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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尧大变革尧大调整时代袁人
们对未来既寄予期待袁又普遍感到困惑遥野期待冶则
在于冷战结束后袁 各方最殷切的诉求就是扩大合
作尧共同发展遥 野困惑冶则在于全球性问题日益严
峻袁不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了钥我们该怎么办钥为
此袁 习近平总书记认为院野首先要弄清楚一个最基
本的问题袁就是我们从哪里来尧现在在哪里尧将到
哪里去钥 冶咱1暂其中袁对人类野将到哪里去冶的问题袁习
近平认为人类社会将迈向合作共赢尧 共同繁荣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遥可以说袁这一思想自提出就受到
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欢迎和赞成袁 为世界向何处发
展提供了中国方案尧贡献了中国智慧遥 那么袁人类
命运共同体思想有哪些重要的来源钥 它们是如何
促成这个思想得以形成的钥 本文将对以上问题给
予阐述袁以便更好地宣传这一思想遥
一尧文化渊源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绝非耦合为之袁

而是有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支撑袁 人类
命运共同体思想凝聚着中国五千年优秀文化思想

精华遥其中袁天下观尧仁爱观尧大同观是人类命运共
同体思想形成的主要文化渊源遥

渊一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观奠定了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眼光遥 在传统中国天下观视
域下袁天下就是一家袁四海之内皆兄弟遥 处理人与
人尧人与社会尧人与自然的根本准则袁就是从对方
出发尧从整体出发袁将全人类置于整个天地宇宙之
中进行思考袁而不是像西方哲学强调野天人二分冶袁
习惯于从个体出发感知整个天地宇宙遥可见袁这种
理论的根本创意野就在于它的耶无外爷原则袁它把整
个世界都看作是耶内部爷袁从而消解了不可调和的
耶外部爷遥 冶咱2暂渊P139)这样袁就实现了人与人尧人与社会尧
人与自然间的圆融尧和谐状态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的提出袁正是这一历史传统的延续与升华遥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根本理念是强调野国治冶必须建立在
野天下治冶的基础之上遥 它继承了传统中国天下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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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界眼光与天下情怀袁站在野人类命运共同体冶
的高度袁来揭示和描绘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图景袁
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尧提供中国方案遥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袁 是在思考当中国重新回归
世界舞台中央之时袁中国道路尧中国理论尧中国制
度和中国文化对于世界的意义遥因此袁我们有理由
相信具备野世界性眼光冶的中国袁将会以更加开放
的姿态袁为了融入世界尧建设世界袁自觉做世界秩
序的维护者尧建设者尧贡献者遥

渊二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仁爱观规定着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气质遥自古以来袁仁爱精神就
深深影响着中国人所思尧所想尧所为袁塑造着爱和
平尧乐助人尧勇担当的民族秉性遥历史上袁孔子最早
将仁爱精神由一种道德理念上升为一种系统的理

论体系遥孔子对野仁冶的独特贡献袁在于野提出仁学袁
把礼乐制度文化上升为礼义精神文化冶咱3暂渊P1)袁使之
居于野仁义礼智冶众德之首袁构建起了以野仁冶为核
心的一套系统的价值尧理论体系遥它最根本的道德
维度是成就人尧发展人尧实现人尧超越人袁让人人不
断由自我走向他人尧走向社会和走向自然遥这种精
神早已深入中华民族的骨髓袁 深刻影响着我们民
族的世界观尧价值观尧文化观尧交流观等遥在这样的
文化滋养下袁人类命运共同体必然野染上冶爱和平尧
乐助人尧勇担当的文化底色袁使中国始终不渝走和
平发展道路尧促进世界共同发展的决心永不改变遥
因此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袁正是将仁爱精神之
野爱冶升华到极致袁不断将野爱冶由中国推向他国尧推
向世界尧推向全人类袁创造一个充满人人相爱尧国
国相亲的大爱世界遥 这么做袁是因为野中国人始终
认为袁 世界好袁 中国才能好曰 中国好袁 世界才更
好遥 冶咱1暂所以袁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袁必须从中国丰
富的文化遗产中汲取营养袁 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
与影响力遥

渊三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大同观承载着对
人类生存秩序的终极表达遥 千百年来袁对野小康冶尧
野大同冶理想社会的向往袁一直激励着无数中华儿
女为之不懈奋斗遥远的不说袁仅从新中国成立以来
的几届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治国理政的理念看袁便
能反映这种文化传统的深远影响遥从毛泽东的野人
民公社冶到邓小平的野小康社会冶袁再到胡锦涛的
野和谐社会冶与野和谐世界冶袁以及现阶段的野人类命
运共同体冶思想袁都体现了中国人对理想社会的不

懈追求袁以及野达则兼济天下冶的人类情怀遥 因此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大同观袁 始终承载着中国
人民对理想社会的梦想袁 始终影响着中国共产党
对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解与设计遥当前袁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的提出袁 既是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的继
承与发展袁 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大同观的创
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遥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
大同观的吸收与升华袁 根本在于吸纳其和谐共生
的秩序观尧 共同繁荣的生存观尧 人民为本的政治
观遥 这一理念的提出袁 无不浸润着大同观对人类
野如何生存尧如何发展尧如何治理冶的根本看法遥 同
时袁也正是吸纳了这些优秀理念与元素袁才使得人
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具有独特的中国特色尧 中国风
格尧中国气派遥 总之袁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作为这
一文化传统的延续与升华袁 它的倡导与践行必将
引领人类再创文明高峰遥
二尧理论渊源院马克思主义理论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

底蕴遥 马克思野真正的共同体冶思想为人类命运共
同体提供了理论指南袁 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为
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实践指向袁 马克思世界历
史理论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价值指引袁 目的
在于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新思路尧新方案尧新
范式遥

渊一冤马克思野真正的共同体冶思想袁是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理论指南遥 马克思野真正的共同体冶思
想是对未来美好社会的理论憧憬袁 旨在实现每个
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遥这一理论指南袁不仅契合了
我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期望袁 而且
也是党一直以来矢志不渝的实践追求遥 不论是毛
泽东的野大同梦冶尧邓小平的野小康社会冶袁还是胡锦
涛的野和谐世界冶袁都是对这一理论的遵循与实践袁
目的都在于野以人为本冶袁并为逐步在东方社会继
而在全球实现马克思的野真正的共同体冶思想开辟
道路遥 当前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与实践袁
融汇了世界各国的野最大公约数冶袁旨在寻求人类
共存之道尧共同发展之道袁为实现马克思的野真正
的共同体冶理想不断由国家或地区推向全球尧全世
界尧全人类遥 可见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继承
了马克思野真正的共同体冶思想袁也彰显了马克思
野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冶 论断的实践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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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袁为践行共产主义开辟了新道路尧提供了中国路
向遥 因此袁野从一定意义上讲袁 致力于世界各国双
赢尧多赢尧共赢的目标袁积极倡导联合尧合作尧共享
价值观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袁 正是马克思一生追求
的耶真正的共同体爷所蕴含的价值在当代世界的表
现和实践遥 冶咱4暂

渊二冤马克思社会有机体思想袁是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实践指向遥社会有机体理论袁是马克思观察
人类社会的一个重要理论视角遥 它以现实的人为
出发点袁立足于社会实践袁把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
体来看待和把握袁强调社会内部各要素尧各部分相
互依存尧共同存在尧相互联系而构成的有机统一整
体遥 因此袁相互依存尧一体化发展是人类社会运行
有序尧健康发展的显著标识遥 然而袁野长期以来袁人
们却忽略了社会是一个整体性存在的事实袁 进而
忽视了对社会整体发展的研究袁 致使各种片面理
解的发展观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实践遥 冶咱5暂(P6)可以
说袁这种野掩耳盗铃式冶的发展道路袁给人类社会带
来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遥 诸如袁生态失衡尧难民危
机尧跨国犯罪等全球性问题袁正是这种狭隘发展思
路的必然产物遥所以袁为了引领人类社会走出发展
困境袁树立野民胞物与冶的发展理念袁中国给出了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遥这一野中国方案冶袁既坚
持了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袁
又开辟了运用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分析社会历

史发展尧解决现实难题的新境界袁并在当代历史条
件下用一系列新理念尧新思想尧新战略极大丰富和
发展了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遥所以袁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提出袁必将给当前野掩耳盗铃式冶的发展道
路带来极大警醒与启示遥

渊三冤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袁是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价值指引遥 这一理论的核心内容袁野是指人类
社会从地域性历史向共同体的世界历史转变袁人
类社会走向一体化和整体化遥 冶咱6暂即要告诉人们院
当人类历史进入了世界历史阶段袁 需要以一种全
新的世界历史视野审视时代的变化袁 重新认识民
族国家和社会制度的发展演变袁 自觉冲破各种狭
隘的野中心主义冶历史观袁跳出固有的思维模式和
认识框架袁 为人类在全球化和地球村时代的生存
与发展探寻一条同呼吸尧共命运的发展之路遥毫无
疑问袁当前人类社会不仅已跨入了世界历史阶段袁
而且正朝着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发展遥在此背景下袁

唯有积极倡导和加快构建共同发展尧共同繁荣尧共
同进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袁 才能有效应对和解决
人类面临的各项紧迫而严峻的挑战遥然而袁当前仍
有相当一部分人身体已进入 21世纪袁而脑袋还停
留在过去袁停留在冷战思维尧零和博弈老框架内遥
可见袁引领人类社会迈向命运共同体袁具有很强的
紧迫性尧必要性和时代性遥 此外袁要想使人类命运
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袁在全世界尧各民族尧各国家
扎下野根冶袁就得加快人类整体性和人类利益一致
性尧优先性的宣传遥 如此袁方能更好地培育人类命
运共同体意识袁加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遥 总之袁
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命题是世界历史理
论内在规律的必然反映袁 也是人类社会实践逻辑
的必然要求遥 冶咱6暂

三尧现实思考院对全球性问题的理
论反思

人类正在面临一系列全球性问题的挑战袁这
些挑战不是一国的力量所能够解决袁 必须集世界
国家之合力方能应对遥因此袁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的提出包含了对现实问题的深刻思考袁 是对全球
性问题的理论反思遥 它从理论上回答了面对全球
性问题的挑战袁我们应该何去何从遥这一概念的提
出袁回应了时代号召袁解决了时代难题袁为人类文
明朝向更加光明的未来提供了中国方案遥

渊一冤全球性问题严峻袁呼吁人类加快构建命
运共同体遥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袁关于全球性问
题的思考与研究就成为了一项新的时代课题遥 那
么袁什么是全球性问题钥学者韩清恩认为袁野所谓全
球性问题袁是指在世界范围普遍存在尧关系到人类
根本利益尧 威胁人类生存与发展及未来命运的重
大问题遥 它由于工业化的发展和西方殖民活动的
扩展而生成袁又随着全球化的进程而加剧遥 冶咱7暂可
见袁其实质是人类实践活动的负效应袁表现为人与
人尧人与社会尧人与自然尧人与世界的各种关系的
全面失衡与危机遥 例如袁全球气候变暖尧生态环境
恶化尧资源枯竭尧人口膨胀尧疾病蔓延尧恐怖主义尧
难民危机尧跨国犯罪等全球性问题袁野具有普遍性尧
整体性尧复杂性尧深刻性尧严重性等特点袁牵一发而
动全身袁使得当今世界天涯咫尺袁人类社会唇齿相
依遥 冶咱8暂因此袁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是非一国之力所
能袁而是需要世界各国的通力合作遥诚如习近平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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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所言袁野越是面临全球性挑战袁越要合作应对袁
共同变压力为动力尧化危机为生机遥 冶咱9暂(P273)所以袁
面对全球性问题的日益严峻袁 时代呼吁人类走风
雨同舟路袁 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野审视时代难
题袁从同呼吸尧共命运尧共发展的角度携手共同应
对挑战遥 如此袁方能共克全球性治理难题袁再创人
类文明新辉煌遥

渊二冤全球化深入发展袁推动人类迈向命运共
同体遥如今袁世界各国发展环环相扣袁形成了野一荣
俱荣袁一损俱损冶的发展格局袁没有哪一个国家可
以独善其身袁 合作共赢是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必然
选择遥 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袁野一个强劲增长
的世界经济来源于各国共同增长遥 各国要树立命
运共同体意识袁真正认清耶一荣俱荣袁一损俱损爷的
连带效应袁在竞争中合作袁在合作中竞争遥 冶咱9暂(P336)

然而袁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同时袁世界也出现了一
些反全球化的声音和一些野逆全球化冶的现象袁这
对尚未走出 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的世界经济可
谓是野雪上加霜冶遥 例如袁英国公投脱欧袁使欧盟陷
入了野生存危机冶曰特朗普的野本土化制造冶政策袁高
举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旗袁使世界范围内的摩擦尧冲
突尧 碰撞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遥 让人不禁一
问袁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了钥 对此袁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袁野这个世界袁和平尧发展尧合作尧共赢成为时代
潮流遥 冶咱9暂(P272)可见袁全球化虽带来了新问题尧新困
难尧新挑战袁但我们也不能忽视世界一体化发展乃
时代之必然遥而且袁所谓的野逆全球化冶不过是这一
历史进程中所激起的一朵浪花袁 其本身是没有
野根冶的而是附着于全球化的大浪之上遥所以袁我们
不能将全球化尤其是经济全球化一棒打死袁 而是
要适应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袁 消解其带来的负面
影响袁让它更好地造福全世界尧各民族尧各国家袁使
之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迈向命运共同体的强劲动

力遥
渊三冤跨越西方文明困境袁引领人类迈向命运

共同体遥西方现代文明的最大弊端在于袁把动物世
界野物竞天择尧优胜劣汰冶的丛林法则搬用到人类
社会族际关系上袁导致了国际社会无法超越野自然
状态冶的生存困境袁陷入于野一切国家反对一切国
家冶的野安全困境冶之中遥 因而袁在国际层面则信奉

野强权即真理冶袁致使国与国间陷入了野一切国家反
对一切国家冶的野安全困境冶之中遥如何引领人类从
当前西方文明的生存与发展困境中走出来袁 则成
为了 21世纪最大的野时代课题冶遥面对以西方理念
为支撑的现代化实践给人类带来的一些负面效应

与教训袁人类呼吁新理念尧新方案尧新道路引领人
类向前发展遥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倡导可谓适
逢其时袁准确把握住了时代脉搏袁及时回应了时代
召唤袁 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
方案遥 它的主要内涵是呼吁国际社会要坚持对话
协商尧共建共享尧合作共赢尧交流互鉴尧绿色低碳的
原则袁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尧普遍安全尧共同繁荣尧开
放包容尧清洁美丽的世界遥因此袁我们相信袁随着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越来越多民族尧国家接受袁那
么中国为人类发展所贡献的解决方案就越发具有

世界意义遥可见袁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本质上是一
种化敌为友的新理念尧新思维尧新范式袁契合了当
今世界要和平尧要发展尧要合作尧要共赢的时代潮
流袁它的提出与倡导必将引领人类再创文明高峰遥
四尧结语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袁顺应了和平尧发

展尧合作尧共赢的时代潮流遥 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
一种全新范式袁科学回答了野建设什么样世界冶的
时代之问袁解决了野21世纪人类文明走向冶的时代
课题袁为新世纪的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尧中国
方案遥它的提出绝非耦合为之袁而是具有深厚的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渊源尧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支撑尧
深刻的世界发展现实基础遥尤其在当今时代袁全球
性问题日益严峻尧经济发展持续失衡尧西方价值失
序等现实问题袁 共同促使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应运而生遥 因此袁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袁响
应了时代号召袁解决了时代困惑遥 不过袁打造人类
命运共同体不会一蹴而就的袁 需要我们保持战略
耐心尧战略定力和战略自信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
指出的袁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
标袁 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
的目标遥 冶咱1暂我们相信袁融会贯通中西文化精华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必将指引人类走出发展困

境袁构建一个崭新的世界秩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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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Origin of Xi Jinping爷 s Idea of Community?of?Shared Future?for Mankind
Wang Qing-zhong Liao Ren-lang

渊School of Marxism,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Qingdao 26658, China;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冤

粤遭泽贼则葬糟贼院 As China爷 s proposed solution to the challenge for human development, Xi Jinping爷 s idea of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for mankind is originated from China's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ulture, Marxism
and theoretical reflection on global issues. The idea of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for mankind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野world view冶 , 野benevolence view冶 and 野view of Great Harmony冶 in Chinese culture.
The theory of 野real community冶 , the thought of social organism and the theory of world history in Marxism
are the key theoretical sources of the idea of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e challenging
global issue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plight of the Western civilization are the
realistic considerations of the idea of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Basing on the reality of world
development, the idea of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bsorbs the essence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demonstrating the great value of China爷s proposed solution to the world development.
运藻赠 憎燥则凿泽院 human destiny community;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Marxism; global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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