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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社会共生研究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关系问题，利用文献分析法，对“共”“和”等

中华传统文化中具有共生思想的文化因子进行解析。研究认为，中国共生性的“和文化”是包括个

人的共生和国家的共生，人类面对的即是一个命运相连的共生社会；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体现在

社会主义制度提供的不断优化共生关系的空间，这是中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和处理国

际关系中需要遵循的基本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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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共生的核心内涵是“共”“和”，在中华传统

文化发展的脉落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近年来

有关社会共生的相关研究逐渐增多，社会共生能在

当代社会引起多方关注，一定有其独特性与先进性，

基于此，从个人发展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等方面

来论述社会共生研究的时代意义。

一、社会共生在中国是一种

古老的思维方式、话语体系

　　许多人说共生理论起源于西方现代生物学理

论，但是笔者的研究却发现其在中国是一个古老的

思维方式、话语体系。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或许没有

“共生”这个词，但在甲骨文中有“共”字，意思是众

人合力承担，而共生的思维方式则出现得更早。据

考证，早在尧舜禹时代就开始研究用阴阳共生原理

来协和社会、协和万邦。《左传》记载，“禹会诸侯于

涂山，执玉帛者万国”［１］，实绩显著。因此用阴阳共

生原理来解读世界一直受到人们的追随。中国古人

著《连山》《归藏》《易经》，都致力于用阴阳共生、互

动转化来解读世界的存在和发展。这表明共生的思

维方式、话语体系在中国古已有之，构成了中国传统

文化的源头活水。西周末年到春秋时代，中国古人

讲“和而不同”“和实生物”，既用前者来解读世界万

物是如何存在的，又用后者来解读世界万物是如何

变化发展的。无论是“和而不同”还是“和实生物”

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即世界万物之间存在联系性、

共生性。正是因为世界万物之间存在共生的有机联

系，所以世界万物之间不仅要“和”而且能“和”，既

有客观的条件又有客观的要求。就此而言，“和文

化”是共生文化，是“和生文化”。

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创世说”，《圣经》中也

有“创世说”，中华民族的“创世说”是以盘古开天地

来表达世界万物之间的共生有机联系性。据说盘古

用四万八千岁开天辟地，打开世界的混沌，最终又将

自身化为世界万物。这就告诉我们世界万物都是共

生的生命有机体组成部分。就此而言，共生的思维

方式、话语体系是有机生命共同体的思维方式、话语

体系，是系统性的思维方式、话语体系。

中国传统文化的一脉相承性是共生文化，是



“和生文化”，是关于世界万物在共生有机联系的系

统中如何存在、如何发展的文化。有人说中国传统

文化的源头是孔子学说，但孔子自己却说“吾从

周”，他的意思是说我的学说是继承了老祖宗的共

生思维方式、话语体系。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释、道、

法、墨以及天文、医疗理论都渊源于老祖宗的共生思

维方式、话语体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

一个包括共生存在机制、共生发展机制、共生底线机

制、共生协调机制、共生选择机制、共生修复机制等

在内的完整知识系统，构成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基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脉相承性是共生文

化、和生文化的一脉相承。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关于人类

社会如何存在、如何发展的文化

　　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均“和而不同”地存在，均在

“和实生物”中变化发展，然而人不是一般的事物和

生物，人有意识、有理念、有理想、有情感，人具有个

体性和独立性的属性，人人均以某种理念引领自我

实现。人的有意识、创造性活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

本体性原动力。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因此“和

生文化”不仅承认人的不同，而且主张人人应“自强

不息”，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彰显各自的个性，以

便使自己变得更强大。因此今天的中国人不仅自己

追求“中国梦”，而且尊重各国人民追求自己梦想的

权利。

但是“和生文化”不是一般地强调人是不同的，

也不是单纯地主张人应该“自强不息”，而是同时主

张人对他者要“厚德载物”，尊重他者，包容他者，在

“自强不息”的过程中要与他者相互分享自己的利

益和权力，要相互分担责任、权责共担、合作共赢；对

他者要有底线和相互的安全感；不要强加于人，而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主张“履不必同，期于适足；

治不必同，期于利民”［２］，主张“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道并行而不相悖”［３］，倡导不同文明、不同国家、不

同发展道路之间相互尊重、互相借鉴、合作共赢、共

同发展，既要相互为各自独立自主发展创造条件，又

要在他者患难之际守望相助，使他者的生存和发展

具有可持续性。就根本上而言，中国共生性“和文

化”的这些主张是基于人是共生的、国家是共生的，

人和国家不仅具有个体性、独立性属性而且还具有

共生性、群体性属性。人、国家是在与他者的共生

性、群体性属性的交汇连接中实现各自的个体性、独

立性，实现各自的“自强不息”；是在与他者的利益、

权利交汇连接中实现各自的利益和权利；各自的自

我实现依赖他者自我实现的成果，各自自我实现的

成果依赖他者的认同和使用，否则各自的自我实现

就会变成无本之木、无水之船。因此，人的“自强不

息”必须与“厚德载物”建立统一性，在与他者的相

互尊重、合作发展、共同发展中实现自我。人的自强

不息、自我实现是在与他者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

体、命运共同体中实现的。人类社会是命脉相连的

共生社会。习近平总书记说：“山水林田湖是一个

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

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４］人与自

然界这种命脉相连的共生性构成了世界。

在人类社会中，如果说人人“自强不息”带来的

是社会的不同，那么“厚德载物”面对共生的社会不

仅为“不同”造就“和而不同”的可能，而且为“和实

生物”创造变化发展的条件。中国“和生文化”用

“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的对立统一性、协和性解

决人类面对命脉相连的共生社会，按照“和而不同”

“和实生物”法则如何展开逻辑延伸问题，并在此认

识基础上用“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的矛盾对立

统一性、协和性来回答人类社会如何形成存在和发

展的逻辑演绎结构体系，如何带来各种各样利益共

同体、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发展、变革以及相互关系

的发展、变革。

三、加强社会共生性研究，为实现

中国梦提供坚实的学理基础

　　实现“两个一百年”的中国梦，我们有理论自

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这３个“自信”的基础是

学理自信，是对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共生性逻辑

演绎结构体系认识的自信。人人都是在共生关系中

存在和发展的，我们信仰的党的理论、我们确立的社

会主义制度，我们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为我们提供

了不断优化共生关系的空间，使我们能焕发出史无

前例、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

我们党实施的“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是命脉相连

的生命共同体的战略布局，因而使我们具有实现

“两个一百年”中国梦的目标自信。

苏长和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中国人的自信

从哪里来？》［５］一文中说：“如今的中国人的自信从

哪里来？自信不能仅停留在制造能力和取得物质财

富上，更主要体现在对中国道路、制度、理论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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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精神层面上。”笔者认为，苏长和的文章还从社会

共生的学理层面作了阐述。就当前而言，如何从社

会共生的学理层面说清楚３个“自信”，是我们学术

界的重要使命。我们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也需要从社

会共生的学理层面说清楚。所以我们需要用社会共

生的学理来说明中国只能且必然走和平发展道路，

并且世界各国都应走这条道路。某些大国一定要用

非和平手段挑战中国，那么中国只能不得不做出相

应的选择。当然，这也符合社会共生修复机制的原

理。然而对中国而言，最好的选择是在社会共生的

学理层面上说清楚中国的和谐共生命运共同体世界

观，说清楚中国是如何看待当今的共生世界［６８］。基

辛格说：“对美国人而言，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要理

解中国人思考问题的方式。”［９］这一说法把当前中

美关系的问题说到点子上。为了使美国人理解中国

人的思维方式、话语体系，我们也需要为从社会共生

学学理上说清楚中国和谐共生命运共同体的世界观

做出努力。期待我们共同做出努力，为实现“两个

一百年”中国梦共同奋斗。

四、结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和实生

物”是社会共生研究的文化来源，“自强不息”与“厚

德载物”是人类社会中个人之间共生的要求，中国

的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理论中的“和生文化”则是

对建设国际世界共生命运体的要求。可见无论个人

发展还是国家建设，和谐共生命运共同体的世界观

是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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