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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习近平对中华“和”文化的传承创新与实践探索

迟成勇* ①

【摘 要】“和”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本国又面向

世界，将中华“和”文化与中国实际、时代精神相结合，不断推进中华

“和”文化的传承创新，赋予其新时代的思想内涵，从基本含义、精神

内涵、优异特性及时代价值等视角对中华 “和”文化进行多维解读，创

造性提出“一和四观”; 传承创新中华 “和”文化需要进行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其价值取向在于实现中国的繁荣富强，提升文化软实力，

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中华 “和”文化运

用于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打造和谐的网络

空间，以及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倡

导“一带一路”建设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着力建构和谐世界等治国

理政实践，丰富和发展了中华“和”文化的时代内涵，凸显和提升中华

“和”文化的时代价值。
【关键词】中华“和”文化; 传承创新; 实践探索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

文化土壤。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

扬，其中特别重视中华“和”文化的传承创新。习近平总书记说: “要围绕我国和

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

念、主张、方案。”① 据此，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将中华 “和”文

化与中国实际、时代精神相结合，不断推进中华“和”文化的传承创新，赋予其新

时代的思想内涵。传承创新中华“和”文化需要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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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取向在于实现中国的繁荣富强，提升文化软实力，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推

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中华“和”文化运用于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

主义生态文明、打造和谐的网络空间，以及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如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倡导“一带一路”建设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着力建构和谐世

界等治国理政实践，丰富和发展了中华“和”文化的时代内涵，凸显和提升了中华

“和”文化的时代价值。

一 中华 “和”文化传承创新的多维阐释

“和”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习近平总书记紧密结合中国实际与时

代特征，不断推进中华“和”文化的传承创新，赋予其新时代的思想内涵，从基本

含义、精神内涵、优异特性及时代价值等视角对中华 “和”文化进行多维解读，创

造性地提出“一和四观”，并揭示其根本的价值取向。

( 一) 中华 “和”文化传承创新的思想内涵

中华“和”文化源远流长。在中华文化思想史上，很多思想家或哲学家都对中

华“和”文化进行了时代解读，赋予其以鲜明的时代内涵，也使得中华 “和”文

化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今天依然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根源性资源。
“和为贵”是中华文化特有的核心价值观。“和”有 “和谐”“和平”“和合”“和

睦”“中和”等丰富含义，涵盖人与人之和谐、人与社会之和谐、人与自然之和谐

及人身心之和谐四个层面的内涵，也彰显了中华文化特有的人文精神向度。从儒家

经典《周易》的“保合太和”、《尚书》的 “协和万邦”、 《中庸》的 “致中和”，

到道家经典《老子》的“冲气以为和” ( 《老子·五十六章》) 与 《庄子》的 “心

莫若和” ( 《庄子·人世间》) ，再到佛教的 “欢悦和谐” ( 《大般涅槃经》卷上)

等; 从孔子的“和而不同” ( 《论语·子路》) 、有子的 “和为贵” ( 《论语·学

而》) 、孟子的“地利人和” ( 《孟子·公孙丑下》) ，到北宋张载的 “仇必和而解”
( 《正蒙·太和篇》) 、心学大师王阳明的“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 ( 《王阳明箴言

录》) 、明末清初哲学家王夫之的 “太和，和之至也” ( 《张子正蒙注·太和篇》) ，

再到近代思想家谭嗣同的 “通和”，最后到现代哲学家张岱年先生提出的 “兼和”
等，贵和精神、重和取向鲜明极致。可见，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佛家，无论是古

代思想家，还是近现代哲学家或思想家，都注重 “和”。其中，“兼和”是指 “兼

赅众异而得其平衡，富有日新而一以贯之”①，它不仅体现了多样性的有机统一，

而且是一种在创新发展中的动态平衡。“兼和”思想可谓对中国古代以来 “贵和尚

中”思想的一次时代性总结。当代著名学者、哲学家方克立先生指出: “张岱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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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和’理论是 20 世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大创获。从形式上看，它是对中

国传统‘贵和’、‘日新’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对‘中庸’停滞、保守思想的纠正，

也是用典型的中国风格的民族语言表述出来的。从理论实质来看，它以 ‘永恒两

一’即对立统一为内在精神和价值标准，是唯物辩证法的中国化。”① 总之，中华

“和”文化一以贯之，源远流长。崇尚和谐，爱好和平，注重和合，讲究和睦，是

中华文化的精髓和内在精神，也是中华民族的性格特征和价值诉求。
习近平总书记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 “根”和 “魂”，我们高度

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尤其注重对中华“和”文化的传承创新。早

在浙江主政时，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对中华 “和”文化作了深刻的阐

释，认为“和”即“和合”“和谐”“中和”“和睦”，并对 “和合”“和谐”“中

和”的含义做了创造性的解读: “‘和’指的是和谐、和平、中和等; ‘合’指的是

汇合、融合、联合等。‘和合’，就是对立面的相互渗透和统一，而且，这种统一是

处于最佳状态的统一，对立的双方没有离开对方而突出自己。”“和谐就是指矛盾着

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达到统一而出现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自然界内部、人与

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以及社会内部诸要素之间实现均衡、稳定、有序，相

互依存，共生共荣。”② “中和”则是 “天地之大本” “天地之达道”，是世界万物

生存和发展的规律，也是人们遵循的基本价值观和道德观。由此进一步强调，“和”
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异特性”，而且 “这种 ‘贵和尚

中、善解能容、厚德载物、和而不同’的宽容品格，是我们民族所追求的一种文化

理念。自然与社会的和谐，个体与群体的和谐，我们民族的理想正在于此，我们民

族的凝聚力、创造力也正在于此，甚至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

化的精髓也正是在于这种伟大的和谐思想。”③ 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不仅揭示了

中华“和”文化的基本内涵、主要特性和历史功能，而且还将 “伟大的和谐思想”
提升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

中华文化是世界文明宝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

还是在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的相互激荡中，中华文化都能以其独特的精神内涵和时代

价值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早在 1988 年，诺贝尔和平奖获颁奖之后，大约有 70 多位

委员认为，人类要想永远和平，必须从 2500 多年前的孔子学说中寻求和平共处的

方案，并认为在不久的将来，儒家学说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而成为人类文化的中

心。2014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上发表演讲时说: “有着 5000
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始终崇尚和平，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

族的精神世界之中，深深溶化在中国人民的血脉之中。中国自古就提出了 ‘国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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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好战必亡’的箴言。‘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化干戈为玉帛’‘国泰民安’
‘睦邻友邦’‘天下太平’ ‘天下大同’等理念世代相传。”① 这段精辟的论述，揭

示了中华“和”文化所蕴含的“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化干戈为玉帛”“国泰

民安”“睦邻友好”“天下太平” “天下大同”的经典理念，彰显了中华 “和”文

化对塑造中华民族精神世界的深远影响，也凸显了中华民族具有爱好和平的性格特

征; 和谐精神为世世代代中华民族所崇尚、所践行。从一定意义上说， “和谐”
“和合”“和睦” “和平” “中和”等 “和”文化精神，已流淌在中华民族的血脉

中，已构成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就是对几千年来

中华民族热爱和平或中华 “和”文化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

中华“和”文化的精神内涵和历史价值的生动阐释。
2014 年 5 月 15 日，习近平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

60 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中指出: “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 ‘和’文化源远流

长，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

的道德观。在 5000 多年的文明发展中，中华民族一直追求和传承着和平、和睦、
和谐的坚定理念。以和为贵，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理念在中国代代相

传，深深根植于中国人的精神中，深深体现在中国人的行为上。”② 习近平总书记

站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建构全球治理体系的高度，对中华“和”文化

又进行了一次高度概括和时代提升，创造性提出了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

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我们不妨称之为 “一和

四观”。这“一和四观”涵括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多层

关系，彰显了中国人对宇宙、社会、人生的理性认识，表达了一种深厚的文化自觉

和坚定的文化自信，具有鲜明的理论价值和时代价值。
具体而言，从宇宙观看，“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儒家、道家、佛家都提倡的

一种文化观，其基本含义就是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而且把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

看作人生的最高境界。与西方文化强调人与自然对立的二元思维模式形成了鲜明的

对比，更加凸显“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对于解决当今世界生态环境问题的借鉴意义

和中国智慧。从国际观看，“协和万邦”，是指中华民族历来主张国与国之间，要和

平相处、友好往来，如历史上张骞出使西域，鉴真东渡日本，郑和七下西洋等。
“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对于遏制当今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单边主义，进而维护

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从社会观看，“和而不同”是儒家

孔子提出的一个经典文化理念，其基本含义就是和谐统一而不需要雷同，体现了多

样性的有机统一，彰显了中华文化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精神气质。习近平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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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文明相处需要和而不同的精神。只有在多样中相互尊重、彼此借鉴、和谐共

存，这个世界才能丰富多彩、欣欣向荣。”①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也说: “承认

不同，但是要‘和’，这是世界多元文化必走的一条道路，否则就要出现纷争。只

强调‘同’而不能‘和’，那只能是毁灭。‘和而不同’就是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

条件。”② “和而不同”的社会观，对于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人类文明交流

互鉴，以及建构和谐世界都具有价值导向意义。从道德观看，“人心和善”是指中

华民族注重修身养性，致力于身心和谐、去恶存善，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德性主义价

值取向。“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对于化解当今世界道德危机或精神危机，重建人

们的道德信仰和精神家园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可见，中华“和”文化所蕴含的宇

宙观、国际观、社会观和道德观，彰显了中华“和”文化的丰富内涵、独特魅力和

时代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和”文化的深刻阐释，使其始终保持着一份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说: “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把跨

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③ 应该

说，以“和谐”“和平”“和睦” “和合” “中和”等为旨趣的中华 “和”文化精

神，就是具有“超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
“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结合时代精神，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仍然会散发出时代的光辉。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 “和”文化的创造性解读，“不仅

弘扬了中华‘和’文化固有的精神内涵，更是凸显了中华 ‘和’对于当代人类所

具有的巨大进步意义和文明价值，有力凸显了它才是今天全球和平发展的最高生存

智慧，是真正为全世界所需要的文明价值观。”④

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中国又面向世界，从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层面对

中华“和”文化的基本含义、精神内涵、优异特性及历史价值等进行创造性阐释，

特别是从中概括提炼出的 “一和四观”，更加凸显了中华 “和”文化的传统底蕴和

时代意蕴，为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打造和谐的网络空间，以及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倡导 “一带一路”
建设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着力建构和谐世界等治国理政实践奠定了坚实的

中华传统哲学基础。

( 二) 中华 “和”文化传承创新的方法路径

传承创新中华 “和”文化需要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华 “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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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运用于治国理政实践，不是原封不动的，而是有所 “损益”，是说在科学 “扬

弃”的基础上，使其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对其进行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 性 发 展，为 建 设 社 会 主 义 文 化 强 国 和 治 国 理 政 实 践 奠 定 坚 实 的 传 统

根基。
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的态度是既要继承和弘扬之，又要对此进行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说: “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

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① 关于如何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有一段经典论

述: “在 5000 多年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要使中

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

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

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

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② 批判继承、古为今用、洋为中

用、综合创新，是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或中华 “和”文化的基本遵循。
具体而言，传承创新中华“和”文化，需要做好以下四个方面工作。一是区分

中华“和”文化的精华与糟粕，进行科学 “扬弃”。习近平总书记说: “对我国传

统文化，对国外的东西，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

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③ 当代著名学者、哲学家方克立先生说: “习近平同

志同我们党的前辈领导人一样，都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问

题上，既不是保守主义的尊孔崇儒派，也不是激进主义的反孔批儒派，而是 ‘马

魂、中体、西用’有机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④ 中华 “和”文化是中国

古代社会家国同构的产物，也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具有显著的历史局限性和时代

性，是“民主性精华”与 “封建性糟粕”并存的一种文化体系。因此，传承的只

能是中华“和”文化的“精华”，创新只能是中华“和”文化的“精华”与当代中

国实际、时代精神相结合的综合创新。二是把 “引进来”与 “走出去”相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说: “我们不仅要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还要睁眼看世界，了解世界

上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从中获得启发，为我所用。”⑤ 中

华文化具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襟，在历史上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为

我所用，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引进来”亦即学习借鉴国外文化的优

秀成果，这是我们传承创新文化的必要环节，但同时还要做到 “走出去”，也就是

说我们要在实行物质文明对外开放的同时，还要实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对外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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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发挥好新兴媒体作用，通过孔子学院、影视作品、文学作品等多种方式，精心

构建对外话语体系，不断创新对外宣传中华 “和”文化的方式，讲好中华 “和”
文化的故事，传播好中华 “和”文化的声音，阐释好中华 “和”文化的特色，不

断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三是对中华“和”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一方面必须

使中华“和”文化精华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使之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服务;

另一方面必须使中华 “和”文化精华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使之成为推进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思想基础和精神动力。四是对中华

“和”文化进行创新性发展。一方面促使 “和”文化精华与时代精神相结合，赋

予中华 “和”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 另一方面既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使之发展

为既有深厚传统底蕴又有鲜明时代意蕴的社会主义 “和”文化，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打造 “人类命运共同体”及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提供文化支

撑和精神指引。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 “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

精神指引。”① 和谐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传承创新中华 “和”文化，使其发

扬光大。
简言之，传承创新中华 “和”文化，就是要在科学 “扬弃”的基础上，既立

足本国又面向世界，把“引进来”与 “走出去”结合起来，使之与当代文化相适

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活力，使之为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不过

需要指出的是，它们之间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辅相

成的动态过程。

( 三) 中华 “和”文化传承创新的价值取向

中华“和”文化作为一种价值哲学，它是人类解释世界、把握世界的一种智慧

或方式。人类的一切活动，归根结底在于追求、创造一种有价值的意义世界。习近

平总书记之所以强调传承创新中华 “和”文化并运用于治国理政实践，就是因为它

对实现中国的繁荣富强，提升文化软实力，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以及促进人类

文明的发展进步具有鲜明的价值取向。
与西方文化重对立、矛盾及冲突相比，中华文化讲 “和谐” “和平” “和合”

“和睦”“中和”的价值立场，倡导 “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天人合一”“协和

万邦”“天下大同”的价值理念，则顺应了 “求和平、促发展、谋合作”的时代潮

流。其中“和而不同”是中华“和”文化优秀传统的一个经典核心理念。当代著

名学者、哲学家方克立先生说: “在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当今世界，‘文明冲

突论’显然不符合时代精神，中国传统智慧中的 ‘和而不同’的思想资源，在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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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有着特别重要的现实价值和世界意义，它应该成为处理不同文明、不同民族文化

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① 因此，传承创新中华 “和”文化是顺应时代潮流的价值

旨归。习近平总书记说: “中华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既是民族的、也是

世界的。”② 中华“和”文化的精华具有普适性的品质。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平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必然选择。应该说，中华 “和”文化的优秀传统渗透于习近平治国理政全部

实践中。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而言，习近平总书记说: “中国人始终认为，世

界好，中国才能好; 中国 好，世 界 才 更 好。”③ 这 两 句 话 包 含 着 “中 国 好”与

“世界好”的良性互动，中国的 “繁荣富强”与世界的 “和平与发展”的相辅

相成，这也是中华 “和”文化的美好价值期盼。习近平总书记又说: “中国人

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中国人民圆梦必将给各国创造更多机

遇，必将更好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④ 中国梦的实现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也

是密切相关的。面对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的所谓 “文明冲突论”，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了 “文明互鉴” “文明和谐”的思想观点。习近平总书记说: “文明相

处需要和而不同的精神。”“人类历史就是一幅不同文明相互交流、互鉴、融合

的宏伟画卷。我们要尊重各种文明，平等相待，互学互鉴，兼收并蓄，推动人

类文明实现创造性发展。”⑤ 交流互鉴，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一条规律。无疑，

传承创新中华“和”文化，有助于推动中国文明与世界各国文明的交流互鉴，有助

于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友好合作，进而促进中国的繁荣富强与世界的和平与

发展。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对 中 华 “和”文 化 进 行 传 承 创 新 之 价 值 取 向 有 四。

一是就中国而言，就是通过构 建 社 会 主 义 和 谐 社 会， 全 面 推 进 “五 位 一 体”
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着力实现以 “国家富强、民族

振兴、人民 幸 福”为 主 要 内 涵 的 中 国 梦。中 国 梦 是 “和 平 之 梦” “发 展 之

梦”，实现中国梦需要中华 “和”文 化 的 滋 养。二 是 就 软 实 力 而 言， 就 是 通

过文化的 “引进来”与 “走出去”的动态结合，推进中国文化与世界各国文

化的交流交融，一方面汲取外来 文 化 的 优 秀 成 果，另 一 方 面 努 力 展 示 中 华 文

化独特魅力，且不断推 进 “文 化 综 合 创 新”，不 断 提 高 中 华 “和”文 化 的 品

质和智慧，进而不断提升文化软实力。2013 年 11 月 2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曲阜孔子研究院 座 谈 会 上 的 讲 话 指 出: “提 高 国 家 文 化 软 实 力， 要 努 力 提 高

国际话语权。这几年，世界 ‘孔子热’经久不衰。这说明我们国家 的 话 语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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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了，文化软实力增强了，孔子及儒 家 文 化、中 华 传 统 文 化 有 影 响 力，孔

子研究成为世界性题目，提 出 了 新 的 要 求。”①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一项

“形于中”而 “发于外”的重大战略任务。无疑，面向世界积极传播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扩大中华 “和”文化的影响力，以期达到 “以点带面”，抑或如经

济学家所提出的 “蝴蝶效应”，进而有助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三是就世界

而言，就是通过 “一带一路”建 设 和 打 造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而 着 力 建 构 和

谐世界，致力于促进世界的 “和平与发展”。“一带一路”是 “和平合作之路”
“共享发展”之路;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是 “和 谐 共 同 体”抑 或 “和 合 共 同 体”。
可见，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也需要中华 “和”文化的支撑。四是就文明而

言，就是通过中国文明与世界各种文明的对话或倡导各种文明的交流互鉴，推

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南非 MIH 媒体集团总裁库斯·贝克曾说: “中国文化

与世界文化的交 流 和 交 融 有 利 于 世 界 文 化 的 发 展，有 利 于 促 进 人 类 文 明 的 进

步。”② 无疑，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需要中华 “和”文化的引领。如习近平

总书记所说: “我们应该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

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③

简言之，实现中国的繁荣富强，提升文化软实力，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推

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这是我们今天传承创新中华 “和”文 化 的 根 本 价 值

取向。

二 中华 “和”文化实践探索的时代解读

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和”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具有 “无与伦比”的

优异特性，不仅在理论上阐释中华 “和”文化的精神内涵和时代价值，而且还将其

运用于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打造和谐的网络空间，坚

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倡导“一带一路”建设与打造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和谐世界等治国理政实践，丰富和发展中华 “和”文化

的时代内涵，凸显和提升了中华“和”文化的时代价值。

( 一) 中华 “和”文化与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中华 “和”文化运用于社会层面上，集中体现为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人类的文化史里充满了冲突、斗争、流血，东西方皆如此。但是相比较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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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西方文化，中国文化更强调人间的和谐。中国文化注重以和为贵，中华文明

强调追求多样性的和谐。”① 社会和谐是中华 “和”文化固有的价值取向。追求

社会和谐安宁，向往 “国泰民安” “天下太平”，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期

盼。习近平总书记认为，推动社会和谐，一个重要环节就是要在全社会树立一种

和谐文化，“进一步培育和弘扬和美与共、和睦有序的 ‘和谐’精神”②，作为构

建和谐社会的灵魂。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中华“和”文化的历史继承和积

极践行。
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和奋斗目

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特征和历史要

求，将中华“和”文化运用于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践，提出一些新的思想观点

和实践要求。具体而言，一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社会和谐。习

近平总书记说: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构建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关系社

会和谐稳定，关系国家长治久安。”③ 又说: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

尚。”④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道德基

础与价值支撑。二是完善社会治理体系，促进社会和谐。习近平总书记说: “不断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

治久安。”⑤ 还说: “从我国实际出发，遵循治理规律，把握时代特征，加强和创新

社会治理，更好解决我国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

序。”⑥ 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完善社会治理体系，不断促进社会和谐。三是保障与

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民生是人民幸福之基、社会和谐之本。习近平总书记

说: “要抓住群众最关心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食品安全等问题，实打实地做，

循序渐进地推”; ⑦ 又说: “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

盾的产生。”⑧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促进社会和谐的根本措施。四是建构和谐劳动

关系，促进社会和谐。当前，劳动关系或劳资矛盾，是影响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
习近平总书记说: “要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构建和

发展和谐劳动关系，促进社会和谐。”⑨ 由于劳资关系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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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又特别强调，要通过民主的办法即协商、协调、合作等方式加以解

决; 同时还要注重把维护职工利益与促进企业发展统一起来，以促进社会和谐。五

是加强民族团结，促进社会和谐。加强民族团结，建构和谐民族关系，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大目标。如何加强民族团结，建构和谐民族关系，习近平总

书记也提出富有创新性和实践性的观点。首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坚持和完善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础上，“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
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共同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① 其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促进民族关系和谐。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民族地区是短板，既是重点也是难点。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全面

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确保民族地区实现如期脱贫、
同步小康，是促进民族团结、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关键。再次，建构和谐民族关

系，物质方面的问题要解决好，精神方面的问题也要解决好。就精神方面而言，习

近平总书记认为，“深入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打牢民族团结的思想基础，最大

限度团结各族群众。”② 如通过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等，帮

助全国各族人民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文化观及民族观，进而促进社会

和谐。最后，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做好宗教

工作，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促进社会和谐。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系

统工程，既需要雄厚的物质基础与可靠的政治保障，还需要有力的精神支撑和良

好的文化条件。建 构 社 会 主 义 和 谐 社 会，需 要 中 华 “和”文 化 的 支 撑。中 华

“和”文化，是社会和谐的思想灵魂和精神实质。没有 “和”文化，就没有和谐

社会的思想根基，也就不可能有社会和谐的实践诉求，更不可能有社会和谐的实

现。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世

界观和方法论对中华 “和”文化进行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实现中华 “和”
文化与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成功对接，使其成为涵养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

思想源泉。

( 二) 中华 “和”文化与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中西文化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有着显著的差异。“中国文化比较重视

人与自然的和谐，而西方文化则强调征服自然、战胜自然。”③ “人与自然的和谐”，

中国文化用“天人合一”来表达。“天人合一”是中华“和”文化在处理人与自然

关系上的一个经典理念，它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和解决全球性生态问题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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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借鉴意义和时代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人与自然

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又说: “我们要牢固树

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① 习近

平总书记这一精辟论断，是对中国传统 “天人合一”理念或中华 “和”文化的继

承弘扬和积极践行。
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又是建设社会主义生

态文明的固有内容。党的十八大首次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明确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美丽中国，

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认为，推进社会主义生态

文明建设，需要坚持和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实现

人与自然的和谐。他说: “坚持和贯彻新发展理念，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

保护的关系，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坚决

摒弃损害甚至破坏生态环境的发展模式，坚决摒弃以牺牲生态环境换取一时一地经

济增长的做法……”② 具体而言，一是把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统一起来。吸取过去

片面追求 GDP 增长而忽视环境保护的教训，着力把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统一起来。
习近平总书记运用形象化的比喻道出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关系。他说: “我们既

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③ 也就是说，我们既要发展经济也要保护环境，千万不能以牺牲环境为

代价来换取一时一地的经济发展，而且美好的生态环境就是经济发展的成果。二是

把保护生态环境与发展生产力结合起来。习近平总书记认为，生态环境就是生产

力。他说: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④ 也

就是说，要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纳入自然生态系统保护之中，实现社会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统一。三是

把人与人的和谐与人与自然的和谐打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把生态文明

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个方面和全过程。也就是说

把人与自然的关系融入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中，打通人与自然的和谐与人与人之

间的和谐，进而实现整体和谐、全面和谐。四是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促进人与

自然的和谐。习近平总书记说: “要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尽快把生态文明制度

的‘四梁八柱’建立起来，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⑤ 一方面

推动绿色发展，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以协调改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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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节约资源之间的关系; 另一方面完善环境保护制度和法规，严肃查处破坏环境的

违法违纪行为，坚守“生态红线”，以协调发展生产与保护环境之间的关系。五是

弘扬塞罕坝精神，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河北塞罕坝林场的建设者 “用实际行动诠

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铸就了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

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撰文批示，要求全党全社会弘扬塞罕坝精神，“努力形成人

与自然和谐发展新格局。”① 塞罕坝精神，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时代注脚。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核心是坚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是中华“天人合一”理念的时代注脚。无疑，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需要中华

“和”文化的呵护。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既是一

种文化自觉也是一种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与自然的和谐思想，是马克思

主义生态环境观与中华 “和”文化相融相通的理论结晶，彰显了对自然规律、人类

文明发展规律及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在实践上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

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道路，是我们解决当今生态环境问题，促进经济发展与保

护环境相统一的行动指南。

( 三) 中华 “和”文化与打造和谐的网络空间

“和而不同”是中华“和”文化的一个经典理念。运用中华 “和”文化，促进

网络空间的和谐，打造“和谐的网络空间”，可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升级与拓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和而不同是一切事物发生发展的规律”。② 中华 “和”文化

运用于网络空间，就是要积极建设和谐的网络文化，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

间，着力打造和谐的网络空间，进而推动中华文化与世界各国优秀文化的交流互

鉴，推动各国人民情感交流、心灵沟通，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促进人类文明

进步。
网络已经成为人类新的共同活动空间。互联网已经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对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交往方式及价值观等产生了无与伦比的

深刻影响。而且不可忽视的是，网络世界也充满着矛盾、对立、冲突等不和谐因

素。如网络犯罪、网络攻击、网络恐怖主义、网络霸权主义、网络色情、网络赌

博、黑客攻击等行为，严重扰乱网络空间的秩序。特别是网络霸权主义所引发的

“文化安全”问题更是令人担忧。网络空间虽然是虚拟世界，但却是现实社会的延

伸。网络空间的矛盾、对立、冲突，实际上是现实社会的矛盾、对立、冲突在网络

空间中的一种反映。事实证明，网络空间是否安全，是否和谐有序，这不仅关系到

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且关系到世界各国的国家安全与社会和谐稳

定。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各国人民需要加强友好交流，携手合作，同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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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济，共同打造“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维护网络空间安全，打造和谐的网络空

间，已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时代课题和责任。
事实证明，没有网络空间的和谐，也就没有现实社会的和谐; 没有网络安全就

没有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习近平总书记说: “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

园。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符合人民利益。网络空间乌烟瘴气、生态恶

化，不符合人民利益。”① 因此，如何净化网络环境，打造和谐的网络空间，是建

构民众精神家园的迫切要求。具体而言，一是创建网络文化，用先进文化滋养网络

空间。事实上，网络文化也是多姿多彩的，既有精华也有糟粕; 既呈现人类文明的

优秀成果，也存在各种文化垃圾。因此，需要我们遵循网络文化规律，积极创建网

络文化，用人类文化优秀成果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来滋养网络空间，发挥网络文化

正面育人的功能。习近平总书记说: “要创新改进网上宣传，运用网络传播规律，

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握好网上舆论

引导的时、度、效，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② 又说: “要加强网络伦理、网络文明

建设，发挥道德教化引导作用，用人类文明优秀成果滋养网络空间、修复网络生

态。”③ 创建网络文化，弘扬正能量，为打造和谐的网络空间提供先进文化支撑。
二是加强网络法规建设，维护网络空间秩序。网络空间具有虚拟性、开放性的特

点，但虚拟不是虚假、虚无，开放不是无法、无序。习近平总书记说: “网络空间

不是‘法外之地’。网络空间是虚拟的，但运用网络空间的主体是现实的，大家都

应该遵守法律，明确各方权利义务。要坚持依法治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让互

联网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④ 加强网络法规建设，是打造和谐网络空间的法律

保障。三是共同打造“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维护网络空间的和平安全。面对互

联网领域发展不平衡、规则不健全、秩序不合理等问题; 面对世界范围内的侵犯知

识产权、网络犯罪、网络监听、网络攻击及网络恐怖主义等问题的挑战，习近平总

书记主张世界各国携手合作，共同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打造 “网络空间

命运共同体”，共同维护网络空间的和平安全。习近平总书记说: “国际社会应该在

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加强对话合作，推动互联网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共

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全球互联网

治理体系。”⑤ 又说: “各国应该加强沟通、扩大共识、深化合作，共同构建网络空

间命运共同体。”⑥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打造建构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具有鲜明

的战略思维和世界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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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和”文化运用于打造和谐的网络空间，这既是一种传承创新也是一种实

践探索。而“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实际上是“和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安

全共同体”“责任共同体”的融合体。其中，“和谐”“和合”是打造网络空间命运

共同体的核心要素。无疑，打造和谐的网络空间，需要和谐的网络文化支撑。而建

构和谐的网络文化，需要中华 “和”文化的涵养。中华 “和”文化为打造和谐的

网络空间提供有力的支撑。简言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打造 “和谐的网络空间”思

想是对中华“和”文化的创造性运用和创新性发展。

( 四) 中华 “和”文化与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对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文化传统的继承

和弘扬。中华“和”文化运用于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表现为中国政府奉行独立自

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选择，最典型的表征为当下习近平

总书记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和打造 “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而建构和谐世界。
习近平总书记说: “中华民族注重 ‘和’的理念，主张和平、和谐、和而不同。联

合国 193 个会员国要相互尊重、团结和睦、同舟共济，携手努力构建以合作共赢为

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① 倡导中华 “和”文化来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凸显了

中华“和”文化的世界意义与时代贡献。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首先表现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倡导 “一带一路”建

设、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而着力构建和谐世界。早在 2005 年 9 月 15 日，胡锦

涛同志在纪念联合国成立 60 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首次提出 “共建和谐世界”的

主张。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同志又说: “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

谐世界，是各国人民共同愿望。”②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继续强调，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具体落实为 “一带一路”建设和打造

“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而推进和谐世界建设。“一带一路”建设和打造 “人类命运

共同体”，正是 “我们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主动承担国际责任”③ 的务实行动。
具体而言，一是落实 “一带一路”倡议，促进沿线国家的和平发展。2017 年 5 月

1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指出，我

们要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文明之路”。其

中，特别强调，“‘一带一路’建设离不开和平安宁的环境。我们要构建以合作共

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中国愿在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所有 ‘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的友好合作。”④

2016 年 4 月 29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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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讲话又指出: “‘一带一路’建设不应仅仅着眼于我国自身发展，而是要以我

国发展为契机，让更多国家搭上我国发展 ‘快车’，帮助他们实现发展目标。”① 简

言之，“一带一路”建设既是和平合作之路也是共享发展之路。二是打造 “人类命

运共同体”，建构和谐世界。2017 年 1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

的演讲指出: 国际社会要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

等方面做出努力，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使其成为一个 “持久和平的世界”“普遍

安全的世界”“共同繁荣的世界”“开放包容的世界”“清洁美丽的世界”。② 其中，

“持久和平”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条件和核心要素。也可以说人类命运共

同体首先是一个“和谐共同体”或“和合体”。从“一带一路”建设到打造 “人类

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构想，也

是对中华“和”文化的积极践行和时代提升。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还表现为我们的奋斗目标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我们既要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要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 “中国要聚精会神搞建设，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个是和谐稳定的

国内环境，一个是和平安宁的国际环境。”③ 中国梦的实现，客观上需要和平的国际

国内环境，只有在和平的国际国内环境中才能实现中国梦，进而才能促进中国发展与

世界共同发展。从文化视角看，中国梦蕴含“和平合作”“共享发展”的思想。习近

平总书记说: “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和平发展。”“实现中国梦给世界带来的是和平，

不是动荡; 是机遇，不是威胁。”④ 还说: “要争取世界各国对中国梦的理解和支持，

中国梦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我们追求的是中国人民的福祉，也是各国

人民共同的福祉。”⑤ 我们要实现的中国梦，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世界各

国人民。更为可贵的是，习近平总书记还把中国梦与 “一带一路”建设战略结合起

来，赋予中国梦的世界意义。我们倡导“一带一路”建设，“把我国发展同沿线国

家发展结合起来，把中国梦同沿线各国人民的梦想结合起来，赋予古代丝绸之路以

全新的时代内涵。”⑥ 可见，中国梦既是和平合作之梦，也是共享发展之梦; “一带一

路”既是和平合作之路，也是共享发展之路。简言之，以和平发展为主题，把中国梦

与“一带一路”建设结合起来，把中国梦与世界的和平发展结合起来，赋予中华

“和”文化以时代精神，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传承创新中华“和”文化的独特贡献。
中国是建构和谐世界的倡导者，也是建构和谐世界的推动者和实践者。中国梦

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因此，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是有利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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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和平发展的。习近平总书记说: “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

基因，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和睦相处、和谐

发展，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① 倡导“一带一路”建设和打造“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积极行动，有力地回击了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国强必霸论”及美国

学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等。简言之，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打造 “人类命运共同体”，着力建构和谐世

界，既是对中华“和”文化的创造性发展，也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发展的新贡献。

三 结语

当代著名学者、中国人大教授陈先达先生说: “文化发展的本质是创造。”“把

现实、理论、传统三者有机结合起来，坚持 ( 马克思主义) 理论、重视 ( 文化)

传统，在创造中继承，在推陈中出新。”② 可以说，传承创新是促进文化发展的动

力机制。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中国又面向世界，把传统与现代成功对接起来，以马克

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深入发掘和阐释中华“和”文化的精华及其

时代价值，不断推进中华“和”文化的传承创新，赋予其新时代的思想内涵，从根

本上增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软实力。
同时，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着力点，从现实社会的和谐到网络空间的和

谐，从人与社会的和谐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从建构和谐社会到建构和谐世界，从实

现中国梦到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也就是说多层面、多方位地创新和实践中

华“和”文化，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针对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

精准把脉，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的战略和策略，在传承创新维度上和实践操作

层面上清晰地拓展了中华 “和”文化视域，彰显了中华 “和”文化的独特魅力和

时代价值; 既继承和弘扬了中华“和”文化精华，也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地发展了

中华“和”文化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治国安邦之道，也为实现中国

繁荣富强和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

Study on the Xi Jinping’s Inheritance，Innovation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Chinese Harmony

CHI Chengyong

Abstract: Harmony is the essence of the excellen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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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new situation of both home and abroad，and by combining Chinese culture of har-
mony w ith China’ s reality and the spirit of the time，Xi Jinping，General Secretary of
CPC，has promoted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the Chinese harmony culture，en-
dow ing it w ith the ideological connotation of the new era and making a multi － dimension-
al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harmony. He has creatively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a the-
ory of harmony w ith four views”: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innovative development，
practical orientation to national prosperity and strength，and enhancement of human civili-
zation. Chinese harmony can be applie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harmonious society，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harmonious network space，and the persistence in the
way of peaceful development，such as the Chinese Dream，the OBOＲ (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and social relations and governance，etc.

Keywords: Chinese harmony，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practical expl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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