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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谈中华文明的包容性
中华文明自古以开放包容闻名于

世，具有兼收并蓄、包罗万象的宽广胸
怀，既有“包”的胸怀，又有“容”的智慧

天下一家、协和万邦的思想理念，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深刻体
现了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天下观，展现了
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大格局和大胸怀

进一步激发中华文明的包容特性，

要坚持以我为主、贯通古今、融通中外，
积极主动吸收借鉴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
明成果，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建设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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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6月2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
包容性”，并进行深刻阐述。这为我们认识中
华文明的包容特性指明了方向。

包容，是中国人心中的天地大德，是一种
胸怀，也是一种智慧。通过“包”“容”二字，可
深入理解中华文明的包容特性。

“包”，包罗万象、胸怀天下，体现中华文
明的宽广胸襟，突显中华文明内容广博、内涵
丰富的文明状态和文明格局，以及对外开放
的文明心态。

“容”，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体现中华文
明高超的容纳智慧，突显中华文明在包罗各
方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差异、化解冲突、实现融
合，使各方和谐相处、共同发展。

中华文明之所以可久可大、根深叶茂，就
在于其无与伦比的包容性和吸纳力，既有

“包”的胸怀，又有“容”的智慧。

““包包””的胸怀的胸怀

中华文明自古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具
有兼收并蓄、包罗万象的宽广胸怀。

包含各个民族多元一体。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
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
在中华大地上各个民族交往交流中逐渐形成
的。自古以来，中华大地上存在众多族群，经
过长时间的民族迁徙与民族融合，形成了现
今56个民族为一体的中华民族，呈现出多元
一体的格局。

“多元”，是说各民族都有各自的人员群
体、生活方式、风俗习惯，都创造了各自特色
的文化传统，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以
及宗教信仰的自由。

“一体”，是说各民族同属中华民族，共同
开拓我国辽阔疆域、共同书写我国悠久历史、
共同创造我国灿烂文化，形成了分布上交错
杂居、文化上兼收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
感上相互亲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
不开谁的民族共同体，构筑了中华民族共有
精神家园。

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共同创
造的文明，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
成。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到北魏孝文帝汉
化改革；从“洛阳家家学胡乐”到“万里羌人尽
汉歌”；从边疆民族习用“上衣下裳”“雅歌儒
服”，到中原盛行“上衣下裤”、胡衣胡帽，以及
今天随处可见的舞狮、胡琴、旗袍等，都展现
了各民族文化的互鉴融通。

包罗不同思想百花齐放。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
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营造积极健康、宽松
和谐的氛围，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充分讨论，
提倡体裁、题材、形式、手段充分发展，推动观
念、内容、风格、流派切磋互鉴。”

思想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
中华思想文化是多元多向发展的，包罗各种
不同的思想和学术流派。

先秦时期，我国出现诸子百家争鸣的兴
盛局面。之后，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
玄学，到隋唐佛学、儒释道合流、宋明理学，中
华思想文化经历了数个学术思想繁荣时期，
产生了儒、释、道、墨、名、法、阴阳、农、杂、兵
等各家学说，涌现了老子、孔子、庄子、孟子、
荀子、韩非子、董仲舒、周敦颐、程颢、程颐、朱
熹等一大批思想大家。

在历史进程中，虽然儒家思想长期居于
主导地位，但始终同其他学说和而不同，既对
立又统一，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借鉴。这些思
想学说与时迁移、应物变化，顺应中国经济社
会发展和时代前进的要求而不断发展更新，
具有长久的生命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
中华思想文化长期发展演进的历史态势和基
本规律，也是继续推动中华思想文化繁荣发
展必须坚持的基本方针。

包纳多种宗教和谐并存。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宗教的发展规律在于‘和’”。

中国是多种宗教并存的国家，既有本土
道教，也有外来的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等，

形成了各种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
从历史上看，中华文明包容和接纳各种不同
宗教。一方面，承认不同宗教信仰的存在，允
许宗教的健康活动与发展，发挥宗教的积极
作用；另一方面，着力引导宗教同中国社会相
适应、同中华文化相融合，积极促进宗教本土
化。比如，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
后，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同中国儒家、道家文
化融合发展，形成了独特的佛教理论。

包怀各国文明协和万邦。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天下大同’、

‘协和万邦’的宽广胸怀，自信而又大度地开
展同域外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

中华文明是开放的体系。《尚书·尧典》记
载了帝尧时代“协和万邦”的情境。公元前一
百多年，中国就开始开辟通往西域的丝绸之
路。汉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中国船队到达
印度和斯里兰卡进行物品交换。唐代对外交
流非常活跃，通使交好的国家多达七十多
个。宋朝积极开辟海外贸易，对经济发展起
到巨大推动作用。元朝打通了欧亚大陆的直
接联系，颁布一系列鼓励对外贸易的政策。
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七次远洋航海，一直抵
达非洲。明末清初，中国人积极学习现代科
技知识，欧洲的天文学、医学、数学等知识纷
纷传入中国。

近现代以来，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更是频
繁展开。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同中
华文明深度融合，以真理之光激发中华文明
新的生命力。中外文明交流交融极大促进中
华文化远播世界，也极大促进各国文化和物
产传入中国。天下一家、协和万邦的思想理
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深刻体
现了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天下观，展现了中华
文明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开放包容的大格
局和大胸怀。

““容容””的智慧的智慧

对待不同民族、思想、宗教信仰和国家文
明，中华文明善于在尊重差异性、多元性基础
上，化解冲突、凝聚共识、实现融合，具有“容”
的高超智慧。

平等相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是
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
提。”

包容的前提是平等，是相关各方在相同
的地位上彼此尊重、平等相待。中华传统文
化中蕴含了丰富的平等思想。例如，老子的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孔子提倡“有教
无类”，佛家强调“众生平等”，等等。

从中华民族融合发展看，中华民族之所
以能结成民族统一体，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正
是因为在民族平等尊重基础上实现了民族团
结互助，各民族共同创造国家历史、共同抵御
外部风险。

从不同文明来看，各种人类文明在价值
上是平等的，都各有千秋，也各有不足。人类
文明发展历史表明，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
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

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正是
由于秉持平等、谦虚、尊重的态度对待其他文
明，吸收借鉴不同文明成果，中华文明始终在
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

交流互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因
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

在平等尊重基础上进行相互交流、互学
互鉴，是实现包容和融合的根本途径。人类
历史正是一幅不同文明相互交流、互鉴、融合
的宏伟画卷。《论语》开篇提出：“学而时习之，
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深
刻反映出中华民族热爱学习、善于交往、倡导
交流的文明品格。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
充分说明，无论是物种、技术，还是资源、人
群，甚至于思想、文化，都是在不断传播、交
流、互动中得以发展进步的。

在长期演化过程中，中华文明从与其他
文明的交流中获得丰富营养，也为人类文明
进步作出重要贡献。丝绸之路的开辟，遣隋
遣唐使大批来华，法显、玄奘西行取经，郑和
七下远洋，等等，都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生
动事例。

学习借鉴外界文明，要秉持两个态度：既
要积极学习外界文明的长处，坚持取长补短、
择善而从；也要从本国本民族的实际出发，坚
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求同存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相
处需要和而不同的精神。”

“和羹之美，在于合异。”文明交流交融最
关键的，是处理好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物
之不齐，物之情也。”差异性、多样性是人类文
明的基本特征和内在属性。

如何对待和处理差异？中华文明强调求
同存异，把握好同与异、我与他、一与多之间
的关系。一方面是求同。善于在差异性中寻
求共同性、一致性，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
大同心圆。人类文明在本质属性上是共通
的，“每一种文明都是美的结晶，都彰显着创
造之美。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相通的。”从这
个意义讲，文明本没有冲突。

另一方面是存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志同道合，是伙伴。求同存异，也是伙伴。”
在寻求一致的同时要承认不同，充分尊重多
样性，充分认识到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
独特性，理性处理文明的差异，坚持包容和存
异的态度。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入国问禁”“入乡随
俗”等，就深刻反映了中国人求同存异的品格
和智慧。

和合共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和衷共
济、和合共生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基因，也是东
方文明的精髓。”

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坚持求同存异、取长
补短，最终是要实现和谐共处、和合共生。《礼
记·中庸》提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
不相悖”，深刻体现了中华文明追求和合共生
的道理。

人类文明发展史表明，推动人类文明的
繁盛和进步，必须让不同类型文明和谐相处、

相得益彰、同放异彩，共同编织出斑斓绚丽的
图画。追求和合共生，要建立“命运与共”意
识，认识到人类是一个整体，地球是一个家
园，面对共同挑战，任何人、任何国家、任何文
明都无法独善其身；要形成“天下一家”观念，
每个国家和民族谋求自身发展，都应秉持团
结合作、共同发展的理念，走共建共享共赢之
路；要弘扬“利己达人”精神，走在前面的国家
应该真心帮助其他国家发展，既要让本国文
明充满勃勃生机，又要为他国文明发展创造
条件。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和“三大全球倡议”，彰显宽广的全球视野和强
烈的使命担当，为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提
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充分展现了
当代中国谋求和合共生的大格局大智慧。

进一步激发中华文明的包容特性进一步激发中华文明的包容特性

“包”和“容”是辩证统一的。中华文明以
其深厚底蕴，兼具胸怀与智慧，实现“包”与

“容”统一，在长期历史积淀中彰显出鲜明的
包容特性。包容特性对中华民族长时间的生
存、发展和繁荣发挥巨大作用，塑造了中华文
明立于世界文明之林的独特形象和气质。进
一步激发中华文明的包容特性，要坚持以我
为主、贯通古今、融通中外，更加积极主动吸
收借鉴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不断铸
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以我为主，坚守中华文明的立场和自
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充满自信的文
明，才会在保持自己民族特色的同时包容、借
鉴、吸收各种不同文明。”

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而绵延不绝、迭遭
忧患而经久不衰，这是人类文明的奇迹，也是
我们自信的底气。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精神
之魂，为中华文明的发展繁荣提供强大力
量。激发中华文明的包容特性，首先要自信
自立，坚守中华文明的立场，巩固中华文明的
主体性，做到精神上、心态上的独立自主。坚
持以我为主，牢牢扎根本国土壤，始终站在中
华文明立场上看待、审视、包容一切文明，立
足中国自身历史、现实、需要去吸收借鉴有助
于中华文明发展的优秀成果。

贯通古今，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
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
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
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激发中
华文明的包容特性，必须贯通古今，充分发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库和富矿，充分激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关键是坚持古
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传统文化与现实文化相
融相通，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创造性转化，就是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
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
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
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创新性发展，就是
按照时代进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
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

融通中外，广泛吸收借鉴世界优秀文明
成果。人类创造的各种文明都是劳动和智慧
的结晶，每种文明都有其独特魅力，都是人类
的精神瑰宝，都有可取之处。

中华文明如此精彩纷呈、博大精深，得益
于不断同外界不同文明交流交融、积极吸纳
融合其他文明成果。激发中华文明的包容特
性，必须融通中外，更加积极主动地吸收世界
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在“人类知识总和”中汲
取养分，做到兼收并蓄、博采众长。要加强同
其他文明的对话、交流、合作，丰富交流内容，
拓展合作渠道，保持开放的、虚心的态度，广
泛地学习借鉴。

同时，要积极推动中华文明走向世界，既
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又推动中华文化国际
化，使中华文明在同世界深度互动、向世界深
度开放中持续繁荣发展、永葆生机活力。

据新华社电（作者 吁帅彪 单位：中共中
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