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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中华文明复兴的世界意义
解读中国，可以从多种视角。

但讲清楚何以中国这个问题，无疑从文明的视角来得更恰当些。

美国汉学家白鲁恂曾指出：中国是一个伪装成民族国家的文明体。
㊟ 【美国汉学家白鲁恂曾有这样的论断：中国不是一个民族国家体系
内的国家，中国是一个伪装成民族国家的文明体。】

中国的陆地面积已经是洲级规模，与欧洲面积几乎相等，中国的内
海和边海面积亦极大。中国现有人口超过14亿，位居全球第一，约为欧
洲总人口的两倍。中国与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古印度并称为四大文明古
国，实证可考的文明史有5000多年。中华文明作为5000多年未曾断绝
的古老文明体，保留了全世界最完整的文化历史记录。

历史长、规模大、未断绝、原生，再加上最完整的文字历史记录，
是中华古典文明的显著特性。步入21世纪，中华文明时代一跃成为工业
文明阶段的后起之秀，并在信息文明阶段迈入社会前端地位，成为人类
文明史上在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三大文明阶段都能保持卓越
表现的唯一文明体。

中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文脉相承的文明古国，是21世纪人类文明
中名副其实的长者。中国应当在21世纪发挥怎样的作用？中华民族作为
最具历史感、应对历次文明挑战最有经验的尊者，在充满风险和挑战的
21世纪，应当为人类文明赓续传承发挥怎样的作用？这些都需要从文明
的底层逻辑进行解析。

马克思说过：我们只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历史学。

我们身处历史的大分水岭上，在国际国内形势变幻莫测的当下，要
设法看清人类的出路，就必须回溯历史，回到人类先贤曾经走过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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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从历史的智慧中找到照亮前程的曙光。

本书将主要围绕三大主题展开：中华文明在农业文明时代何以如此
优异？工业文明时代，中国何以走出异于西方先发工业国家的新道路？
信息文明时代，中国将何以引领世界？

一　文明力，解析文明演变的一把钥匙

迄今，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各文明体应对危机和挑战的发展史。
文明因为应对挑战成功而发展，因为应对挑战失败而衰亡。古今中外，
概莫如此。 ㊟ 【汤因比的文明史观略说：汤因比对文明的研究抛弃了
种族决定论和环境决定论，提出“挑战与应战”理论。他认为，如果一
个社会中有少数具有创造能力的人，并且这个社会所处环境恰好能够激
励这少数人应对来自自然和其他社会的挑战，那么应战成功的社会就能
够进入文明阶段。而一个社会如果缺少有创造能力的人，并且所处环境
的挑战过小或者过大，这个社会就会陷入停滞乃至被消灭。这种挑战和
应战不会一次性结束，而是会不断重复发生。汤因比的文明史观请参见
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郭小凌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年版）。】

为了应对挑战，解决制约文明发展的问题，人类需要协作。没有协
作或者协作规模过小的人类活动，将无法应对挑战，也无从延续文明。

人类为了稳定的生存或者定居，进行了成规模的协作，原始的狩猎
或者采集生活方式变成了定居和种植，农业文明萌生了。人类因协作而
创造出了村社、城市、文字、祭祀和宗教以及早期国家，较高水平的农
业文明诞生。农业文明时代，以农耕为主要物质生产方式，有了剩余产
品，更广地域的交换成为可能，人类协作的广度和深度持续提升，广大
规模的国家得以形成，围绕提升人类协作水平的各种技术和制度亦应运
而生，文明由此灿烂可观。

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文明已经中断或消散，现今的尼罗河地
区、两河流域、印度河与恒河流域的文化和居民，均与古文明时期居民
没有种族基因联系，文化脉络也已断裂，只有中华文明绵延至今，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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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息。著名文化学者文扬在《文明的逻辑》中指出：今天的中华文明，
是唯一历经了全部人类文明历史并未曾中断的文明，既没有发生过汤因
比所说的“摇篮地的转移”，也没有发生过在蛮族入侵冲击之后的中
断。 ㊟ 【文扬.文明的逻辑：中西文明的博弈与未来[M].北京：商务印
书馆，2021:27.】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统计，人类有史以来大约有21种较大的文
明，现今仍然存在的约有7种，其他均已衰亡，这些文明的衰亡，全部
是因为应对危机和挑战失利。

古埃及人修筑金字塔时，中国人就在；古巴比伦人修造空中花园
时，中国人也在；古印度人印度河边修造城池时，中国人也在；古希腊
人在雅典修造神庙时，中国人还在；古罗马人在修造斗兽场时，中国人
当然在——但他们现在都不在了，他们的后裔无处寻觅了，中国人的后
裔还在这里，他们与祖先依然血脉相连，文脉可考。身处21世纪的当代
人，对这样一个已经5000多岁却依然健在且依然活得很年轻的老人，
应该说点什么？

历经5000多年，为何依然年轻且具有澎湃的活力？5000年来，中
华文明在应对人类社会的历次重大危机与挑战时，积累了哪些宝贵的历
史经验？中华文明和中国人，连绵5000年的生存智慧、发展经验、更
新之道，对于21世纪的人类世界，将会有哪些启发？

本书的上编部分，正是以中华文明为蓝本，对比各大主要文明的兴
衰表现，总结出中华文明在应对历次重大危机和挑战时采取的方式方
法，从中提取历史经验，为处在历史大分水岭上的21世纪人类社会，提
供参考和镜鉴。

二　凭逻辑说事，让逻辑说话

谁掌握文明历史的解释权，谁就掌握了那个时代的话语权。中国这
块土地上创造了世界文明历史上卓尔不群的巨大文明，迄今，却缺乏对
这种卓越性的来源系统的解析和总结。即使有一些片断的解释，也依然
沿袭西方学术体系，从西方“普世文明”的角度出发，将中华文明的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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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和复兴视为一种例外。比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将中国崛起
视为世界文明的一种例外。这显然极大削弱了中华文明发展逻辑的说服
力，从而将中国崛起之道贬低为一种难以言传更难以效仿的心法和秘
诀。

回溯思想史可以发现，黑格尔哲学为解析世界文明历史发展提供了
弥足珍贵的启示和思想资源。黑格尔明确提出，哲学的真正出现在于实
现理性与现实的和解。黑格尔认为，全部世界历史表现为“自由”意识
的发展阶程。黑格尔把绝对精神和“人类的热情”并称为“世界历史的
经纬线”。所谓热情，就是指从私人的利益、特殊的目的或利己的企图
而产生的人类活动。黑格尔在坚持绝对精神或绝对观念为“原则”的前
提下，通过关注人的热情和激情在生活世界的现实开展，揭示人类历史
不过是一幕幕人的热情的表演，论证绝对精神的“实行”和“实现”进
程。

黑格尔的理论框架可以解释文明发展的内在逻辑，即任何文明都是
人类创造的，人类出于生存繁衍发展和有目的的精神提升，驱动着文明
的发展和进步。热情和激情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欲望，而绝对精神就是
人类对自己精神提升和超越的内在需要。换句话说，人类天性需要创造
文明、发展文明、壮大文明，人类对于美好生活的需求，是驱动文明进
步的永恒动力。在这一进程中，没有东西方之分，也没有人种之别。

但是黑格尔所处的时代（1770—1831年），正是西方文明全面追
赶并开始超越东方文明的时代，绝对精神看起来在西方已经居于全面优
势的时代。所以，黑格尔仓促地断言，世界历史行程就是从东方到西方
的“自由”意识的进展和逐级提升的过程。黑格尔生卒年时值清朝乾隆
三十五年至道光十一年，当时的中国正处于由盛转衰的时间节点，西升
东降的态势日益明显。出于历史的局限性，黑格尔将西方正在兴起的文
明态势列为时代精神的顶点也不足为奇，但中华文明在历经100多年的
消沉和没落之后，居然在20世纪中期之后绝地重生，大放光彩，成为世
界主要文明体中唯一从绝境中复苏进而迎来伟大复兴的文明，这一世界
文明的伟大奇迹，打破了黑格尔的西方文明顶峰论。倘若黑格尔能看到
今天的中华文明重现风华正茂之姿态，他该做何解释？

7



但人类文明的兴衰逻辑应当是普遍的、共通的。钱锺书先生在《谈
艺录》一书的序言中曾经指出：“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
术未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东西南北乃至全世界的心理，都有它的
一致性和共同性。中国和西方的文学艺术，它们的原理和方法并不是完
全断裂的。学术本无地域之分，更不应该有文明界限。钱锺书先生的这
一论述彰显了中国学者的雄心和格局，说明不管是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
明，人类的基本心理结构是一致的，学术逻辑也是一致的。西方人把自
己的道理讲得清楚，东方人就可以理解。同理，东方人如果能够将自己
文明的盛衰之理说得符合逻辑，西方人也一定能够接受。逻辑是不分东
方西方的，坚持从逻辑出发，就一定会有说服力。

当代学者在面对中华文明这样一个绝无仅有的存在时，不约而同地
面临着一个困境：将其与西方既有的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文化人
类学对照，都会发现事实与理论不符。因为几乎所有的西方社会科学都
难以解释中国的崛起和中华文明的复兴。用黑格尔的话说，理性和现实
始终无法实现和解。在这样的情势下，许多学者竟选择牺牲现实或者对
现实进行选择性解释，如“中国迟早要崩溃”“按人均GDP来算，永远
无法追上西方”“即使人均寿命超过西方国家平均水平，但生活还是没
质量”……以此来证明西方的理论没有错，是中华文明的表现太奇特。
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对中国崛起逻辑和文明复兴内在逻辑进行有说服力
的解读，“读懂中国”就难以成为可能，让人信服中国，则更加艰难。

如果因为巨大的学术困难和叙事的复杂性，就此放弃自己的话语
权，那就是对一个伟大文明不负责任。

倘若黄钟毁弃瓦釜雷鸣，邪说淫辞必定大行其道。中华文明，顺天
应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而复兴，因诚实劳动、以苦干硬干改善
境遇而崛起，以世界共同富裕共同发展共同抵御艰难风险而出列，有何
不可见人的地方？对那些歪理邪说，不抵制、不批评、不申辩，行吗？
这就是“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本书在下编部分将对中华文明的复
兴机理进行探讨，梳理出这一伟大文明的独特气质和优势，希望从文明
盛衰的内在逻辑进行解析，以提升人们对中华文明独特优势的解释能
力，说出这一历史的长期合理性，从而争取既讲好中国故事，又讲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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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逻辑和中国道理。

三　从文明的再定义出发，理解文明的正向性

文明总是与人的创造相关，在尚未找到外星球文明形态的当下，文
明可以被约定俗成为人类的文明。其他的一切自然对象，如果未曾被人
类观察和认知，没有被人类纳入思考的范畴，我们亦不能将其纳入文
明。

“人类的历史是文明的历史，不可能用其他任何思路来思考人类的
发展。” ㊟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修订版）
[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19.】 文明和文化都涉及一个
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汤因比认为，文明和文化
都包括价值观、准则、体制和在一个既定社会中历代人赋予了头等重要
性的思维方式。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则注重从空间区域划分文明——
文明是一个空间、一个文化领域，是文化特征和现象的一个集合。美国
历史学家沃勒斯坦偏重认为文明是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的总和——文明
是世界观、习俗、结构和文化（物质文化和高层文化）的特殊联结，它
形成了某种历史总和，并与这一现象的其他变种共存。 ㊟ 【塞缪尔·亨
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修订版）[M].周琪等译，北京：新
华出版社，2010.】

文明是人类创造物最大的概念，文明是区别于原始存在的标志，它
既包括精神文明，又包括物质文明。文明作为一个巨大概念，在其前面
加上限定词，就可以成为界定不同种类、不同区域、不同层次文明的标
志。比如说，以地理区域命名，可以有黄河文明、长江文明、尼罗河文
明和两河文明；以国家区分，可以有中国文明、美国文明、英国文明和
法国文明；以时间区分，可以有秦汉文明、宋元文明、明清文明等。诸
如此类，都反映了文明作为一个总体性概念，具有很强的整体性，它是
用来描述人类在不同的时空进行创造的总和。

但是，检寻既有的文明概念，都只是对文明的特征以及标志和范畴
进行描述，均不能对文明作为人类创造的共同财富进行总体的价值判
断，特别是西方的学者，就文明对于人类社会的总体意义和巨大价值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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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一致的意见，《人类的演变——采集者、农夫与大工业时代》作者、
美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莫里斯，他承认人类在文明演进中选择的价值
观，是由人类从周遭世界获取能量的社会组织方式决定的，即人类总是
选择最有利于促进自身生存与发展能力的文明价值，“每个时代的观念
都是得其所需” ㊟ 【莫里斯．人类的演变——采集者、农夫与大工业
时代[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然而，莫里斯还是未能就文
明向善性的标准做出更深的阐释。

何者为文明，何者为不文明？本书尝试了一个新的定义：文明，即
人类为了促进生存与发展以及降低协作成本而创造的事物总和。

这一定义厘清了多重关系：文明与非文明。文明是人类创造的，且
是为了促进人类生存与发展需要的产物；非为人类创造的（比如原始大
自然），且从长期看阻碍和伤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东西，比传染病、三
寸金莲、鸦片、海洛因等，则应被视为非文明或反文明。

这一概念还蕴含着一层关系，好的文明和不够好的文明。好的文明
是有效率的，这个效率就体现在能促进人类更大范围的协作能力和降低
人类协作的成本之上。根据科斯定理，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从社
会整体角度看，只有公平或满足一定程度公平的初始资源或产权配置，
人们的自愿交易才有可能实现社会整体的资源最优配置。进而言之，如
果一项文明的成果能最大限度地降低人类协作的成本，从而使人类的协
作最有效率，那便是正向的文明成果。 ㊟ 【本书所说的协作，包括人
类生产生活中一切互动、交流、交际、合作和沟通，是最广泛意义上的
人类沟通。】 好的文明能促进人类协作，为文明发展进步提供正向的
能量，降低文明的熵值。降低的熵值越大、节约的成本越多，则文明的
正值就越大。反之，这种文明就还不够好，对人类协作的促进尚存在可
降低的熵值。 ㊟ 【热力学第二定律，又称“熵增定律”，表明了在自
然过程中，一个孤立系统的总混乱度即“熵”不会减小。】

由此可见，文明演进的本质，就是文明力。文明力，就是人类不断
拓展的协作能力。人类通过不断提升文明力，协作规模越来越大，协作
效率越来越高，而协作成本不断下降。农业文明时代，因为人密集定
居，而出现了城市和巨型国家，协作规模大大高于原始狩猎和采集社

10



欢迎访问：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https://www.shgis.com）

文档名称：《文明大趋势》周兴旺 著.pdf

请登录 https://shgis.com/post/2684.html 下载完整文档。

手机端请扫码查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