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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伦理价值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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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着“人道”“共享”“正义”“和谐”四大伦理价值ꎬ且它们构成了一个有机整

体ꎮ “人道”伦理精神是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伦理价值基础ꎬ“共享”伦理精神是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

伦理价值核心ꎬ“正义”伦理精神是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伦理价值本质ꎬ“和谐”伦理精神是习近平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的伦理价值旨归ꎮ 这四大伦理价值充分体现了人类共同体理念的伦理价值意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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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ꎬ“坚持和平发展道路ꎬ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①ꎮ 这一理念的提出ꎬ
彰显了中国的全球视野、世界胸怀和大国担当ꎬ有
利于中国进一步走近世界舞台中央ꎬ提升话语权ꎬ
为人类建立公正的国际秩序、实现全球治理作出新
的更大的贡献②ꎮ 从哲学上看ꎬ人类命运共同体是
对全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和价值追求ꎬ它是基于人
类追求美好生活的终极价值而提出的ꎻ人类命运共
同体构想凝聚着中国智慧、中国精神、中国价值ꎬ是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
部分ꎬ也是中国大国外交的基本方略ꎬ拥有丰厚而
坚实的哲学基础③ꎮ 人类的“生活”必定是“伦理
的”ꎬ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上是一种伦理共同体ꎮ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论述具有鲜明的伦理特质ꎬ
蕴含着深厚的伦理意蕴ꎮ

一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
背景

时代课题是思想理论得以提出的动因ꎮ 马克

思在其著作«集权问题»中指出:“问题就是公开

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ꎮ 问题就是

时代的口号ꎬ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

声ꎮ”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当今时代人类所面

临的重大而紧迫的命题———“世界怎么了、我们怎

么办?”习近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论述正是源于

对这一时代命题的回应ꎮ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８ 日ꎬ习近

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重要演讲ꎬ他指出:“当
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ꎬ人们对未来既寄予期待又感

到困惑ꎮ 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 这是整个世界

都在思考的问题ꎬ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ꎮ”⑤为

了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ꎬ习近平认为首先要弄清楚

一个最基本的问题ꎬ就是我们从哪里来、现在在哪

里、将到哪里去? 沿着这个逻辑理路ꎬ演讲中ꎬ习近

平回顾了人类近 １００ 多年来的历史ꎬ总结了近 １００
多年的历史经验得出结论:“人类经历了血腥的热

战、冰冷的冷战ꎬ也取得了惊人的发展、巨大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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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ꎬ尤其是人类遭受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劫难ꎬ使人

们倍加渴望和平ꎬ“这 １００ 多年全人类的共同愿望ꎬ
就是和平与发展”ꎬ人们一直为实现这一愿望而不

懈奋斗着ꎬ当今时代这一愿望远未实现ꎬ仍需吾辈

继续努力ꎮ 目前ꎬ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

时期ꎬ“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ꎬ社会信

息化、文化多样化持续推进ꎬ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革命正在孕育成长ꎬ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ꎬ全
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ꎬ和平力量的上升远远超过

战争因素的增长ꎬ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

流更加强劲”ꎮ 同时ꎬ“人类也正处在一个挑战层

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ꎮ 世界经济增长乏

力ꎬ金融危机阴云不散ꎬ发展鸿沟日益突出ꎬ兵戎相

见时有发生ꎬ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阴魂不散ꎬ恐怖

主义、难民危机、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

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ꎮ 宇宙只有一个地球ꎬ人类

共有一个家园ꎮ 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ꎬ让发展的

动力源源不断ꎬ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ꎬ是各国人

民的期待ꎬ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ꎮ 中

国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ꎬ实现共赢共享ꎮ
自 ２０１２ 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

同体意识”以来ꎬ习近平又在不同场合强调、阐释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ꎮ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ꎬ“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被写入联合国有关决议①ꎮ 习近

平人类命运共同体论述即是针对 “人类如何生存”
问题而提出ꎮ 其实ꎬ人类对这一问题的思索一直都

没有停止ꎬ尤其是一战以来ꎬ人们深深陷入了对生

存前景的忧虑ꎮ 斯宾格勒预言了“西方的没落” ꎬ
胡塞尔讨论了“欧洲科学危机” ꎬ 卢卡奇描绘了当

代世界中“理性的毁灭” ꎬ 而罗素则特别引人注目

地发问:“人类有没有前途?”②阿兰图海纳问:
“我们能否共同生存?”人们认为这是个“没有安全

感的时代”ꎮ 韦伯描述的“诸神不和”状态、尼采对

现代性进行诊断后得出的“现代精神已无可救药”
的结论、吉登斯眼中的“全球性风险景象”、海德格

尔担忧的“无家可归”现象ꎬ还有雅斯贝尔斯、弗洛

伊德、弗罗姆、布洛赫、哈贝马斯、韦伯、爱因斯坦

等ꎬ他们都从不同的视角(哲学、宗教、社会学、心理

学、政治学等)阐述了对人类前途的忧虑ꎮ 如何走

出危机? 学者们纷纷提出拯救方案ꎬ罗素在«伦理

学和政治学中的人类社会»中指出:“人类种族的

绵亘已经开始取决于人类能够学到的为伦理思考

所支配的程度ꎮ 我们也必须思考为什么人们迄今

为止运用他们的知识创造出这样一个世界:只有少

数人才能享受ꎮ”他不仅忧思人类的发展前途ꎬ而且

提出了人类共存、共同发展的思想ꎮ 爱因斯坦自第

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就开始呼吁建立世界政府ꎮ 海

德格尔指出ꎬ人类存在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共在ꎬ他
的学生汉娜阿伦特从政治哲学视角阐述了人类

必须共存的思想ꎬ她指出:“一切人类生活都受到如

此事实的制约:即人必须共同生活在一起ꎮ”罗素、
迪尔凯姆、孔汉斯、彼得辛格等学者进行了伦理

之路的探讨ꎬ提出了“构建共同伦理”“全球伦理”
等思想ꎮ 在中国ꎬ陈独秀、胡适等人在发动新文化

运动时ꎬ首先就提出“伦理道德革命”:“盖伦理问

题不解决ꎬ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ꎮ”“伦理之觉悟

为最后觉悟之觉悟ꎮ 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ꎬ最初促

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ꎬ相形见拙ꎬ举国所知矣ꎻ其次

为政治ꎬ年来政象所证明ꎬ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ꎮ
继今以往ꎬ国人所怀疑莫决者ꎬ当为伦理问题ꎮ”
“此而不能觉悟ꎬ则前之所谓觉悟者ꎬ非彻底之觉

悟ꎬ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ꎮ 吾敢断言曰ꎬ伦理的觉

悟ꎬ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ꎮ”③梁漱溟晚年一

直忧虑“人类的前途会好吗?”他对此问题充满信

心ꎬ而且他认为前提有赖于中国传统文化复兴ꎮ

二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人道”
价值

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展现出的是一个“持久和

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

界④ꎮ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ꎬ是基于对人类前途

和命运的深切关注ꎬ它始终体现着一种向善共生的

伦理指向和团结互助的道德逻辑———“人道”的伦

理精神ꎮ “人类如何在一起?”“我们如何共存?”这
一问题的忧思本身就是一个伦理的思考ꎬ本身就具

有人道的意蕴ꎮ 这里所谓“人道”ꎬ即指人类的生

存、生活之道ꎮ 人类是共存的动物ꎮ 亚里士多德在

其«政治学»中就论述了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的思

想ꎬ所谓政治动物ꎬ乃是指人是过“共同的生活”ꎬ
离开共同生活ꎬ人就不能生存ꎬ所以ꎬ人的生存本质

３１１

①

②
③
④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１０ 日ꎬ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 ５５ 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ꎬ呼吁国际社会本着合

作共赢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ꎬ加强对非洲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ꎮ
吴晓明:«马克思发展理论的本质特征与当代意义»ꎬ«马克思主义与现实»２００６ 年第 ２ 期ꎮ
任建树ꎬ张统模ꎬ吴信忠:«陈独秀文选(第 １ 卷)»ꎬ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３ 版ꎬ第 １７９ 页ꎮ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ꎬ«人民日报»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０ 日ꎮ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

上就是“共存”ꎮ 荀子说:“人力不如牛ꎬ走不如马ꎬ
而牛马为用ꎬ何也? 人能群ꎬ彼不能群也ꎮ” («荀
子王制»)能群ꎬ即能共存、共在ꎮ 无产阶级革命

导师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

象物ꎬ在其现实性上ꎬ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ꎮ”①

也就是说社会属性是人的本质属性ꎮ 习近平人类

命运共同体论述蕴含着人类共存、共在的人道伦理

价值精神ꎬ这一理念吸收了前人关于人类共存的思

想ꎬ是对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ꎮ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主要是基于中

国文化语境和当今时代背景ꎮ 习近平多次强调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ꎮ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１ 日至 ２２ 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

议上ꎬ他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

化根脉ꎬ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ꎬ
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ꎬ对解决人类

问题也有重要价值ꎮ”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蕴

含的人类共存、共在人道理念ꎬ由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里的人道思想孕育而来ꎮ 儒、道、释三家是中国

传统文化的代表ꎬ尤其是作为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

文化ꎬ人道思想非常丰富ꎮ 儒家人道思想体现于

仁ꎮ 孔子之学称之为仁学ꎬ仁的意义包括爱人与忠

恕等几个意思:爱人就是指人要有博爱心或慈悲

心ꎬ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ꎬ忠就是“己欲立

而立人ꎬ己欲达而达人”、推己及人ꎮ 孔子一生“志
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ꎬ他是人道思想的典

范ꎮ «中庸»里讲“诚之者人之道”ꎬ«论语»中很多

章句都在解释仁的含义ꎬ可见ꎬ以孔子为代表的先

秦儒家的仁学是人道之学ꎬ它奠定了中国儒学发展

的基础ꎮ 在仁学的基础上ꎬ儒学发展到宋明理学阶

段ꎬ二程、朱子等儒者把人道思想上升到本体论的

高度ꎬ从本源上进一步阐述儒家人道思想的合理性

和存在的依据ꎬ树立了儒家人道的天理观ꎮ 儒家强

调“天下一家”“万物一体”“仁者爱人”等思想ꎬ充
满着人的生存、生活之道ꎬ具有深厚的人道意蕴ꎮ
梁漱溟对此评价说:“儒家之为学也ꎬ要在亲切体认

人类生命之极高可能性而精思力践之ꎬ以求践形尽

性”ꎬ“儒家期于成己ꎬ亦以成物ꎬ亦即后世俗语所

谓做人”③ꎮ 儒家哲学并非如西洋古代所说的爱

智ꎬ而是“生命上自己向内用功进修提高的一种学

问”ꎬ是一种强调修身和变化、提高自己生命的实践

智慧④ꎮ 梁漱溟认为儒家的哲学可称为人生实践

之学ꎬ是一种生命的学问ꎮ 生命之学即是人道之

学ꎬ教人体认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ꎬ做人之道ꎮ
道家不同于儒家ꎬ儒家讲的做人之道是伦常之道ꎬ
而道家之道ꎬ照老子所说:“道可道ꎬ非常道ꎮ”可见

道家所谈的不是常道ꎬ不同于儒家所讲的伦常之

道ꎮ 道家之道强调“人法道、道法自然”ꎮ 可以说ꎬ
道家所强调的人道是自然之道ꎬ人要遵循自然之道

而做人ꎬ所以ꎬ道家主张无为ꎮ 佛教提倡“普度众

生”“利济苍生”ꎬ有“大船愿载千万人”的神谕ꎬ提
出要把“己渡”与“渡人”有机地结合起来ꎬ并且主

张以出世的思想ꎬ做入世的事业ꎬ提倡“万法皆

空”、扬善去恶的修心思想ꎬ这些都是佛家人道思想

的体现ꎮ 总之ꎬ中国传统文化之学都是为己之学ꎬ
通过修身、体认、功夫等途径ꎬ教人学以成人ꎬ教人

成为一个有仁义道德、有人道精神之人ꎮ 习近平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充分彰显了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的人道精神⑤ꎬ回答了人类生存之道这一基本

问题ꎮ

三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共享”
价值

如果说共存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道伦

理价值ꎬ那么ꎬ共享就是人类生存之道的必然要求ꎬ
因为共存必然要求共享ꎬ共生、共享是社会主义发

展规律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⑥ꎮ 习近

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充分体现了共享思想ꎮ “世
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ꎬ实现共赢共享ꎮ”“世界命运应该由各

国共同掌握ꎬ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ꎬ全球

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ꎬ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

同分享ꎮ”⑦习近平的这些表述深刻体现了人类共

享的价值理念ꎮ 共享体现了道德的本质内涵和特

性ꎬ无论是道德的本质特征———正义和善的体现ꎬ
还是道德特性的内涵———利他、理想、自主ꎬ共享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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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它们的必然要求①ꎮ 共存、共在、共享ꎬ是人类生

活的根本价值旨趣ꎬ人类不同于其他生物ꎬ在于人

“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②ꎬ在于人谋求与他

者的共在ꎮ 人类命运共同体ꎬ顾名思义ꎬ即意味着

人类的命运是休戚相关、紧密相连的ꎬ这是人类存

在的“天理”ꎬ“各人自扫门前雪ꎬ休管他人瓦上

霜”③是不符合人类的存在之道的ꎮ 宇宙只有一个

地球ꎬ人类共有一个家园ꎮ 整个人类就像乘坐在一

艘“诺亚方舟”上ꎬ每个人的命运都连在一起ꎬ你中

有我ꎬ我中有你ꎬ谁都不是“一个人”的存在ꎮ 人类

的存在事实不像美国地理学家、微生物学家凯里特

哈丁所描述的“救生艇伦理观”那样ꎬ认为救济

落水的穷人上船将会导致全人类的灾难ꎬ即救生艇

上所有人的毁灭ꎮ 在哈丁看来ꎬ每个国家都是一个

漂浮在大海上的一艘救生艇ꎬ每个救生艇都有一个

安全系数ꎬ穷国由于人口增长速度太快ꎬ致使他们

的救生艇载重量大大超过安全系数ꎬ导致部分穷人

落水ꎬ而富国救生艇因其实际载重量和安全系数尚

有富余ꎬ能够对落水的穷人实施救济ꎮ 但是哈丁不

主张救济落水的穷人ꎬ因为他认为救济落水的穷人

会导致富国救生艇安全系数降低ꎬ最终也会导致富

国救生艇沉没ꎬ形成他所谓的“共享的悲剧”ꎮ 哈

丁还用“公用牧场悲剧”范例来对其观点加以进一

步说明ꎬ他说ꎬ如果把一个牧场变成向所有人开放

的公共场所ꎬ每个人使用它的权利就可能与维护它

的相应责任不相匹配ꎮ 让每个人都谨慎地使用它

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人类远非完美ꎬ在这个拥

挤的世界里ꎬ如果不加控制ꎬ相互间的破坏就是不

可避免的④ꎮ 哈丁的观点很明确:一个国家的自我

救赎以及保护富国的人群ꎬ虽然看起来是不公正ꎬ
但总比那种因救济穷人而导致人类整体毁灭要更

加符合道义ꎮ 因此ꎬ他直截了当地得出结论:“彻底

的正义意味着彻底的灾难ꎮ”⑤哈丁还主张处于救

生艇上的人们只有用道德约束个人的活动ꎬ才可能

过上好生活ꎮ 说到底ꎬ哈丁的理论根本上还是西方

近代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逻辑推衍⑥ꎮ 这与人

类生存之道的事实严重不符:人之所以为人ꎬ是因

为人是一种道德的存在ꎬ是一种与他者共在的存

在ꎬ否则ꎬ人与动物就无所区别ꎮ 救生艇伦理观是

一种非道德的观点ꎮ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ꎬ
一方面带给人类物质技术水平的巨大进步ꎬ但同时

也带来了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充分的问题ꎬ造成巨

大的南北差别和东西差距ꎮ 当然这与科学技术本

身无关ꎬ主要源于掌握科学技术的人类对科技的不

合理利用ꎮ 尤其是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量
子卫星、人工智能等的迅猛发展ꎬ更造成了当今世

界的巨大数字鸿沟ꎬ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ꎮ 我们只

有坚持共享的理念ꎬ推进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
赢的经济全球化ꎬ才能推动世界各国共同繁荣发

展ꎮ 人类只有同舟共济、同甘共苦、同心同德ꎬ才能

有一个美好的未来ꎮ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根植于中华民族

优秀的传统文化ꎬ彰显对人类共在、共存本性的尊

重ꎬ凸显对人类尊严的尊重ꎬ蕴含着人类“共享”的
伦理精神ꎮ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要秉承国际事

务必须由全人类共同参与、国际规则由全人类共同

制定、全球事务由全人类共同治理、发展成果由全

人类共享的价值准则ꎬ各国人民尤其是各国政府必

须立足于“天下情怀”的心胸ꎬ着眼于“大同世界”
的广阔视野ꎬ努力构建一个全人类共享的世界ꎮ
“共享”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质和核心内容ꎬ“共
享”的伦理精神是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伦

理价值核心ꎮ

四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正义”
价值

习近平指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是人

类孜孜以求的目标ꎮ 从 ３６０ 多年前«威斯特伐利亚

和约»确立的平等和主权原则ꎬ到 １５０ 多年前日内

瓦公约确立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ꎻ从 ７０ 多年前联

合国宪章明确的四大宗旨和七项原则ꎬ到 ６０ 多年

前万隆会议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ꎬ国际关系演

变积累了一系列公认的原则ꎬ这些原则应该成为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遵循ꎮ”⑦习近平在这里

所列举出的这些原则ꎬ包涵着人类对正义理想的诉

求ꎬ体现出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论述所蕴含的正

义伦理价值ꎮ 罗尔斯在其«正义论»中论证道:“正
义是社会的首要价值ꎬ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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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一样ꎮ 一种理论ꎬ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ꎬ只
要它不真实ꎬ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ꎻ同样ꎬ某些法

律和制度ꎬ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ꎬ只要它

们不正义ꎬ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ꎮ”①可见ꎬ正义

对一个社会是何等的重要ꎮ 习近平阐述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基本遵循时指出的这些原则ꎬ其根本

的精神就是正义原则ꎬ这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

的基本价值之一ꎮ 有学者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蕴含的正义原则关涉国际正义、普遍正义(全球

正义)与环境正义三个层面②ꎮ 从国际正义层面来

看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坚持主权平等原则ꎬ
这主要是指在国与国的交往层面ꎬ民族国家不论大

小ꎬ其主权权力或权利平等ꎬ在国际事务中要尊重

所有独立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ꎬ不以强凌弱ꎬ以
大欺小ꎬ这也是«联合国宪章»的一项根本原则ꎮ
习近平对此强调指出:“主权平等ꎬ是数百年来规范

国与国彼此关系最重要的准则ꎬ也是联合国及所有

机构、组织共同遵守的首要原则ꎮ 主权平等ꎬ真谛

在于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ꎬ主权和尊严必然得

到尊重ꎬ内政不容干涉ꎬ都有权自主选择社会制度

和发展道路ꎮ”③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开放、包容

的共同体ꎬ它是在尊重、包容所有民族国家的前提

下ꎬ尊重、包容不同文化和不同文明、共建共享的共

同体ꎮ 它反对国际事务中的单边主义、霸权主义ꎬ
赞同多边主义ꎬ坚持交流互鉴ꎬ建设一个开放包容

的世界ꎮ 从全球正义层面看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ꎬ意味着每一个共同体成员都具有共同体成员身

份ꎬ也就是说ꎬ每个人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员ꎬ
都享有基本人权和人的尊严ꎬ这是全球正义的基本

要求ꎬ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要求ꎮ 实现

这一要求ꎬ就意味着关注每一个缺少基本生活必需

品的成员ꎬ关注人类生命之脆弱性ꎬ关注每一个人

最基本生存需求ꎬ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最基本也是

最基础的正义诉求ꎮ 从生态环境正义层面来看ꎬ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维护人类在地球上赖以

生存的正义条件④ꎮ 工业革命以来ꎬ工业化带给人

类物质生活便利的同时ꎬ却也给人类带来了沉重的

灾难:全球污染(土壤污染、水污染、空气污染)严
重危害了地球的生态环境ꎬ造成大量动物物种灭

绝ꎮ 污染严重地区ꎬ还出现大量人群发病或患癌ꎮ
温室效应对地球气候的影响ꎬ导致气温的升高、海
平面上升、土地沙漠化等一系列后果ꎮ 地球生态平

衡的破坏ꎬ给人类带来了超乎想象的灾难性后果ꎮ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园———地球ꎬ维护地球生态平衡ꎬ建造一个清洁美

丽的世界ꎮ 就像习近平在联合国对人们所发出的

告诫那样:“宇宙只有一个地球ꎬ人类共有一个家

地球是人类唯一赖以生存的家园ꎬ珍惜和呵护

地球是人类的唯一选择我们要为当代人着想ꎬ
还要为子孙后代负责ꎮ”⑤环境正义意味着每个国

家或全人类对地球环境都负有共同的责任ꎬ不能以

自我利益来损害生态环境ꎮ 保护地球、保护环境是

共同体成员的共同责任ꎮ
中国人民所贡献的人类追求公正合理的国际

秩序合理正当要求的当代建设方案———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ꎬ它致力于平等、和谐、公正的国际秩序

的建立ꎬ它体现了当代人类正义的价值选择⑥ꎮ
“正义”伦理精神是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

伦理价值的本质ꎮ

五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和谐”
价值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ꎬ意味着“坚持绿色低碳

发展ꎬ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ꎬ实现人与自然、
人与人的和谐共生ꎬ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的和谐精神ꎮ 这一和谐理念的产生绝

非偶然ꎬ它源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底蕴ꎮ 我

国传统文化一直强调“和合”思想ꎬ“天下一家”“万
物一体”“大同世界”“协和万邦ꎬ黎民于变时雍”等
思想一直流淌在国人的血脉里ꎬ已成为中华民族的

延续基因ꎮ «礼记礼运篇»就有关于“大同世界”
的描写:“大道之行ꎬ天下为公”ꎮ 中华先贤认为天

下归天下人所有ꎬ谁都没有独霸天下的权力ꎮ 同

时ꎬ每个人都又负有维护天下安全与发展的义务ꎬ
每个个体都应把自己的命运自觉地融入天下的整

体利益之中⑦ꎮ 正像«吕氏春秋»所言:“天下非一

人之天下也ꎬ天下之天下也ꎮ 阴阳之和ꎬ不长一类ꎻ
甘露时雨ꎬ不私一物ꎻ万民之主ꎬ不阿一人ꎮ”孟子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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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天下之广居ꎬ立天下之正位ꎬ行天下之大

道”ꎬ庄子提出“天地与我并生ꎬ万物与我为一”的
思想ꎬ中国古代先贤们倡导“君子和而不同”“和实

生物”“和为贵”ꎬ这些思想都在某种意义上表现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谐价值意蕴ꎮ
当然ꎬ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谐意蕴不仅体现在

人与人的和谐上ꎬ还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ꎮ 人类命

运共同体还是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的共同体ꎬ每一个

共同体成员都应该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的理念ꎬ确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观念ꎬ每个国家都应走出一条绿色、低碳、循环、
可持续发展之路ꎬ努力构建一个尊崇自然、绿色发

展的全球生态环境体系ꎮ
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谐的伦理价值精神必然要

求要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ꎬ让不同文明和谐共

存ꎬ让不同文化和谐共生ꎬ让世界浸润着和谐文化

的滋养ꎬ各国之间要加强文化交流和沟通ꎬ相互了

解ꎬ超越文明的隔阂与冲突ꎬ创建一个文明共存的

环境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至 １２ 月 ３ 日ꎬ中国共产

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在北京举行ꎬ习近平在会

上发表的主旨演讲中强调指出ꎬ我们“应该风雨同

舟ꎬ荣辱与共ꎬ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

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ꎬ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①ꎮ 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ꎬ
意味着我们应努力做到各种文明和谐共生、相得益

彰ꎮ 天下生命共源ꎬ人类本来同根ꎮ “和谐”伦理

精神是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伦理价值

旨归ꎮ

结语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着人道、共

享、正义、和谐四大价值ꎬ它们相互影响、相互渗透、
相互作用ꎬ构成一个有机统一整体ꎬ“人道”伦理精

神是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伦理价值基础ꎬ
“共享”伦理精神是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

伦理价值核心内容ꎬ“正义”伦理精神是习近平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伦理价值本质ꎬ“和谐”伦理

精神是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伦理价值旨

归ꎮ 这四大伦理价值充分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的伦理价值意蕴ꎬ对于加深对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理解、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具有

重要意义ꎮ

Ｏｎ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Ｓｈａｒｅ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Ｍａｎｋｉｎｄ”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ＭＡ Ｄｏｎｇ￣ｊｉｎｇ１ ＆ ＬＩ Ｊｉｅ２

(１.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Ｐｉｎｇｄｉｎｇｓ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Ｐｉｎｇｄｉｎｇｓｈａｎ ４６７０９９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２.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Ｙｉｃｈｕ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Ｙｉｃｈｕｎ ３３６０００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ｓｈａｒｅ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ｍａｎｋｉｎｄ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ｆｏｕｒ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ꎬ ｉ.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ꎬ “ｓｈａｒｉｎｇ”ꎬ “ｊｕｓｔｉｃｅ”ꎬ ａｎｄ “ｈａｒｍｏｎｙ”ꎬ ｗｈｉｃｈ ｆｏｒｍｓ ａｎ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ｗｈｏｌｅ. Ｔｈｅ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ｉｓ ｉｔｓ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ꎬ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ｉｓ ｉｔｓ ｔｈｅ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ｏｒｅ. Ｔｈｅ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ｉｓ ｉｔｓ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ｅｓｓｅｎｃｅꎬ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ｈａｒｍｏｎｙ” ｉｓ ｉｔｓ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ｏ￣
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ｆｏｕｒ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ｈａｖｅ ｆｕｌｌｙ 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ｓｈａｒｅ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ｍａｎｋｉｎ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ꎻ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ｓｈａｒｅ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ｍａｎｋｉｎｄꎻ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ꎻ ｓｈａｒｉｎｇꎻ ｊｕｓｔｉｃｅꎻ ｈａｒｍｏｎｙ
(责任校对　 蒋云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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