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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平 崛起"的民族传统性格分析⋯

口赵海月 [吉林大学 长春130012]

口宋晓玉 [北华大学 吉林132013]

[摘 要] 中国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培育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性格，主静、求和、向善、知

足、容忍、中庸和好施等民族文化心理素质，使中华民族在国际交往和对外行为中一直具有安分守

己、乐善好施、宽容大度、热爱和平等优良品性。丰厚悠久、生生不息的中国文明蕴涵着“四海之内

皆兄弟”和“为万世开太平”的天下主义精神。“和平崛起”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和世界的共同利益，

是中国永远不称霸的国际战略选择。历史将证明：中国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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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民族性格，亦称作“国民性”(Natjonal character)，它是

了解一个民族活动特性的最重要概念。国民性作为民族文化

的共同心理素质，是人们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长期生活积淀

而成，它决定民族活动的能量导向，包括整个民族的思想方

式、情感意向、审美态度、行为准则和生活习性的基本取向。

由于国民性构成民族心理的深层结构，因而具有相对稳定的

固滞性。只要国民性不发生大的改变，那么该民族就将不分

朝代、一以贯之地进行富有民族性格特色的社会活动，其中包

括对外关系中的交往与行为。

江泽民指出：“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对外政

策的宗旨就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中国古代思想

家提出的‘亲仁善邻，国之宝也’的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古训，反映了中国人民

爱好和平、渴望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的良好愿望和深厚文化

底蕴。”⋯2003年12月lO日，温家宝在美国哈佛大学作题为

“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中，第一次向外界清晰地用“和平崛

起”的概念为未来的中国角色定位，并用很大篇幅谈论孔子

“和而不同”的观点，从中国传统文化哲学角度诠释了中国外

交新战略，形成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现实外交战略的历史

的具体的统一。就国际战略的价值取向而言，当代中国的国

际战略属于和平型而非称霸型。历史与现实告诉我们，一个

国家对世界和平是否构成威胁，并不在于它国力是否强大，而

在于它的文化价值取向和奉行了怎样的对外政策。[21在一定

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和平崛起”和永远不称霸有着深层的文

化因子，即由中国传统文化特质所造就的特有的民族性格决

定的。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其鲜明的性格特征为世界所关

注。安分守己、乐善好施、宽容大度、热爱和平等始终是中华

民族在国际交往和对外行为中的品格操守和价值取向。对

此，我国早有诸多的学者进行过论述。笔者在综合前人研究

成果和中西民族传统性格比较的基础上，试图以历史唯物论

的精神和环境与人相一致的原则，概括了中华民族具有主静、

求和、向善、知足、容忍、中庸、好施等传统性格特性；与此同

时，对中华民族传统性格与对外行为取向这一问题作出评判

与阐释。

一、主静

中华民族的主体一开始就属于农耕民族。农业经济的生

产生活方式养育了中华民族具有以静为主的性格。长期的自

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使先民们无须或很少进行商品生产

与交换，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甚至达到“鸡犬之声相闻，老

死不相往来”的地步。加之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中国封建时代

的历史相对于欧洲而言，一直是在比较稳定、和平的国际环境

中发展的。四周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和辽阔富饶的土地，使

古代中国一开始就选择了“以农立国”的道路。由于得天独厚

的自然、地理条件，“汉人所追求的是从事周而复始的自产自

销的农业经济所必须的安定。这与游牧民族以征服为荣耀的

心理大相径庭；与以商品交换和海外殖民为致富手段的海上

民族，对外拓展的意向也判然有别。一些游牧民族如成吉思

汗时期的蒙古，一些海上民族，如古代的罗马人，近代的英国

人、日本人，多次制定过征服全世界的计划，而在中国汗牛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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栋的经、史、子、集各类典籍中，可以发现我们的先民有过‘兼

爱非攻’、‘礼运大同’之类美好的理想或奇妙的玄想，唯独难

以找到海外扩张、征服世界的狂想。这大概只能用建立在自

然经济基础上的大陆——海岸农业民族平实、求安定的文化

心理加以解释。”⋯由此看来，“主静”的传统性格，使中华民族

在对外关系中很少有攻击性和扩张性。

二、求和

儒家的和平思想对中华民族的对外行为取向具有深刻的

影响。孔孟从“仁”的人道主义原则出发，主张国与国之间应

和平相处，并通过实行仁政的和平竞赛统一天下。孔孟坚决

反对以强凌弱、以大欺小的侵略兼并战争和争夺霸权的相互

残杀。因为这些都不符合以爱人为核心的仁的原则。在二千

多年前的历史条件下，孔孟所憧憬的“仁”的政治理想，就是

“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在那里，人们过着富裕快乐的和

平生活。真所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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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恶其不出于己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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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运篇》)儒家的和平思想熏陶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

儿女，从而铸成了热爱和平反对侵略战争的中华民族的优秀

品格。从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轨迹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上

看，中华民族确实是一个非常热爱和平的民族。气势磅礴、绵

延万里的长城凝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而在对外意义上，它则

是抵御进犯、抗击侵略的文化象征。

三、向善

农耕民族的生存前提是靠天吃饭。科学技术的原始落后

和生产力水平的初级低下，使先民们对年景无常的大自然既

恐惧又崇拜。久而久之，他们就觉得似乎在冥冥之中有一种

驾驭自然与人生的力量主宰着人间的吉凶祸福。于是，先民

们便选择以善行的方式来感动神灵，求它们赐给风调雨顺，求

它们保佑家人平安。于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便成为中国

民间崇尚的信条。这种民族心理延伸到对外政策与对外关系

上，便是“亲仁善邻”与“协和万邦”。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在

作中西民族性格对比时曾有过这样的评价：“中国虽然人口

多、资源丰富，但却不会对外国造成威胁。他们不像自人那

样，喜欢虐待其他人种。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有‘骄傲到不屑打

仗’的民族，那就是中国。中国人天生宽容而友爱，以礼待人，

希望别人也投桃报李。”“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

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这些品质中我认为和气是第一位

的。以公理为基础而不是以武力去解决争端。”[4 o可见，中华

民族向善的传统性格，是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予以承认的。

四、知足

中华民族传统性格中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知足”。知足心

理是小农经济的产物。中国的小农经济最为发达，因而中国

人的知足心理也最为显见。中国的“乐感文化”迥异于西方的

“罪感文化”。中国人对人生和未来经常抱有一种乐观态度和

美好预想，而不像西方人那样为求精神的超脱，终生怀有“原

罪”感和习于忏悔。“知足常乐”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使中国人

形成了安于天命、与世无争、保守温和的性格特质。这种性格

特质反映在对外关系上，则是对他国或世界不怀有贪婪觊觎

之企图。在这方面，16世纪末长期在中国居住的意大利杰出

的传教士利玛窦曾有过深刻的感触。他说：“如果我们停下来

细想一下，这一点似乎很出人意外。在一个几乎可以说其疆

域广阔无边、人口不计其数、物产多种多样且极其丰富的王国

里，尽管他们拥有装备精良、可轻而易举地征服邻近国家的陆

军和海军，但不论君主还是他的人民，竟然都从未想到去进行

一场侵略战争。他们完全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并不热

望着征服。在这方面，他们截然不同于欧洲人；欧洲人常常对

自己的政府不满，垂涎其他人所拥有的东西。”_51可见，中华民

族不非份、不好战、自足自安的特性是区别于西方民族的重要

标志之一。

五、容忍

从公元前206年到1949年的两千多年问，在我们栖居的

这块土地上，曾发生过1029次大水和】056次大旱。即使到了

今天，在国土面积大于700万平方公里的6个国家中，我国的

自然环境也是劣于俄罗斯、加拿大、美国、巴西、澳大利亚的。

例如，我国65％以上的国土面积是山地丘陵。西部几乎都是

山地、丘陵和高原；33％的国土面积是干旱荒漠区；70％的国

土面积每年遭受东亚季风的强烈影响，稍有异常，不是水灾就

是旱灾。另外，还有55％的国土面积不适宜人类生存和生活；

17％的国土面积构成了世界屋脊，这是全世界其他地方所没

有的。此外还有，中国大陆海拔平均高度是1470米，而世界

大陆海拔平均高度则为830米。根据数学模型的数据分析，

中国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发展成本(特指基础设施建设成

本)是1．25：1，也就是说在中国建设和发展需要比世界平均

水平多出1，4，中国发展成本的难度系数大大高于世界其它国

家的平均水平。就是在这样的自然地理环境下，中华民族以

其坚忍的韧性求得了生存与发展。《周易》中的“天行健，君子

以自强不息”的箴言和久传不衰的“愚公移山”的寓言，就是这

种精神的生动写照。这种精神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愈在

挫折厄运面前，愈能激起抗争的勇气和力量；二是它经常以不

张扬的方式和忍者的态度来进行顽强的拚搏与深沉的战斗。

在漫长的历史中，除了艰苦劳累的农业生活外，还有残暴

的君主专制和扼杀个性的家族制度等，使中华民族炼就了无

与伦比的忍耐力。他们总是把痛苦内化，以忍让的方式来维

持人际关系的和谐和矛盾的解决。在中国有许多格言警句都

反映了这一点。如：“忍为贵，和为高”；“小不忍则乱大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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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糊涂，吃亏是福，退一着让一步当下心安，非图事后福报

也”；“红尘白浪两茫茫，忍辱求和是妙方”；等等。“容忍”的民

族性格表现在对外关系上，则是被动地使用武力来解决国际

纠纷。在一般的情况下，中华民族能容则容，能忍则忍，只有

到了“忍无可忍”或“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才实施自卫反

击行为。美国政治学家纳森·阿德尔曼研究了1840—1980年

中国卷入的1l场战争和军事冲突。他认为中国使用武力来

解决矛盾和冲突的目的与西方有很大区别。他认为：对中国

来讲，“战争主要不是获得领土、击败敌人或者取得权力。即

使战争用于威慑敌人，威慑效果也难以解释战争的动机。战

争主要是用于表示决心，使敌人难堪，惩罚或自卫——完全是

传统的中国观念。”[61中国人历来主张“师出有名”。为了保证

使用武力时在道义上占据有理地位，中国总是到了最后迫不

得已的情况下才使用武力。即使到了今天，中国仍然单独奉

行“不打第一枪”、“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对外政策。正所谓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六、中庸

“中庸”精神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

庸”是一种思想方法，讲究“不偏不倚”、“和而不同”、“执两用

中”、“适量守度”。其基本精神是通过折中调和的手段，达到

消融矛盾、避免冲突、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中庸之道”即

“中和”的思想方法，其中的“中”是指把握事物度量的准确性，

而“和”则是指不同因素、不同方面的合理组合与对立统一。

对于中国古代思想家来说，“中庸”这一范畴是贯彻其理论学

说的根本基础。“《易经》八卦的本义是中庸、孔子儒学的真谛

是中庸、老子理论的核心是中庸、甚至庄子思想的倾向也表现

为中庸。州7J在中国的先哲们看来，“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

中”，“能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德大盛；能以中和养其身者，其寿

极命”。(董仲舒《春秋繁露》)“中庸”哲理在日常生活中的表

现便是调和折中，中国常以此作为为人处世的信条。在“中

庸”理念的濡染下，中华民族具有化解矛盾与冲突的“和合”智

慧与“绵里藏针”的性格。这种智慧和性格转运到对外关系

上，则是“求同存异”、“和平共处”、“一国两制”、“搁置争议、共

同开发”等方针的制定与实行。

七、好施

中国传统政治积极推崇“王道”而坚决反对“霸道”；中国

人恪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儒家思想，但又有惠饪于人而

不独享的民族风范；民族大众尊奉“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的礼仪，同时又遵循“与朋友交，言而有信”的准则；等等。中

华民族慷慨大度、乐善好施的品性是世界有目共睹的。历史

可以作证。中华民族曾辉煌过也曾屈辱过。“在近代以前时

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文明更发达、更

先进。”‘81而进入近代，中国却沦为任人宰割的“双半”社会。

当中国在强盛之时，“贡献给世界的是《易经》、《论语》、《孙子

兵法》、《永乐大典》，是世界最早的《甘石星表》、地动仪、浑天

仪，特别是被人认为‘推翻整个旧世界’的四大发明，以及从都

江堰、万里长城、丝绸之路、大运河、赵州桥等工程所表现出来

的中国的智慧和品格。”旧1而当中国贫弱时，西方列强又给了

中国什么?只有欺凌、压榨与痛苦。据统计，从1842年至1949

年，西方列强强迫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多达1000多个，割

地150多万平方公里，总计赔款达十九亿五千三百万银元。

而被疯狂掠夺的财富和战争造成的损失尚未计算在内。从

1405年至1443年的38年里，明朝郑和七次下西洋。他没有利

用处于绝对优势的船坚舰众去侵略扩张，“而是向所到之处的

居民传播中国的文明，送给他们工具、种子、书籍、器皿、绸缎

等。”[1叫40多年后，哥伦布远航发现北美新大陆，带给世界的

却是资本的血腥和殖民的狂潮。一些西方学者曾就古代中国

实行过“朝贡制度”来说明中国在历史上也有过对外称霸的表

现。这种观点是荒谬的。“朝贡制度主要目的，是保证中国漫

长的边疆一带的和平与秩序；实际上，它通常是成功的。诸小

国接受这一制度，原因在于：与中国朝廷交往可提高他们的声

望；从伟大的文明中心可获得文化方面的好处；而且，居于从

属地位，经济上也有利可图，因为中国人赐予他们的贵重礼

物，多于他们所奉献的。此外，还授予他们以某些贸易特

权。”[1¨显然，中国的朝贡制度并不具有武力征服与经济掠夺

的色彩，这与西方所熟悉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根本不是一回

事。今天，社会主义中国已经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

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

力量。”[121中华民族惠众好施的传统美德承载着这样一个雄浑

的论断：中国越强盛，世界和平越靠得住，对人类做出的贡献

就越大。

综上所述，中华民族的传统性格与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

外交传统显然具有一脉相承性。“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

长，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u纠丰厚悠久、生生不息

的中华文明蕴涵着“四海之内皆兄弟”和“为万世开太平”的天

下主义精神。在这种精神的驱动下，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

会欺负别人。由此观之，“中国威胁论”实属无稽之谈!

霸权主义是大国或强国凭借其经济军事实力，运用各种

手段对其它主权国家进行控制、干涉、欺侮和支配，以谋求对

某一地区或全世界进行统治的政策和行为。国际政治的逻辑

表明：凡是搞霸权主义的，必定是大国或强国；但反过来，大

国或强国并不一定搞霸权主义。如中国在汉唐时期曾是一个

“超级大国”，但中国并未搞霸权主义。究其原因，根本性的价

值取向因素则是民族文化的特质所孕育的民族传统性格使

然。“中国人能自由地追求符合人道的目标，而不是追求白种

民族都迷恋的战争、掠夺和毁灭。”‘4卜‘如果中国人采纳西方人

的人生观，那么，当他们有能力抵御外侮之时就会走上帝国主

义的道路。”[41中国的文化自古以来就孕育着“和为贵”的基

因，中国人和外界相处信奉的是“以德报怨”和“己所不欲，勿

施于人”的信条。“而美国的文化与中国的文化则不同，以个

人主义为精神内核的美国文化蕴含着霸权主义的毒素，而且

国力越强，则毒性越大。”．141中国是一个具有数千年文明历史

的国度，在古往今来的国际交往中，索有“礼仪之邦”的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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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inese people’sⅡaditional characters is trajned by its traditional way of living and working．Calm，hamlony，kind，

feeling at ease，tolerance，moder8tion and genemsity are the psychological ch盯acters．It is weU—known that Chinese people are a】ways keep—

ing the Vinues of behaving himself，accommodating，genemsity，loving peace when they contact wiIh foreigners in fQreigIl蚯砧rs．bng and

ViVid Chinese ciVilization contains the spirit of cosmopolitanjsm and pursing peace．China’s peaceful rising，in 8ccordanve with the fhnd蛐ental

interests of China and t|le common interests of the world，is China’s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choice 0f never taking hegemony．The hjstory wiu

testify that China becomes more powe血l，出e world peace wiu be more gIl啦nt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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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广角·

国内外关于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性研究述评

周湘莲、梁建新在《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报》2005年第3期上撰文指出，新自由主义的理论逻辑与其全球实践之间形成

的悖论使之遭到了众多的批判，西方左翼从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发展历程、当代霸权及其与全球化、第三条道路的关系提出了

尖锐的批判，并探讨了超越新自由主义的相关路径。西方学者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视角众多，辞锋犀利，但是，我们应清醒地

看到，他们研究和批判的着眼点仍然是出于对资本主义前途与命运的关注，是以批判性话语为资本主义克服危机出谋划策，

而且其中还夹杂着不少民族与国家利益的考虑，打上了其自身的阶级、经历的烙印。因此，他们没有也不可能以马克思主义

为指导，站在社会主义的立场，从我国的实际国情与国家利益的角度去批判新自由主义。更值得指出的是，西方左翼对新自

由主义全球化意识形态的批判暗含着潜在的危险。

中国学者在借鉴新自由主义合理因素的基础上，对新自由主义批判集中在3个维度上展开：一是对新自由主义理论本身

的误区与局限性的批判；二是对新自由主义在拉美、俄罗斯等地的实践所产生的严重后果的批判；三是对于新自由主义在中

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所产生的误导作用进行批判。但是，中国学者对新自由主义的批

判还很不到位，主要表现为批判靶子不准，缺乏深刻而系统的意识形态批判。国内外学者对新自由主义批判性研究既为进一

步认识新自由主义提供宝贵的思想养料，又留下了继续耕耘的空间。

·宣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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