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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交流互鉴研究”专辑

主持人语

2020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设立了交叉学科门类。 2022 年,区域国别学被列为一级学科。
2023 年 7 月 3 日,习近平主席在向第三届文明交流互鉴对话会暨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所致的贺信中指

出:“在人类历史的漫长进程中,世界各民族创造了具有自身特点和标识的文明。 不同文明之间平等交

流、互学互鉴,将为人类破解时代难题、实现共同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指引。”在区域国别视域下展开文

明交流互鉴研究,探索不同文明之间包容互存、以交流超越隔阂、以互鉴超越冲突的路径,无疑具有重大

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栏目推出的两篇文章,一是探讨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条

件与现实基础,阐释文明交流互鉴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辩证关系,展现了构建面向新时代的中国-阿拉

伯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触及了区域国别视域下不同文明交流互鉴需遵循的根本原则问题,对中华文

明以开放胸怀与世界其他文明开展交流互鉴的这一经典案例进行比较深入的分析,体现了区域国别学

服务于新时代国家对外战略的学科担当之一隅;二是剖析 19 世纪英国犹太族群顺应当时社会经济现代

化和政治平等化趋势进行变革,在维系民族身份认同的同时,吸收异质文化,不断自我调适,自我更新,
从而成为犹太民族现代转型和命运转折的这场重大运动参与者的历程。 两篇文章紧紧围绕区域国别视

域下两个富有特色的个案展开实证研究,观照了文明交流互鉴的多重维度,展现了区域国别学的多样

性,对于深化区域国别学以及文明交流互鉴的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启迪与借鉴意义。
(张淑清　 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在中阿文明交流互鉴中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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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友好关系历久弥坚。 中阿关系史既是一部和平、友善的交往史,也是一部

超越隔阂的文明互鉴史,更是一部伟大精神的构筑史、传承史。 中华文明与阿拉伯文明都蕴藏着引领人类文

明发展的相同理念,相互欣赏各自的价值取向。 中阿文明交流互鉴具备诸多的历史条件和现实基础,是历史

和现实证明的人间大道。 深入准确理解文明交流互鉴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辩证关系,有助于树立正确的全

球价值观和文明观,进一步促进中阿关系。 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共同价值的形成,基于各国的社会实践和不同

发展路径的探索、各国人民历史形成的价值追求,也需各国深入沟通对话,进而采取共同行动。 因此,立足于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探寻文明交流互鉴中的“共同价值”已发展成为人类需要回答的重大时代课题。 新时

代中阿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应朝着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弘扬和践行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

共同价值的方向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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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文明交流互鉴、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关系问题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问

题。 彭树智、陈来、翟隽、高翔等知名学者一方面

总结不同文明的交往模式和文明互鉴共生的历史

经验,另一方面提出应辩证地看待文明交流互鉴

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关系,从理论上准确梳理把

握中外文明互鉴融通的关系。 以正确的历史观看

待中阿文明交往史,深入研究中阿文明和谐共生

的思想和实践,其价值不仅在于能够促进文明与

价值的基础理论研究,而且对构建新时代中阿命

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当今世界不同

文明间平等对话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文以

学界的研究为基础,就中阿文明交流互鉴、弘扬全

人类共同价值作出分析和阐释。

　 　 一、中阿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条件和
现实基础

　 　 阿拉伯国家地处“一带一路”交汇地带,是历

史上丝路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共建“一带一

路”的天然合作伙伴,它们与中国友好交往和相

互合作有着长远的历史。 在当代中阿关系史中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首届中阿峰会上,习近平主席用

历史的哲思勾勒出中阿千年交往的根系脉络:
“在丝绸古道中相知相交,在民族解放斗争中患

难与共,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合作共赢,在国际风

云变幻中坚守道义,凝聚成‘守望相助、平等互

利、包容互鉴’的中阿友好精神。” [1]

文明交往因“路”而通畅,人类文明交往史中

有各种各样的“路”,大致上都是以物质和精神交

往为媒介的,如毛皮之路、香料之路,尤其是贯通

三大洲的“丝绸之路”、环绕地球的新航路,在历

史上最为突出[2]16。 古“丝绸之路”将中国的文化

和科学技术经阿拉伯地区传到欧洲,又把阿拉伯

的天文、历法等引入中国,在中阿文明交流互鉴史

上书写了壮丽诗篇。 从古代的“丝绸之路”到如

今的共建“一带一路”,中阿文明相遇相知、共同

发展,新时代中阿文明交流互鉴具备了深厚的历

史积淀和强大的现实基础。
陆海“丝绸之路”为中阿友好交往奠定了坚

实的交流基础。 互通有无是人类交往的最初动

机,在这一过程中,交易的内容既包括有形的物

品,也包括无形的精神文化,起源于两千多年前的

古“丝绸之路”便是如此。 四大文明古国均分布

在“丝绸之路”沿线,也为文明间的交流互鉴提供

了便利条件。 一位阿拉伯国家外长曾说过,只要

提及“丝绸之路”,就能拨动阿拉伯人的心弦[3]。
古代陆海“丝绸之路”不仅是中国与阿拉伯国家

之间的经贸通道,更是加强中阿文化交流、促进中

阿文明对话、相互探求“共同价值”的重要媒介,
将中华民族和阿拉伯民族紧紧连在一起。 在一千

多年交往中,中阿双方展现了和平、开放、包容和

互助等宝贵品质,“南澳一号”古沉船发掘打捞出

现的珍贵瓷器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生动有力的

见证。
如今,植根于“丝绸之路”历史土壤的“一带

一路” [4]39,已成为了开启新时代中阿文明交流互

鉴的密钥,全面推动着新时代中阿关系的发展。
2013 年秋,习近平主席出访哈萨克斯坦、印度尼

西亚,先后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 2023 年是倡议发布十

周年,倡议通过扩大商贸和文化交流,切实推进各

国的发展权利,弘扬了《联合国宪章》的精神,也
为中阿未来开拓性的文明交往带来了新的可能。
从理论到实践、从愿景到现实,“一带一路”得到

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阿拉伯国家的积极回应和

广泛参与,中阿共建“一带一路”布局不断完善,
成果不断显现。 作为中国的文明使者,习近平主

席亲力亲为推动中阿文明交流互鉴。 他出访埃

及、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等阿拉伯国家,通
过元首外交推动中阿关系持续升温。 他在多个场

合强调,千年交往的历史轨迹表明,坚持平等包

容、互利共赢的交往原则,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不同

国家或地区就可以实现真正、可持续的和平发展。
这是古“丝绸之路”留给我们的宝贵启示[5]288,
“一带一路”是文明、和平、正义、发展之路,通过

这条共同的纽带,中阿实现民族复兴梦想的交汇

点也将越来越多。
中阿友好关系得到整体提升。 卡塔尔卢塞尔

体育场、苏丹麦洛维大坝等重点项目成为中阿友

好地标;中阿双向投资和经贸来往实现倍数级增

长,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阿在基础设

施建设等多领域开展了 200 多个大型合作项目,
双方近 20 亿人民在合作成果中得到真正的实

惠[6];中阿北斗 / GNSS 中心在突尼斯落成;沙特

阿拉伯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在中阿合作论坛框架

下建立阿拉伯艺术节 /中国艺术节、中阿新闻合作

论坛等人文交流机制;扎根义乌的阿拉伯商人最

多达万人以上……21 世纪以来,中阿关系得到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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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蓬勃发展,交往、合作向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

方向推进,成为了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典范。
战略互信持续深化,构建战略伙伴关系集群。

中国与 21 个阿拉伯国家及阿盟深入开展共建

“一带一路”合作,与 12 个阿拉伯国家建立了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或战略伙伴关系。 中阿双方着眼

于长远利益,对接各自发展战略,“建立全面合

作、共同发展、 面向未来的中阿战略伙伴关

系” [7];中阿支持彼此维护核心利益,彼此尊重主

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

强权政治,主张尊重和支持各国根据其国情自主

选择、探索发展道路[6]。 中阿共同遵守《联合国

宪章》宗旨和原则,支持多边主义,维护广大发展

中国家的正当权益和发展空间,促进人类和平发

展的正义事业。 随着地区政治生态不断变化以及

中阿关系持续升温,阿拉伯世界从“向东看”到

“向东行”的步伐将加快,中阿全方位集体合作的

内涵也将进一步丰富和深化。
面对中东地区错综复杂的矛盾和纷争,中国

始终是促进中东和平、支持中东发展的重要建设

性力量,为维护地区和平安全积极奔走协调,为在

政治层面上解决热点问题及时主动发声[8]。 中

东承担着消除和平之殇、破解发展之困的迫切任

务,中国发挥负责任大国的正能量,回应中东人民

向往和平、期盼发展的夙愿 [4]39,努力践行新安全

观,先后提出实现中东安全稳定的五点倡议、政治

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四点主张等中国智慧,奉行

“两个支持”,依托中东安全论坛平台,通过设立

中东、叙利亚问题特使等举措,加强与阿拉伯国家

的沟通协调,共同推动巴勒斯坦、也门、伊拉克、利
比亚等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为促进中东地区局

势稳定、实现区域共同安全提供中国理念、中国方

案。 在首届中阿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中方支

持阿方运用阿拉伯智慧推动政治解决热点难点问

题,共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中东安全架

构[1],这也为中东摆脱安全困境,实现中东长期

稳定安宁提供了全新指南。
坚持文明互鉴,守护多元。 “‘丝绸之路’的

历史与今日的世界紧密相连。” [9]444 在历史上,中
阿共同守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缔造了不同文明

交流互鉴的佳话。 现实中,中阿文明共同倡导文

明对话,反对文明冲突。 中阿已连续成功举办了

9 届中阿关系暨中阿文明对话研讨会;2022 年,中
国以决议共提国身份支持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

将每年的 3 月 15 日定为“打击‘伊斯兰恐惧症’
国际日”;在首届中阿峰会上,习近平主席与阿拉

伯国家领导人对新时代中阿关系发展作出顶层设

计,提出“八大共同行动”,文明对话共同行动是

其中一项重要内容。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

明新形态,首提全球文明倡议,尊重文明多样性和

发展规律,“把世界多样性和各国差异性转化为

发展活力和动力” [5]331,促进人类多样文明共生

共荣。
“文明对话”的积极意义总是要超过“文明冲

突”带来的直接伤害与长久的后遗症[10]25,中阿在

和平的交流互鉴中找到了不同文明的共处之道。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化解人类面

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需要依靠物质的手段攻坚

克难,也要靠精神的力量诚意正心[11]。 中阿加强

文明对话,能够为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发挥建

设性作用。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在各自对外交往中的地位

得以提升。 阿拉伯国家在世界政治、经济、文明版

图中占有重要地位,从中国角度看,中国与阿拉伯

国家友好交往时,支持其核心关切点,如在巴勒斯

坦问题上主持公道;在安全方面,中国发布《全球

安全倡议概念文件》。 牛津大学前中东中心主任

尤金·罗根认为,参与中东地区治理,中国的时机

已比较成熟,可为中东地区治理和发展提供更多

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12]。 中国坚持的真正多边

主义和全球治理理念正获得中东地区包括阿拉伯

国家的积极评价,在中东地区的建设性作用日渐

显现,这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有重要意义。 实

际上,大国地位的上升抑或下降,以及其掌控世界

秩序的制度、原则、价值观改变所引起的国际治理

体系变革,致使主导中东地区秩序的域外力量正

进入新一轮的“洗牌”期,这也是中国在中东地区

角色转换的国际背景[13]。 从阿方视野看,世界秩

序发生正在深刻调整,中国国际地位和政治感召

力、影响力与日俱增,这有助于世界多极化和推动

及保障阿拉伯国家保持经济和政治的独立,促使

一些阿拉伯国家提出“向东看”“向东行”的战略。
阿拉伯国家坚定支持中国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等

核心利益,中阿政治互信不断加深,阿拉伯国家能

够成为中国践行全球治理观、新发展观、新安全观

和新文明观的重要舞台,也是中国以“一带一路”
为媒介推进国际治理体系变革和未来世界格局重

塑务必依靠的政治力量[14]。 近年来,长期关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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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阿拉伯学者对中国国际地

位的认知正发生深刻变化。 约旦一学者认为,中
国凭借发展的“非模式化”走上全面复兴的道路,
阿拉伯人看待中阿关系不应只考虑经贸,而应全

面认识中国作为世界范围内的发展中大国在政

治、经济、文明等维度的影响力,推动同中国全方

位友好关系的发展,并借力这一关系提升自身在

国际社会中的地位[15]64。
中阿文明坚守相同的理念。 中华文明与阿拉

伯文明都包含有人类发展进步所积淀的共同理念

和共同追求,都坚持中道平和、忠恕宽容、自我约

束等价值观念 [16]464,这些价值理念持续推动着中

阿文明的对话交流,促进了中阿人民相知相亲、命
运与共。 在中华文明中,“以和为贵”“和而不同”
等伟大思想早就存在,阿拉伯文明也包含崇尚和

平、倡导宽容的内容,《古兰经》就有 100 多处提

到和平。 “文明优越论” “文明冲突论”在中阿不

受欢迎。 在全球化历史背景下,中阿双方的思想、
习俗和语言在多领域得到广泛交流,中国主张平

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这种文明观决定了

中阿关系具有坚实的价值观基础[17],促进了双方

文明交流融合的总体趋势不断深化。

　 　 二、文明交流互鉴与全人类共同价值
的辩证关系

　 　 世界是统一的,也是多样的,这是唯物辩证法

的一个重要观点。 历史实践证明,世界文明的多

样性体现在不同地理环境、民族性格和文化传统

造就的诸多差别中。 各文明间有碰撞甚至冲突,
但文明交流、交融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和常态。
多元化文明是人类共有的资源和财富,“共同价

值”正是整合这些丰富人文资源的关键点。 在文

化一元多线论角度下,全人类共同价值和文明平

等互鉴论秉持“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统一,彰显

“一元” 与 “多线” 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辩证

关系[18]。
在一国价值体系中,有部分价值具有民族性、

特殊性,它们属于国家自身价值体系;有部分价值

具有共同性、普遍性,它们归属人类共同价值体

系[19]。 全人类共同价值既弘扬促进人类发展进

步的价值理念,也尊重不同国家、各类文明在价值

实现途径上的特殊性、差异性,主张地位平等、求
同存异、彼此借鉴,汇聚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

值共识。

“不同文明的接触,以往常常成为人类进步

里程碑。” [20]146 当今世界,多层次文明交往频繁

进行,既有对话、合作,也有差异、分歧,多元文明

在曲折中发展。 因此,遵循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

规律和实践逻辑 [21],才能更深入地理解文明交

流互鉴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辩证统一关系。
人类要想达成价值共识,文明交往是先决条

件。 在生产力普遍发展和人类社会普遍交往的前

提下,人类历史由区域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为人

类在共同的生产实践和交往实践中形成共同价值

培植了深厚的历史土壤。 文明交往是人类迈入文

明门槛之后,直到现在,而且还将延续到将来的基

本实践活动。 文明交往的任务是消除暴力交往的

基础,联结和平与发展,把历史交往引向法制秩序

和道德规范的轨道上来[22]。
人类不同文明间的交往是一个历史过程,弥

漫着冲突和斗争,也经历着传承和吸收,还交织着

融会和综合[2]71。 世界进入文明交往的全球化时

代后,文明交往总的特点仍是多样性的统一。 习

近平主席始终主张不同文明之间交流交融,全人

类共同价值的理念反映世界人民最广泛的价值追

求,为人类社会汇聚最普遍的思想认同给予科学

的思想指引。 中阿合作论坛成立以来,中阿文明

交往迎来新的机遇期,中阿友好关系蓬勃发展的

背后蕴含着人类文明友好交往的“精神密码”。
面对诸多风险挑战,新时代中阿合作的历史车轮

势不可挡,同为具有古老历史的文明体,中阿应继

续深入开展文明对话,为解决自身和世界遇到的

难题贡献彼此智慧[23]。
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价值遵

循。 多样文化交往的实质是跨文化价值观的交

往,人们对多元文化的有所取舍实际上是价值观

的抉择。 多年来,西方国家从“文明优越论” “文
明冲突论”的“西方中心主义”立场出发,在世界

强势推销所谓的“普世价值”。 在当下不确定的

世界中,多边秩序状况不佳的背景下,各国因为对

利益取舍的不同抉择,必然会导致各国间存在不

同的分歧,不同文明间交流互鉴面临着新问题、新
挑战。 不同文明交流中人们的文化底蕴各异,但
不同民族文化间存在着共同适用的价值尺度,也
有着共同的价值追求。 共同价值蕴含的价值理

念,普遍被世界各国人民所接受、认同和赞许。 价

值同则聚,价值异则散。 历史和现实表明,不同文

明以共同价值理念为遵循,摒弃冲突,开展文明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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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与对话,“可以丰富人类文明的色彩,让各国人

民享受更富内涵的精神生活、开创更有选择的未

来” [24]98。 这一过程超越了所谓的“普世价值”,
让文明的多样性实现有序发展 [25],为人类文明

前行提供了正确方向。 当下,人类应致力于寻求

具有普遍意义的“共同价值”的实现路径,以实现

全人类的协调发展[26]。
文明交流互鉴夯实了人类共同价值的人文基

础。 在认识和改造世界、多元文明共生互融的过

程中,世界各民族相互增进了解、信任和尊重,形
成了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观,文明共同性尽在其

中[27]。 各种文明之间关系平等、相互取长补短,
在交流交往交融中携手共进是大势所趋。 从多文

明共存的格局看,促成价值共识的基础是“文明

交流互鉴”,而不是“文明的冲突” [19]。 世界各大

文明中隐藏着无穷的思想理论资源,要深挖各大

文明体系中关于文明互鉴的思想闪光点,将多元

文明的精髓呈现给世人,用积极的价值取向吸纳

多方优势资源投入到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事业

中。 全人类共同价值与“天下大同” “和合共生”
等中国传统思想一脉相承。 我们需要站在人类文

明的高度去思考,夯实人类共同价值的人文基础,
要求拓展文明间交流的深度、广度和持久度,促进

不同文明在不同发展模式下交流,并保持良性的

可持续发展状态,寻求更多“公约数”,建构人文

基础的“最大公约数”。
文明交流互鉴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提供了

实践场域。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主观

见之于客观的物质活动。 全人类共同价值根植于

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实践,是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时

代和历史潮流,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指导下提

出的关于人类共同价值的主张,是“站在真理和

道义制高点上发出的时代声音” [28],集中体现了

中国共产党对待世界各国人民文明创造的开放眼

光和博大胸怀。 如今人类命运休戚与共,迫切需

要从实践上推动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实现。 不一样

的历史、国情、风俗等造就了不同文明形态,每一

种文明要实现更好发展,就需要不同文明间加强

交流互鉴,“文明冲突论” “文明优劣论”等持傲

慢、偏见的声音在现实中不得人心。 全人类共同

价值理念虽超越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

差异,但是若要使其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还
须以开阔的胸襟接纳不同国家民族的价值向往,
深入探求不同文明的价值内涵,推动不同文明深

层次、宽领域交流对话,使之成为全人类共同价值

得以生成的重要场域。
文明交流互鉴是推进全人类共同价值实现进

程的强大动力。 作为人类社会强大而持久的动

力,文明呈现了各国的发展轨迹,也联通了国与国

之间的交流。 各国、各民族立足文明多样性的事

实,跨越时空、国界,在文明的交流、交融甚至交锋

中,只有彼此尊重、相互借鉴,汇聚成共同的价值

和理念,才能进一步参与到全人类共同价值和理

想的实现进程中。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对当代文明基本价值观真

正的总的表述,这种总的表述体现在文明交融

中[29]。 如今,人类文明的发展站在了历史发展的

十字路口。 在此背景下,不同文明体只有摒弃

“零和博弈”,坚持文明的平等对话、包容互鉴,播
撒共同价值理念的种子,才能培植出全人类价值

共同体。 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弘扬,实际上就

是将中国智慧转化为世界共识、全球行动,这就需

要我们用好一切文明的精华,推动各国不同文明

在互鉴中携手前行,共建群芳争艳的世界文明百

花园。
积极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促进文明交流

互鉴提供价值规范和示范。 价值观是在一定的社

会环境和社会活动中逐步形成,并在人类的一切

活动中呈现出来的。 每种价值观都包含着价值原

则、价值理想和价值规范等内容,其中价值规范突

出规范中的普遍价值,规定和约束主体的行为,使
社会以一定的秩序运转。 全人类共同价值不仅包

含不同文明对美好生活的共同追求,也对世界事

务、国际关系进行价值约束,兼具价值的理想性与

规范性。 立足世界文明多元共生的实际,全人类

共同价值应该是不同制度、意识形态国家共同追

求的价值,是各文明之间的价值规范 [30]。
中国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坚定倡导者、积极

践行者和努力弘扬者,为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凝聚

人类价值共识作出了不懈努力。 同时我们也应该

意识到,推动世界更广泛、更自觉地践行全人类共

同价值,中国还需持续提升国际影响力、引领力、
感召力,努力在文明对话特别是亚洲文明对话中,
引导越来越多的国家地区共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

值,在政策沟通、贸易畅通、民心相通等方面提出

中国主张、提供价值示范,推动全人类共同价值真

正成为国际性公共产品和处理不同文明间关系的

重要原则[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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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种文明都内蕴着全人类文明精神的

“道”,体现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特质。
共同价值即全人类文明中的“道”,中国和西方都

一样。 “道在人为,人能弘道”,文明交流互鉴与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中的两个重要理念。 这两种理念犹如硬币

的两面,前者为后者做好铺垫,使后者成为可能;
后者为前者提供遵循,使前者沿着正道出发,在维

护世界和平、促进文明共融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 因此,既要以全人类共同价值来指导文明

交流互鉴的实践,也要以各种文明交流互鉴为路

径,丰富全人类共同价值普遍而深刻的内涵。

　 　 三、构建面向新时代的中国-阿拉伯命
运共同体

　 　 世界每到历史的重要时刻,都尤其需要思想

和价值的光芒照亮前行道路、指引前进方向[32]。
首届中阿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对构建更加紧密的

中阿命运共同体作出四个方面内容的系统性战略

规划[1],这顺应了阿拉伯人民要求和平发展的迫

切愿望和追求公平正义的强烈呼声。
英国历史学家拉纳·米特认为,不同文明间

如何更好地交流互鉴,让各方找到共同感兴趣的

领域很重要。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是多极世界中的

重要力量,均面临实现民族振兴、加快国家发展的

历史任务;中阿两大文明体系都包含着六个方面

的全人类共同价值,都为人类的物质和精神文明

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缔造“中阿命运共同体”
是中阿文明交流互鉴的终极目标,双方有共同的

利益、责任,也能够并应该形成共同的价值。 弘扬

全人类共同价值,中阿文明要开展广泛交流,寻找

到共同价值的交汇点,为构建面向新时代的中阿

命运共同体凝聚价值共识、筑牢思想之基。
人类文明交往史是和平和暴力交织的历史,

也是和平交往日渐深得人心的历史[22]。 中国为

世界的和平发展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

人类共同价值、文明交流互鉴等一系列中国方案,
中华文明和阿拉伯文明始终围绕着和平主题开展

对话,探寻文明交流对话的“最大公约数”,和平

交往是中阿文明交往的历史主轴与交往常态[33],
共同推动了全球和平事业发展。 中国为阿拉伯世

界和平作出贡献的最有力佐证之一是 2023 年 4
月 6 日,中国促成沙特阿拉伯和伊朗恢复外交关

系,这次历史事件引发了“蝴蝶效应”,带动中东

掀起了“和解潮”,促成了中东和平之春的到来,
这再次表明中国为促进阿拉伯世界和平发挥了建

设性作用。 在对抗思维扰动世界的时代背景下,
中阿双方现在最需要同心协力、务实合作与守望

相助[34]。
面对百年变局的加速演进,让每个国家共享

繁荣发展的新机遇,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合”
的理解,也是中国中阿合作观背后的理念支

撑[35]。 中阿两大文明中的“重和平、尚和谐、讲信

义、求真知”的理念相互联系、彼此融合,一旦被

更多人理解、接纳,必将成为实现中阿和平与发展

的最强驱动力。
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

平发展的重要动力[5]258, 习近平主席切实阐释了

文明在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千百年来,
不管在何种文明下,和平与发展是最基本的诉

求[36]。 和平植根于文明的深厚土壤,是中阿最大

的共同利益和中阿人民最强烈的共同期盼。 自古

以来,中国热爱、维护和平,追求全人类的共同发

展。 近代以来,阿拉伯地区陷入发展迟滞、政局动

荡、文明迷失的状态中,但是,阿拉伯人民从未放

弃过重振阿拉伯复兴事业的理想,这就是 “阿拉

伯梦” [37]。 中国的进步与阿拉伯国家的发展是相

互促进的,中国为实现“中国梦”而作出的努力和

行动,也会为阿拉伯国家带来共同发展进步的机

会。 甚至个别阿拉伯学者提出了阿拉伯世界应对

中国进行“文明追随”的理论,并认为中国已成为

维护阿拉伯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的一股不容忽

视的力量。 阿拉伯人民要深入研究中国的和平崛

起,借鉴中国的成功经验,寻找适合自己的现代化

道路,助力阿拉伯国家的复兴事业。
当下,全球现有的发展不平衡、不均衡现象未

出现实质性改变,各个国家、群体的共同、可持续

发展,仍然长路漫漫,这也是将发展作为全人类共

同价值重要内容的意义所在[32]。 党的二十大开

启了中国式现代化和全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新征程。 与部分国家借助武力扩张、抢夺贸易

等途径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旧路完全不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是文明型国家崛起的现

代化,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理论和实践创

新。 阿拉伯国家从四分五裂的状态到独立以来,
阿拉伯人民的复兴梦一直存在。 在变乱交织的复

杂局势下,阿拉伯国家更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和
平发展与繁荣稳定,发展转型、变革自强成为阿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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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国家的重要的和主动的选择。 中国与阿拉伯国

家在发展条件和复兴问题上有着诸多的共同点,
双方还具有相似的东方社会文化特质 [38]70,阿拉

伯国家通过追溯历史、总结现实,得出“中国的发

展是世界和平力量的生长,中国是阿拉伯国家值

得信任的朋友和伙伴”的结论[34]。 在尊重主权的

同时,在阿拉伯国家自主探索适合本国国情、有特

色的非依附发展道路上,未来,中国应根据自身优

势和实力,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提出更多的创新

思路。
中国认为公平正义是人类的共同价值,中国

和阿拉伯国家一直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志同道

合,追求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 坚持公平正义,首
先就要坚持主权平等原则。 中国一贯奉行独立自

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恪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

国际公平正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阿

双方在维护民族尊严、捍卫国家主权的斗争中始

终相互支持,中国一直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

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追求,阿拉伯国家强力支

持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等[39]。 中国一直支

持阿拉伯人民主权独立,自主选择适合自身的发

展道路,为阿拉伯地区稳定发展注入正能量。
中国在国际场合秉持正义公道的立场,捍卫

真正的多边主义,通过举办巴以和平人士研讨会,
积极参与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恢复履约谈判,建
设性参与伊拉克、利比亚、也门等热点问题,始终

为中东的和平稳定积极奔走;还为陷于战乱、动荡

的阿拉伯国家送去人道主义援助,支持其迅速恢

复稳定的发展秩序。 阿拉伯世界作为一个整体,
是世界秩序多元化演变中寻求公平正义的一支重

要的积极力量。 在联合国、亚非会议等国际政治

舞台上,阿拉伯国家始终与中国并肩作战,极大地

维护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促进了第三世界的团

结合作。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阿已达成高度共识,
维护彼此的核心利益,肩负共同责任,践行共同价

值观,合力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关系新

秩序。 2022 年 12 月 9 日,首届中国-阿拉伯峰会

在沙特阿拉伯召开,《首届中阿峰会利雅得宣言》
等三份重磅成果文件的发表,表明公道自在人心。

民主与自由彰显中阿的共同追求。 在全人类

共同价值中,民主、自由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不是

少数国家的“专利”,而是各国人民的一致追求。
在世界历史的宏阔视野中,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反

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解放,建立国家政治经

济新秩序,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 实践证明,从
“阿拉伯之春”到“阿拉伯之冬”,自诩“最完美”
“最智慧”的西方民主模式到了阿拉伯国家就出

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解决不了所有问题。 水土

不服中的水就是文化,土就是政治、经济、社会土

壤[40]。 中国不能照抄照搬所谓的西方民主模式,
阿拉伯国家也是如此。

从古至今,中国和阿拉伯国家都相向而行、并
肩发展,在共同的目标、愿景和价值理念上达成共

识,有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诚意、决心和行动。 文

明的交流互鉴,有助于整合世界各个国家、民族的

文化,吸收这些文化的优秀价值观,建立体现不同

文化价值的全球价值体系,进而赢得最广泛的共

识和切实的遵行,从而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行动[41]。 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尊重各国

人民自主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民主发展道路和社

会政治制度,反对借口维护民主干涉别国内

政[42],这是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民心的自主选择。
首届中阿峰会从四大方面和“八大共同行

动”明确了共建中阿命运共同体的“四梁八柱”,
必将推进中阿文明交流与全面合作进入全新阶

段,为中阿文明交流与民心相通、构建中阿命运共

同体带来新机遇。 一个历史悠久的东方国家坚持

“世界大同,天下一家”,包容不同求共同,尊重差

异谋大同,这正是共同价值超越西方所谓的普世

价值、交流互鉴理念打破“西方中心论”的进步意

义所在。

中阿关系能够建立战略互信的友好合作关

系,关键在于中阿双方缔造了坚不可摧的中阿友

好合作机制,这是中阿双方命运与共的真实写照,
也是中阿关系继往开来的力量源泉。

当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透过历史的表象,会
发现文明如同一只巨手,或快或慢地推动着历史

前进的车轮。 当今的时代在变、世界多变,在充斥

动乱不安的世界和变革叠加的时代,中阿友好合

作的广度和深度也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34],为携

手共建中阿利益、价值、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

同体奠定了基础。 站在人类文明历史发展的高

度,习近平主席第一次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
提倡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重视文明传承与创新、加强国家人文交流合作等

“四个倡导” [43],这四个倡导充分体现了中国的

新文明观,凸显了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共性,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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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出推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积极信号,并将为

中阿找到更多命运相契合的共振点。
作为新时代中阿文明交往的伟大实践,中阿

命运共同体是共同历史记忆基础上的当代叙

事[44],其最终形成也将呈现在中阿文明的交往交

流交融进程中。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文明交流

互鉴的必然之道,包含着世界各国人民对一些基

本价值的普遍认同和重要共识[45]。 人类的命运

与共滋养出全人类共同价值,遵循人类文明客观

的发展规律,契合中阿共同的价值理念。 站在新

的历史起点,中阿同为发展中国家重要成员和国

际舞台上的重要政治力量,双方将通过“中阿故

事”传承友好精神,以趋善择善的文明自觉在文

明交流互鉴中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践行全

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力争

在不稳定、不确定、变化无常的国际局势中寻求更

多的确定性,向着新时代中阿命运共同体的方向

大踏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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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ocating the Common Values of Humanity
in the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of China-Arab States Civilizations

WANG Taia, WANG Xiaofeib

(a. Research Institute of World History;b. School of Marxism, Inner Mongolia Minzu University, Tongliao 028000, China)

Abstract: The friendly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Arab states remain unshakable and become even
firmer as time goes by. The history of China-Arab states relations is the history of peaceful and friendly
exchanges, mutual learning among civilizations beyond estrangement, as well as constru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great spirit. The Chinese and Arab civilizations share the same ideas that lead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d value orientations that both appreciate. The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of China-Arab
states civilizations have many historical conditions and practical basis, and are the human path proved by
history and reality. A thorough and accurate understanding of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among civilizations, and the common values of humanity can help to establish correct
global values and views of civilization and further promote China-Arab states relations. The progress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common values, the exploration based on the social practice of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different development paths, and the pursuit of values formed in the history of the people of all countries, also
require in-depth communication and dialogue among all countries to further take joint actions. Therefore, based on
building a global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exploring the “common values” in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among civilizations has become a major issue of the times that human needs to answer. To build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China and Arab states in the new era, we should strive to carry forward and practice
the humanity’s common values of peace, development, fairness, justice, democracy, and freedom in the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among civilizations.

Key words: common values of humanity;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among civilizations;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China and Arab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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