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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性”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习近平总书记２０２３年６月２日在文化传承发展
座谈会上强调：“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
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定了中国
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绝不搞‘党同伐异’的
小圈子。”［１］

中华民族是追求“和平”的民族，中华文明是崇尚“和平”的文明。“和平”是中国人的核心理念之一，
它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上下五千年，“和平”理念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存在于历史上各个时期，传布于
全国社会各阶层，体现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各种关系之中，表现在政治、社会、经济、宗教、文化
和习俗各领域之内。它是维护中国数千年统一的重要因素，也是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而不中断的重要
因素。“和平”理念不仅在古代中国发挥过重要作用，而且在当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同时也将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发挥重要作用。本文主要就古代“和平”的涵义及各阶层人士
中的“和平”理念做出分析，探讨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

一、古籍中“和平”“和”与“太平”

“和平”这一词很早便出现在古文献中。历史上与“和平”相关的近义词有“和”“太平”等。
先秦文献中出现“和平”一词。《易经》中有“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２］之

语。《周易正义》解释这句话时说：“‘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者，圣人设教，感动人心，使变恶从善，
然后天下和平。”［２］“和平”这一词在古文献中出现频率极高，其涵义也较广，可分为五类：一是政治领
域的“和平”，即“政局安定、天下太平”之意。如《管子》：“致德，其民和平以静。”［３］《孝经》：“是以天下
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４］二是社会领域的“和平”，即人人和睦相
处、社会和谐之意，如《逸周书》：“八政和平。八政：夫妻、父子、兄弟、君臣。”［５］所谓“八政和平”，就是
夫妻、父子、兄弟、君臣之间和睦相处。三是个人领域的“和平”，即人的性格平和、阴阳平衡之意。如
《荀子》：“血气和平，志意广大。”［６］《灵枢经》：“阴阳和平之人，其阴阳之气和，血脉调。”［７］《吕氏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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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心必和平然后乐。”［８］《春秋繁露》：“行中正，声向荣，气意和平，居处虞乐，可谓养生矣。”［９］四是
艺术领域的“和平”，即音乐平和、舒缓心灵之意。如《国语》多次阐释声乐平和及其意义：“声不和平，
非宗官之所司也。”［１０］“夫有和平之声，则有蕃殖之财。”［１０］五是自然领域的“和平”，即自然界阴阳平
衡、万物和谐之意。如《文子》：“当此之时，阴阳和平，万物蕃息，飞鸟之巢可俯而探也，走兽可系而从
也。”［１１］《淮南子》：“当此之时，阴阳和平，风雨时节，万物蕃息。”［１２］上述五个领域的“和平”，虽然意义
不完全相同，但都相互关联、密不可分。

一般认为，“和平”渊源于“和”。“和”比“和平”的出现时间较早，“和”字在金文便已出现。金文中的
“和”主要意义是表现在音乐领域的平和、柔和之义。“和”的最初意义源于阴阳观念，意为阴阳和谐、平
衡之意。先秦时期的阴阳学说认为阴阳两个基本元素是宇宙万物的本源，两者的均衡和谐、对立统一运
动是自然界万物运行的法则，宇宙万物处在动态的平衡与不平衡之中，平衡是常态，不平衡是病态。如
古籍中有“一阴一阳之谓道”［１３］；“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１４］；“天下太平符瑞所以来至者，以
为王者承天统理，调和阴阳，阴阳和，万物序，休气充塞，故符瑞并臻，皆应德而至”［１５］。因此，最早的
“和”的意义，应该是平衡、和谐之意。

古籍中“太平”是与现代“和平”意义最近的一词，在古籍中出现的频率比“和平”更高。例如，汉代及
其之前的文献关于“太平”一词出现频繁，如“夫是以天下太平也”［１６］；“圣人致太平，非一善之功也”［１７］；
“能致贤，则德泽洽而国太平”［１８］；“是故诸侯附于德，服于义，则天下太平”［１９］；“天下太平，乃更制作
焉”［２０］；“贤者主其易者，乃俱到太平也”［２１］；“二千人亦足以征伐不义，致太平也”［１５］；“太平之时，时雨时
霁，下以恒阳而以时阳，天地之气宣也”［１５］；“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２２］；“或言古者太平，万
民和喜，瑞应辨至，乃采风俗，定制作”［２３］。汉代以后的史书中的“太平”一词出现的频率更高。

二、历史上社会各阶层的“和平”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怕的就是动荡，求的就是稳定，盼的就是天下太平。”［２４］古代如此，现
在也一样。在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社会各阶层均以“和平”作为国家和社会核心理念，无论是统治阶
层、知识阶层和平民阶层，均以“和平”“太平”作为国家、社会、家庭和个人追求的最高目标之一。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统治者一般均以“天下和平”“天下太平”“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作为治国理
政的最高目标。一是古籍中有许多关于“天下和平”“天下太平”的记述，如《史记》称秦始皇“并一海
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２２］，《汉书》记述汉宣帝时“天下和平，四夷宾服”［２５］，汉成帝时“政治和平，世
无兵革，上下相安”［２６］；《春秋繁露》：“天下和平，则灾害不生。”［２７］《淮南子》：“天下安宁，政教和平，百
姓肃睦，上下相亲。”［２８］《白虎通义》：“始受命之时，改制应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禅，以告太平也。”［２９］

“太平乃封知告于天。”［２９］“言周太平，封太山也。”［２９］《韩诗外传》：“天下和平，国家安宁。”［３０］二是不
少古代帝王以“和平”“太平”为年号。如东汉汉桓帝刘志的第二个年号为“和平”。十六国时的前凉
国王张祚３５４年称帝，改年号为“和平”元年。北魏文成帝拓跋濬在位期间的第四个年号为“和平”。
以“太平”为年号的更多，如三国吴国会稽王孙亮、西晋益州牧赵廞、十六国时的北燕王冯跋、柔然郁
久闾豆仑、南朝梁敬帝萧方智、隋末南越王林士弘、南宋起义军首领李婆备、辽圣宗耶律隆、元末起义
军首领徐寿辉等均曾以“太平”作为年号。三是宫殿以具有和平、和谐意义的名称命名。如故宫有太
和殿、保和殿、中和殿、永和宫等，这些名称都具有祈求天下太平之意。太和殿俗称金銮殿，为中国古
代宫殿建筑之精华。

古代中国知识阶层或士人阶层也以“和平”“太平”等作为人生奋斗的目标。一是古代知识精英以
“为万世开太平”作为人生最高的政治目标。北宋大理学家张载认为，知识分子应该“为天地立心，为生
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关于这四句，有关解释较多。后两句的大意是，士人应继承和
弘扬先贤创立的中国独特的学问，为开创千秋万代的太平基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二是古代知识精
英以建立“大同”社会作为主要的政治目标之一。大同社会的蓝图是社会安定、国泰民安、丰衣足食、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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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均衡，一派和平景象。《礼记·礼运》描绘了“太同”社会的美好图景①，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天下为
公的社会制度、选贤与能的管理体制、讲信修睦的人际关系、人得其所的社会保障、人人为公的社会道
德、各尽其力的劳动态度。三是崇尚“兼爱非攻”理念。墨子认为战争是凶险之事，兵器是罪恶之物。战
乱祸国殃民，涂炭生灵。建立太平社会，只能靠兼爱。“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３１］只有兼爱才
能做到非攻，也只有非攻才能保证兼爱。“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
贱”［３２］，才能使“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３２］，才能真正实现天下太
平。

历史上的平民阶层更加注重“和平”社会。古代中国以农立国，传统文化是以农耕文化为主的文化。
从事农业的平民阶层以“安居乐业”作为理想的生活方式，崇尚稳定，祈求天下太平，喜欢没有战乱的社
会。一是从民间俗语中可以看出平民阶层祈求和平安定的生活，例如“宁为太平狗，莫作离乱人”“和为
贵”“家和万事兴”等。社会和谐安定是和平的基础，而家庭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二是从日常生活习
俗中，也可以看出平民阶层渴望和平、祈求平安的意识。例如，室内摆放花瓶装饰，因“瓶”与“平安”的
“平”谐音，以花瓶装饰象征“平平安安”之意。三是在民间人生仪礼习俗中，有许多祈求和平、平安的仪
式。如婚礼中的跨马鞍仪式，因“鞍”与平安的“安”同音，取其长久“平安”之意。

以上事例说明，中国古代社会，上至君王，下至百姓，均以“和平”“太平”作为核心理念和人生目标。

三、“和平性”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和平性”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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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深融化在中国人民的血脉之中。”［３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要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理念之一。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总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与中华文明的“和平”理念有密
切的渊源关系。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与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密不可分。首先，“天下大同、协和万邦”是中华
民族自古以来对人类社会的美好憧憬，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的文化渊源［３４］。“天下大同”

是中国古代一种思想，也是古代中国人期盼的理想世界。“大同”这一概念最早出自《礼记·礼运》，提出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近代，这一思想得到较大的发展。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为未来
的大同社会构想了蓝图。孙中山一生都在追求“大同”。他既主张将来实现“中国大同”［３５］２００，也主张
“将使世界渐趋于大同”，亦即实现“世界大同”［３６］２２１。“协和万邦”是古代经典关于妥善处理族群和国家
关系的思想。如《尚书·尧典》提出“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理想，主张人民和睦相处，国家友好往来。
《尚书·洪范》：“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告诫统治者处事要公正，去除一己之偏爱，

好恶一同于天下。
其次，“化干戈为玉帛”理念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的文化渊源。“化干戈为玉帛”比喻使

战争化为和平，“干”“戈”是用于防御和进攻的两种武器，意指战争、武力冲突。“玉”“帛”指玉器和束帛，
是古代诸侯会盟、诸侯与天子朝聘时互赠的礼物。“化干戈为玉帛”意思是消除仇怨，变战争为和平，变
冲突为友好。此成语源于《左传·僖公十五年》：“上天降灾，使我两君匪以玉帛相见，而以兴戎。”数千年
来，“化干戈为玉帛”理念一直是处理内外关系的重要准则。通过“化”，可以化解国内的各种矛盾和冲
突，也能化解不同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实现国与国之间和平共处。通过“化”，能化解世界各种危机，
缔造一个其乐融融的太平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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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少有所长，

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
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最后，中国经典中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而不同”等理念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文化
渊源。“和”与“同”，是中国古代的哲学范畴。和同之辨最早发生在中国春秋时期。《国语·郑语》记载
西周末年周太史史伯说过的一段话：“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意思是说，不同事物聚合在一起才能产生
新事物，所以“和实生物”。如果只是相同事物重复相加，那就还是原来事物，不可能产生新事物，所以
“同则不继”。“和”是相生相克，相辅相成；“同”是相互重复，相互排斥。异性、异质事物相生，亦即性质
不同的事物聚合在一起才能产生新事物。同性、同质事物相克，意指性质相同的事物重复相加，那就还
是原来事物，不可能产生新事物，就会停滞或窒息。史伯关于“和”与“同”的思想，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基
本原理，也阐释了不同文明之间的相处之道。

“和而不同”理念出自《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何晏注云：“君子心和，然其所见各
异，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则同，然各争利，故曰不和。”大意是道德高尚的人追求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互补、
和谐与合作，而不是他们之间的相同。相反，“小人同而不和”，他们追求的才是人与人之间的雷同和无差异，
由此又会产生他们之间的不和。《辞海》对“和而不同”解释为“和睦相处，但不盲从苟同”。

由上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源于古代中华文明的“天下太同”“协和万邦”“化干戈为玉帛”“和生
实物、同则不继”“和而不同”等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传统和平文化基础上的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世界各国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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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四、结语

“和平”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之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它普遍存在于历史上的
各时期，传布于全国社会各阶层，表现在政治、社会、经济、宗教、文化和习俗各领域之内。历史上的统治
阶层以“天下和平”“太平盛世”作为治国理政的最高目标；知识阶层以“为万世开太平”“天下太同”“兼爱
非攻”告示作为政治和人生主要目标，平民阶层以“安居乐业”作为理想的生活方式。“和平”理念也是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渊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传统和平文化基础上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
发展。“和平”理念不仅在古代中国发挥过重要作用，而且在当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挥着重要作
用，同时也将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发挥重要作用。

复兴中华民族、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一百多年来中华儿女的梦想和希望。当代中国人应该继
承和弘扬和平主义的优秀传统，与世界各国构建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交流互鉴、和睦相处的新型国家关
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实现当代世界的“天下太平”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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