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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文明倡议的理论基础、 价值意蕴
与实践探索

张倩红　 王铁铮　 丁　 俊　 李洪峰

　 　 内容提要　 全球文明倡议作为新时代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的重要公共产
品ꎬ 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是对马克思主
义文明观的创新与实践ꎬ 是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中国方案ꎮ 全球文明倡议突
出了 “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 “倡导文明传承和创新” “倡导文明交流互
鉴” “倡导弘扬人类共同价值” 之要义ꎬ 而摒弃了西方渲染的 “文明中心论”
“文明优越论” 和 “文明冲突论”ꎮ 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承认文明在个体上的差
异性ꎬ 但同时强调人类文明完全可以在尊重理解的基础上碰撞交融、 和谐共
生ꎮ 世界文明发展史证明ꎬ 融通并进是人类文明交往的主旋律ꎬ 且需要在同
异质文明的不断对话中摄取养分ꎬ 实现自我更新和文明的升华及发扬光大ꎮ
中阿文明交流互鉴致力于探索适合各自国情的发展道路ꎬ 推动中阿两大民族
复兴形成更多交汇ꎬ 为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更多人文
滋养和精神资源ꎮ 中非文明互鉴是世界不同文明对话的典范ꎬ 中非国家间的
互利交往体现了双方对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尊重和对文明平等的认知ꎮ 未来ꎬ
中非文明互鉴在哲学思想和发展理论构建、 文化创新合作、 经验传播和分享
路径方面ꎬ 将继续向纵深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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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文明倡议为中阿文明交流互鉴注入新动力∗

丁　 俊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文明交流与友好往来源远流长ꎬ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
中ꎬ 中国同阿拉伯国家走在了古代世界各民族友好交往的前列ꎮ 和平合作、
开放包容、 互学互鉴、 互利共赢始终是中阿交往的主旋律ꎮ”③ 中共十八大以
来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ꎬ 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外人文交流与文明互
学互鉴ꎬ 中阿文明交流也进入提速升级、 全面发展的新阶段ꎬ 为推动构建中
阿命运共同体不断注入丰富人文滋养ꎮ 阿拉伯国家普遍认为ꎬ 中国坚持维护
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彰显和平精神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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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百年变局下的中东文明发展趋势研究”
(２２ＪＪＤ８１００３２) 的阶段性成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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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时代潮流ꎬ 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ꎬ
符合世界人民谋求和平发展的共同愿望ꎻ 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中国智慧与
中国经验ꎬ 对于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重大启示借鉴意
义ꎬ 新时代的中阿文明交流互鉴具有更加突出的时代意义ꎮ

一　 和平交往是中阿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主轴
中华文明与阿拉伯文明同为古老的东方文明ꎬ 各成体系ꎬ 各具特色ꎬ 底

蕴深厚ꎬ 影响深远ꎬ 两大文明在交往交流、 互学互鉴中不断为人类文明发展
进步做出重要贡献ꎮ 阿拉伯人民自古将中国视为文明之邦、 知识之源ꎬ 对中
华文明心怀敬慕ꎬ 心向往之ꎮ “求知吧ꎬ 哪怕远在中国!” 这句据传为伊斯兰
教先知所说的阿拉伯古训在阿拉伯世界广为传诵ꎮ 中阿文明交流源远流长ꎬ
可追溯到 ２０００ 多年前ꎮ 中国汉代张骞、 班固、 甘英出使西域ꎬ 就曾到过西亚
阿拉伯地区ꎮ 自张骞 “凿空西域”、 开拓出丝绸之路后ꎬ 中阿人民就一直在这
条文明交往之路上不断相逢、 相知相交ꎬ 共同创造了代代传承、 绵延不绝的
丝路精神ꎮ 中国古代史籍 «后汉书西域传» 中曾这样记述早期丝绸之路的
繁盛景象: “驰命走驿ꎬ 不绝于时日ꎻ 商胡贩客ꎬ 日款于塞下ꎮ” 唐代时ꎬ 中
阿文明交流不断发展ꎬ 人员往来持续频繁ꎮ 史籍记载ꎬ 自唐永徽二年 (６５１
年) 至贞元十四年 (７９８ 年) 的百余年间ꎬ 阿拉伯官方向唐朝遣使多达 ４０
次ꎮ① 在民间ꎬ 更有大量阿拉伯商人、 使节、 工匠、 士卒等不断来华ꎬ 以 “蕃
客” 身份定居中国ꎬ 学习中国文化ꎬ 不断融入中国社会ꎮ 宣宗大中二年 (８４８
年)ꎬ 阿拉伯 “大食国人” 李彦昇还考取了进士ꎮ 唐朝时来华的阿拉伯旅行家
苏莱曼在其 «中国印度见闻录» 中记述ꎬ 当时仅在广州的阿拉伯等外籍人多
达十余万人ꎮ② 唐代杜环也曾在阿拉伯地区游历多年ꎬ 并著 «经行记»ꎬ 详细
记叙了当时阿拉伯的风土人情与社会风貌ꎮ

宋、 元时期ꎬ 中阿文明交流空前发展ꎬ 相互了解进一步加深ꎮ 宋人周去
非 «岭外代答» 专列 «大食诸国» 卷ꎬ 详尽介绍了阿拉伯地区风情ꎮ 元代航
海家汪大渊两度远航ꎬ 穿行阿拉伯海和红海ꎬ 曾抵今日索马里、 摩洛哥等地ꎬ
并撰 «岛夷志略»ꎬ 详细记述了阿拉伯地区风物形胜ꎮ 晚于汪大渊的阿拉伯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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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家伊本白图泰也到访中国ꎬ 并在其 «伊本白图泰游记» 中对中国做了
详细记述ꎬ 盛赞中国人民的勤劳与中华文明的智慧ꎮ 有元一代ꎬ 中阿文明交
流空前深入ꎮ 中国四大发明及制瓷、 纺织等技术大量西传阿拉伯并远传欧洲ꎻ
阿拉伯科技文化与人文科学也东传中国ꎬ 元朝秘书监收藏的阿拉伯文献典籍
多达数百部ꎬ 涉及天文、 历算、 数学、 医药等诸多学科ꎬ 元朝天文台引进的
阿拉伯天文仪器也有 ７ 种之多ꎮ 明初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ꎬ 遍访海上丝路沿
线诸多国家和地区ꎬ 其中包括今天的阿曼、 也门、 沙特阿拉伯、 索马里、 埃
及等国ꎮ 明、 清之际的一批中国学者更致力于将 “天方之学” 与中华文明融
会贯通ꎬ 认为中阿两大文明 “道本同源ꎬ 初无二理”ꎬ 二者义理相合ꎬ 殊途同
归ꎬ 皆为 “至中至庸、 至和至平之正道”ꎬ① 将中阿文明交流互鉴提升至哲学
高度ꎮ 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曾提及这一重
要活动ꎬ 将其称为 “伊儒会通”ꎬ 并与历史上的 “佛教东传” 以及近代以来
的 “西学东渐” 等相提并论ꎮ② 近代以来ꎬ 中阿人民在反对殖民主义列强的
欺凌和压迫、 争取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的历史进程中ꎬ 同呼吸、 共命运ꎬ 在
捍卫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的奋斗历程中携手互助ꎬ 不断谱写出文明交往的新
篇章ꎮ 中阿文明交流的漫长历史昭示ꎬ 和平交往是两大文明交往互鉴的历史
主轴ꎬ 堪称人类文明交而通、 交而和的典范ꎮ
二　 新时代中阿文明交流互鉴具有强大的现实动力
新中国成立后ꎬ 中阿文明交流与友好交往开启崭新历史阶段ꎬ 各领域交

流合作日益拓展和深化ꎮ 进入新时代ꎬ 中阿合作与文明交流快速发展ꎬ 动力
强劲ꎬ 成就突出ꎬ 为推动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持续提供丰富人文滋养和精神
资源ꎮ 新时代的元首外交不断强化中阿政治互信ꎬ 为中阿文明交流奠定坚实
政治基础ꎬ 发挥强大战略引领作用ꎮ 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包括中阿文明交流
在内的中外文明交流互鉴ꎮ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５ 日ꎬ 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第
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中ꎬ 深入阐释了和平合作、 开放包容、 互学
互鉴、 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ꎻ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１ 日ꎬ 习近平主席在阿拉伯国家联
盟总部发表的演讲中提出中阿共建 “一带一路” 行动ꎬ 确立和平、 创新、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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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 治理、 交融的行动理念ꎬ 并倡议建立中阿改革发展研究中心ꎬ 推进中阿
双方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与文明交往互鉴ꎻ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０ 日ꎬ 习近平主席在中
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讲话中宣布ꎬ 中阿双方 “一致同意建立
全面合作、 共同发展、 面向未来的中阿战略伙伴关系”ꎬ 强调 “文明的活力在
于交往交流交融ꎮ 历史上ꎬ 中华文明和阿拉伯文明交相辉映ꎮ 今天ꎬ 我们要
更多向对方汲取智慧和营养ꎮ”①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ꎬ 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阿
峰会上发表主旨讲话ꎬ 全面阐释了守望相助、 平等互利、 包容互鉴的中阿友
好精神ꎬ 提出了推进中阿务实合作的 “八大共同行动”ꎬ 其中包括 “文明对话
共同行动”ꎮ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ꎬ 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文明倡议ꎬ 这是继全球
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后ꎬ 中国提出的第三份关于推进全球治理、 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倡议ꎬ 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ꎬ 也为新时代
中阿文明交流互鉴指明了方向和注入了动力ꎮ

在经济层面ꎬ 中阿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 为新时代中阿文明交流带来
新的历史机遇ꎬ 提供强劲发展动力ꎮ 阿拉伯国家是与中国共建 “一带一路”
的天然合作伙伴ꎮ “一带一路” 倡议受到阿拉伯国家广泛欢迎ꎮ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底ꎬ 中国与所有阿拉伯国家和阿盟签署了 “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ꎬ 不少阿拉
伯国家都积极谋划将本国发展规划与 “一带一路” 倡议对接ꎮ 中阿共建 “一
带一路” 在许多领域不断取得非凡成就ꎬ ２０２２ 年ꎬ 中阿贸易额超过 ４ ３００ 亿
美元ꎬ 同比增长超过 ３０％ ꎬ 比 １０ 年前翻了一番ꎮ② “一带一路” 框架下汇聚
了丰富多彩的中阿人文交流品牌活动ꎮ 中阿合作论坛成立以来ꎬ 双方已联合
举办了 １０ 届中阿关系暨中阿文明对话研讨会ꎮ 中国已有数十所高校开设阿拉
伯语专业ꎬ 阿拉伯国家开设的孔子学院有 ２０ 余所ꎬ 开设中文课程的学校有数
百所ꎮ “一带一路” 已成为阿方学界、 智库和媒体不断研讨交流的热门话题ꎬ
阿拉伯政商学界人士对共建 “一带一路”、 对中国文化及中国治国理政经验都
怀有日益浓厚的兴趣ꎬ 高度赞赏和认同中国提出的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
目标的三大倡议ꎬ 认为中国式现代化为阿拉伯国家探索自主发展道路提供了
重大启示和宝贵经验ꎮ 中阿全面合作日益拓展和深化ꎬ 为新时代中阿文明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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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互鉴带来了强大的发展动力ꎮ
三　 新时代中阿文明交流互鉴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中阿两大民族有着相似、 相同的历史遭遇ꎬ 中阿文明拥有许多共同共通、

相似相近的价值理念ꎬ 两大文明关于人类平等尊严、 文明和衷共济以及人与
自然和合共生等一系列伦理思想高度契合ꎬ 和为贵、 和而不同等文化理念使
两大文明始终保持交而互通、 包容多样、 和谐共生的良性交往ꎮ 正如习近平
主席所讲: “中华民族和阿拉伯民族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明ꎬ 近代以来又都在
时代变迁中经历过曲折ꎬ 实现民族复兴始终是我们双方的追求ꎮ”① “中华文
明与阿拉伯文明各成体系、 各具特色ꎬ 但都包含有人类发展进步所积淀的共
同理念和共同追求ꎬ 都重视中道平和、 忠恕宽容、 自我约束等价值观念ꎮ 我
们应该开展文明对话ꎬ 倡导包容互鉴ꎬ 一起挖掘民族文化传统中积极处世之
道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ꎮ”② 新时代的中阿文明交流互鉴ꎬ 致力于探索适合各自
国情的发展道路ꎬ 推动中阿两大民族复兴形成更多交汇ꎬ 为构建中阿命运共同
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更多人文滋养和精神资源ꎬ 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世
界意义ꎮ

新时代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的中阿文明交流互鉴活动ꎬ “从彼此古老文明
中汲取智慧ꎬ 共同弘扬 ‘重和平、 尚和谐、 讲信义、 求真知’ 的文明真谛ꎮ
我们在 ‘文明冲突’ 的鼓噪中守正不移ꎬ 共同倡导文明对话ꎬ 反对文明歧视ꎬ
守护世界文明多样性ꎮ”③ 共同弘扬和平、 发展、 公平、 正义、 民主、 自由的
全人类共同价值ꎬ 推动东方古老文明与民族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
发展ꎬ 不断丰富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ꎬ 携手共铸世界文明和合共处之道ꎬ
不仅为增进中阿民心相通、 助力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
了丰富的精神动力ꎬ 而且向国际社会展现了不同文明交而通、 交而和的伟大
智慧ꎬ 为当今世界文明交往互鉴、 美美与共树立了榜样ꎮ④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ꎬ 和平发展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

９１

①
②
③

④

习近平著: «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ꎬ 中央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８ 年版ꎬ 第 １２５ 页ꎮ
同上书ꎬ 第 ３２３ 页ꎮ
习近平: «弘扬中阿友好精神　 携手构建面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 ———在首届中国—阿

拉伯国家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 (二○二二年十二月九日)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ꎮ
丁俊: «新时代中阿文明交流根深叶茂»ꎬ 载 «光明日报»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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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潮流ꎬ 同时ꎬ “文明中心论” “文明优越论” “文明冲突论” 的偏见依然
根深蒂固ꎬ 各种极端势力不断在不同文明间制造新的断层线ꎬ 国际话语霸权
持续鼓噪和散布 “中国威胁论” “中国扩张论” “伊斯兰恐惧症” 等谬论∗ꎮ 面
对时代挑战ꎬ 新时代的中阿文明交流互鉴ꎬ 赓续历史传统ꎬ 秉承丝路精神ꎬ
共同践行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 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 以文明共存
超越文明优越的文明交往理念ꎬ 广泛凝聚和平发展共识ꎬ 激发变革创新动力ꎬ
创造合作共赢机遇ꎬ “为变乱交织的世界不断注入稳定性ꎬ 为世界的和平与发
展带来新希望ꎮ”① 新时代中阿文明交流互鉴的伟大实践ꎬ 必将在世界文明交
往史上谱写出和合共生的新篇章ꎬ 为中阿共建 “一带一路”、 携手推动构建中
阿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奉献更多东方智慧ꎮ

０２

①
ꎮ

翟隽: «在第十届中阿关系暨中阿文明对话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致辞»ꎬ 载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２３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５ 页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