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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

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是习近平主席向国际社会提出的重要主张，指出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逻辑、

时代方向和全球价值、世界意义。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

只有恪守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文化自觉，才能实现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跨时空交流，推

动人类社会共同繁荣发展。

文化因交流而多彩，美人之美，是不同文明之间必备的文化态度

浩瀚的人类历史长河，不同国家和民族创造了丰富多彩、类型各异的文化，灿若繁星，特色鲜明。每

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会为自己的文化财富和文明成果而骄傲而自豪。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特别是进

入知识和信息社会以后，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经济贸易快速发展，交通通讯一日千里，文化沟通变得日益

密切，人们看到自己文化优美之处的同时，逐步发现其他物质基础不同的文化也有着诸多长处与优势，也

有其美之所在。

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各国、各民族、各种文明绝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却有历史渊源、发展进程的

不同。平等、对等地认识和对待各种文明，是文明社会和文明世界的基本态度和人文精神。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早就提出并通过了《文化多样性宣言》。只有不断加深对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差异性的认知认同，平

等并尊重而不是带有傲慢和偏见地对待各种文明，才能互相欣赏、互相赞美，才能存同求异、各显特色，

实现各美其美。

自古以来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趋美求美人间共同。对美好事物和精神世界的追寻是人类共有的审美价

值和文化取向。丰之恺先生说过：“美是情感的，不是知识的，是欣赏的，不是实用的。它是人生的慰藉，

以此来潜移默化消解我们的不安。”文明文化作为人类创造，是一个国家自豪感和一个民族归属感的源泉，

没有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人民不自豪不归属于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精神世界和文化家园。这种朴素、真实

的文化态度和情感与生俱来、生生不息。国家再贫再穷，民族再艰再苦，也根脉相系、血肉相连。文明成

果是用来交往交流的，不是用来交恶交战的，对人类所有文明成果都应当相互尊重、平等相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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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各国文明在人类世界这一伟大舞台上各美其美，

展现多元多种的丰富性，而绝不能因暂时弱小而鄙视，不应一时失序而干预。

态度能够决定一切。习近平主席坚定倡导“加深对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差异性的认知，推动不同文明

交流对话、和谐共生”的文化态度。尊重各国文明，平等地展现，对等地交流，这是任何一国对待他国文

明应当秉持的基本立场，也是一个国家应该具有的文化态度。美人之美，就是要容忍不同价值观念观点的

并存，要求不以本民族文化的标准，去评判其他民族文化的优劣。任何歧视、偏见，任何不屑、傲慢，都

与之相违，与文明社会相悖。

文化因互鉴而丰富，美美与共，是人类文明社会应有的文化情怀

人类文明的大厦是由各国、各民族人民一砖一瓦共同亲手搭建的。各国、各民族源于对美好生活的追



求而不断创造积累逐渐生成的文明，不管其历史之长短、疆域之大小、制度之差异，都有其存在的主观客

观条件和历史文化土壤，唯有使他们交往交汇、群芳争艳，才能使世界文明万紫千红。不拒细流而成涛涛

江河，不弃小溪方显大海澎湃。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我们应当以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打破文化交往

的壁垒，以兼收并蓄的态度汲取其他文明的养分，促进亚洲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前进。”这是中国作为

发展中大国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中的文化情怀。中国政府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注重吸收和借鉴人类

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应当放平摆正心态，放下铠甲，像大海一样接纳、像大

江一样合流，历史大潮才能汹涌澎湃。

博物馆是人类文化宝库的收藏所和展示地，认识一个国家文明和历史可以从博物馆开始。这些集艺术

性、科学性和历史性于一体的馆藏，无不都是人类文明的辉煌成果，体现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明的

智慧和创造。在这里，人类的历史创造得到集中展示，不同文明的辉煌过去得到生动展现。

文化只有各自呈现，取长补短，才显示出来源多元、价值多样、表现多彩的魅力，才显现出交流交融

的活力与互学互鉴的伟力。商品交换物并没有增加，而是易主。而文化上的交流就能起到 1+1>2的奇特效

果，这正是美美与共的文化情怀其巨大的历史价值和深远的现实意义所在。人类的多样性正是自身力量的

源泉。不同文化之间完全应该也可以达到互相理解，互相欣赏，互相尊重，互相学习。

在各美其美中促进广泛交流，在美美与共中谋求共同发展

在和平与发展主导的国际社会，如果没有美人之美，就看不到其他文化的长处和优势，必将导致互相

封闭、对抗、冲突以至战争，也就不会有美美与共的精彩呈现。文化态度决定交流深度，态度端正交流也

深也广；文化情怀决定胸怀，胸怀天下才能互鉴世界。文化自信是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前提，也是文化

自强的基础，惟有文化自信才能放眼世界，跨越障碍和陷阱，踏平坎坷和曲折，一起点亮文明演进之路，

共同创造美好未来。

中国正在进一步加深对世界的了解，世界也迫切需要更加全面地认知中国。文明交流互鉴的目的是与

时俱进、创新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也是人类文明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强调“：我们应该用创新增

添文明发展的动力、激活文明进步的源头活水，不断创造出跨越时空、富有永恒魅力的文明成果。”面对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光辉思想成为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法宝。

文化不同需要交往交流，交往交流才能互学互鉴。文化总是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这是人类

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也是文明演进的基本路径。流动是文化的本质属性，而交流为这一流动属性提供了

生动的舞台和广阔的空间“。深藏闺中人不识”无以交流，歧视、偏见平添交流壁垒和鸿沟，而傲视甚至

敌视更是徒增冷战思维残余、零和博弈思维，于交流无益，也使交流受阻。应当打破隔膜和不对称，让文

化走出去，以更加开放、更加包容的态度放眼全球。

作为一国文化，文化是有国界的；作为既有形又无形，既摸得着又看不见的一直在流动而不凝固僵化

的文化，也是可以超越国界、跨越时空的。只有不忘本来，才能增加文化自信；只有吸收外来，才能增强

文化自觉，更加豪迈地走向美好的未来、和谐的世界。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既保持了不同国家、不同文

明的独立存在、各具特色，又通过交流互鉴，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共荣，共同繁荣兴盛，这

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的历史观、文化观和价值观、世界观，构成了相依相伴、五彩纷呈的人类文明共

同体，也是为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贡献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