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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无优劣之分，我们当求同存异

曾品森 1   游瑞阳 2

1. 广东东软学院，中国·广东 佛山 528225 

2. 哈尔滨师范大学，中国·黑龙江 哈尔滨 150500

摘要：当今不少人对不同文化有过度崇拜或歧视的现象，“文明优劣论”在如今仍被鼓吹。

我们采用桌面研究的方法进行研究，最终得到结论：文明无优劣之分，我们当求同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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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何认识文明优劣论

1.1 文明优劣论从何而来

文明优劣论来源于西方。若基于当地盛行

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一类的主观标准，文明的多

样性和平等性往往会被忽视。文明优劣论是历

史唯心主义的观点，突出的是社会意识决定社

会存在，而忽视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

史唯物主义观点。此外，文明优劣论往往会导

致文化偏见和冲突，而不是促进文明之间的和

谐共处。

文明优劣论的观点存在争议，而更加平衡

和客观的看法是认识到文明的多样性、平等性

和包容性，以及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性。我们

应该尊重每一种文明的独特价值，通过交流互

鉴促进不同文明的共同发展和进步。

1.2 文明有无优劣之分

各文明生而平等。在 2019 年 5 月 16 日的

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就驳斥了文明优

劣论，强调没有任何文明能对其他文明居高临

下。世界上的文明绚烂多彩，各有千秋，应被

一视同仁。因而所有文明都是平等的，并不存

在优劣之分。

文化相对论就认为，每一种文化都具有其

独创性和充分的价值，因此，在比较各民族的

文化时，必须抛弃以特定文明为中心的主观观

念。文明的独特与意义不能够以优劣来衡量。

文明是由人类创造的，蕴含了人类所共同

追求的价值，如联合国得到世界各国认可的宗

旨。尊重人权、克服贫困、追求幸福这些人类

的共同价值观都表明，尽管文明的表现形式不

同，但它们都反映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

不懈追求，无法以简单的优劣去划分。

1.3 文明间存在何种关系

若文明无优劣，那么文明间存在着什么关

系呢？文明间存在交流，也必须存在交流。高

春常在《文明史观与世界史体系的构建》一文

中指出：文明并非静止的；文明要素不仅在内

部进行自我交流，也总会与周边的文明产生包

括物种、物品、人员、制度和思想等各个层次

上的交往、碰撞乃至冲突、关于文明之间的交

往。文明之间必然存在的交流无特定对象。交

流无贵贱，文明更无优劣。

2 结果与分析

2.1 各文明都以自己的方式进入现代化

世界上的各文明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进入现

代化。现代化是 1500年以来人类社会从传统农

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换的过程，是社会多

层面的变迁，并不只局限于经济层面的工业化。

现代化启动的三要素：国家统一、民族独立、

推翻专制。文明的现代化的一个基本内涵就是

经济的工业化，人类社会经历了第一、第二次

工业革命，推动了人类文明的现代化发展与进

步；另外一方面是政治的现代化，主要体现在

美国的民主与自由，中国的人权，但是在人权

观这一方面，东西方存在着差别，这是由于各

个国家的国情与历史不同，才导致出现国家之

间的差别，并没有优劣之分，体现出现代化文

明的多样性；此外，还有社会现代化，体现在

城市化、宗教世俗化、社会保障制度。在现代

化与文明的变迁中，不同文明的差异性决定了

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现代化的道路体现出人

类文明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但是殊途同归，追

求现代化是所有文明的共同目标。

东西方文明各有千秋，在社会结构、城市

商业性质、思想乃至发展过程都有所不同。中

世纪，社会结构的不同影响东西方文明的不同，

东方的社会结构是以专制皇权为代表、以官僚

政治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制以及大屋顶式社会结

构，大屋顶式社会结构不仅垄断政治生活，而

且垄断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正所谓“普天之

下，莫非王土”；西欧的社会结构是以贵族集

团共同分享权力为特征的等级君主制度以及金

字塔形社会结构，权力分散，这就是中世纪西

欧的特色。

东西方城市商业的性质不同，中国的商业

与城市是在体制内发展的，受社会主流体制的

约束，因此，中国的城市更多是起到一个政治

功能的作用，具有依附性；西方城市的商业具

有独立性，城市形成自治，随着工商业兴起促

进了城市生活的产生，产生了新的阶级，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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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也在此发展起来

思想的不同。中国的重农抑商与“海禁”

政策阻碍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使得中国逐渐落

后于世界，然而，西欧在这一时间段内瓦解了

农奴制，有了文艺复兴运动与宗教改革，让人

的精神上得到解放。

地理大发现为西欧的早期扩张做了奠基，

促进了商业革命与商业精神的形成，同时，也

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开始，文明开始产生交流

与碰撞，移民殖民地国家深受殖民国家文化的

影响，鸦片战争后，中国农业经济开始瓦解，

工业文明逐步兴起，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

为用”，出现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历史的

车轮滚滚向前，2021 年 7 月 6 日，习近平总书

记首次提出中国式现代化。

由此可见，不同文明必将进入现代化，并

无优劣之分。

2.2 各文明能交流互鉴的重要基础在于多

彩多样

人类的文明如同天上的繁星那般多，而各

文明能交流互鉴的重要基础在于文明的本质特

征，即多彩多样。世界上的 200 余个国家和地

区因不同地理、文化都孕育出了各自多彩多样

的文明，使得它们能够在成千上万年的发展历

程当中交流互鉴，共同进步。世界上任意一种

文明都会在宗教、哲学、史学、文学、建筑、

法律等方面有各自的独特建树。

2.3 文明交流的前提是平等

文明本身的多彩多样能够为交流互鉴提供

重要基础，但有一个前提必不可少—平等。文

明都是平等的，绝对没有优劣之分，因而文明

间想要交流互鉴，前提必须是平等。以欧洲殖

民者为例，他们以不平等的姿态看待美洲原住

民，“开化”印第安人，使得印第安人的文明

几近消失。反观我国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与周边文明如巴基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进行了

良好的交流。故平等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前提。

2.4 文明交流互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条件

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我国当今的一

大目标。既然关乎全人类，当然离不开文明交

流互鉴。

习总书记指出，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需要各国携起手来，以共同应对全人类需

要面临的挑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我们的

一大职责，需要文明的交流互鉴。

2.5 将文明分优劣不可取

综上，我们可知若将文明分优劣，我们难

以平等相待。那么文明无法交流，无法发展，

更无法顺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化的时

代潮流。

3 结论

①世界上的不同文明都是平等的，并无优

劣之分。

②平等相待文明是顺应当今世界发展的前

提条件。

③造福全人类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离不开基

于平等的文明交流互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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