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中国提议的“一带一路”倡议现在正在付诸实施。“一带一路”的准备工作做得丰富有序
而充分。在实现物质目标的同时，价值观、伦理、精神原则的问题正在越来越吸引人们的
注意。习近平主席提倡丝路精神及其人文领域的精耕细作和人文合作。他的“利益共同
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梦想将不仅在物质方面，而且也在精神方面裨益人类。精
神的福泽尤其将使“一带一路”的成就与世长存。因此我们需要阐明“一带一路”建设必
不可少的精神原则，帮助全世界的人们探究他们自己价值观、伦理、精神信仰的趋同点，
使他们团结起来实现儒家思想提倡的“大同”，这和世界宗教议会1993年的《世界伦理宣
言》所提倡的观点极其相似。虽然价值观的汲取，来自十分不同的各种各样文化政治背
景，但是仍然可以找到一种共同的基本原则。这意味着，对于全世界的人来说，总是有可
能在他们的精神需求中找到共同的东西。我的论文将表明，儒家“ 君子”理想的智慧必然
在“一带一路”建设适当精神原则和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的形成中发挥
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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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建设必不可少的精神原则

中国政府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计划
正在稳步有序地付诸实施。《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进展、贡献与展望》指出：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共商共建共
享为原则，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
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
为指引，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
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重
点，已经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
转化为现实，从倡议转化为全球广
受欢迎的公共产品。（推进“一带一
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2019
）

这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理念和目
标的总体原则。这个总体原则适合于“一带
一路”沿线的复杂情况。这里包括不同宗教
信仰、不同风俗习惯、不同政治势力、不同
经济体制和水平、不同文化修养、不同价值
观以及发展不平衡的各个民族。历史遗留的
问题和价值观、宗教信仰的差异以及石油等
资源争夺引发的现实利益冲突等，不可避免
地会给“一带一路”建设造成各种困难。

习近平主席的三个“共同体”的打造
是一个伟大的梦想，不仅是资金的投入，不
仅是牢靠的经济结构和有效的交通运输设施
的建立，不仅是出于经济利益考虑的合作，
更在于一个普遍适用的精神原则的确立。真
正的“共同体”的实现，归根结底是一个精
神的问题，也就是说，它取决于是否能在各
种文化的基本价值观中寻求到共同的价值
取向。中共党中央《求是》期刊讨论了“
一带一路”倡议的五个目标。（欧晓理等
人，2017，第12-17页）其中四个目标着重
于物质和操作层面，第五个目标强调民心相

通，如习近平主席所强调的要“注重人文领
域的精耕细作，尊重各国人民文化历史、风
俗习惯。”（习近平，2016）总之，这第五
个方面提出了要求通过价值观的交流和沟通
思考我们共同的精神原则的问题。我们需要
寻求出自全世界人民共同精神需求的基本原
则。

虽然世界各种宗教的价值观和伦理观各
不相同，但是一条大有可为的前进道路已经
在原先由世界宗教议会在1993年通过的《世
界伦理宣言》中为我们概括出来。《宣言》
指出：

我们坚信，在一起生活领域，无论家
庭、社会、种族、国家和各种宗教，
存在着一种不可违逆、需无条件遵循
的标准。人类的行为准则古已有之，
人们可以从世界各大宗教的教义之中
找到这些准则，它们为一种可以延续
的世界秩序提供了条件。（《世界伦
理宣言》，第2页）

这一套共同的核心价值是一种超越生命
的物质牵挂但同时又同其密切相关的精神原
则。它普遍适用于任何社会、任何个人、任
何家庭、任何种族、任何国家、任何宗教，
并被以不同形式的不同文化表达出来。

我们把人类看做自己的家庭。我们必
须努力做到仁慈与慷慨。我们不应该
只为自己而活，更应该也为他人服
务，永远不忘记老弱病穷、残疾人、
难民和孤苦无依之人。任何时候，也
不应该把任何一个人作为二等公民来
看待或对待，或者以任何方式去剥削
利用他人。男女两性间应该拥有一种
平等的伙伴关系。我们决不做任何种
类不道德的性行为。我们应该摈弃一
切形式的控制或虐待。（《世界伦理
宣言》，第3页）

儒家思想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表达了相似
的思想：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
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
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
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
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
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
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
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
大同。（《礼记·礼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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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大同”理想肯定“天下为公”，
其实际含义如下：a）每个人都应该参与天下
的公共事务，选出有能力、有才华、有德行
的领导来建立和谐社会；b）尽管任何人都
无法避免把家庭作为他利益考虑的出发点，
但是他同时应该有宽广的社会观点，分担互
相关怀、互相帮助、发展和谐社会的社会责
任；c）我们必须可持续地合作开发财富和人
力资源；d）我们必须靠诚信和互信来实现社
会安全与和谐。这不是一种乌托邦的幻想，
而是实现“一带一路”“利益共同体、命运
共同体、责任共同体”或者实现“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精神指导原则的根本。

但是如何才能实现“大同”的四点含义
呢？必须培养立足于儒家思想中“忠恕”二
字的“君子”人格，因为这是孔子“一以贯
之”（《论语》4·15）之道。这两个字可以
被看作支持世界伦理基础的两个关键概念和
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的仲
要精神原则。

“忠”意味着忠于自己的诚挚之心，
也就是正心诚意认识世界、认识自己，以诚
挚待人，其中包含着去伪存真，真心待人的
意思。孔子的学生曾子说：“为人谋而不忠
乎？”意思就是说，为他人办事，要自问有
没有做到尽心竭力。所以要做到“忠”就要
摆脱自私和主观偏见的干扰。正确理解“
忠”能帮助我们区分具有普适性的真正精神
原则和以虚伪方式提出的政治策略。即使我
们的目标是“大同”，按照孔子的要求，重
要的在于“正名”，因为“名不正，则言不
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13·3
）

“恕”指的是一种相互性的意识。孔子
的解释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
论语》15·24）这是和西方黄金律一样重要
的中国伦理信条。

    “忠恕”两个字概括了中国人以“
仁”为核心，共同面对利益、责任、命运的
伦理基础和道德理想。这是“一带一路”建
设必不可少的精神原则。

儒家思想中推崇的“君子”，是贯彻

这种精神原则的楷模。“君子”并非天生。
孟子指出：“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
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
能。”（《孟子》12·15）能担当大任者，
均需经过艰难的修身历练。“君子”的修身
尤其重要，“君子”的许多优秀品质均来源
于此。在与“小人”的对比中，“君子”品
质的优点尤为突出，例如，“君子坦荡荡，
小人常戚戚。”（《论语》7·37）说明“君
子”心胸宽广，能够包容和满足。“君子周
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2·14
）说明“君子”普遍和人亲近而不只是和少
数几个人亲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
利。” （《论语》4·16）说明“君子”明
白大义，懂得处理好义和利之间的关系。“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论语》12·16）说明“君子”一贯成
全别人的好事，而不助长别人做坏事。“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论

语》13·23）说明“君子”寻求和谐，彼此
协调，而不是强求苟同。“君子求诸己，小
人求诸人。” （《论语》15·21）说明“君
子”勇于担当。

“君子”必须接近有道之人，从而学会
自我批评，纠正错误。这样他自己也成为有
道之人。孔子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
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
好学也已。”（《论语》1·14）“君子”
不追求物质享受和感官满足，在这一点上，
孔子提倡向颜回学习：“一箪食，一瓢饮，
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论语》6·11）按照孔子的说法，“君子”
做事勤快，说话谨慎，也就是“君子欲讷于
言而敏于行。”（《论语》4·24）或者“先
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2·13）但
是，即使“君子”少言寡语，在他心中却始
终有一个他在行动中遵循的原则。所以孔子
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那么什么是这个本呢？我们该如何理解
其社会含义呢？孔子接着说：“孝弟也者，
其为仁之本与？”（《论语》1·2）按照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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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道德理解的角度看，“耻”和“罪”可以建立起一致的可能
性，共同针对违背共同的基本精神原则的行为。



家思想推己及人的原则，这个“本”不局限
于家庭，而是具有更广泛社会性的，用孟子
的话说，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
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1·7）更
是儒家推崇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
达人。”（《论语》6·30）所以，“本立而
道生，”这个道就是上述的基本精神原则。
在这个原则指导下，“君子”和圣徒以及各
种文明的精神代表都可以进行沟通、交流和
协调。“君子”的思想品质铸就了他与世无
争的本质。孔子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
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论语》3·7）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
出，“君子”不为世俗利益而争斗，若要说
争的话，也是友谊竞赛，场下礼貌相待，场
上打的是一种友好的擂台，致力于双赢。赛
后大家一起饮酒言欢。

儒家思想严格规定了一套完整的“君
子”人格，概括起来可以用传统上称之为“
国之四维”的“礼义廉耻”四个字来表述。
前三个字已经包含在上面关于“君子”的描
述中了，这里着重讨论“耻”字。中国的伦
理文化和西方的“罪感”文化不一样，中国
人也许不知道西方文化中的“罪”是什么，
但是他们像Ruth Benedict所描述的日本人一
样，认为耻是“德之本，敏于耻的人会贯彻
一切良好行为的规则。”（Benedict，第224
页）从道德理解的角度看，“耻”和“罪”
可以建立起一致的可能性，共同针对违背共
同的基本精神原则的行为。

发掘中国古代精神财富，我们可以找
到更多属于这种精神原则的思想观点。墨子
的“兼爱”是一种更容易让人联想到“博
爱”的思想，他认为：兼相爱就要“视人之
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
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第十五）
；他的“非攻”形成了耶稣、托尔斯泰、甘
地、马丁路德金等伟大人物所提倡的非暴力
精神遗产的一部分；他的“节用”思想已经
预期了现代关于节约资源、合理使用资源以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主张，和联合国可持
续发展目标所坚持的主张相一致。（联合
国，2019）

最后，我们还需要达成一个关键性的
共识，“三个共同体”必不可少的精神原则
的普适性是无可怀疑的，因为它原本就存在
于各种文化之中，但是要在内心里、在行动
上加以实行，还需要花出巨大的努力。尤其

在“三个共同体”的问题上，不仅在于需要
有共同的精神原则，还需要有坚持实行这种
原则的伦理态度和决心。究竟是将“三个共
同体”的倡议看做一种政治战略，还是具有
普适性的精神原则，这是决定“一带一路”
能否真正地、长久地造福于沿线地区乃至于
全世界人民的关键。

•

杨恒达,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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