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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数千年以来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智慧结晶，是世界历史长河中一颗璀璨的

明珠，其中内在地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对当下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具有重要的借鉴

意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和实践观展现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人

文底蕴。全面深入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其一要有哲学视角，深入揭示文化背后的哲学意蕴。其

二，要有时代视角，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哲学特点和当代价值。其三，要有人类文明视角，揭示传

统文化在哪些方面为人类文明作出独特贡献。这需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哲学特质展开全面深入研究，

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支持，推动中华文化绵延繁盛、中华文明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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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s the wisdom crystallization formed in the production 
practice of the Chinese nation for thousands of years, and it is a bright pearl in the long river of 
world history, which contains rich philosophical thoughts, and has important reference signifi-
cance for the thinking mode, values and behavior norms of human servants. The view of the world, 
the view of society, the view of morality and the view of practice contained in the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show the long history and humanistic heritage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To fu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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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deeply grasp the connotation of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one must have a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and deeply reveal the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 behind the culture. Sec-
ond, it is necessary to have a perspective of The Times and grasp the philosoph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contemporary values of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ir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civiliz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reveal the aspects in which traditional culture has made 
unique contributions to human civilization. This requires a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study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o provide suppor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culture in the new era, and to promote the continuation and flourishing of Chinese cul-
ture and the enduring renewal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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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哲学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

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

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

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1]。辩证看待其中蕴含着的人文精神、教化思想和道德理念，既可以为人们认识和

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也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 

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哲学意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哲学意蕴深厚且博大精深，它如同一条贯穿历史长河的智慧脉络，滋养着中华

民族的精神世界。这一文化体系的核心在于其独特的天下观、社会观、价值观、道德观和实践观，这些

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特的精神内核。 

2.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协和万邦的天下观 

中华文化天下观是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鲜明特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以其博大

精深的内涵和深远的影响力，塑造了中华民族独特的世界观。璀璨辉煌的中华文明精神宝库，蕴涵着取

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智慧，“协和万邦”是其中一个经久传承、辉耀至今的精神符码，亦是我国传

统文化始终秉持和践行的一种人文取向和价值理念。 
其一，“协和万邦”语出《尚书·尧典》篇，原文为：“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

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2]其本意是指最高决策者在把自己家族和国家管护治理的

井然有序的基础上，再将其他各国各族凝聚起来形成合力，使天下不同国家的百姓协作共事、和睦相处。

换言之，“协和万邦”是由家族内部和谐延伸为社会和谐再扩展为各个国家和邦族之间的和谐。作为中

国文化的主流价值观之一——“协和万邦”的天下观理念，一直以来肯定和彰显的是“以德服人”，弃

绝和否定的是“以力服人”，正是由于封建社会大部分王朝的开明君主实施了“协和万邦”理念，才极

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不断融合和“大一统”国家的逐步建立。中华文化历来主张民胞物与、协和万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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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大同，讲求“天下一家”，这将为消除当今世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一种理性而务

实的思路与方案。 
其二，“天下观”源于古老的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的“仁者爱人”思想，以及法家的“以法为天

下”理念。中国古代哲学的最高范畴是“道”，形成了本体论、认识论与道德论“合三为一”的情况，

使得中国古代哲学的结构很自然地形成天道、人道、知天知人之道。天道即关于宇宙根本问题的学说，

相当于西方哲学中所谓本体论、宇宙论、自然观。在这一观念中，世界被视为一个整体，各国人民互相

依存，共享天地之大美。儒家的孔子提出“四海之内皆兄弟”，强调世界公民的共通情感；孟子的“仁

者无敌”则倡导以仁义待人，以和平化解冲突。《周易》中讲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3]”表

达了对万物共生共荣的深刻理解。老子的道家思想则主张“天人合一”，认为人应顺应自然之道，与万

物和谐共存，这种观念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构建全球环境伦理的重要资源。 
其三，协和万邦的天下观，与各国人民对美好世界的追求相契合。新时代新征程，各国是相互依存、

彼此融合的利益共同体。人类文明百花园绚烂多彩，不同文明各有千秋，应坚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

包容的文明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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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协和万邦的天下观，以其包容性和和谐性，为构建公正、公平的国际秩序提供了智慧，

对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我们应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发扬光大中华

文化协和万邦的天下观高超智慧，树立博大胸怀，将本国成功经验与其他国家共同分享，不断为全球治

理和人类文明进步注入东方的哲学力量。 

2.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和而不同的社会观 

中华文化社会观是追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根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特别是儒

家的“和而不同”哲学，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独特的智慧。这一思想主张在保持个体差异的同时，寻

求社会的和谐与统一，其精髓在于尊重多样性，强调和谐共存，这对于现代社会的多元文化融合和包容

性社会构建具有深远的启发意义。 
其一，“和而不同”源自《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孔子在这里提出了

一个社会理想，即君子能够包容并欣赏他人的不同，而小人则偏好一致，却无法和谐共处。“和而不同”

一词强调在和他者相处时，保持一种和谐友善的态度，而不必在细节上苛求一致。从《左传》《国语》

等文献来看，大概从西周末年开始，“和”“同”问题就开始被中国人所重视。“和而不同”思想提出

以后，学界诸位方家先后对其作过释义。春秋至两汉时期，君子是一种理想型人格，它由先秦儒家所建

构，为两汉士人所尊奉。在以三纲五常核心的名教世界里，君子成为社会普遍崇尚的理想人格。 
其二，在社会观上，“和而不同”意味着社会应该接纳多元文化和不同观点，鼓励包容性思维。中

华民族历史上多个民族的交融共生，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这种文化的包容性造就了中华民族的

韧性与活力。“和”文化是中华文明的精髓所在。“和”的核心精神，是相互承认、彼此尊重、和谐圆

融。“和”的基础，在于和而不同、互相包容，求同存异、共生共长。“和”的途径，是以对话求理解，

和睦相处；以共识求团结，和衷共济；以包容求和谐，共同发展。在国际关系中，“和而不同”体现了

和谐共处的外交理念，倡导不同国家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通过对话、协商和合作实现共赢。中国提

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正是基于这一哲学思想，旨在促进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实现经济、文化的共

同发展，而非简单的同化或控制。 
其三，浸润在中华文化中的全人类之间那种不分贫富贵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社

会观，通过强调兼容并蓄、多元共生，为提供了构建和谐社会、促进人类共融的哲学指导。在当今世界

面临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和文化冲突的背景下，这一理念的价值显得尤为重要，它为我们提供了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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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创新的解决之道，推动社会向着更加平等、理解与和平的方向发展。 

2.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人心和善的道德观 

中华文化道德观是塑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显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其道德观

深深植根于人心，强调个人修养与社会伦理的统一，为现代社会提供了一种内在的道德指南。这一道德

观以儒家的“仁爱”、墨家的“兼爱非攻”、道家的“无为而治”等为核心理念，构建了以“仁”、“义”、

“礼”、“智”、“信”为根基的道德体系，至今仍对人们的道德实践有着深远影响。 
其一，儒家的“仁”是道德的核心，它强调对他人的关爱和尊重，要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己

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黄金法则。孔子的“仁者爱人”提倡以仁慈和友善待人，通过孝悌、忠信的实践

来提升个人的道德品质。孟子则进一步深化了仁爱的内涵，提出了“性善论”，认为人之本性本善，只

要通过教育和修养，就能实现人的道德完善。墨家的“兼爱非攻”主张普遍的爱与和平，反对战争和自

私，提倡互助与平等。墨子认为，人们应以爱己之心爱人，这与儒家的仁爱理念相辅相成，共同构建了

中国社会的理想道德境界。这种道德观在现代社会中依旧具有现实意义，对培养人们的博爱精神和和平

意识具有积极影响。道家的道德观则强调自然无为，主张顺应自然，内在和谐。老子的“上善若水”教

导人们以谦逊和柔顺的态度面对生活，以达到内心的宁静与平衡。道德观念在现代生活的快节奏中，为

人们提供了一种心灵的庇护，帮助人们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找到内心的宁静与和谐。《周易》提出“善

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孟子主张“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

等等，都将善与为人之本、安身立命联系在一起，体现着中国人崇德向善的美好追求。 
其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义”、“礼”、“智”、“信”等道德准则也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

规范。“义”是一种坚守原则、明辨是非的道德勇气，礼则是社会交往中的规范，“智”则包含了明智

判断和智慧的运用，而信则是对承诺的忠实和对他人的信任。人心和善是一种以“和合”价值理念为遵

循的道德要求。中华传统文化中，对“和合”的表述很多。《诗经》中“既和且平，依我磬声”；《大

学》中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对“和”与“善”关系的

经典表述等，这些道德观在日常生活中指导着人们的决策与行为，为社会秩序的维护和人际关系的和谐

奠定了基础。 
其三，人心和善的道德观，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现代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在全球

化背景下，这一道德观念的传播和实践，有助于增进不同文化间的理解和尊重，为构建和谐世界拓宽道

德共识，促进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 

2.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知行合一的实践观 

知行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核心范畴，也是持续塑造中华民族心理文化结构的思维框架。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强调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其中“知行合一”是儒家哲学的核心理念，

由宋代大儒朱熹发扬光大，对后世影响深远。这一观念主张知识与行动的统一，倡导通过实践来验证和

丰富理论，进而实现个人道德品质的提升和社会的和谐进步。 
其一，“知行合一”的哲学观源于孔子的“学而时习之”，意在强调学习不仅仅是获取知识，更重

要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将所学付诸实践。朱熹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提出“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

之愈笃，则知之益明”[4]，揭示了知识和行动相互促进的关系。他认为，知识是道德实践的指引，而实

践则是检验知识正确性的试金石，二者相辅相成，共同塑造一个人的道德品格。“知”作为知识活动的

过程或知识的形态，都必须通过“行”来实现。人们关于事物的知识并不是固有的，而是来自于广义的

生活实践。就任何一种具体知识的获得而言，获得的过程必然体现为“行”的具体活动；而当这一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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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阶段性终结，便是某种具体知识的形成。因此在这一意义上，“行”是知识之所以可能的根本方式。

它的要点在于把“知”与“行”都看作是一个过程，并强调它们在过程上的统一性。正是在这种“过程”

的意义上，“知”、“行”本质上就成为同一过程所展开的两个方面，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相分

离的。 
其二，在个人层面，知行合一意味着个体应当将儒家伦理道德如孝、悌、忠、信等融入日常生活，

通过实践来实现人格的完善。在社会层面，知行合一要求官员以儒家的仁政理念治理国家，实现政治清

明、社会和谐，通过道德的实践来约束权力，维护社会公正。例如，在现代教育中，知行合一的理念仍

有其重要价值。它鼓励教师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要培养学生将知识应用于实际，通过实践活动提升理

解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教育方式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与现代教育强调的“做中学”理念不谋

而合。 
其三，在全球化背景下，知行合一的实践观对于解决实际问题具有指导意义。它倡导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避免空洞的理论说教，鼓励通过实际行动来解决社会问题，如环境保护、社会公正等。知行合一

的价值观在国际交往中，也体现了中国倡导的和谐共处和责任伦理，有助于构建公正、平等的全球治理

体系。 

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哲学特点 

3.1. 实践性：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性哲学思想，自古以来就以“实事求是”为核心，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紧密

结合，这种哲学态度对于现代社会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孔子曰：“吾听吾师，吾更吾师，吾得吾

师。”对于知识的追求，他倡导亲身实践和独立思考，这一精神在后世的学术研究和科学发展上得到了

体现和发扬。 
其一，“实事求是”一词最早出自《汉书·河间献王传》，原指河间献王刘德治学严谨，只采纳确凿

的史料。这一概念在马克思主义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成为坚持真理、追求真理的代名词。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背景下，“实事求是”不仅是学术研究的态度，更是社会行动的准则。例如，儒家主张“知

行合一”，认为知识的获得和道德的实践应相辅相成，只有通过实践，才能真正理解并内化知识，实现

个人的道德完善和社会的进步。 
其二，在现代社会，这种实践性特质依然发挥着关键作用。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它强调面对问题、

分析问题，并通过实践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而非空谈理论。这种“坚持问题导向”的思考方式，让决

策者能够直面现实挑战，制定出更符合实际需求的解决方案。在管理学中，这种哲学理念体现为行动研

究，强调从实际问题出发，通过行动和反思不断改进管理策略。实践性哲学思想也体现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对和谐社会的追求中。儒家的“中庸之道”、道家的“无为而治”以及法家的“法治”理念，都在

实践中寻求动态平衡，以和谐共生为目标，这在现代社会中依然具有借鉴意义，尤其是在推动可持续发

展和全球治理方面。 
其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实践性，无论是“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亦是“知行合一”的道德

追求，都体现了对实际问题的敏锐洞察和解决策略的创新。新时代新征程，对实践的认识应被进一步挖

掘和弘扬，以推动社会的持续发展和问题的有效解决，为构建公平、和谐、可持续的人类社会贡献力量。 

3.2. 整体性：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哲学特点中，整体性占据着重要位置。这一观念源于古人对宇宙万物固有内在

联系的深刻理解，尤其在道家和儒家思想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道家的“道法自然”理念，揭示了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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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之间的动态平衡，主张顺应自然法则，实现天、地、人三者的和谐统一，即所谓的“天人合一”。

这种整体观强调的是宇宙中所有事物的相互依赖和相互影响，认为人类必须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处，才能

实现真正的繁荣。 
其一，天下为公、天下大同大的社会理想深深刻印于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天下为公”和“天下大

同”都出自先秦时期的儒家经典《礼记·礼运》。《礼记·礼运》开篇就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描绘了一个美好的大同世界，反映了人民渴望摆脱剥削压迫、摆脱贫困动荡、过上安定富足生活的心声，

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社会理想。在儒家的哲学中，孟子提出了“万物皆备于我”的思想，虽然这在某种程

度上强调了个体的内在全备，但同时也体现了对整体世界的包容和理解。这种观念在现代社会中被赋予

了新的内涵，即“系统观念”。系统观念认识到一个事物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其他事物相互关联，共

同构成一个复杂的系统。 
其二，天下为公、天下大同观念从根本上表明天下秩序即世界秩序应当建立在“公”“同”的基础

上，而“公”“同”就意味着“王道”。大体而言，中国古代的这种王道原则在内容上可以概括为三点：

第一，王是普遍存在的。《尚书·周书·洪范》中就讲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

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为了维持世界秩序的稳定和谐，王道首先要以普遍性作为自身的要求，不

能以维护自身利益为出发点，由此损害别国的利益。第二，王道是“以德行仁”。在孟子看来，霸道依

靠的是武力压制，他国并非真心归服；王道则凭借道德，实行仁政，通过积累使自身强大，逐渐取得别

国信任。第三，王道以重视民生为宗旨。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讲“王者，民之所往”，王安石也讲

“王者之道，其心非有求于天下也，所以为仁义礼信者，以为吾所当为而已矣”。这些论述都表明王道

以重视民生民意为根本宗旨。 
其三，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变局中充满不确定性。在诸多不确定性中有一点是确

定的，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整个世界日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整体性哲学思想，从“天人合一”的古老智慧到“坚持系统

观念”的现代应用，始终贯穿于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的和谐关系中。 

3.3. 人民性：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哲学特点，还体现出了深厚的人民性和人文关怀。自古以来，中国哲学家们

就强调人民在社会中的基础地位。 
其一，《尚书》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将人民视为国家的根本，强调社会治理的根本在于

保证人民的福祉。这种民本思想在孔子的“为政以德”和孟子的“民贵君轻”中得到了进一步深化，展

现了对民众价值的尊重。孔子强调“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在他的眼中，为政以

德是一个双向问题，一是需要为政者提升自身道德修养，“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二是通过教化，提升民众的道德水平和思想修养，“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家的“无为

而治”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对人民利益的尊重，它倡导减少不必要的干预，让人民自主发展，这与现

代民主社会的理念不谋而合，强调个体的自由和权利。同时，儒家的“仁政”和墨家的“兼爱非攻”，

《论语》讲，“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这些都在强调施行仁政和德治、顺应民心

的重要性。 
其二，新时代新征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人民性哲学理念在“坚持人民至上”的理念中得到了新的

诠释。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以实现人民的幸福为目标，这与传统哲学

中的民本思想一脉相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医疗改革、教育公平

等政策，都以人民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从而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奋力前进。从“民为邦本”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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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为中心”，从“为政以德”到“以德为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亦是新时代党对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超越，进一步开启了民本理论发展和实践创新的空间。 
其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人民性特质，始终贯穿于对人民价值的肯定和对人民福祉的追求中。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5]，道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世界的辩证法，

诠释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体现了党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精神

谱系的最新表达。 

3.4. 辩证性：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 

其一，“执两用中”出自《中庸》“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是孔子赞扬舜能根据“过”与“不

及”两端的情况，采纳中庸之道来治理百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和”两个字具有极为深厚的

文化意蕴。《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

育焉。”这里，“中”与“和”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强调事物对立面的统一、复杂多样事物之间的融

合，强调不偏不倚、观照两端的辩证思维。《大学》强调君子不仅要持续地提高自身素养——“苟日新，

日日新，又日新”，而且也要持续地振作人民，使人民为善，也是《中庸》所讲的“从容中道”，亦即

“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 
其二，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与中国哲学辩证法思想有高度契合性。执两用中、守中致和

就是要坚持辩证地、就是要坚持一分为二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地办事情，就是要坚持运动的观点、发

展的观点作决策。《矛盾论》中指出：“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不应当陷入片面

性的极端观点，而是在矛盾中寻求新的发展方向。运用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要学会底线思维，

要求我们面对错综复杂的发展环境，把困难和挑战估计得更充分一些，要站在全局的视野中考量，以和

谐共生的发展理念推进中国各项事业的发展。 
其三，新时代新征程，以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能够

有效化解人们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各种冲突与危机，发挥其安抚人心、增进认同的积极作用。在世界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坚持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

就要坚持发扬斗争精神，随时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4. 结语 

“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6]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繁衍千年传承下

来的宝贵精神财富，是内外和谐的精神追求。知行合一的实践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座瑰宝，它

揭示了理论与实践的内在统一，强调了道德修养与社会行动的必要结合。在现代社会中，弘扬知行合一

的理念，有助于个人素养的提升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对于传承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具有中国

特色的哲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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