，逐渐引申为时间上的转移。

汉代刘熙就在《释名》中说：“传，以传示后

人。”又说：“人所止息而去，后人复来。”l 这

也就指出了“传”字所蕴含的时间意义，其本

身就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纽带。而关于“统”

字，《说文解字》解释为“纪也”，也就是蚕丝

的头绪，之后逐渐引申为一脉相承的系统。m

《释名》则说：“绪也，主绪人世类相继如统绪

也。”n 在《汉书·贾山传》中有“自以为过

尧舜统”的记载，注解中引用如淳的观点说：

“统，继也”。o 因此，“统”同样蕴含着时间

上的继承关系，是时间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环

节。从字义来看，“传统”本身就含有世代承

继的时间意味。具体而言，“传统”二字并不

仅是指称过去，同时还意味着过去与现在的紧

密相连。与传统相对应的英文“tradition”的

含义也与其相同，其源自拉丁语“Traditio”，

同样含有传承的意思，指一代代传递下去，这

其中自然也蕴含着过去与现在的连接。由此可

见，“传统”一词本身就含有与现代不可分割

的意味。当我们在使用这一词汇时，也就不可

能单指过去而割裂其与现代的联系。

从历史来看，如今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

的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有固定内涵和所指的

概念，传统文化在历史上一直是与时偕行、唯

变所适的。时间上溯至中华文明刚刚诞生的初

期，从早期新石器文化遗址发掘的情况看，那

时便已经奠定了后世中国饮食、建筑、器具等

多方面的发展趋向。之后，经过夏商周一千多

年的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异彩纷呈的先秦

诸子思想为后世中华民族精神和气质的塑造奠

定了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秦统一六国后，书

同文、车同轨，秦王朝的一系列措施为民族和

文化的真正统一创造了条件。而汉代直至魏晋

南北朝时期，与周边地区和民族的大规模交流

和融合，又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壮

大。特别是这一时期佛教的传入，极大地丰富

了文化的多样性，从此佛教成为传统文化和生

活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随后，唐宋进一步

开创了历史的鼎盛期，其中尤为重要的即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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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兴起和流行。宋明理学的重要性是不言而

喻的，这不仅仅体现在思想文化方面，扩大至

整个中国历史同样如此。甚至可以说，理学

影响了之后中国一千年的发展，其影响甚至远

及周边的日本、越南以及朝鲜半岛等国家和地

区，奠定了后世所谓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基本面

貌。纵观传统文化的发展史，传统文化从来就

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时代变迁而发展，在

与周边及外来文化的交流中创新。

从现实方面看，我们当下即生活在传统文

化所奠基的精神空间中。一方面，由传统文化

所形塑的民族性深深地凝含在我们骨髓之中，

镌刻在生于斯、长于斯的国人心灵之上。毫不

过分地说，只要出生并生活在这片土地之上，

我们便无法脱离传统文化的影响，这是从家庭

教育、学校教育以及社会教育中点滴熏染而得

的。从这一点来看，我们永远无法完全脱离传

统文化而生存。另一方面，传统文化所具备的

强大生命力使得每个时代的人都不断地向前回

溯，试图从中找到解决当下问题的答案。先秦

时期作为中华文明的奠基期，大思想家辈出，

学派、学说异彩纷呈，奠定了中国文化的整体

基调和发展方向。因此，就现实而言，传统与

现代之间的联系也不可能被割断。“传统”与

“现代”之间的极端对立是一种两败俱伤的行

为。于“传统”而言，今古对立破坏了我们对

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让我们失去了根和魂；

于“现代”而言，今古对立也妨碍了现代社会

的发展，让社会失去了历史底蕴。因此，传统

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系统，其在时空中可以无限

延续和发展，并与现代相联通、融合。

总而言之，中华文明是革故鼎新、辉光

日新的文明，始终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

新”的精神不断创造自己的物质文明、精神文

明和政治文明。在这一过程中，传统文化不是

停滞、更不是僵化，而是一个不断创新发展的

过程，是每个时代的正在进行时。更准确地

说，在中华文明中，传统与现代之间并没有被

割裂，而是相互交融的。现代社会深受传统影

响，不存在与传统毫无关联的现代，同理传统

也在现代不断创新，亦早已不是原始的样子。

因此，无论是从逻辑角度还是现实可能性角

度，我们都不可能抛开传统而生活，同时也不

可能一味追求复古主义，两种选择既不理性又

不合时宜，唯一的路径就是守正创新，这是化

解“古今中西之争”的秘钥。

守正，就要确立并坚持中华民族的文化主

体性；创新，就要创新思路、话语、机制、形

式，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实现传统

与现代的有机衔接。近代“古今中西之争”之

所以会愈演愈烈，根本原因就在于文化主体性

的缺失，从而导致传统与现代关系的混乱。20

世纪初，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古今中西

之争”迎来了最终解决的时代机遇。在马克思

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

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获得了社会主义革

命和建设的成功，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伟大成就。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古老

的中国大地上取得成功，就是因为把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正是通过“两个结

合”，马克思主义以时代精神激活了传统文化

的生命力，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

代转型，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在新时代重

新获得了确立。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

是确立文化主体性的关键。二者之所以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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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就在于其间存在着高度的契合性。比

如，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社会追求与共产主

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相通，民为邦本、为

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与人民至上的政治观念相

融，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的担当与共产党人的

革命精神相合。因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之间的“结合”不是单纯的彼此“拼

盘”，也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

“化学反应”。一方面，通过对历久弥新的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发掘、继承、弘扬，马克

思主义激活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另一方

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

化生命，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中国化时代

化的新飞跃，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华文化

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因此，马克思主义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

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在这个生命体中，马克思

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

的，二者的结合使得中华文化主体性最终建立

起来。

三、和而不同：世界文明的对话之道

文化主体性的建立和巩固，使得中华文化

有了更坚定的自信来面对外来文化，也使得中

华文明有了更鲜明的文化特性来与世界其他文

明交流对话。在我们这个美丽的星球上，人类

所创造出的诸多文明璀璨纷呈。但是，这些文

明之间如何和谐相处，而不再重复数千年的战

争和冲突，这是整个人类社会一直思考和实践

的重大问题。当前，我们依然被这个问题所困

扰，世界上还有一些地方处在战火硝烟之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

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

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

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21 世

纪，中华民族即将迎来伟大复兴的时刻，面对

依然纷争不断的世界，从中华文化主体性角度

出发，我们有责任为世界文明之间以及其他诸

种冲突和危机提出自己的化解之道。

世界上的每个文明都有独特而鲜明的文

化特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正是根据不同的

文化特性来划分不同的文明。美国学者亨廷

顿（Samuel P. Huntington） 认 为：“ 文 明 是

对人最高的文化归类，是人们文化认同的最大

范围……文明既根据一些共同的客观因素来

界定，如语言、历史、宗教、习俗、体制，也

根据人们主观的自我认同来界定。”p 文化主

体性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文明的自我

认同。通过建立文化主体性，人们就会对本

民族本国家形成高度认同，由此亿万人民紧

密连接在一起，成为一个统一的文明共同体。

因此，世界上众多文明之所以能够如繁星般

的异彩纷呈，根本原因在于不同的文化主体

性的支撑，这同时也决定了不同文明各具特

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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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说：“物

之不齐，物之情也。”q 世界万物万事总是千

差万别、异彩纷呈的，古人对此已经有了深

刻认识。

在《国语·郑语》中，西周太史史伯预测

周王朝必定会衰败，他的依据就是周幽王“去

和而取同”，随后史伯详细阐述了和同之道：

“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

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

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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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伯在此阐述了物何以生的道理。在史

伯看来，这一问题的答案即是“和实生物，同

则不继”。“和实生物”的最关键处在于“和”。

何为“和”？史伯认为“以他平他谓之和”，

“以他平他”意味着两种不同的物质相互作用，

而他物与他物的共同作用正是万物生成并丰沛

成长的关键。“他”字本身便蕴含着强烈的主

体性。“他”一般用来指称具有不同主体性的

对象，是将所有不同主体性的事物高度抽象化

的意符。与此相反，“同则不继”则意味着同

质事物之间以同益同，事物间的同质性决定了

二者相加后只能是数量上的增加，不会有新事

物的产生。三国时期的韦昭在注解此段时举例

说明，“以水益水，水尽乃弃之，无所成也”，

水与水的结合并不能产生新物质，最后仍然是

以水——这种原有物质的形态呈现，这无疑便

是“同则不继”的最佳例证。s

与此相同，《左传》也记载过相似的事例。

在这则故事中，齐景公问：“和与同异乎？”

晏婴很明确地回答“异”。接着，他结合生活

经验辨析了二者之间的区分：“和如羹焉，水

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

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声

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

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大

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

周疏，以相济也。……若以水济水，谁能食

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

是。”t 在分析“和”“同”之异时，晏婴同样

举了“水”作为例证。在晏子看来，“和”如

同做羹一般，“水火醯醢盐梅鱼肉”等多种食

材调料相互作用才能制作成美味之羹；也如

同音乐一般，“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

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及“清浊大

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

疏”等多种音调乐符相互作用才能演奏成动听

之音乐。不管是烹饪美食，还是演奏音乐，诸

多鲜明的例证都在说明“和”的关键在于不同

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同”则与此相反，

于饮食而言，“同”即是“以水济水”；于音乐

而言，“同”即是“琴瑟之专一”，二者都属于

相同事物简单相加，就都不能生成新事物。晏

婴通过对生活世界中的经验现象和具体事物进

行描述，充分说明了“和”与“同”之间的差

异。“和”的关键就在于不同事物并存，而非

同质事物相加。因此，和而不同不仅是一切事

物发生发展的规律，也是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

相处之道。

从古到今，世界上出现过众多的文明。无

论是古老的中华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

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印度文明等，还是现

在的亚洲文明、非洲文明、欧洲文明、美洲文

明、大洋洲文明等，都具有各自独特的文化主

体性，由此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文明形态。这

种文明的多样性，正是《国语》和《左传》中

“和”的核心意涵。“和而不同”，试问如果整

个世界上只有一个文明、一种文化，那世界就

失去了它的魅力。某些文明中心主义观点，是

将自身独立于其他文明之外，忽视自己也是人

类文明中的一员，忽视与其他文明同属地球生

存空间的事实。归根结底，世界文明只有类型

上的差异，而没有优劣之分；人类文化只有特

征上的区别，而没有高低之分。

但是，文明冲突论至今仍然甚嚣尘上，不

同文明之间的对抗和冲突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大

的不安定因素。在古代社会中，尽管世界上同

样存在着诸多文明，但是那时的对抗和冲突都

属于原始范畴，也就是基于争夺土地和财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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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目的，而并非有意识的标榜自身文明色彩

的对抗。20 世纪末，美苏两大阵营结束冷战

之后，亨廷顿抛出了“文明冲突论”。他认为

冷战结束之后的国际冲突将是文化的冲突，这

个文化冲突主要是指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

相互奥援，并将对西方文明产生威胁。他从西

方中心论的观点出发，提出西方国家应当团结

起来对抗儒家与伊斯兰国家。u 从其本质来看，

享廷顿仍然试图以冷战思维解决文明之间的冲

突问题。当今世界，基于文明对抗目的的冲突

依然不断发生，让我们明白冲突和战争绝不是

文明之间的相处之道。

人类诸种文明如同璀璨的星空，交相辉

映，一起构成了地球生命智慧的壮阔画卷。各

民族的文化仿佛争艳的花卉，缤纷绽放，共同

组成了人类文化史的美丽花苑。在这个星球

上，各种文明和文化都是平等的存在，共同享

有地球的资源，并一起创造人类的历史。与此

相反，“古今中西之争”问题的实质就是将两

个文明对立，撕裂原本统一的人类群体，破坏

人类共同的生活空间。在现代社会，科技的进

步和经济的发展已经将整个世界连接为一个命

运共同体。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

明，开放包容、兼收并蓄，不断丰富发展、历

久弥新，不断吸取世界不同文明的精华，是同

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万物

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各个文明

之间相互尊重、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方才是人

类文明发展的正确道路。正如《中庸》所谓：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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