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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悠久而漫长的传统文化，是当代中国经济富强、政治昌明、文化自成一体的土壤和基

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政治理念，以义制利、义利兼顾的经济发展原则，文明互鉴、多元

共生的世界文化交往惯例，是中华文化提供给当今世界的珍贵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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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的长河中，

任 何 一 个 民 族

的历史性崛起与复兴，

都是凭借着属于这个民

族自身的思想与灵魂。

在与西方文化的激烈碰

撞中，中华文化中以民

为本的政治制度思想、

以义制利的经济发展准

则和多元共生的文化交

流理念，逐渐被西方世

界的有识之士所充分认识和接纳。

早在 1972 年，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就曾说过 ：“就中

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

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

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① 20 世纪下半叶，中华

民族取得了民族独立。在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13 亿中

华儿女励精图治，时至 21 世纪已经成为经济大国，并在政治、

文化上逐步成为一个能够与西方世界并驾齐驱的强国。今天中

华民族所取得的伟大成绩，皆离不开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

华文化。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理念应成为世界政治制度建设的

基本指针

环顾当今世界，有的国家少数资本集团控制政府，使政府

成为资本牟利和掘取财富的工具，有的地方狂热的宗教势力以

政府组织的面目出现，排斥异己，甚至不惜杀戮征伐，导致当

今世界政治局势错综复杂，局部冲突不断，人民流离失所。

自 2008 年 美 国 金

融危机以来，以美国为

代表的一些西方国家频

频出现“民主乱象”“人

权乱象”“经济困境”“民

生困难”“安全困局”

等问题，这皆是由于拥

有绝大部分社会财富的

少数资本集团主导的所

谓“民主政治”走到了

资本精英与普通民众无

法协调的矛盾困境所致。

早在两千年前，孟子就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的民本思想，民本思想自此成为中国千年历史上政权建设的基

本宗旨。从秦皇汉武、唐宋元明，直至现代民族启蒙运动，“民

惟邦本”的理念都深入人心，发挥着重要作用。

今天，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新理念新举措，均以努力提

高人民的物质与精神生活为第一要务。凡是以人民为本的政体，

都会赢得人民的信任与尊重，都会带来国家的和平与稳定。而

不以天下苍生为念，仅从少数人利益出发的政体，不论势力暂

时如何强大，都不会持久，甚至会成为整个世界和平与发展的

最大威胁，这是中国五千年历史发展进程中所一再证明的真理。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理念，应成为世界政治制度建设的

基本指针。

以义制利、义利兼顾的标准应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准则

世界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提高大多数人的物质、精神

生活水平，因此资本必须要在人类的控制之下，而不是人类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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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所异化。中华文化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传统，那就是鲜明的

抑商主义思想，中国古代先贤并非不知道资本的好处，而是很

早就看到了资本对于人类异化的负面影响。早在数千年前，孔

子就提出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观点。至明代，社

会工商业发展已达到了较高的历史水平，但是对于商人与贪官

污吏狼狈为奸、危害社稷的现象，也有不少人有清醒理性的认

识，如清代哲学家王夫之就指出，“商贾者，于小人之类为巧，

而蔑人之性、贼人之生为已亟者也”，“贾人者，暴君污吏所函

进而宠之者也，暴君非贾人无以供其声色之玩，污吏非贾人无

以供不急之求”。②

正是由于资本对人类正常的伦理规范有着一定的破坏性，

因此在中国主流的思想价值体系中，对于商业主义思想给予了

一定程度的抵制。除了在法律、税收等制度上给予严格限制外，

还大力在伦理道德方面进行宣扬训诫，以至于“商人重利轻别离”

等诗句成为普通百姓的共识。因此在过去，商人既没有足够高

的社会地位，也没有充足的舆论空间。抑制无止境的欲望，必

须依靠人自身的道德制约，必须持之以恒，长期以文“化”天下。

彭信威先生的《中国货币史》中引用了唐代将军尉迟敬德

的一段轶事。在没有成为将军前，尉迟敬德曾以打铁为生，并

成功经营了一个钱庄，即专业从事放贷生意的机构——“柜坊”。

后来，尉迟敬德成为唐代明君李世民的左膀右臂，史学家只以

其军功载于史册，而对于其经营“柜坊”之事却只字不提。仅

以“金融”这个词汇为例，中国人在 100 多年前遇见这个词汇时，

仅对其冠以“钱学”这个名词，只不过将其视为众多知识学问

中的一种而已。而经营这个行业的钱商，也与陶瓷、木器等行

业一样，没有任何稀奇之处。在中国历史的漫漫长河里，视金

钱如粪土、舍生取义的仁人志士不胜枚举，以利兼顾、以义制利，

成为中华民族千百年来久经锻造的精神原型。因此，面对西方

资本主义主导世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种种困境，中华传统文化

是有效摆脱这一困境的良方和秘诀。

文明互鉴、多元共生的思想应成为世界文化交往的基本惯例

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传统，自始至终都是在维护自身的民族

独立、安定团结，主张以德服人，以教化来“协和万邦”，而

非对外扩张。《礼记·中庸》中曾有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

物育焉”的至理名言，《论语》中提出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已经被世界各国所广泛认可，并成为全人类崇尚友爱与和谐最

有力、最坚实的理论依据。“近者悦，远者来”，早就成为中国

历史上中华民族与周边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交往的基本原则。

600 多年前的郑和船队曾七次下西洋，践行的正是协和万邦、

礼尚往来的国际交往准则 ；明代万历年间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

利玛窦也认为，明朝的军队是他所见到过的世界上数量最庞大、

装备最精良的军队，并且他还发现，这支军队完全是防御性的，

这是因为中国人从未想过要用这支军队侵略别国。中国近代启

蒙思想家陈独秀曾说，“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

安息为本位。儒者不尚力争，何况于战”③，李大钊亦以“一

方为安息的，一方为战争的”来阐述中西方之差异。今天，我

国奉行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也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思想

在当今世界的充分体现。

随着信息传播技术日新月异的飞速发展，当今世界中的多

种理念、多种力量、多种实践、多种情势风起云涌、此起彼伏。

是唯我独尊、党同伐异，还是文明互鉴、多元共生？事实证明，

西方主导的唯我独尊、党同伐异的做法正在日渐失去人心，得

到越来越多人的抵制。而国际关系体系正朝着相互依存的状态

演变，各国之间也日益倾向于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传统的热点

问题。因此，文明互鉴、多元共生的思想应成为世界文化交往

的基本惯例与常识。倡导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而不是对抗，增

进不同文明之间的理解而不是曲解，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动

而不是固步自封，只有如此，才能扩大共识、化解冲突，推动

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的稳定、健康发展。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积淀而

成的思维模式、知识结构、价值观念、伦理规范，足以为当今

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提供基本准则，指明发展目标和

发展方向。正是这种开放、包容、吸纳一切的力量，才能使中

华文化源远流长、绵延千年而不中断。但同时也要看到，在重

塑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同时，于中华文化自身而言也是一种吐

故纳新，中华文化亦需时时丰富、完善。我们应该在集体规范

的前提下，在基本人伦与道德准则的范围内，充分发挥人类个

体的创造力，尊重人类的多样个性。

（作者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效果评估中心执行主任，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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