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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文明倡议专题

新时代中国外交之礼治根源∗

———以全球文明倡议等四大外交概念为例∗

薛　 力　 席寒婷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梳理 “礼” 在中国西周、 西汉和北宋三
个代表性朝代中的表现形态ꎬ 总结中国传统礼治秩序的基本特点ꎬ
并据此分析全球文明倡议等新时代中国外交四大代表性概念ꎬ 以帮
助理解新时代中国外交的礼治之根ꎮ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
外交的总目标ꎬ 新时代中国外交是新礼治秩序的一种实践ꎮ 伙伴外
交和 “一带一路” 倡议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两大抓手ꎬ 前者继承
了中国传统礼治的 “尊尊” “亲亲” 思想ꎬ 后者可追溯至古丝绸之
路所象征的中国传统礼治秩序在地域范围上的扩展ꎮ 全球文明倡议
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文化领域的实践ꎬ 是 “一带一路” 倡议在文
化领域的升级版ꎮ 全球文明倡议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ꎬ 特别是周公
制礼ꎮ 从 “道器” 思想视角分析可发现ꎬ 全球文明倡议是人类命
运共同体之 “道”ꎬ 它为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提供内在之
“理”ꎮ 全球文明倡议折射出中华文明的对立统一与包容性ꎬ 这与
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二元对立思维形成鲜明对比ꎮ 全球文明倡议适应
了新时代对平等性的普遍诉求ꎬ 也凸显中华文明比西方文明更具包
容性的特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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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 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核心概念之一ꎬ 从周公制礼作乐开启中国传

统礼治时代到清朝结束ꎬ 中国的礼治秩序道统近三千年ꎬ 从汉代复兴礼治秩

序算起ꎬ 也有两千余年ꎮ 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中ꎬ 礼治思想已沉淀为中华

文明关于天下治理的主要指导思想ꎮ 时至今日ꎬ 中国推行外交方略与政策时ꎬ
依然从中汲取养分并赋予现代意义ꎮ

新时代的中国外交包含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ꎬ 这不仅体现在中国外

交工作者的实践中ꎬ 也体现在中国近年来提出的一系列外交概念中ꎮ 袁明认

为ꎬ 中国近代外交 “是加入了自己的思想文化底蕴的ꎮ 这种融合ꎬ 不但要从

政治史ꎬ 而且似更要从政治思想史中去寻找轨迹和线索”①ꎮ 这是她对中国驻

美大使章文晋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展 “儒家外交” 的评论ꎮ 彼时的中国尚处

于改革开放的初期ꎬ 外交理论与国际关系理论都处于草创期ꎬ 外交官的诸多

外交行为带有比较明显的个性痕迹ꎮ 而今ꎬ 探寻中国外交的传统文化底蕴已

成为构建中国外交理论与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路径ꎬ 并诞生了天下体系说、
道义现实主义、 世界政治关系理论、 共生理论等ꎮ② 这些理论均从中国传统文

化和历史实践中汲取养分ꎮ 其中ꎬ 天下体系理论以 “天下” 为核心概念ꎬ 以

周朝体系为时代背景ꎬ 探索周朝的 “天下无外” 体系对于建立理想世界秩序

的启发意义ꎻ 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将中国先秦的 “王霸” 思想与现实主义理论

相融合ꎬ 指出物质权力和道德权力的结合是中国获取全球领导力的必要条件ꎻ
世界政治关系理论以 “关系性” 为核心概念ꎬ 阴阳关系、 中庸辩证法和关系

性逻辑构成关系理论的认识论、 方法论和逻辑依据ꎻ 共生理论以古代中国的

共生思想为出发点来思考世界秩序ꎮ ２０２１ 年ꎬ 潘忠岐领衔的著作 «中华经典

国际关系概念» 出版ꎬ 对 “阴阳” “太极” “仁” “天下” 等 ２０ 个中华经典概

念进行追根溯源ꎬ 并分析这些传统文化概念在当代中国外交精神中的体现ꎮ③

该著作代表了中国学者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ꎬ 以期创建 “中国学派”

—３—

①

②

③

袁明: «对中国外交 “思想底色” 的印象与感悟»ꎬ 载 «国际政治研究»ꎬ ２００６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４ 页ꎮ
参见赵汀阳著: «天下体系»ꎬ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１ 年ꎻ 阎学通著: «大国领导

力»ꎬ 北京: 中信出版社ꎬ ２０２０ 年ꎻ 秦亚青著: «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ꎬ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２１ 年ꎻ 任晓编: «共生: 上海学派的兴起»ꎬ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ꎬ ２０１５ 年ꎮ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４ 日ꎬ «孙子兵法» 编辑部举办学术讲座 “战略文化对谈”ꎬ 该著作的著者之一

陈康令在发言中介绍ꎬ 该著作对于中华国际关系概念的写作包含五大特点: 说文解字、 古今联系、 中

西比较、 中为西用、 古为今用ꎮ 参见潘忠歧等著: «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ꎬ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

社ꎬ ２０２１ 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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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理论的最新努力ꎮ
从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视角来看ꎬ 探究当代中国外交的礼治思想根

基十分必要ꎮ 直接探究外交概念的礼治根源者尚比较少见ꎮ 值此中华文明走

向复兴之际ꎬ 深入探究当代外交概念的传统文化根源ꎬ 不但具有外交实践价

值ꎬ 对于重塑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亦将发挥重要作用ꎮ 在我们看来ꎬ 当今国际

政治的多极化格局与其说具有地缘政治特征ꎬ 不如说具有文明间政治特征ꎮ
这主要表现为 “文明之间既合作又竞争” 的特征ꎬ 局部冲突或会发生ꎬ 但世

界大战发生的可能性不大ꎮ 我们研究发现ꎬ 新时代中国外交依然具有鲜明的

礼治特色ꎮ 新时代中国外交从理念、 总目标到实践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ꎬ
它包括一系列新概念ꎬ 而人类命运共同体、 伙伴外交、 “一带一路”、 三大全

球性倡议是代表性概念ꎮ 其中ꎬ 全球文明倡议不仅是最新提出的概念ꎬ 而且

为其他两个全球性倡议奠定文明根基ꎮ 探究这些代表性外交概念的传统礼治

根源ꎬ 并分析它们在新礼治时代的相互关系ꎬ 有助于把握新时代中国外交与

传统礼治思想的关系ꎬ 从而深化对当代中国外交的认识ꎮ

一　 礼之历史

中国的传统礼治秩序拥有悠久的历史ꎮ 在国家产生前ꎬ 古人通过击鼓献

玉向神祈求幸福ꎬ 这就是甲骨文中 “礼” 字的含义ꎮ 从西周时期周公制礼作

乐ꎬ 到北宋朱熹以 “理” 释礼ꎬ 再到清末 “存天理ꎬ 灭人欲” 的礼治导致

“礼教吃人”ꎬ 中国传统礼治社会已维系约三千年ꎮ 因此ꎬ 阐述 “礼” 的内涵

是把握中国传统礼治的关键ꎮ 西周、 西汉和北宋是中国历史上推行 “礼治”
的三个标志性朝代ꎬ 本文通过透视礼治在这三个朝代中的发展形态ꎬ 借以把

握中国传统礼治秩序的主要内涵与特征ꎮ
(一) 礼之缘起———祭祀神灵

礼在甲骨文中为 “ ”①ꎬ 上面的 代表玉串ꎬ 下面的 代表鼓ꎮ 礼在古

文中是 “禮”ꎬ «说文解字» 释 “礼” 为: “履也ꎮ 所以事神致福也ꎮ”② 由此

可见ꎬ 礼缘起于祭祀神灵的活动ꎬ 古人希冀通过击鼓献玉、 祭祀神灵而获得

幸福ꎮ 夏商时期关于礼的记载并不全面ꎬ 所以孔子曰: “夏礼ꎬ 吾能言之ꎬ 杞

—４—

①
②

刘钊、 冯克坚主编: «甲骨文常用字字典»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１９ 年ꎬ 第 １２７ 页ꎮ
[汉] 许慎著: «说文解字» (现代版)ꎬ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０６ 年ꎬ 第 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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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征也ꎻ 殷礼ꎬ 吾能言之ꎬ 宋不足征也ꎮ 文献不足故也ꎮ”① 但可以确定的

是ꎬ 周礼是在夏商时期礼的发展基础上制定出来的ꎬ 这可从孔子所言之 “殷
因于夏礼ꎬ 所损益ꎬ 可知也ꎻ 周因于殷礼ꎬ 所损益ꎬ 可知也”②ꎬ “周监于二

代”③中得到论证ꎮ
西周时期ꎬ 礼已发展为较成熟的形态ꎬ 并成为当时君王治国的重要依据ꎮ

钱穆同意东汉史学家班固在 «汉书艺文志» 中的判断 “五经为古者王官之

学ꎬ 乃古人治天下之具”④ꎬ 并认为 «诗经» 和 «尚书» 是五经中最古老和可

信的两部ꎮ 其中ꎬ «诗经» 又被称作周代的百科全书ꎮ 从 «诗经» 的 “四
始”⑤ 中体现的夫妻之礼、 君臣之礼、 天人之礼、 祭祀之礼等 “四礼” 所涵

盖的礼治范围可得出结论: “礼治” 在中国古代君王的 “治天下之具” 中占

据重要位置ꎮ
(二) 周公制礼——— “人” 之进入

钱穆认为 «诗经» 与周公制礼有关: “今果认诗经乃古代王官之学ꎬ 为当

时治天下之具ꎻ 则其书必然与周公有关ꎬ 必然与周公之制礼作乐有关ꎮ”⑥ 孔

子一生以恢复周礼为己任ꎬ 认为周礼是治理国家的至上制度ꎬ “周监于二代ꎬ
郁郁乎文哉! 吾从周”⑦ꎮ 因此ꎬ 探索礼治不可绕开周公制礼作乐ꎮ 可以说ꎬ
周公制礼作乐标志着中国传统礼治时代的正式开启ꎮ 通过考察周公制礼作乐ꎬ
可窥见中国传统礼治秩序的原始面貌ꎮ

周公制礼作乐之目的乃是保证周朝世代相传ꎬ 这可从 «时迈» 中加以印

—５—

①

④
⑤

⑥
⑦

②③　 杨伯峻译注: «论语译注» (简体字本)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１７ 年ꎬ 第 ３５ 页ꎬ 第 ２９ 页ꎬ
第 ３９ 页ꎮ

钱穆著: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ꎬ 台北: 东大图书公司ꎬ １９７６ 年ꎬ 第 ９９ 页ꎮ
«诗经» 的 “四始” 是指 «诗经» 的 «风» «小雅» «大雅» 和 «颂» 四部分的首篇———

«关雎» «鹿鸣» «文王» «清庙» 的合集ꎮ «史记» 对 «诗经» “四始” 作如下介绍: “ «关雎» 之乱

以为 «风» 始ꎬ «鹿鸣» 为 «小雅» 始ꎬ «文王» 为 «大雅» 始ꎬ «清庙» 为 «颂» 始”ꎮ 参见陈曦等

注译: «史记»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２２ 年ꎬ 第 ５０２５ 页ꎮ “四始” 被认为将 «诗经» 的义理讲到极致ꎮ
«毛诗序» 指出ꎬ «关雎» 的作用在于端正夫妻之礼从而教化天下ꎬ 使百姓和国家都能有序ꎮ 参见王秀

梅译注: «诗经»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１５ 年ꎬ 毛诗序第 ２ 页ꎮ «鹿鸣» 描写周王召见臣子嘉宾共同畅

怀宴饮的场面ꎬ 展现了理想的君臣之礼ꎮ «文王» 由周文王的儿子周公旦所作ꎬ 意在歌颂周文王顺应

天命建立周朝ꎬ 以德政管理百姓ꎬ 并告诫后代君王顺应天道ꎬ 遵守天人之礼ꎬ 不要走殷商覆灭的老路ꎮ
«清庙» 是祭祀周文王的乐歌ꎬ 描写祭祀者神情庄重ꎬ 志在秉承周文王的德行ꎬ 敬仰之情永不消退ꎬ
体现了祭祀之礼ꎮ

钱穆著: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ꎬ 台北: 东大图书公司ꎬ １９７６ 年ꎬ 第 １００ 页ꎮ
杨伯峻译注: «论语译注» (简体字本)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１７ 年ꎬ 第 ３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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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ꎮ① 周武王于去世之际将大权交给弟弟周公ꎬ 此时的周朝正面临内忧外患的

局面ꎮ 周公平定天下后将大权交还予周武王的儿子周成王ꎮ 周公便是值此背

景下创作出 «时迈»ꎬ 他在篇中告祭周武王ꎬ 如今天下已定ꎬ 他将谋划制度以

确保周朝世代永继ꎮ 周公制礼作乐的实质ꎬ 是在殷商天命观的基础上注入周

朝的统治思想 “明德”ꎬ 将人文观念注入原本神鬼观念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统

治思想中ꎮ 从殷商覆灭可以看出 “天命靡常”②ꎬ 而殷商没能保住国家是因为

丧失民心ꎬ 周朝应吸取殷商灭国的教训ꎮ 周公认为ꎬ 要确保周朝国运昌盛ꎬ
就必须学习周文王的治国理念ꎬ “惟乃丕显考文王ꎬ 克明德慎罚”③ꎬ 唯有明

德慎罚ꎬ 天子才能遵天命、 获民心ꎮ
从具体制度上来看ꎬ 封建④、 宗法⑤和井田⑥三者构成周公开创的礼治ꎮ

它们分别从政治、 伦理和经济方面入手治理周朝并相互融为一体ꎬ 三者成为

体现周公 “明德慎罚” 思想的施政制度ꎮ 钱穆在考察这三种制度后认为ꎬ 周

公制礼作乐的最大要义是个人道德的确立ꎬ 这也意味着天下大同观念的确立ꎮ
因为周朝统治所依靠的封建制背后是宗法制ꎬ 而宗法制推到极致便是个人ꎮ
“故推极西周封建制度之极致ꎬ 必当达于天下一家ꎬ 中国一人ꎮ 太平大同之理

想ꎬ 皆由此启其端ꎮ 故论周公制礼作乐之最大最深义ꎬ 其实即是个人道德之

确立ꎬ 而同时又即是天下观念之确立也ꎮ”⑦ 王国维考察上古至周代的制度所

得出的结论与钱穆的观点在本质上相通ꎬ 他们都认为周公所制之礼的内核是

确立人的道德ꎬ “周之制度典礼ꎬ 乃道德之器械ꎬ 而尊尊、 亲亲、 贤贤、 男女

—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时迈» 是 «诗经» 里 «周颂» 中的一篇ꎮ 它由周公所作ꎬ 旨在歌颂周武王开创周朝ꎬ 并向

天下宣告周朝的威望和美德ꎮ 参见王秀梅译注: «诗经»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１５ 年ꎬ 第 ７５１ － ７５２ 页ꎮ
王秀梅译注: «诗经»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１５ 年ꎬ 第 ５７９ 页ꎮ
王世舜、 王翠叶译注: «尚书»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１２ 年ꎬ 第 １８０ － １８１ 页ꎮ
“封建” 一词最初的含义是给诸侯分封土地ꎬ 划出界限ꎬ 并为这些土地立法ꎮ 封建制并不由

周公首创ꎬ 夏商已有封建诸侯的历史ꎬ 但夏商时期的诸侯国相对独立于王室ꎮ 商朝在王畿以外分封异

姓诸侯ꎬ 在王畿内才以商王的同姓亲族为主体力量ꎮ 周公实行封建制的初衷是保证周王朝一统天下ꎬ
他认为夏商亡国的重要原因是其宗族没有帮扶王室ꎮ 因此ꎬ 周公大力分封姬姓 (周王姓氏) 诸侯ꎬ 以

此作为保护周王权的手段ꎮ 在周公分封的 ７１ 个诸侯国中ꎬ 姬姓诸侯占据 ５３ 个ꎮ 由此可见ꎬ 周公实行

封建制的根基在于宗法制ꎮ 参见方勇、 李波译注: «荀子»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１５ 年ꎬ 第 ９０ 页ꎮ
“宗” 的最初含义是祭祀祖宗神位的地方ꎮ 宗法制的建立是让周的政治制度倚靠于宗法制ꎬ

即社会伦理ꎬ 社会伦理则最终推演到个人的孝悌ꎮ
井田制在夏商时期已经存在ꎬ 周公对其进行了完善ꎬ 为他推行的封建制提供保障ꎮ «周礼»

记载了西周时期井田制的形态ꎬ 证明井田制是当时基本的土地、 人口、 分封以及赋税单位ꎬ “乃经土

地ꎬ 而井牧其田野: 九夫为井ꎬ 四井为邑ꎬ 四邑为丘ꎬ 四丘为甸ꎬ 四甸为县ꎬ 四县为都ꎮ 以任地事而

令贡赋”ꎮ 参见吕友仁、 李正辉注译: «周礼»ꎬ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ꎬ ２０１０ 年ꎬ 第 １１２ 页ꎮ
钱穆著: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ꎬ 台北: 东大图书公司ꎬ １９７６ 年ꎬ 第 ８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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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别四者之结体也”①ꎮ
(三) 礼之 “天” 化———君承天命

东周时期礼崩乐坏ꎬ 礼治难行ꎮ 对于恢复礼治秩序ꎬ 秦朝厉行竣法而无

意于此ꎬ 汉代初期为恢复国力而以黄老之术治国ꎬ 也未能实现ꎮ 到了汉武帝

时期ꎬ 国力恢复ꎬ 吸取秦朝二世而斩的教训ꎬ 建立稳固的天下治理体系成为

天子考虑的重心ꎮ 汉武帝为经略国家采纳了董仲舒提出的 “天人三策”②ꎬ 将

“天” 变成统治国家的思想源头ꎬ “王者欲有所为ꎬ 宜求其端于天王者承

天意以从事”③ꎮ 君王统治国家乃承命于天ꎬ 这就为汉武帝治理国家的正当性

提供了思想基础ꎮ 此外ꎬ 先秦儒学没能在汉武帝之前的中国统治阶级思想中

占据主导地位ꎬ 儒学官方正统地位之确立ꎬ 董仲舒厥功至伟ꎮ “天人三策” 不

仅成为汉武帝治理国家的思想纲领ꎬ 也为此后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君主统治

和等级秩序社会打下深厚根基ꎬ 以儒学为主要内容的礼自此成为中国统治阶

级的执政纲要ꎮ
董仲舒认为ꎬ 阐述天、 地、 人之关系的一整套完整哲学思想的提出ꎬ 是

实现天下稳定有序的必要条件ꎮ 在天人关系上ꎬ 董仲舒在先秦儒学的基础上

融入了道家与阴阳五行家的宇宙观思想ꎬ 提出 “天人感应” 学说ꎮ 在民众价

值观统一上ꎬ 他尤其看重 «春秋»ꎬ 特别是其中的大一统思想ꎬ “春秋大一统

者ꎬ 天地之常经ꎬ 古今之通谊也ꎮ 今师异道ꎬ 人异论ꎬ 百家殊方ꎬ 指意不同ꎬ
是以上亡以持一统”ꎬ 为此应当 “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ꎬ 皆绝其道ꎬ 勿

使并进”④ꎮ 在天子与民众的关系上ꎬ 他提出ꎬ “唯天子受命于天ꎬ 天下受命

于天子ꎬ 一国则受命于君”⑤ꎮ 天子统治百姓乃是天命所授ꎬ 天子应顺应天道

实行统治ꎬ 任德不任刑ꎬ “王者欲有所为ꎬ 宜求其端于天ꎮ 天道之大者在阴

阳ꎮ 阳为德ꎬ 阴为刑”⑥ꎮ 这样一来ꎬ 董仲舒就把天、 天子、 天下按照等级连

—７—

①

②

③
⑤
⑥

王国维: «殷周制度论»ꎬ 载陈其泰、 郭伟川、 周少川编: «二十世纪中国礼学研究论集»ꎬ 北

京: 学苑出版社ꎬ １９９８ 年ꎬ 第 ３００ 页ꎮ
董仲舒向汉武帝呈上的三篇文章被后世称作 “天人三策”ꎮ 秦始皇采纳李斯的主张焚书坑儒ꎬ

意图完成思想一统ꎬ 但其残酷统治导致秦迅速灭亡ꎮ 汉武帝也想实现思想的统一ꎬ 但秦的严酷做法已

被证明不可取ꎮ 在这个背景下ꎬ 汉武帝问政于董仲舒ꎬ 董仲舒以 “天人三策” 作答ꎮ 其主旨是 “天人

感应”、 任德不任刑、 礼乐文教三方面ꎬ 分别从整体思想、 政治原则和施政手段组成董仲舒向汉武帝

建议的儒学体系ꎮ
④　 [汉] 班固著: «汉书»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０５ 年ꎬ 第 １９０４ 页ꎬ 第 １９１８ 页ꎮ

张世亮、 钟肇鹏、 周桂钿译注: «春秋繁露»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１２ 年ꎬ 第 ４００ － ４０１ 页ꎮ
[汉] 班固著: «汉书»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０５ 年ꎬ 第 １９０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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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体ꎬ 形成 “天人合一” 学说ꎮ 社会政策方面ꎬ 董仲舒在性情论①的前提

下为维护社会秩序提出 “三纲五常” 的社会伦理体系ꎮ “纲” 的最初含义

是 “维纮绳也”②ꎬ 即网的大绳ꎬ 引申为总领ꎮ 董仲舒提出君臣、 父子、
夫妇为 “三纲” ꎬ 臣、 子、 妇分别以君、 父、 夫为纲ꎮ “五常” 则是仁义

礼智信五种道德伦理观念ꎬ 其作用是实现 “三纲” 所代表的社会等级

秩序ꎮ
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之具有 “独尊儒家” 色彩的治国建议ꎬ 并通过一系

列制度建设与奖惩措施ꎬ 使中国形成以儒家为核心的一整套价值观体系ꎮ 这

对于维系天下人心、 维持社会的有序运转与天下体系的稳定发挥了关键作用ꎬ
解决了秦代因为片面强调严刑峻法而引发社会强烈反抗与天下体系不稳定的

问题ꎮ 汉代因而成为天下礼治秩序的成熟期ꎮ 此后的朝代虽然对此有所调整

与改进ꎬ 但整体上不出汉代的范畴ꎮ
(四) 礼之 “理” 化——— “礼即理也”
宋代开启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后半期ꎬ 五代十国留下的战乱局面才得到修

整ꎬ 商品经济的空前发展和宗法关系的松动又导致人欲横流ꎮ 如同汉代经过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后重拾礼乐教化ꎬ 北宋也亟须修复礼治巩固政权ꎮ 儒

学的主导地位此时已叠受玄学、 佛教和道教的冲击ꎬ 不过儒家 “仍能长期成

为中国文化的支配力量ꎬ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儒家在礼制的层面上抵御了佛、
道的侵染”③ꎮ

宋代儒学以论 “理” 为主ꎬ 朱熹作为宋儒的代表将程颐开创的理学发展

完善ꎬ 直到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西方学术传入中国之前ꎬ 程朱理学始终是中

国最有影响的哲学学派④ꎬ 并对朝鲜、 日本、 琉球、 越南等儒家文化圈产生了

—８—

①

②
③
④

在人性观上ꎬ 董仲舒融合了孟子和荀子的主张ꎮ 他以阴阳为根据提出性情说ꎬ 性对应于人身

的仁ꎬ 情对应于人身的贪ꎬ “人之诚ꎬ 有贪有仁ꎮ 仁、 贪之气ꎬ 两在于身ꎮ 身之名ꎬ 取诸天ꎮ 天两有

阴阳之施ꎬ 身亦两有贪、 仁之性”ꎬ “身之有性、 情也ꎬ 若天之有阴、 阳也”ꎮ 参见张世亮、 钟肇鹏、
周桂钿译注: «春秋繁露»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１２ 年ꎬ 第 ３７６ － ３８０ 页ꎮ 孟子认为人有善端ꎬ 人 “已
善”ꎻ 董仲舒则认为人本身是 “未善”ꎮ 董仲舒把善和性比作禾与米的关系ꎬ 人虽然有仁之性ꎬ 但性

不是善ꎬ 性需要教化才能转化为善ꎮ 由此可见ꎬ 董仲舒的人性主张与荀子的人性论具有共通之处ꎬ
荀子认为礼的缘起在于人性之恶ꎬ 人性需要礼的外部约束ꎮ 与荀子人性论不同的是ꎬ 董仲舒并不认

为人性本恶ꎬ 人性转变为善是发展人性而不是约束人性ꎮ 董仲舒认为ꎬ 人需要教化才能将人性的仁

德转变为善ꎮ
[汉] 许慎著: «说文解字» (现代版)ꎬ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０６ 年ꎬ 第 ７３４ 页ꎮ
杨志刚著: «中国古代礼学论集»ꎬ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２１ 年ꎬ 第 ３３ 页ꎮ
冯友兰著ꎬ 赵复三译: «中国哲学简史»ꎬ 北京: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ꎬ ２０１７ 年ꎬ 第 ２３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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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远影响ꎮ 朱熹的礼学则是理学体系的关键部分ꎬ 在他看来ꎬ “礼即理也”①ꎮ
在朱熹的理学体系中ꎬ “理” 可被概括为 “形而上者ꎬ 无形无影是此理ꎻ 形而

下者ꎬ 有形有状是此器”②ꎬ “礼者ꎬ 天理之节文ꎬ 人事之仪则也”ꎬ “礼之为

体虽严ꎬ 而皆出于自然之理”③ꎮ 也就是说ꎬ 理是 “器” 之 “道”ꎬ “器” 是

理之 “发”ꎬ 有一物便有一理ꎬ 有理后才有物ꎮ 在天人关系方面ꎬ 朱熹以理释

礼ꎬ 认为礼是天理的外在体现ꎬ 是管理人间秩序的规范ꎮ 至此ꎬ 朱熹把礼作

为中介将人与天理连为一体ꎬ 人通过礼受制于天理ꎬ 而这同时又是顺乎天理

之自然ꎮ 朱熹继承了董仲舒关于 “三纲五常” 的观点ꎬ 认为这是 “礼之大

体”ꎬ 礼的固定部分ꎮ 通过将礼与天理连为一体ꎬ 朱熹将 “三纲五常” 的社会

伦理等级秩序的正当性进一步推至 “天理”ꎬ 即自然天定ꎮ④由此ꎬ 程朱理学

把礼的内涵抬升至 “天理” 的高度ꎬ 北宋礼治思想逐渐从关注礼的外在形态

转向关注礼的内在精神ꎬ 实现了形而下向形而上的提升ꎮ⑤

表 １　 中国传统礼治秩序的历史发展表

时代 代表人物 内容 媒介 对象 目的

国家产生前ａ 所有人 击鼓献玉 神 所有人 人的幸福

西周 周公
封建制、 宗法制、 井田制

( “尊尊” “亲亲”)
神和个人道德 贵族 封建统治

西汉 董仲舒
三纲五常

( “尊尊” “亲亲”)
天 贵族 ＋ 封建统治

北宋 朱熹
三纲五常ｂ

( “尊尊” “亲亲”)
理 所有人ｃ 封建统治

　 　 注: ａ 这里的时代根据孔子的观点ꎬ 即夏商时期关于礼的记述不足ꎬ 将时间倒推至国家产生前ꎬ
即夏商之前ꎮ

ｂ 董仲舒与朱熹都认同把 “三纲五常” 作为礼的内容ꎬ 但二人的依据不同ꎮ 董仲舒以阴阳论为根
据ꎬ 人有三纲正如天有阴阳ꎮ 朱熹则以 “理” 为根据ꎬ “理” 是先天客观存在的ꎬ 因为三纲五常是礼
的固定部分ꎬ 礼又是理的体现ꎬ 那么三纲五常也是客观存在的ꎮ

ｃ 东汉开启 “礼下庶人” 的趋势ꎬ 但并没有完成 “礼下庶人” 的过程ꎬ 直到宋代 “礼下庶人”
才得以完成ꎮ 北宋 «政和五礼新仪» 的颁行被视作 “礼下庶人” 的标志性事件ꎬ 这是官方为庶人制作
的礼仪法典ꎮ «宋史礼志» 是第一部记述庶人礼仪的正史ꎮ 需要注意的是ꎬ 尽管没有人被排除在礼
的作用范围之外ꎬ 但此时的人仍有等级区分ꎮ 官方将社会划分为皇帝和宗室、 品官、 庶人三个等级ꎮ

资料来源: 笔者绘制ꎮ

—９—

①

②
③

⑤

[宋] 朱熹著: «朱子全书»ꎬ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ꎬ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ꎬ ２００２ 年ꎬ 第

２８９３ 页ꎮ
[宋] 黎靖德编: «朱子语类»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２０ 年ꎬ 第 ２９５２ 页ꎮ

④　 [宋] 朱熹著: «宋本论语集注一» (全四册)ꎬ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ꎬ ２０１６ 年ꎬ 第 ７２
页ꎬ 第 ４２ －９０ 页ꎮ

张凯作著: «北宋礼治思想研究»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２１ 年ꎬ 自序第 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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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人类命运共同体之礼治根源

传统上ꎬ 中国社会是 “礼治社会”ꎮ 相应地ꎬ 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体

系基于儒家特有的 “家国同构” “以礼治天下” 等理念而建立ꎬ 是典型的礼

治体系ꎬ 或者叫礼治秩序ꎮ① 它始于周朝ꎬ 复兴于汉朝ꎬ 定型于宋朝ꎮ 元明清

三朝均延续了礼治秩序ꎮ 清朝灭亡后ꎬ 礼治秩序消亡ꎬ 中国开启从帝国到现

代民族国家的转型ꎬ “以礼治天下” 思想亦逐渐淡化ꎮ 围绕中国的发展道路ꎬ
北洋政府、 南京政府、 新中国政府均有其各自主张ꎮ 但是ꎬ 由于国家羸弱、
国共内战ꎬ 以及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尚未正常化ꎬ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很难在赓

续礼治上有所作为ꎮ 得益于 ４０ 余年的改革开放ꎬ 中国经历了从 “站起来” 到

“富起来” 的转变ꎬ 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有望成为第一大经济体ꎮ 中国梦

的实现意味着中华文明的复兴ꎮ 构建一套发扬自身文明传统及革命与建设经

验、 吸收其他文明优秀成果的价值观体系ꎬ 并将之应用于指导新的外交实践ꎬ
势在必然ꎮ 如果说传统东亚国际体系是礼治体系ꎬ 当代中国倡导构建的主要

聚焦周边的东亚国际体系ꎬ 则可被称作 “新礼治秩序” 或者 “中华礼治秩

序”ꎬ 其主要特点是: “礼” 成为秩序 (体系) 的关键粘合剂ꎻ 它是一种圈层

结构ꎻ 这个体系具有开放性ꎮ②

(一) 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礼治之纲

新时代四大外交概念的主要内涵、 构成及其相互关系是: 人类命运共同

体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总目标③ꎬ 包括政治、 安全、 经济、 文化、 生态五个领

域④ꎻ “一带一路” 与伙伴外交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两大抓手ꎬ 其中 “一
带一路” 侧重经济与文化领域ꎬ 以及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外交ꎻ 伙伴外交侧重

政治与安全领域ꎬ 以及针对发达国家的外交ꎮ 生态领域是 “一带一路” 与伙

—０１—

①
②
③

④

黄枝连著: «天朝礼治体系研究» (三卷本)ꎬ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ꎬ １９９２ 年ꎮ
薛力: « “中华礼治秩序” 初探»ꎬ 载 «世界知识»ꎬ 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７３ 页ꎮ
张宇燕主编: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研究»ꎬ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ꎬ ２０１９ 年ꎬ 第 １０６ 页ꎮ
习近平主席 ２０１５ 年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讲话中ꎬ 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五大内涵ꎬ 即伙

伴关系、 安全格局、 发展前景、 文明交流和生态体系ꎬ 这五大内涵大致上分别针对政治、 安全、 经济、
文化与生态五个领域ꎮ 参见习近平: «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ꎬ 载 «人
民日报»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９ 日第 ２ 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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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外交共同关注的领域ꎮ①

从新礼治秩序的观点看ꎬ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礼治的纲领ꎮ “人
类命运共同体” 首次出现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 “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ꎬ
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ꎬ 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

展ꎮ”② 此后ꎬ 在第 ７０ 届联合国大会讲话、 中共十九大报告等重大外交场合和

重要政策文件中ꎬ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ꎮ 在中共二

十大报告中ꎬ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被诠释得更加清晰ꎮ 报告共有五处提到

“人类命运共同体”ꎬ 体现了人类多层次的追求ꎬ 包括人类整体在物质层面和

精神层面的追求ꎬ 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追求ꎬ 国家行为体以及国际社会在

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追求等ꎮ③

上文梳理了礼自产生以来的作用对象以及不同时代的作用目的ꎬ 借此视

角考察人类命运共同体可发现ꎬ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传统礼治秩序既有关联又

有差别ꎮ 从周公制礼希冀确保周朝世代永继ꎬ 到董仲舒为论证汉武帝统治的

正当性提出 “君权天授”ꎬ 再到朱熹以 “理” 释礼为宋代封建社会伦理秩序

提供先天性合理的解释ꎬ 中国传统礼治的目的都是维护历朝君王的权力ꎮ “礼
不下庶人ꎬ 刑不上大夫”④ 的理念贯穿于中国封建王朝ꎬ 直到封建社会发展接

近尾声ꎬ 庶民的地位仍被置于皇帝和宗室以及品官之下ꎮ⑤

不同于传统礼治维护中国君主统治的目的ꎬ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新时代的表现ꎬ “互相尊重、 公平正义、 合作共

赢” 是新型国际关系的核心内涵ꎮ 因而ꎬ 新礼治秩序的核心理念是世界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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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力: «中国传统文化、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高质量建设 “一带一路”»ꎬ 载 «中国发展观察»ꎬ
２０２１ 年第 ２３ 期ꎬ 第 ３３ － ３５ 页ꎮ

胡锦涛: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ꎬ 载 «人
民日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第 １ 版ꎮ

中共二十大报告包括 １５ 部分ꎬ 共有 ５ 处提到 “人类命运共同体”ꎬ 这 ５ 处的位置以及原文分

别是: 第一部分 “我们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ꎬ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ꎬ 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

义”ꎻ 第三部分 “丰富人民精神世界ꎬ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ꎬ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ꎬ 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ꎻ 第十四部分 “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ꎬ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始终坚持维护

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ꎬ 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ꎮ 参见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第 １ 版ꎮ
胡平生、 张萌译注: «礼记»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１７ 年ꎬ 第 ４７ 页ꎮ
宋代 «政和五礼新仪» 确立了这一包括三个等级即皇帝和宗室、 品官、 庶民的封建社会模

式ꎮ 这个等级模式延续到明代和清代ꎬ 从 «明史» 和 «清史稿» 中都可得到印证ꎮ 参见杨志刚著:
«中国古代礼学论集»ꎬ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２１ 年ꎬ 第 ６９ － ８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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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与稳定ꎮ ２０１２ 年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ꎬ 这实质上标

志着新礼治时代的开端ꎮ
(二) 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时代中国外交之总目标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总目标ꎬ 全球文明倡议等其余五个

外交概念从各自领域出发为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动力ꎮ 为实现 “明昭有

周允王保之”① 这个周朝永继的目标ꎬ 周公从政治制度、 伦理道德和经济

发展角度入手分别制定了封建制、 宗法制和井田制ꎮ 周公制礼作乐通过这三

种具体制度的施行才得以完成ꎬ “惟其必融凝此三者而始成为一治体ꎬ 故于政

治制度之背后ꎬ 有伦理道德焉ꎬ 有经济实利焉ꎮ 惟此三者之相融相成ꎬ 故礼

成而乐兴焉”②ꎮ 同样ꎬ 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共赢共享” 目标也需要从具

体领域分别入手ꎬ 中国对此给出的答案是 “国际社会要从伙伴关系、 安全格

局、 经济发展、 文明交流、 生态建设等方面作出努力”③ꎮ

三　 伙伴外交和 “一带一路” 倡议之礼治根源及相互关系

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历史相对有限ꎬ 主权概念产生于 １６４８ 年的威斯特伐

利亚和约ꎬ 民族国家概念则滥觞于法国大革命ꎮ 诞生于基督教世界的民族国

家具有明显的内外之分与敌我对抗性ꎬ 这是民族国家体系的内在缺陷ꎬ 也是

一神论国家频频发生宗教战争的深层原因ꎮ 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亦与此密切

相关ꎮ 中国则延续了数千年的天下体系 (即 “礼治体系”)ꎬ 遵循的是另外一

套哲学ꎮ 首先ꎬ 迥异于基督教文明的上帝崇拜ꎬ 中华文化强调祖先崇拜ꎬ 并

且是以家族为中心ꎬ 构建具有明显圈层性的社会关系ꎬ 从而实现社会的有序

运转ꎮ 这种社会的特点有二: 一是等级制ꎬ 二是亲疏有别但不存在明显的敌

我二分与对抗性ꎮ 其次ꎬ 基于 “家国同构” 的逻辑ꎬ 天下治理同样依据社会

治理的逻辑ꎬ 例如ꎬ 家族有 “五服”ꎬ 天下也区分为 “五服” (即甸服、 侯

服、 绥服、 要服、 荒服)④ꎻ 家族有 “九族”ꎬ 天下亦有 “九服”⑤ꎮ 最后ꎬ 天

下治理中讲究华夷分别用不同的方式进行治理ꎬ 因此ꎬ 天下礼治体系又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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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秀梅译注: «诗经»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１５ 年ꎬ 第 ７５１ － ７５２ 页ꎮ
钱穆著: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ꎬ 台北: 东大图书公司ꎬ １９７６ 年ꎬ 第 ９６ － ９７ 页ꎮ
习近平: «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０ 日第 ２ 版ꎮ
王世舜、 王翠叶译注: «尚书»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１２ 年ꎬ 第 ８８ － ９０ 页ꎮ
吕友仁、 李正辉注译: «周礼»ꎬ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ꎬ ２０１０ 年ꎬ 第 ２９７ － ２９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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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夷秩序ꎮ 这里的 “华” 通常包括甸服、 侯服与绥服ꎬ 采取直接治理模式ꎻ
“夷” (也包括 “藩”) 则是指要服、 荒服ꎬ 采取间接治理模式ꎮ 后者大致上

相当于现在的国际关系ꎬ 这也是中外历史学界与国际关系学界的共识ꎮ
中国传统礼治随着朝代更替ꎬ 适用对象的范围在逐渐扩大: 西周以贵族为主

体ꎬ 北宋时期大致实现了以所有人为主体ꎮ 但此时的礼治主体仍有明确的等级性ꎬ
皇帝及宗室、 品官和庶人三个级别等级分明ꎮ 此外ꎬ 中国传统礼治的目的是维护

历朝君王的权力ꎬ 而伙伴关系和 “一带一路” 倡议是新时代中国提出的两个代表

性外交理念ꎬ 它们以保障中国全体人民共同的物质丰盈和安全利益为目标ꎬ 同时

以中国为中心引领全球和平与发展ꎮ 因此ꎬ 伙伴关系和 “一带一路” 倡议可被视

作中国在新礼治时代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贡献力量的两大抓手ꎮ
(一) 两大抓手的礼治根源

伙伴关系是伙伴外交的结果ꎮ 伙伴外交是新中国在冷战结束之际开始遵

循的外交理念ꎬ 它继承了传统中国礼治时代的 “尊尊” “亲亲” 思想ꎮ 其中ꎬ
“尊尊” 对应于中国伙伴关系形成的等级性ꎬ 如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战略伙伴

关系、 战略合作关系等ꎻ “亲亲” 对应于伙伴关系发展的圈层性ꎬ 在中国与全

球六大洲国家形成的伙伴关系中ꎬ 与亚洲国家的伙伴关系数量最多ꎮ ２０１３ 年

中国提出的 “一带一路” 倡议可追溯至古丝绸之路时期的天下秩序观ꎬ 即华

夏中原和四方夷狄共治天下ꎮ
１ 伙伴关系与 “尊尊” “亲亲”
“伙伴关系” 概念最初于 １９７０ 年由美国时任总统尼克松提出ꎬ 他在 «７０

年代美国的对外政策: 争取和平的新战略» 国情咨文中提出被称作 “尼克松

主义” 的美国外交战略ꎬ 它由 “伙伴关系” “实力” 和 “谈判” 三部分组成ꎮ
其中ꎬ “伙伴关系” 意为 “美国要加强同北约盟国、 日本以及其他自由国家的

关系ꎬ 鼓励它们分摊更多负担ꎬ 承担更大责任ꎬ 与美国一起共同对付苏联的

威胁”①ꎮ 尼克松希望美国利用 “伙伴关系” 与西方国家加强合作ꎬ 共同对抗

苏联ꎮ 国际社会出现伙伴外交的热潮则是在冷战结束之后ꎮ １９７８ 年中共十一

届三中全会召开ꎬ 中央提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的

根本指导方针②ꎬ 到冷战结束时ꎬ 中国外交已经走上 “无敌国” 的轨道③ꎮ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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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月、 朱立群编: «简明国际关系史»ꎬ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ꎬ ２００３ 年ꎬ 第 ２０９ 页ꎮ
邓小平: «解放思想ꎬ 实事求是ꎬ 团结一致向前看»ꎬ 载 «邓小平文选» (第二卷)ꎬ 北京: 人

民出版社ꎬ １９９４ 年ꎬ 第 １４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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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伙伴外交始于 １９９３ 年 １２ 月中国领导人访问巴西时ꎬ 双方就建立长期稳

定、 互利的战略伙伴关系达成共识ꎮ① 彼时ꎬ 冷战刚刚结束ꎬ 全球化成为国际

上主要国家的共同诉求ꎮ 中国致力于融入国际经济体系ꎬ 外交服务于经济

建设ꎮ
历经 ３０ 多年的发展ꎬ 如今中国的伙伴外交已相当成熟ꎬ 并表现出圈层性

和等级性特征ꎮ 伙伴外交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显著特色ꎬ 中国也是最重视伙

伴外交的大国ꎮ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中国的伙伴关系分为中国与大国、 与周边

国家和与发展中国家等层次ꎬ 并为每个层次制定相应指导方针ꎮ 根据外交部

等网站的信息统计ꎬ 中国目前已经与 １１８ 个国家、 ６ 个国际和地区组织发展形

成 １２４ 对伙伴关系ꎮ② 这 １１８ 个国家在全球六个洲的分布数量从大到小依次

是: 亚洲 ３９ 个、 非洲 ２７ 个、 欧洲 ２５ 个、 大洋洲 １１ 个、 南美洲 １０ 个、 北美

洲 ６ 个ꎮ 与中国发展伙伴关系的 ６ 个国际和地区组织是: 非洲联盟 (全面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 欧盟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东南亚国家联盟 (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 阿拉伯国家联盟 (战略伙伴关系)、 拉美开发银行 (战略合作关

系) 及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 (全面合作伙伴关系)ꎮ 这 １２４ 对伙伴关系可

大致分成 １０ 个等级ꎮ③

上述中国伙伴外交的圈层性和等级性特征可从中国的传统礼治秩序中探

寻根源ꎮ «礼记大传» 记载了当时社会的礼治原则 “亲亲也ꎬ 尊尊也ꎬ 长长

也ꎬ 男女有别ꎬ 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④ꎮ “亲亲” 和 “尊尊” 分别代表

宗法制和等级制ꎬ 这表明西周时期以宗法等级制作为维持社会秩序最基本的

准则ꎮ 彼时的统治阶级认为ꎬ 宗法等级制不可随朝代更替而变革ꎮ 这也被后

来的历史发展所证实ꎮ 董仲舒提出 “三纲五常” 作为汉代统治思想中的核心

要素ꎬ 其中 “君臣” 代表 “尊尊”ꎬ “父子” 代表 “亲亲”ꎬ 这一思想也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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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远喆著: «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 历史发展与现实途径»ꎬ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２０
年ꎬ 第 ８８ 页ꎮ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９ 日ꎬ 笔者在外交部网站查到 １１４ 个与中国建立伙伴关系国家的信息ꎬ 另外 ４ 个

伙伴关系国 (吉布提、 马达加斯加、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塞舌尔) 的信息是通过中国商务部网站、 中

国政府网等查到ꎮ
这 １０ 个等级从高到低依次是: 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俄罗斯)、 全天候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 (巴基斯坦)、 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全面

战略合作关系、 战略合作关系、 合作关系、 发展伙伴关系和战略互惠关系ꎮ 其中ꎬ 战略合作关系、 合

作关系和战略互惠关系内还有等级划分ꎬ 如战略合作关系包括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 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 战略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关系ꎮ 笔者将专文探讨中国的伙伴外交ꎮ
胡平生、 张萌译注: «礼记»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１７ 年ꎬ 第 ６５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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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朱熹的认同ꎮ 费孝通提出 “差序格局” 来概括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特征ꎮ
他认为ꎬ 在中国古代ꎬ 人们之间的关系如同石子丢入水中形成的一圈圈波纹ꎬ
离中心越远形成的波纹就越浅ꎮ 他认同孔子推崇的 “人伦” 观念ꎬ 并认为

“伦” 就是差序ꎬ “在我们传统的社会结构里最基本的概念ꎬ 这个人和人往来

所构成的网络中的纲纪ꎬ 就是一个差序ꎬ 也就是伦这个社会结构的架格

是不能变的ꎬ 变的只是利用这架格所做的事”①ꎮ 当今中国的外交实践同样以

这一架构开展伙伴外交ꎮ 上述富含中国特色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 全面战略合作关系、 战略合作关系等伙伴关系分层体现出等

级性特征ꎬ 而中国与 １１８ 个国家发展的伙伴关系在全球各大洲的分布则体现

出圈层性特征ꎮ
２ “一带一路” 倡议与天下礼治秩序

这里需要简要介绍 “中国” “天下” 等中华民族概念的形成ꎬ 以便深入

理解 “一带一路” 倡议的礼治根源ꎮ
“中国” 这个词汇出现于西周初期ꎬ 它是 “华夏” 的同义词ꎬ 与 “蛮夷”

“夷狄” 相对应ꎮ “夷狄” 指代古代中国周边民族ꎬ “夷” 位于中国东方ꎬ
“狄” 位于中国北方ꎮ «礼记王制» 记载: “中国戎夷五方之民东方曰

‘夷’ 南方曰 ‘蛮’ 西方曰 ‘戎’ 北方曰 ‘狄’ꎮ”② 天下秩序

又被称作华夷秩序ꎬ 它以华夏中原与夷狄的关系为要义ꎮ 夏商周三代是华夏

族团 (汉族前身) 从多元走向统一的过程ꎬ 春秋强调 “夏夷之防”ꎬ 至战国

已形成 “中国” 与 “四夷” 五方之民共为 “天下”、 同居 “四海” 的整体观

念ꎮ③ 从历史上来看ꎬ 由 “夷族” 变为 “华族” 是常见现象ꎬ 典型如周朝、
秦国、 唐朝君主所属的家族皆经历了这个过程ꎮ “孔子之作 «春秋» 也ꎬ 诸侯

用夷礼则夷之ꎬ 进于中国则中国之”④ꎬ 华夏和夷狄的区别并不在地域、 族群、
种族ꎬ 而在于是否接受以 “礼” 为代表的中华文化ꎬ 因此 “礼” 是区别华夷

的最高准则ꎮ⑤ 从中可见ꎬ 对不同类型的族群 “以文化之” 是中华文明的关

键特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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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费孝通著: «乡土中国»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５ 年ꎬ 第 ３０ － ３１ 页ꎮ
胡平生、 张萌译注: «礼记»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１７ 年ꎬ 第 ２６４ 页ꎮ
陈连开: «中国华夷藩汉中华中华民族———一个内在联系发展被认识的过程»ꎬ 载费

孝通主编: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ꎬ 北京: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ꎬ １９８９ 年ꎬ 第 ８１ 页ꎮ
[唐] 韩愈: «韩昌黎文集校注»ꎬ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ꎬ １９８６ 年ꎬ 第 １７ 页ꎮ
陈连开: «中国华夷藩汉中华中华民族———一个内在联系发展被认识的过程»ꎬ 载费

孝通主编: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ꎬ 北京: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ꎬ １９８９ 年ꎬ 第 ８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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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 倡议来源于古丝绸之路ꎬ 古代丝绸之路的开辟可追溯至张骞

出使西域的 “凿空之旅”ꎮ 董仲舒提出的 “大一统” 思想映射到华夷秩序ꎬ
体现在汉武帝对中国周围族群的整合ꎬ 从而构成张骞出使西域的历史背景ꎮ
得益于张骞的凿空之旅ꎬ 东西方通过丝绸之路交往日益增加ꎬ 西域受到中国

的影响越来越大ꎬ 汉宣帝时设置西域都护府ꎬ 正式将西域纳入中国版图ꎮ 在

一定意义上ꎬ 古丝绸之路也意味着中国传统礼治秩序的影响力的拓展ꎮ
(二) 伙伴外交与 “一带一路” 倡议之相互关系

作为新时代中国外交的两个代表性概念ꎬ 伙伴外交和 “一带一路” 倡议

是新礼治秩序的两个抓手ꎬ 共同为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助力①ꎮ 伙伴外交与

“一带一路” 倡议代表了新礼治秩序的进行时ꎬ 上文提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从

国际社会的视角出发ꎬ 旨在维护各个国家的和平与发展ꎬ 追求各国人民的物

质丰盈和精神幸福ꎮ 伙伴外交和 “一带一路” 倡议则分别以维护中国的和平

与发展为主要目标ꎬ 受益对象涵盖国际社会的大部分国家和地区ꎮ② 在发展对

象上ꎬ 伙伴外交和 “一带一路” 倡议分别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重点ꎻ
在发展领域上ꎬ 伙伴外交注重政治和安全领域ꎬ “一带一路” 倡议关注经济和

文化领域ꎬ 生态领域则是两者共同关注的部分ꎮ
伙伴外交和 “一带一路” 倡议两者形成相互促进的正循环ꎮ 伙伴外交助

力 “一带一路” 倡议开局ꎬ “一带一路” 的共建则促使伙伴外交提质升级ꎮ
２０１３ 年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时正值中国伙伴外交开展 ２０ 年之际ꎬ 中国已

同 ５８ 个国家建立了不同类型的伙伴关系ꎬ 伙伴外交的已有成果为 “一带一

路” 的开局打下基础ꎮ 以 “一带一路” 架构下的六大经济走廊为例ꎬ 其中四

大经济走廊位于亚洲: 中巴经济走廊、 中蒙俄经济走廊、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

和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ꎮ 这四大经济走廊的开展与中国和其中主要国家

间的伙伴关系直接相关ꎮ 其中ꎬ 被视作 “一带一路” 旗舰项目的中巴经济走

廊进展比较迅速ꎬ 这与中国和巴基斯坦间的 “巴铁” 友谊关系重大ꎮ 巴基斯

坦是最早与中国建立伙伴关系的国家之一ꎬ １９９６ 年两国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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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讲话中表示ꎬ “我提出 ‘一带一路’ 倡议ꎬ
就是要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ꎮ 参见习近平: «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 日第 ２ 版ꎮ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底ꎬ 已有 １５０ 多个国家和 ３０ 多个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 ２００ 余份共建 “一带一

路” 合作文件ꎮ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共建 “一带一路”: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重大实践»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第 １０ 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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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ꎬ 此后两国关系又提升至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２００５ 年)、 全天候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 (２０１５ 年)ꎮ 中蒙俄经济走廊提出后在三国政府间的沟通较为顺利ꎬ
这得益于中国与蒙古、 俄罗斯的伙伴关系ꎮ①

“一带一路” 倡议为中国伙伴外交发展增添动力ꎬ 这可从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 年

间伙伴关系的发展中得到印证ꎮ 从数量上看ꎬ 中国在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 年间与 ４８ 个

国家建立了伙伴关系ꎮ 其中ꎬ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建立的伙伴关系数量较多ꎬ 分

别为 １６ 个和 １２ 个ꎮ 随着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２１ 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文件出台ꎬ 中国伙伴关系数量在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又增加了 １６ 个ꎬ 其中包括新加坡、 沙特、 伊朗等 “一带一路” 国家ꎮ 从质

量上看ꎬ 在 “一带一路” 倡议出台前ꎬ 中国伙伴关系在全球各地区分布的比

重差距相对较大ꎬ 其数量由多到少依次为: 亚洲 ２２ 对、 欧美 ２２ 对、 拉美 ７
对、 非洲 ６ 对、 大洋洲 １ 对ꎮ 经过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 年间的发展ꎬ 其数量变化为:
亚洲 ３８ 对、 欧美 ２８ 对、 拉美 １７ 对、 非洲 １６ 对、 大洋洲 ８ 对ꎮ② 尽管排序依

旧ꎬ 但此时中国伙伴关系的地区分布相比于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前更加

均衡ꎮ

四　 全球文明倡议: 礼治根源与中西价值观差异

中国在 ２０２１ 年推出全球发展倡议ꎬ ２０２２ 年推出全球安全倡议ꎬ ２０２３ 年

推出全球文明倡议ꎬ 这三大全球性倡议分别从经济、 安全、 文化等领域推进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ꎮ “文化” 属于 “道”ꎬ 而经济、 安全等属于 “器”ꎮ
因此ꎬ 下面先从比较视角探究三大文明倡议与周代礼治的关系ꎬ 然后比较全

球文明倡议在价值观层面与西方文明的差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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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蒙经历了睦邻互信伙伴关系 (２００３ 年)、 战略伙伴关系 (２０１１ 年)、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２０１４ 年) 的伙伴关系历程ꎮ 近 ３０ 年来中俄关系持续向好ꎬ 两国先后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１９９６
年)、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２０１１ 年)、 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２０１９ 年)ꎮ 中国外交部指

出: “当前ꎬ 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并保持健康稳定发展ꎮ” 参见: «驻叶卡捷琳堡总领事崔少纯

会见新西伯利亚市市长洛科季»ꎬ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ꎬ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２３ 日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ｆａ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２０２３ － １２ － １１]ꎮ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也认为ꎬ 俄中关系目前为历史最佳ꎮ 参见:
«俄外长拉夫罗夫: 俄中关系目前历史最佳»ꎬ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ꎬ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３ 日ꎮ ｈｔｔｐｓ: / / ｓｐｕｔｎｉｋｎ
ｅｗｓ ｃｎ / ａｍｐ / ２０２３０２０３ / １０４７５９９４４３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３ － １２ － １１]

王晨光: «中国的伙伴关系外交与 “一带一路” 建设»ꎬ 载 «当代世界»ꎬ 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６９ － ７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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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全球文明倡议的礼治根源

«周易» 有言 “形而上者谓之道ꎬ 形而下者谓之器”①ꎬ 意为: 事物由看

不见的形上之道和看得见的形下之器构成ꎮ «周易» 提出的这一 “道器” 思

想在中国传统礼治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ꎬ 朱熹提出的礼之 “天理化” 便借鉴

于 “道器” 思想ꎮ 从 “道器” 思想视角分析人类命运共同体可发现ꎬ 全球文

明倡议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之 “道”ꎬ 它为此前出台的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文明

倡议提供内在之 “理”ꎬ 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之

“器”ꎮ 这与周公制礼的道理相通ꎮ 周公通过制定封建制、 宗法制和井田制完

成制礼作乐ꎬ 三者分别从政治安全、 伦理道德和经济发展入手以达到保障周

朝政权的目标ꎬ 其中ꎬ 宗法制居于核心位置ꎮ 西周封建制的要义是分封姬姓

诸侯ꎬ 使宗室成为巩固王权的重要力量ꎬ 因此封建制发挥力量的源泉在于宗

法制ꎮ 井田制则是宗法制的外在显现ꎬ 宗法制在观念上形成的等级性外显于

井田制中不同宗族被分封土地的层级上ꎮ 因此ꎬ 宗法制也就是封建制和井田

制的 “理”ꎬ 是周公制礼的 “道”ꎮ
正如周公制礼作乐由宗法制、 封建制和井田制构成ꎬ 三大全球性倡议从

不同方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ꎮ 周公制礼标志着中国传统礼治时代的开

启ꎬ 三大全球倡议则擎画了新礼治时代的蓝图ꎮ 具体来看ꎬ 全球文明倡议与

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间的关系ꎬ 类似于宗法制与封建制和井田制间

的关系ꎬ 全球文明倡议为全球发展和安全提供内在支撑ꎮ 在全人类共同价值

和不同文明的差异性得到尊重的前提下ꎬ 全人类的和平与发展有望得到保障ꎬ
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才有望落实ꎮ 钱穆对周公制礼中三种制度的评

价是 “惟此三者之相融相成ꎬ 故礼成而乐兴焉ꎮ 谓其厘然有当于人心之所同

乐也”②ꎮ
然而ꎬ 在西周时期那种等级森严的社会中ꎬ 人心同乐实际上不易实现ꎮ

钱穆此话用于评价三大全球性倡议更为合适ꎬ 它们从 “器” 与 “道” 两个方

面共同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之新礼ꎬ 致力于全球人心同乐ꎮ
(二) 中西文明的基本特征: 对立统一与二元对立

全球文明倡议的主要内容是四个 “共同倡导”: 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

样性ꎬ 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ꎬ 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ꎬ 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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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杨天才译注: «周易»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２２ 年ꎬ 第 ６００ 页ꎮ
钱穆著: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ꎬ 台北: 东大图书公司ꎬ １９７６ 年ꎬ 第 ９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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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ꎮ 全球文明倡议 “坚持文明平等、 互鉴、 对话、
包容” “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ꎬ 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模式强加于

人ꎬ 不搞意识形态对抗”ꎬ “充分挖掘各国历史文化的时代价值ꎬ 推动各国优

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ꎬ “探讨构建全球

文明对话合作网络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ꎮ①

全球文明倡议把全球所有国家的人民视为一个整体ꎬ 同时ꎬ 把全人类根

据文明特性分为不同的部分ꎬ 这些部分相互间彼此尊重、 求同存异、 交流互

鉴ꎬ 实现不同文明的美美与共ꎮ 全球文明倡议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ꎮ 前面阐

述了全球文明倡议与儒家所奉行的周礼的关系ꎬ 这里有必要指出ꎬ 全球文明

倡议还体现了道家的 “天下无外” 理念ꎬ 以及道家与儒家共同接受的 “和而

不同” 理念ꎮ 全球文明倡议强调不同文明的平等性ꎬ 进而强调不同文明的互

鉴与对话ꎮ 这展示了中国政府对传统文化的现代性改造ꎬ 剔除了传统文化中

明显的等级性、 轻视其他族群与文明的弊端ꎬ 以适应现代性框架下对平等性

的普遍诉求ꎮ
基于 “天下无外” 的理念ꎬ 中华文化必然赋予不同族群与文化以生存的

权利与空间ꎬ 并强调不同族群与文化的 “和而不同”ꎮ 这里ꎬ 有的是 “夫物之

不齐ꎬ 物之情也”② 的常识ꎬ 而没有 “强化对立、 消灭他者” 的信念与逻辑ꎬ
其原因在于中华文明的核心特性 “一阴一阳之谓道”③ꎮ 在这里ꎬ 阴阳对立是

相对的ꎬ 是可以互相转化的ꎬ 因为 “反者道之动”④ꎮ
基督教的哲学基础是上帝乃世间唯一的真神ꎬ 民众被分成截然对立的

“教徒” 和 “异教徒”ꎮ⑤ 教徒与上帝订有契约ꎬ 是上帝的选民ꎬ 因此有义务

把上帝的福音传播给异教徒ꎬ 通过软硬兼施手段让异教徒皈依上帝ꎮ 这至少

带来两个逻辑后果: 教徒的救世主情结与二元对立的世界观ꎮ 这在欧洲历史

上已引发无数的冲突与对抗ꎬ 其中包括一系列宗教战争ꎮ 救世主情结在美国

则表现为 “新世界” 意识、 把自身当作 “山巅之城” 的执念、 “美国例外

论”、 “价值观外交”ꎬ 等等ꎮ 二元对立思维在美国外交上则表现为对 “结盟”
与 “树敌” 根深蒂固的偏好ꎬ 这在当代表现为热衷于拉帮结派来构建各种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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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性俱乐部ꎬ 借以打压不受其待见的国家与文明体ꎮ 因此ꎬ 基督教文明很难

变成一种真正包容性的文明ꎮ 所谓的政教分离ꎬ 其效果也只是将教徒们的二

元对立思维以另一种方式呈现ꎬ 如 “民主” 与 “威权” 的对立ꎮ
总之ꎬ 全球文明倡议折射出中华文明的特色及其创新性发展ꎬ 既适应了

时代对平等性的普遍诉求ꎬ 也凸显了相比于基督教价值观更具包容性的特质ꎮ

五　 总结与探讨

本文梳理了中国传统礼治秩序典型时期的 “礼” 之特征ꎬ 以展示中国传

统礼治秩序的发展脉络ꎬ 并据此探究新时代中国外交代表性概念的礼治根源

和相互间关系ꎬ 进而探寻新礼治秩序下的中国外交特征ꎬ 即新时代中国外交

特征ꎮ
在国家产生前ꎬ 古人通过击鼓献玉向神祈福ꎮ 到了西周时期ꎬ 周公希冀

周朝世代永继ꎬ 他通过封建制、 宗法制和井田制完成制礼作乐ꎬ 此前 “神统

治人的幸福” 的思想被打破ꎬ “人” 的因素进入统治思想中ꎬ “尊尊” “亲亲”
自此成为维持中国封建伦理等级社会的核心思想ꎬ 不过此时礼的主体是当时

的贵族阶级ꎮ 到西汉时期ꎬ 董仲舒通过提出 “天人合一” 思想为汉武帝的统

治提供正当性ꎬ 他借助 “天” 的合法性为 “三纲五常” 提供合法性ꎬ 这时礼

的主体尚未完成从贵族阶级到所有人的扩展过程ꎮ 到北宋时期ꎬ 朱熹通过以

理释礼为当朝政权的统治提供先天合理性ꎮ 礼的主体完成了从贵族阶级到所

有人的扩展过程ꎬ 但人被官方划分成皇帝和宗室、 品官、 庶人三个等级ꎬ 这

个三等级的社会结构一直维系到清末ꎮ 基于 “家国同构” 的原则ꎬ 传统的天

下体系实际是一种礼治体系ꎮ 它始于周朝ꎬ 复兴于汉朝ꎬ 定型于宋朝ꎮ 元明

清三朝均延续了礼治秩序ꎮ 清朝灭亡后ꎬ 礼治秩序消亡ꎬ 中国开始了从帝国

到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ꎬ “以礼治天下” 思想也逐渐淡化ꎮ 经过四十余年的改

革开放ꎬ 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有望成为第一大经济体ꎮ 中国梦的

实现意味着中华文明的复兴ꎮ 为此ꎬ 中国有必要构建一套新的价值观体系以

指导新的外交实践ꎬ 即构建 “新礼治秩序”ꎮ
新时代的中国外交以不同时期提出的外交理念为要义ꎬ 人类命运共同体、

伙伴关系、 “一带一路” 倡议、 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

则是中国外交的代表性概念ꎮ 它们不仅致力于解决中国的安全与发展问题ꎬ
也意在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ꎬ 其中ꎬ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可被视

—０２—



新时代中国外交之礼治根源　

作新礼治时代开启的标志ꎮ 周公制礼作乐是中国传统礼治时代的开端ꎬ “尊
尊” “亲亲” 作为宗法制的核心理念由此一直延续到清朝ꎬ 其最终目的是维持

君主的统治ꎮ 人类命运共同体则将传统礼治时代的目标转化为以共商共建共

享的方式践行全球治理ꎬ 让东道国分享中国发展的成果ꎬ 实现政治上结伴合

作、 安全上共享和平、 经济上共同发展、 文化上交流互鉴、 生态上携手共治

的局面ꎮ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总目标ꎬ 它包括五个领域ꎮ 伙伴外

交继承了中国传统礼治秩序的核心理念——— “尊尊” (等级性) 和 “亲亲”
(圈层性)ꎬ “一带一路” 倡议则可追溯至汉武帝时代五方之民共治 “天下”
的天下秩序ꎮ 伙伴外交与 “一带一路” 倡议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两大抓手ꎬ
是构建新礼治秩序的进行时ꎬ 它们分别从安全和发展的视角入手ꎬ 以中国为

中心、 以点带面推动世界的安全与发展ꎮ 此外ꎬ 两者还形成相互促进的正循

环ꎬ 伙伴外交为 “一带一路” 倡议开局打下基础ꎬ “一带一路” 倡议的落实

则为伙伴外交提质升级助力ꎮ
作为 “新礼治时代” 的三个全球性倡议ꎬ 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新礼治之纲ꎬ 分别从经济、 安

全与文化三个领域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ꎮ “文化” 属于 “道”ꎬ 而经济、
安全等属于 “器”ꎮ 全球文明倡议与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间的关系ꎬ
类似于宗法制与封建制和井田制间的关系ꎮ 全球文明倡议折射出中华文明的

特色及其创新性发展ꎬ 既适应了时代对平等性的普遍诉求ꎬ 也凸显了相对于

基督教价值观更具包容性的特质ꎮ
(责任编辑　 黄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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