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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议题，国内学界已经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尤其是国内官方媒体报道与中国具体实践，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重

要贡献。同时，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学者也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研究。但是，也

存在一些国外学者虚假宣传和肆意抹黑的现象，由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

原因，导致他们对中国的发展和政策进行误导性解读或歪曲性批评，需要客观、

全面、深入的分析和解读人类命运共同体，进一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

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

界的最大公约数，这需要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行深入理解和实践探索。道德

记忆作为一种记忆形式，是保持道德生活历史连续性、提供道德判断依据并唤醒

道德责任的重要基石，为人类的道德实践提供了本和源，对人类的价值观、行为

模式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论文从道德记忆视角研究能够对该理念进行全新

的解读和更有深度的剖析，为理解人类道德行为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和机制提供了

独特视角，进而有助于更全面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质，促进共建命运共同体。 

论文由绪论、正文、结论三部分构成：绪论部分重点介绍论文的研究背景与

意义、国内外的研究现状、研究内容与方法以及研究的重难点与创新点。正文部

分：第一章对道德记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相关概念及发展历程进行系统分析；

第二章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来源的论述，从道德记忆视角深入分析，为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提供道德理论支撑；第三章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进行分析

并总结出遵循的道德原则，提出从社会生产、社会交往、社会生活方面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具体路径。结语：在理念传

播方面，以道德记忆为依托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国家民族限制、集中反映了

人类普遍的道德追求；在实践路径上，以人类共同的道德记忆为基础，从人类社

会生产、社会生活、互助交往等方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举措，论文拓宽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视角，促使其理论内涵和特色不断丰富和深化，为推进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内在动力。 

 

关键词：道德记忆 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论依据 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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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domestic academic community has made rich research 

results on the topic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especially the domestic state media reports and China's specific practice, 

which have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building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t the same time, scholars from other 

countries and regions have also conducted in-depth research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But, there are also some foreign scholars false propaganda 

and wanton smear phenomenon, due to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asons, leading them to China's development and policy for misleading 

interpretation or distorted criticism, need objective, comprehensive and in-

depth interpretation and analysis of human destiny community, further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human destiny community.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means that 

countries with different social systems, ideologies, histories and cultures 

and levels of development share common interests,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forming the greatest common 

denominator for building a better world. This requires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s a form of memory, moral memory is 

an important cornerstone for maintaining the historical continuity of moral 

life, providing the basis for moral judgment and awakening mo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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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ibility. It provides the basis and source for human moral practice 

and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human values, behavior pattern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ral memory, this paper can 

provide a new interpretation and more in-depth analysis of this concept, 

and provide a unique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deep-level causes 

and mechanisms behind human moral behavior, which will help to more 

fully grasp the essence of human destiny community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of destiny. 

The paper consists of introduction, body and conclusion. The 

introduction part focuses on the research background and significance, the 

research status at home and abroad, the research content and methods, as 

well as the key difficulties and innovations of the research. The main part: 

The first chapt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concepts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of moral memory and human destiny community; The second 

chapter discusses the theoretical source of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analyzes 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ral memory, and provides moral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Chapter three analyzes the practice platform of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and summarizes the moral principles to be followed and puts 

forward the practice path of building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from the aspects of social production, social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life, 

so as to provide a specific path for building the community of h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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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tiny. Conclusion: In the aspect of concept communication,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based on moral memory transcends national 

and ethnic restrictions and reflects the universal moral pursuit of human 

beings. In the practice path, based on the common moral memory of 

mankind, the paper broadens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of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from the aspects of human social production, social life, 

mutual assistance and communication, to enrich and deepen its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and provide internal impetus for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Keywords: Moral memory;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theoretical 

analysis; path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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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当前，世界秩序正发生深刻变化，大国间的博弈进一步加剧了世界格局的复

杂性，人类社会发展发展面临着新问题、新挑战，如气候变化、恐怖主义、跨国

犯罪等。这些问题不仅影响着各国的安全和发展，也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未来，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合作共赢就成为了国家之间重要的相处方式，形成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思想也逐渐成为共识。然而，要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需要超越国

家、民族和文化差异，寻求共同的价值基础和道德支撑。而道德记忆作为人类社

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着人类历史发展的始终，能够帮助我们从更高层次、

更宽广的视角来审视当前的问题，可以为我们的思考和行动提供更根本的指导和

支持。道德记忆是人们对于过去的道德经验和道德价值进行回忆和思考的过程。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道德记忆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通过人类共同

的道德记忆，人们可以回忆起过去的经验和教训，从而更好地理解当前的问题和

挑战。同时，道德记忆也可以激发人们的道德意识和责任感，推动人们更加积极

地参与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行动中。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在当前的世界形势下，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世界各国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

全球性问题，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共同应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全新的全球治

理理念，论文深入分析其理论依据，并提出构建路径，强调各国间的共同利益、

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

不仅具有理论价值，更具备现实意义和实践指导意义。 

1.1.1 研究背景 

当今世界局势加速变化，正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多重全球性危机日益

威胁着人类生存，经济的全球化与世界的多极化变化趋势愈加复杂，世界各国之

间的联系更紧密。为回应人类社会未来何去何从的时代难题，基于对国内外形势

的考量，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着力推动构建持久和平的人类命运共同

体，通过互助合作、对话协商，重点推动大国之间的协调与良性互动，以应对全

球性危机。这不仅体现了中国为促进世界各国稳定与繁荣贡献中国方案与中国智

慧，更体现了对未来人类发展的深切关怀与胸怀天下的世界情怀，具有划时代的

伟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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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从整体发展与战略规划上协同推进，即“五位一体”

强调整体，“四个全面”的战略部署，再到实现“五个世界”的总目标，从构想

到落地实施、从倡议到积极行动，从沿线地区合作到促进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中国为此作出的巨大努力与取得的卓越成绩是世界各国有目共睹的。这

是不平凡的十年，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中国及沿线国家的具体实践过程中，理论内

涵得到丰富发展，所倡导的理念也逐渐得到世界不同国家地区的接受，并写进多

边机制重要文件，例如联合国、上合组织等，对中国及世界的发展产生重大且持

续的影响。 

然而，这一理念在推进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阻碍。不同国家、民族有着不同

的文化传统，这种差异所带来的道德观念的不同可能导致互信的缺失，同时也影

响着人们对历史事件的解读和记忆有所差异，从而会带来冲突，在相处的过程中

产生误解，这在一定程度上始终阻碍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面对这些阻碍，

反对的声音也随之而来。2023 年 11 月 28 日，欧洲学者扬·奥伯格在接受一则

采访时表示，2018 年美国国会通过一项涉及 15亿美元的支出法案，其意图是由

美国国家机构执行在五年内培训西方记者报道撰写有关中国的负面新闻。有人可

能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过于理想化的目标，现实中难以实现。他们

可能质疑这一理念的可行性，并对其提出质疑。 

那么，面对当前的质疑与阻碍，其根源恰恰是因为没有很好的重述历史，知

史才能通今，历史的选择中蕴含着怎样的道德认知意蕴呢？人类基于怎样的道德

认知才能形成共同体的认识呢？这些都迫切的需要我们从理论与现实、过去和当

下的道德记忆中去寻找，这样才能为能推动人类未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筑道德

之魂。 

1.1.2 研究意义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为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深入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

将有助于破解国际社会所面临的困局。道德记忆作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可

以为我们提供关于共同价值和道德原则的认同，帮助我们反思历史过错，以更为

宽容和理解的态度面对不同文化和观念。论文从道德记忆视角对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理论依据与实践路径深入研究，提出从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社会交往方

面挖掘梳理人类的道德记忆，以道德记忆凝聚道德共识，促成到道德行动，共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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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 理论意义 

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意义深远且重大，是对马克思主义及中国外交思想的深

化与创新，有助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和完善。论文

运用道德记忆理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依据进行分析，从道德记忆角度对其

进行总结论述，深入挖掘其内在的道德理念，具体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在溯源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研究中，关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运用

是大多数学者持有的观点，论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结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

分析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中体现的道德意蕴，这为强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

论支撑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第二，中国有着历史悠久且丰富珍贵的文化资源，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充分

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发展的。论文对中国传统的“求

同存异”、“天下大同”、“和”等道德记忆深入分析，这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所

蕴含的“和谐共存”“和平发展”等理念相契合，积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不仅有助于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进一步带来了国外学者的研究兴趣，为人

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深入推进提供理论支撑。 

1.1.2.2 现实意义 

第一，本文基于道德记忆视角理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意蕴与实践

路径进行道德维度的解读，梳理该理念内涵的道德思想，这与全人类共同价值

所倡导的价值相一致，能够为面对当前美、欧、日等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污

名化给予反驳，进而为形成全人类价值共识，共同应对发展问题，共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具有现实意义。 

第二，论文在对理论与实践路径分析的基础上，基于人类共同的道德记忆，

道德记忆深刻影响着人们的行为选择、共同的道德记忆形成道德共识，增强人

们对该理念的认同感与接受度，具体从人类社会生产、社会交往、社会生活实

践过程中建构路径，形成生产共同体、社会共同体以及生活共同体，为共建命

运共同体提供道德力量，为破解当前难题提供思路、贡献自己的力量。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述评 

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相关研究，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呈现出了不断深化

和拓展的发展趋势。道德记忆被视为个体和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塑造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道德记忆视角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依据与实践路径研究 

4 

 

人的行为和价值观具有关键作用，论文通过对道德记忆相关研究的梳理，揭示道

德记忆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对于确立论文的研究视角和研究内容至

关重要。 

1.2.1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关于道德记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相关研究涉及多个方面，关于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全面系统，包括背景、内涵、传播、路径等方面；关于道德

记忆研究主要表现在其内涵与应用等方面；梳理总结前期研究成果为进一步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和经验借鉴。 

1.2.1.1 人类命运共同体及相关研究 

自十八大报告首次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之后，习近平在多次重要讲话中

谈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陆续被收录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在第二卷、第

三卷、第四卷中各有一章专门介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自该理念提出一直是国

内外学术界所讨论的热点、重点选题。其研究视域包括时代背景、理论依据以及

实践路径等方面，但是在理论阐释上更加丰富，关于相关研究的论述也将围绕这

几方面展开。 

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背景。当今时代发展的主题仍然是和平与发展，

国家间交往的重要方式是合作共赢。贾晗提出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形成受

到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影响，他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客观上已经形成，中国将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外交战略思想，具有重要意义。①李宝刚等认为民族史走向

世界史是当前的时代背景，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正是基于这一时代背景。②

于洋等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理念的提出是对当前世界发展现状、西方世界的

乱象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综合考虑提出的重要理念。③ 

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剖析与研究，其核心观点和构建方式不仅深

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同时亦融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深

厚底蕴。从研究成果来看，在我国学术界存在两种主要的探讨方向：一方面，有

观点认为这一理念的理论来源具有多元性，涵盖了多个方面的思想资源；另一方

面，也有学者倾向于从某一特定角度进行解读。然而，无论是多元还是单一角度

 
①贾晗.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出的背景及意义[J].大庆社会科学,2017(03):31-33. 

②李宝刚等.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7,(01):5-9. 

③于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建构历程及理论价值[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61(02):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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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都反映出理论界对于这一理念理解的日益深化和全面，趋向于一个混合

多元的理论研究框架。金梅等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体系是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重要前提，而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的生成其理论主要来源于马克思主

义唯物史观。①二是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古语“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

大同”等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高尚情怀。《礼记·礼运》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

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和谐、

和平。韩纪康表达了相同的观点，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同思想与传统文化中的

和合思想分别体现的是平等、自由、和平、和善等多重含义，而这些传统文化思

想恰恰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文化之根。②关于多元化分析理论来源的研究较

多，余潇辉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三大思想来源：中国传统“天下大同”、

马克思“真正共同体”和西方“世界主义”。③张伟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

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直接来源，同时还深深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更为重要的是立足于中国长期外交实践的基础上，具有坚实的现实实践基础。

④焦赫也在文章中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来源于马克思共同

体思想、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大同观与“和合”思想以及中国外交理念的重

要实践与启示。⑤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课题，国内学者从多

个角度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同时也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面临着许多困难

和挑战。面对当今世界的冲突及其复杂现实，亟需寻求一种新型文明观来破解冲

突，韩升等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破解文明冲突的有效途径，积极倡导和谐、

合作、共赢等理念，推动世界各国在平等基础上实现共同发展。⑥人类社会正在

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乱象丛生，习近平总书记将世界乱象的病根总结为

“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宋婷婷等提出通过“弥合鸿沟”

共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避免零和博弈共建安全共同体,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共

建人文共同体；共抗疫情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共商合作共建人与自然生命

 
①金梅,李思远.海外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多维解读[J].理论月刊,2024,(01):31-44. 

②韩记康.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J].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24,26(03):4-7+35. 

③余潇辉.试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来源、路径及价值[J].厦门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20,23(02):1-6. 

④张伟.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着力点及其理论创新[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51 

(02):12-22+198. 

⑤张宜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海外认同问题研究[D].上海社会科学院,2022. 

⑥韩升,李斌.文明冲突的破解与超越：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型文明观[J].学习论坛,2024,(0

2): 6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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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体。
①
邹陆林认为，由于中西方文化差异与文明碰撞与冲击，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不仅需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需要打造东西方共同的价值观念，将

中国的传统“仁爱”思想与西方“博爱”思想结合起来，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②此外，彭国华等学者研究由人类命运共同体衍生出了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基于该理念指导下的全球气候治理等多视角多领域分析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论推广与实践进行了丰富研究。③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包括加强国际合作、推进全球治

理体系改革、促进全球经济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和文化交流等方面。2023 年 10

月 10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白皮书，全面系统介绍了我国十年来“一带

一路”建设取得的实践成效，共建“一带一路”是推动全球发展的重要途径，也

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④刘世强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以合

作共赢为导向、以主权平等为原则、以集体行动为关键为行动路径，是国际社会

实现共商共建共享的正确选择。⑤韩斌认为中国——东盟合作树立了发展中国家

命运与共、联合自强、团结合作的典范，这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广而积累了丰富

的实践经验。⑥ 

从当前研究状况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自提出一直是研究讨论的热点话题，

基于时代背景的变化而不断地不断丰富其理论。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全球

变革不断深化而带来了巨大的问题与挑战，而要解决这些难题就需要我们突破传

统思维模式与解决方案，从更广泛的、更有高度的层次去看待。而道德记忆作为

一种深层的文化力量和价值追求，其能够为我们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提

供新的研究视角。 

1.2.1.2 道德记忆及相关研究 

国内关于道德记忆的研究近年来逐渐受到关注，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通

过梳理记忆、道德记忆以及道德记忆在应用方面的相关成果，对于确立本研究的

研究视角和研究内容至关重要。 

 
①宋婷婷,石建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挑战、机遇、路径[J].福州党校学报,2022(03):61-66. 

②邹陆林,蔡彩虹.儒家“仁爱”思想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J].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3,(04): 

11-16. 

③“共同体视域下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课题组,彭国华,王慧等.深刻把握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思想的科学体系[J].人民论坛,2024,(04):40-45. 

④刘园园.《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白皮书发布[N].科技日报,2023(001). 

⑤刘世强.论构建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的人类命运共同体[J].中州学刊,2023,(11):5-11. 

⑥韩斌.推动中国—东盟合作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典范[J].中国对外贸易,2023,(11):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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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记忆与道德记忆的研究方面，学界已经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记忆被认

为是人类认知的基础，它不仅涉及到对信息的存储和提取，还涉及到对情感、价

值观和道德观念的记忆。道德记忆则是对道德观念、道德规范和道德行为的记忆，

它对于个体的道德判断和行为选择具有重要影响。在国内最早将道德记忆理论运

用到实践中的学者是蒋颖荣教授，突出道德记忆在传播道德文化、建立民族道德

共同体的实践中的重要意义。①关于道德记忆的定义，学者向玉乔分析道德记忆

属于人类的记忆活动表现方式之一，在人类长期的历史实践中所留下的印记或印

象。她强调人类“过去”的道德生活经历中所追求的道德与践行道德过程中的思

考与行为深刻影响着当下的道德选择。李晓蓓进一步论证了道德记忆不仅是对人

们长期的道德关系的记忆，同时也借助民族节日、仪式庆典过程中得以发展，促

使个体成为理想的“人”的道德实践过程。②从两位学者的观点来看具有一致性，

强调人类道德生活的记忆印记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李晓蓓更

进一步强调道德记忆融合在人们日常生产实践中，对人的成长和发展至关重要。 

在道德记忆的应用方面，学界也进行了一些研究。例如通过培养个体的道德

记忆，可以增强他们的道德意识，提高他们的道德判断力，并有助于他们在日常

生活中践行良好的道德行为。李晓蓓发现仪式场域下存在的信仰、故事以及传说

等能够最大程度的唤醒人们的道德力量，其之所以发挥这样的影响的主要原因在

于仪式内在蕴含的道德记忆将传统与当下连接，为个体寻找自身提供路径方向。

向玉乔将道德记忆的理论维度进一步扩展应用到家庭伦理与国家治理等方面，同

时进一步明确道德记忆在构建人类道德传统、激发道德生命力以及唤醒人们的道

德责任意识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③以上观点对论文分析社会生产、社会交往、

社会生活方面构建人类道德共同体提供了现实分析依据。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探讨了如何将道德记忆的价值功能应用于教育等领域。

彭柏林从需要论域中对道德记忆的特殊价值功能进行分析，认为道德记忆作为人

所特有的需要具备道德认知和道德传承这两个基本功能。④刘佳认为当下道德教

育呈现出与道德记忆相脱离的境况，提出构筑关注道德记忆的道德教育，既是人

类道德延续的重要保障，也是形成集体道德凝聚力，建立道德共同体的重要支撑。

 
①蒋颖荣.民族节日与道德记忆[J].唐都学刊,2013,29(05):1-5. 

②李晓蓓.《道德记忆与仪式庆典》[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202、218. 

③向玉乔.家庭伦理与家庭道德记忆[J].伦理学研究,2019,(01):81-86. 

④彭柏林.需要论域中的道德记忆[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4(02):3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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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佳、宋晔等还论述了道德记忆在道德教育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道德

教育要重视发挥道德记忆的教育价值，可以通过吸收传统道德文化精华、创新道

德智慧传播的逻辑路径等发挥道德记忆自身的道德力量。②曾建平等通过追忆中

国共产党的百年道德记忆，总结到中国共产党在追求、传播、实践道德的百年历

程中留下了以“救国”“兴国”“富国”“强国”为主线的道德记忆，回顾百年

道德记忆、总结道德实践经验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意义，激

励一代代人在道德追求的得到道德滋养，彰显道德自觉。③ 

综上所述，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关的研究，自该理念提出就一度引起了国

内外的广泛传播与强烈反响，国内外专家学者进行了跟进式的讨论和研究，主要

围绕提出目的、理论渊源、可操作性论证这三方面展开，研究内容涉及文化、国

际传播、国际关系、哲学、话语权、环境安全等多个学科视角讨论其理论来源和

具体实践路径以及体现的价值意义，同时还论述了其在推进世界各国合作以及全

球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上关于其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成果为论文进一步

研究提供了帮助。此外，国内关于道德记忆的分析，从其研究成果看更多的是倾

向于对该理论的应用，在教育、社会治理、环境保护等多领域的实践，这为论文

选择研究视角提供了合理的论证依据。通过对前期研究成果的梳理和分析，我们

可以进一步明确本研究的研究视角和研究内容，为深入研究道德记忆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过程中的价值意义和实践运用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1.2.2 国外研究现状 

国内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相关研究非常丰富，同时，自这一理念提出以来，

国外也进行了大量研究和探讨，通过梳理研究国外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解读

和分析，可以更全面地了解这一理念的内涵和外延及其实践过程。在国际舞台上，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需要得到更多国家的认可和支持，通过研究国外的研究成

果，还可以更有针对性地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和意义，增强其说服力和影

响力，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更多的共识和力量。此外，国外关于道德

记忆的理论已经非常成熟，研究成果也很丰富，通过梳理相关理论为可以论文提

供新的思考维度和启发，有助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入研究和实践探索。 

 
①刘佳.基于道德记忆的德育研究[D].河南师范大学,2022. 

②刘佳等.道德记忆:道德教育的内生力量[J].教育研究与实验,2021(05):45-51. 

③曾建平,张笑扬.中国共产党的百年道德追求[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2(03):2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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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1 人类命运共同体及相关研究 

从国外的文献研究方向、涉及的范围来看，与国内研究的特点有着共性特征，

对提出的时代背景、理论来源以及可行性等方面进行了研究，而国外更侧重于对

这一理念的可行性的讨论，而这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推广及实践过程中要关注

的问题。 

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的时代背景来看，国外学者的主要理论观点包括：

人类当前面对的生存危机、安全危机等重大挑战，Sandmark U在《新技术与全球

安全、和平》一文中指出，我们当前亟需解决人类所面临的紧迫问题，例如贫穷、

食物、医疗服务、教育、住房等，就需要建立一种互相理解、合作的新范式，中

国提出的合作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和平发展进程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范式。

①人类命运共同体涉及领域广泛，Boya ZHANG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比较教育

的重要性及其实践意义，面对全球化背景下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由于制度、文化

等带来的交流障碍等，提出在共同体背景下，通过比较教育推动全球教育创新发

展。②还有学者结合中国传统文化背景，认为该理念是基于历史传承与未来发展

而提出的，尤其是以兼济天下、世界大同等中华传统文化基因是其形成的历史文

化基础。同时，中国古代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在促进中国及周边当前经济贸易

发展、文化交流互动上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当前倡导的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是过去历史经验的当代延伸，其具有现实意义。 

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来源，国外学者从中华传统文化基础与文化价值

的角度进行了讨论。Matti Puranen 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涵中国智慧，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天下大同”思想为其提供理论基础，在具体实践过程中获得

更多国家的理解，并吸引更多国家共同参与构建人类这一美好愿景。③韩国汉阳

大学学者具浩恩指出，中国倡导的“丝绸之路”已经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变迁的

一个隐喻，这一历史传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④
珍

妮·霍夫曼认为中国历史话语体系深刻影响着中国人今天的认知，例如传统的“仁

 
①Sandmark U .New Technologies and Global Security[J].Peace,2019,(03):70-71. 

②ZHANG B. Comparative edu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sharing of human destiny[J]. Region -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Reviews,2024,(5)6. 

③Matti Puranen. “‘ All under heaven as one family’: Tianxiaist ideology and the emerging

 Chinese great power identity”, Journal of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7,No.1,

2019,45.  

④Gu Ho Eom. “Silk Roads Again: Revisiting Roads Connecting Eurasia”，Journal of Eurasian 

Studies，Vol.8,No.1,20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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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礼智信”学说对社会的和谐稳定发挥了重要的道德规范作用。
①
这些内容对塑

造当下中国话语体系发挥着重要作用。国外学者关于该理念来源的讨论，认为正

是中国具有坚实的文化基础，并在长期历史实践中总结从而提出这一理念，兼具

理论和现实基础。 

关于该理念可行性的相关研究，在提出倡议之初，国外的媒体报道、学术研

究及讨论中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实施操作层面存在诸多困难，即使这一

理念突破国家、种族的界限、是对人类未来发展的宏观层面的构想。Gonzalez-

Vicente②提出，理念是先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推进实践进程中，首要的是取得

世界广泛的认可，形成共识，才能够更有效的促进合作，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他还指出，国际社会上部分国家处于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观的价值框架中，从而影

响其正确看待中国提出的思想，媒体的不实报道，导致民众盲从盲信的现象，这

进一步阻碍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传播。而 Timothy M③等认为凝聚价值共识，

培育文化认同感，塑造新的国际社会共同价值等将有利于促进该理念的认可与接

受。在朱贻庭的《伦理学大辞典》④中提到，价值共识与道德记忆二者有着重要

关系，指出道德记忆在形成与维系价值共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一观点为我

们深层次理解道德记忆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重要作用提供了理论依据。 

1.2.2.2 道德记忆及相关研究 

道德记忆是记忆的一种存在形式，国外学者起初关注到记忆在人类生产生活

实践中有着重要影响。早期西方哲学家对记忆的观点为论文论述道德记忆理论提

供了理论基础。柏拉图认为记忆像一块“蜡板”、奥古斯汀认为犹如一座“宫殿

和洞库”、而苏格拉底则将其比作“鸟舍”等，以上观点对记忆的运用和研究提

供了新的思考和启发。 

在国外，许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等都对道德记忆进行了深入的研

究。他们通过实验、调查、访谈等多种方法，不仅探讨了道德记忆的机制、影响

因素以及与道德行为的关系，而且还探讨了如何提高个体的道德记忆。心理学家

 
①Jeanne Hoffman.“China’s Search for the Future: A Genealogical Approach”,in Futures,Vol.

54, November 2013:53－67． 

②Gonzalez-Vicente, R. (2017). The empire strikes back? China's new racial sovereignty. Poli

-tical Geography,59,139-141. 

③Li Xing and T.M. Shaw. “Same Bed, Different Dreams and Riding Tiger Dilemmas: China's Ris

-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olitical Economy.”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1

9.1(2014):69-93. 

④朱贻庭.《伦理学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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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亚杰，作为儿童道德认知发展的奠基人，他认为儿童道德认知的发展经历了四

个阶段，其中道德记忆是儿童道德认知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儿童在道

德认知发展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地记忆和理解道德规范和准则，从而形成自己的

道德观念和行为。①例如，一些研究表明，通过教育、训练和实践等方法，可以

增强个体的道德记忆，提高他们的道德判断和行为能力。科尔伯格，他是道德认

知发展理论的代表人物，在《道德发展心理学》②一书中的研究涉及了通过教育、

训练和实践等方法来增强个体的道德记忆，提高他们的道德判断和行为能力。他

通过实验研究发现，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对道德规则和准则的理解和记忆是不同

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道德判断和行为也会逐渐成熟。艾森伯格也论述了

关于道德情感与道德记忆的观点。他认为，个体的道德情感是基于对道德规则和

准则的理解和记忆，同时也会受到社会环境和个人经历的影响。③他通过实验研

究发现，具有较高道德情感的个体更有可能做出道德决策，更能够理解和遵守社

会规范。这些代表性学者的观点为我们理解道德记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实

践指导。 

关于道德记忆的内涵与分类。菲尔德曼提出，道德记忆就是对过去的事件和

经验中所包含的道德传统的回忆和链接。该结论来自他的著作《道德记忆：有道

德的公司为什么以及如何管理传统》，在书中他首次对“道德记忆”做了概念释

义，认为道德记忆就是道德传统的总和，这是由道德记忆与道德传统二者间必要

关系形成的。玛格丽特在《记忆的伦理》④中对记忆伦理学的存在领域等相关问

题进行了论述，论述了记忆在不同共同体中发挥的作用。关于道德记忆特征与功

能相关的研究。一些研究表明，道德记忆也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如文化背景、

教育程度、家庭环境等。如前所述，菲尔德曼的观点揭示了道德记忆是确保道德

传统与道德观念延续的关键，其是道德传统的综合，二者具有密切联系。莱尼·卡

拉与其团队成员通过具体的实验深入探究记忆的建构性特点，研究结果统计显示，

记忆会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而有所变化，较之前有所差异。当前数字信息技术快

速发展，现阶段重视研究集体记忆具有重要的伦理意义，尤其在探究数字技术在

 
①让·皮亚杰.《儿童道德判断》[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 

②劳伦斯·科尔伯格.《道德发展心理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③文福荣,陈睿渊.艾森伯格亲社会道德理论及其对道德教育的启示[J].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8(0

4):63-64. 

④阿维夏伊·玛格丽特.《记忆的伦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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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储存于传承集体记忆中的价值。 

综上所述，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相关讨论，国外学者侧重于实践性、可操

作性讨论，有称赞同时也有批判，而国内学者更加偏重于学理性、宏观层面的讨

论，理论成果丰富、研究内容广泛。而国外对道德记忆的研究涉及多个方面，包

括内涵、与道德行为的关系、影响因素等。这些研究为我们理解道德记忆的本质

和作用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并为论文从道德记忆视角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

了指导。 

1.2.3 研究述评 

根据上述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道德记忆国内外文献梳理分析，我们发现国

内外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侧重于宏观层面的讨论，关于这一理念的提出

目的、时代背景、理论依据以及具体实践路径进行了深入分析，尤其是关于理论

基础的讨论大多溯源于中华传统文化，体现了较高的研究水平，为继续推进相关

研究提供了参考和借鉴。我们还发现当前学理性研究较多，但从国外学者的研究

中看到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可度并不高，大部分国家仍处于西方价值框

架之下，因此仅仅停留于描述性的研究是不够的，如何更好的推进人类命运共同

体得到全世界的认同与接受，将这一重要理念付诸实践，显然当前理论研究不能

充分解答这一问题。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国际关系的日益复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逐渐受

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国内学者从不同层面和不同维度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

进行了深入探讨，包括其思想渊源、基本内容、实现路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等多个方面，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这不仅丰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而

且为其构建路径提供了理论支撑。国外学者认为，该理念对于促进国际关系的和

谐与发展、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具有重要意义，并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超越了传统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的框架，强调了国际关系中共同的利益和命

运，呼吁各国摒弃短视利己主义，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等具有指导意义。国外研究

也出现由热到冷，政治性话语的传播度广泛、学术性研究不足，美日欧等国家的

污名化等现象。总体来看，以往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多侧重于制度构建、

经济合作或文化交流等方面，尽管相关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仍存在一些

不足。当前的研究多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宏观层面进行分析，缺乏对微观层面

的深入探讨，而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现路径和具体机制，现有研究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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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引入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 

道德记忆作为一个独特的视角，为论文分析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更加微观

且深入的角度。道德记忆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基于对过往道德生活

经历以及经验之于人类社会生活的意义和价值的认识而对其产生的一种依赖性

和倾向性。在国内外，道德记忆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国外学者较早地

提出了道德记忆的概念并进行了深入探讨，从多个学科进行交叉研究，通过长期

的跟踪调查研究体现记忆、道德记忆对个人决策及行为选择的影响；国内学者在

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和实际情况，对道德记忆进行了

本土化研究，提出了许多具有创新性的观点和方法。这为论文从道德记忆视角分

析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理论基础。道德记忆是连接道德文化、个人和过去的纽

带，对于维护道德文化的连续性和传承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将从道德记忆的视角

分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相关理论，旨在为构建人类共同体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路

径，为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好地实践和得到国际社会的规范认可做出了学

理性的阐释，同时基于道德记忆视角研究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实践路径。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1.3.1 研究思路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各国联系更加密切，中国积极推进国际社会共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在追求本国发展中兼顾他国合理关切，这充分体现了在把握

世界发展潮流和应对全球挑战的中国智慧。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学术界进行了

广泛研究，学者们从多个学科领域出发分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特征、构

建路径等。其中，道德角度的研究强调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应重视

道德原则和价值观念的作用。在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中，我们不仅要

关注其外在的政治、经济等要素，更要从道德层面深入剖析其内在的精神支撑及

其共同的价值追求。论文从道德记忆视角更深层次挖掘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在的凝

聚力、认同感和持续发展的动力。 

关于记忆的研究涉及多个学科领域，能够保存、回忆和再现过去的信息和经

验。而文化记忆是记忆的一种特殊形式，具体指一个社会群体或文化共同体所共

享、传承和重构的过去，具有集体性、历史性和建构性等特点，它不仅是过去的

历史事件和文化的再现，也是现实社会和文化的反映和塑造。道德记忆理论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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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行为受到以往道德经历的影响，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定是一个持续实践

的过程，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为道德记忆的传承提供了新的机遇；从道德

记忆的视角剖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和实践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为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好地实践和得到国际社会的规范认可做出了学理

性的阐释，同时基于道德记忆视角研究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实践路径。 

1.3.2 研究方法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内涵丰富，涉及历代领导人重要论述及相关的政策文

件，涵盖多个学科领域，其是理论问题；如何应对国际社会个别国家对该理论的

质疑，如何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上的实施案例进行分析并总结内在的道

德原则，实现道德赋能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又是现实问题。因此，论文在研究过

程中将使用到以下研究方法： 

第一，政策分析法。以系统性的方式，确定有关政策各项信息内容的特征，

从而进行政策分析的方法。论文在前期的文献梳理过程中涉及到大量关于习近平

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相关重要论述、相关政策文件等解读分析，为做好政策阐释

提供方法上的指导。 

第二，多学科交叉法。交叉学科能推动很多领域更好地向前发展。交叉学科

研究涉猎甚广，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运用到马克思主义理论、道德人类学、政治

学以及社会学等多个研究领域，研究创新性提出从道德记忆的视角对人类年有共

同体的理论意蕴及实践路径进行更好的论述。 

第三，案例研究方法。案例研究有三种基本类型：（1）个人调查，即对组

织中某个人的调查研究；（2）团体调查，即对一个组织或团体的调查研究；（3）

问题调查，即对某一现象或问题的调查研究。论文主要运用到团体调查和问题调

查交叉的方法，将从具体的共同体组织案例中寻找具体事实、具体案例从道德记

忆的视角进行分析和研究。 

1.4 研究重难点及创新点 

1.4.1 研究重点 

论文在对道德记忆、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基本概念进行深入

阐释的基础上，基于道德记忆视角对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社会交往等方面的深

入分析，旨在描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际运作和构建过程，明确道德记忆在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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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整体作用。这包括在南南合作、上合组织、一带一路等实践

中，人类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如何通过道德记忆形成共同的道德认知和共识。这

一过程不仅是对道德记忆的理论梳理，更是对人类在具体社会实践中如何通过共

同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念构建共同体的实证分析，最后提出基于道德记忆的实践路

径，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1.4.2 研究难点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来看，道德是无国界的，人们有着普遍接受的道德准

则。但是，对不同历史时期人类普遍接受的道德认知和道德规范进行分析研究具

有一定难度，从人类漫长的生活实践过程总结归纳人们共同拥有的、并且延续至

今的道德记忆具有一定挑战。在论文的分析过程中要深刻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国内外发展具体态势是至关重要的，会涉及到国际关系、利益观等等重大问题的

合理把控，这在写作过程中具有很大挑战。 

1.4.3 研究创新点 

论文的创新主要在于研究视角上的突破，在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议题进行文献

梳理与分析过程中发现其中对于道德理念的认知分析部分较少，尤其是对人类命

运共同体倡议下中国具体实践方面的研究有待补充。论文在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相

关研究分析的基础上，尝试通过道德记忆视角，运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对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其实践进行系统的分析，揭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着人类

共同的道德记忆，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道德记忆二者之间的联系，共同的道

德记忆为构建形成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进一步强化了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的支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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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道德记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相关概念和发展历程 

在探讨道德记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问题时，我们首先要思考的是，人类命

运共同体是如何从深层的国际关系中逐渐浮现，并逐渐成为引领全球发展的重要

力量的。这既是一个关于思想演变的故事，也是一个揭示人类共同利益与命运的

伟大篇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过程，正是基于对全人类共同福祉的深刻洞察

和不懈追求，而在这个过程中，道德记忆作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既是历史

的见证者，也是未来的引导者，为我们更深层次解读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

着重要作用。本章将详细阐述论文涉及的相关概念、发展历程以及道德记忆在其

中的角色，以期为深入分析理论依据和路径构建提供基础。 

2.1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相关概念与发展历程 

当前，人类历史正在经历大调整时期，世界也处于动荡变革之中，经济全球

化的加深促使世界各国紧密相连的程度加强，人类处于同一个共同体之中，面对

诸多不确定因素，以及冲突和社会动荡频发的背景下，如何持续稳定发展成为世

界各国思考的重要议题，这也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考验。本章将详细探讨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相关概念与其发展历程。 

2.1.1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相关概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强调了在追求各自国家利益的同时，也要充分考虑到

其他国家的合理关切，在促进本国发展过程中推进各国共同发展；全人类共同价

值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价值基础，对于二者概念的深入理解和把握，能够为我

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理论基础。 

2.1.1.1 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

系在一起，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人类在同一个地球村中

生活，置身于历史和现实的交融时空。越来越形成了紧密相连的命运共同体，相

互关系日益紧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提出的应对世界、人类和时代问题

的解决方案，为实现这一目标，国际社会需要在多个领域互助合作、共同努力。 

具体可以简洁概括为以下内容：第一、坚持对话协商，摒弃冷战思维与强权

政治，尊重各国平等，反对战争，共护和平。第二、共建共享安全，倡议世界各

国树立共同安全观，协作应对未来挑战，反对恐怖主义；第三、合作共赢促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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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科技机遇，积极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共同可持续发展。第四、交流互鉴彰显

包容精神，尊重文明差异，倡导世界各国开放交流，丰富人类社会文化与发展。

第五、绿色低碳共护地球家园，尊重自然，追求和谐共处，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 

这些表述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理念，即强调人类命运的共同性，主

张各国共同合作、共同发展，实现全人类的共同繁荣。同时，这个概念也反映了

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国际责任感和全球治理理念。从观点分析上看，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得到了广泛认同，因为它强调了全球合作、共赢发展的重要

性，符合当前世界发展的趋势。然而，也有一些质疑和争议，比如一些人认为这

个概念可能被用来掩盖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一些野心或者对一些国家的影响力

扩张等问题。此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面临着一些挑战，比如国际政治格局

的复杂性、各国利益的差异、发展不平衡等。因此，要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需

要各国共同努力，加强对话合作，处理好共同利益和差异，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

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 

2.1.1.2 全人类共同价值 

在 2015 年的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上，习近平首次提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

指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这是一个理论性丰富深刻和现实价值

的思想主题，并构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习近平指出，全人类共同价值内涵反映了人类社会共同价值追求。①

全人类共同价值涵盖了当今时代人类价值观的杰出成果，反映了全人类在世界历

史实践中的共同经历和参与，符合人类的共同利益；其次，是融合不同文明的价

值共鸣，是从世界各国和各民族的价值观中提炼而出、赢得了联合国的认可，并

作为维护国际秩序必须普遍遵循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超越了意识形态、社会制

度和发展水平的差异。再者，理解全人类共同价值要注意与西方“普世价值”相

区分，二者有着本质区别。其一，形成条件不同。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普遍追

求和坚持的价值观念，是人类历史从民族范畴走向世界层面的必然结果。与此不

同，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从其本质上看就是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立足于

西方历史实践而逐步发展形成的价值理念。其二，目标追求不同。在国际社会国

家之间的交往过程中，对于不同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全人类共同价值提倡要尊

 
①习近平总书记谈全人类共同价值-求是网 (qstheory.cn). http://www.qstheory.cn/zhuanqu/2021-08/

23/c_1127786124.htm.2024/05/31. 

习近平总书记谈全人类共同价值-求是网%20(qstheor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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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差异，世界各国要权利共享与责任共担。相较之下，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

则旨在推广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其追求的目标是维护西方主导的国际

秩序，并将其扩展至全球的各个角落。其三，实现方式不同。全人类共同价值提

倡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应对全球性风险和挑战，致力于共同创造更为

美好的人类未来。而西方的“普世价值”则采取将世界划分为三六九等的方式，

通过强迫非西方国家接受其价值理念，甚至不惜发动战争来制造危机，然后通过

所谓的“解决危机”来实现对价值的渗透。 

此外，通过强调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和共同利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

了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追求和实践。习近平指出，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

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论述是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起点，深入剖析时代发展特征，将前进方向指向

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共建共同体的长期过程中人类共同的价值起到了重要

作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在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过程中才具有其现实意义，

我们绝不可脱离实践前提而空谈，否则共同价值将成为抽象、虚假的概念，甚至

于走向西方中心主义的误区。由此可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人类共同价值

提供了实践主体、划定了时代边界。 

2.1.2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进程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理念，自该理念提出十多年来，其发

展历程可依据实践成效大致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该理念旨在促进各国之间的合

作与发展，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构建更加和平、稳定、繁荣的世界。 

2.1.2.1 萌芽阶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和推广 

在这个阶段，中国官方媒体以及学者等积极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这

一阶段的重要标志是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发表的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重要讲话，讲话中首次提出了这一共同体的核心理念和原则：“和平、发展、

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并强调了全球合作共赢的重要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提高全球治理水平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面对当前及

未来所面临的全球性挑战，在首次提出该倡议后，我国就在周边国家以及国际社

会上积极呼吁各国加强交流与合作，风险共担、利益共享，这有助于提高全球治

理水平，促进国际合作和发展。在促进国际社会和平与稳定方面，该理念有助于

缓解国际紧张局势和减少冲突，强调各国之间的平等与相互尊重，并指出在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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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的基础上实现合作共赢的重要性，进而促进全球和平与稳定，实现可持续发

展。习近平在提出该倡议的同年，在多个重要场合的主旨演讲中推广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3 月 25 日在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上提出了“中非命运共同体”

理念；4月 7日在博鳌亚洲论坛推广“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印度尼西亚国会上

倡议并深刻阐释“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等。在中国媒体的官方报道以及国

外的讨论热度来看，在这个阶段中国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理念和原则，

致力于从理念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强调全球合作共赢的重要性，

并呼吁各国摒弃冷战思维、加强国际合作。该理念在提出后得到了国际社会极大

关注，并取得了其他国家的广泛认可和支持，这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一步实践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这一阶段的发展来看，中国在倡议与推广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巨大努力，

这一理念涉及广泛，中国在积极推进国际交流合作中不断传播，积极弘扬与传播

中华文化，促进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流融合，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这为中

国提出的倡议进一步推广打下了坚实的民意基础。由此可见，中国在积极倡议和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上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作用。 

2.1.2.2 形成阶段：世界各国合作构建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这个阶段，从理念发展来看，理念经历了从提出到深入发展，从国内共识

到国际共识的重大跃升；从具体实践来看，中国逐步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

实践，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从实践成效来看，始终坚持平等

合作，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涉及多个国家、多方面，取得成效显著。 

2018 年“一带一路”倡议就确定写入了联合国决议文件，成为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重要实践。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在实践中逐渐被转化

为实际行动。例如瓜达尔港的建设，中国与巴基斯坦共同合作建设完成，该项目

不仅提升了巴基斯坦的港口运输能力，同时也为建设中巴经济走廊提供了重要的

基础。此外，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下，通过各国合作交流与来往，推动实现

了欧洲、非洲等国家的互联互通，促进了该地区的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积极与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推动了基础设施建设、贸易投资、

人文交流等多个领域的发展，这不仅加强了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济联系，也为全

球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 2019年中国举办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2023年在

香港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高峰论坛等活动，是加强人文交流与相互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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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途径之一。我国通过举办各类人文交流活动，积

极与其他国家加深了相互了解和信任，推动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和谐共处。这有助

于消除误解和偏见，增进国际社会的团结和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在基础

设施建设上，亚洲基础设施银行成立以来，为多个国家的基础建设给予了资金支

持，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并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在这一实践平台上，我国与

其他亚洲国家共同推动了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促进了区域经济的繁荣。同时，

AIIB 的建立也体现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推动了更

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形成。 

在这一阶段，理论与实践都得到了快速发展，成效显著，这些实践平台和成

效不仅展示了中国在推动全球合作与发展方面的努力和成果，也为其他国家提供

了有益的经验和借鉴。我国在生态、安全、能源等方面积极行动，展现了国际责

任和担当，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有益的支持和帮助。而“一带一路”作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之一，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的机遇

和发展空间。 

2.1.2.3 深化阶段：构建内涵丰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深化阶段，我国积极推进实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多

方面的合作倡议。在 2022 年的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中，我国对进一步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给出了具体路径和方案，并在全球范围内积极推动多边主义，

促进国际合作，以应对全球性挑战。 

从民族复兴的层面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十九大报告

上提出打造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强调了全民族共同繁荣、共同发展的重要性，

凝聚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识和力量。而两岸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也为推动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实现祖国统一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从双边层面来看，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和践行。我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

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提出了包括减贫、教育、卫生、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目标和

行动计划，积极呼吁各国加强合作，共同实现这些目标，其目标是在推动全球发

展合作，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关于全球安全倡议，提出了反对恐

怖主义、维护网络安全、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的目标和行动计划，并呼吁各国加

强对话、合作和协调，共同应对各种安全挑战，该倡议在加强全球安全合作，实

现共同安全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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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领域拓展层面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断拓展与推广。海洋命运共同

体、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全球发展共同体等多种构想的提出，展示了我国对于

全球治理和人类发展的深刻思考和积极探索。世界各国在这些领域的合作与发展，

有助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和变革，促进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此外，我国

积极支持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推动国际社会共同应对

全球性挑战；并积极参与各种国际组织、论坛和合作机制，例如：二十国集团、

金砖国家、一带一路等国际论坛会议等，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国际秩

序的完善。这些具体举措也充分体现了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积极推动多边主义，促

进国际合作，以应对全球性挑战。 

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历程来看，相关研究呈现出宽领域、多维度的研究特

点，涉及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方面。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尚缺乏从

理论内部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的道德核心进行深入剖析。所以，论文提出从道

德记忆视角纵深层次、深入地剖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相关问题，能够帮助我

们理解和深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德基础，以期进一步揭示其内涵形成与具体实

践的内在机制。 

2.2 道德记忆的相关概念和发展历程 

道德记忆作为人类伦理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反映着个体对道德规

范与价值观的认知体验，更体现了道德共同体中成员间的共同记忆。道德记忆涉

及到记忆与道德记忆、道德共同体等概念，其发展历程揭示了人类对于道德认知

与传承的不断探索。本章将讨论分析道德记忆的核心内涵并追溯其历史脉络，从

中汲取思路，从新的视角更深层次的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 

2.2.1 道德记忆的相关概念 

道德记忆是一个复杂而多维度的概念，涉及个体和集体的道德经历、记忆的

特点、与道德共同体的关系等多个方面。道德共同体为道德记忆的形成和传承提

供了重要的社会和文化环境。论文通过深入分析和把握道德记忆及道德共同体的

相关概念，为我们从道德记忆视角分析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新的思路和理论基础。 

2.2.1.1 道德记忆 

人类普遍具有记忆的基本能力，同时也是一种强大能力。记忆无处不在，它

与我们的生活和工作的深刻交融，以至于将记忆当作我们的生存方式。我们在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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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当中生活，在日常生活的过程中记忆。
①
记忆就像一个容器，能够将承载我们

的整个人生，不仅记录着人类的过去，而且连接着未来。 

道德记忆是记忆的特殊表现形式。道德记忆是学者向玉乔首次提出的具有原

创性的概念，该理论是他长达十多年的研究和思考的成果体现。他在《道德记忆》

这本书中系统论述了道德记忆的理论内涵、特征及分类、观点及范式等核心问题。

向玉乔认为，道德记忆作为记忆形式的一种，是人类借助记忆能力对自身独特的

道德生活经历的记忆，它不仅仅是对过去道德行为的简单记录，更是对道德观念、

道德情感和道德认知的深刻体验和内化。②此外，他还对道德记忆的价值维度进

行分析，提出道德记忆是塑造人类道德文化传统、唤醒道德责任意识的关键。刘

飞则对道德记忆与道德责任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辨析，揭示了道德记忆在增强

道德文化自信中的重要作用。李晓蓓以肃南草原牧区的裕固族为例，探讨牧区治

理中的道德意蕴。在对裕固族牧民与牧区的生产、生活方式进行全方位梳理后，

提出道德记忆对于解决当下生态环境治理和地区发展问题具有重要价值。 

Jeffrey Bluster③对记忆和人类的道德判断二者之间的紧密关系进行了分

析，厘清了个体和集体记忆在行为与道德责任等方面的微妙关系。在他的观点中，

个体记忆与道德判断的关系表现为：人们过去的经历，不论是积极还是消极，在

面临道德选择时会影响人们的道德观念与行为并指导作出决策。而集体记忆作为

一个群体共同持有的记忆，与道德责任的关系更加复杂，涉及到该群体的历史文

化等多方面，群体的道德责任与该群体的历史行为密切相关。Jeffrey Bluster

还指出，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二者是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通过理解他的观点，

可以更好地理解个人的道德观念和行为模式是如何形成的，还可以更好地理解一

个群体的历史和文化是如何影响其道德责任和决策的。陈全黎从记忆伦理学视角

探讨了文化创伤与记忆伦理之间的关系，由于历史事件、社会变迁或文化冲突等

因素，导致某一文化群体在集体记忆和身份认同上遭受的深刻伤害。这种创伤不

仅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也深刻影响整个文化群体的凝聚力和认同感。④也就是

说，个体如何处理、解释和记忆过去的经历，都会对其道德判断和行为产生深远

 
①向玉乔.道德记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9. 

②向玉乔.道德记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10. 

③Jeffrey Bluster.The Moral Demands of Memory[M].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 

④陈全黎.文化创伤与记忆伦理[J].文化研究,2013,(05):195-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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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人们也通过对道德生活经历的回顾和反思，促进了个体道德认知的提升和

道德行为的完善。 

2.2.1.2 道德共同体 

道德共同体，即同一团体内共享道德信仰、认同道德价值、秉持平等道德人

格，并持有统一道德价值评判标准的集合体。①王海明认为道德共同体指的是遵

循道德规范、相互尊重的所有个体与群体的集合。②道德共同体成员的根本特征

不是按照道德规范进行活动的能力，而是应该得到道德关怀，这一论断回应了学

界关于道德共同体是以人类中心主义还是以非人类中心主义争论的首要问题。 

在某种意义上，道德共同体是一直存在的，任何人、任何团体都不是孤立的

存在。在道德共同体中，成员之间的互惠关系是建立在共同的道德价值观念和行

为准则之上的。这些道德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不仅是成员之间相互认同的基础，

也是他们共同行动的指南。例如，在某个社区中，居民们共同遵守社区的规章制

度，尊重他人的权利和利益，积极参与社区建设，这种共同的道德行为准则就构

成了社区的道德共同体。余辉也提出相同的观点：“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

领，重视社区道德建设，论述构建社区道德共同体的构成要素，以主体参与为支

撑点、从生活交往的空间维度、实现‘共同善’的目标。”③道德共同体是具有

互惠关系的利益共同体，其价值基础在于成员之间的共同道德价值观念和行为准

则，以及建立在这些基础之上的道德认同。这种认同不仅有助于维护共同体的稳

定和和谐，也为成员之间的合作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障。不同的道德共同体价

值取向不同。但这是相对的，不同的道德共同体之间也具有相同点，即守住道德

底线，让共同体中的每位成员获得幸福。 

构建道德共同体有助于提高人类的道德素质和社会责任感。学者龙静云指出：

“重构道德共同体是实现是我国当前社会现实的客观要求，通过建构利益认同机

制、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发挥民间组织的道德整合作用三方面建构道德共同体策

略。”④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和人类活动的不断扩大，地球的生态环境面临着前所

未有的挑战。因此，人类需要重新审视我们对自然环境的态度和行为，需要重新

 
①史少博.论道德共同体及其价值取向[J].理论学刊,2020,(02):118-126. 

②王海明.论道德共同体[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02):70-76. 

③余辉.社区道德共同体的构成要素与实践向度[J].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4(03):111-11

8. 

④龙静云.我国社会道德共同体及其型构策略[J].中州学刊,2015,(01):8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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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环境价值理念和环境伦理准则。学者岳友熙等提出：“从生态伦理视角重构

道德共同体，将道德共同体的范围扩大到更宽广的大自然，为正确理解人、自然

以及社会三者之间的伦理关系提供了新型的道德根据。”①构建道德共同体有助

于推动全球范围内的合作、协调与和平发展，同时有助于提高人类的道德素质和

社会责任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提高人类的道德素质和社会

责任感，维护国际秩序的稳定和发展。 

2.2.2 道德记忆的一般性特征 

向玉乔认为：“道德记忆是记忆的一种表现形式，故而具有记忆的一般性特

征，道德记忆的一般性特征可以在人们解释记忆的框架中找到答案。”②他将道

德记忆的一般性特征概括为五点：意向性、选择性、延展性、共享性、阶级性，

道德记忆的特征不仅定义了道德记忆的本质，还揭示了其在人类道德生活中的重

要作用和表现方式。 

（1）道德记忆具有意向性。意向性是指人类道德记忆所指对象，是连接主

体与客体之间的桥梁。道德记忆的意向性表现为求同存异的思想，中国在与其他

国家的相处中，尊重他国的文化和制度差异，寻求共同利益，推动合作共赢。研

究道德记忆的意向性特征对我们深刻把握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个人集体道

德生活与个体道德生活之间的共通性与差异性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道德记

忆具有选择性。道德记忆的选择性体现在个体或集体在记忆过程中对道德信息的

筛选和保留，“实质是人类对待善恶态度的体现”③。人类道德记忆映照着人类

过去的道德生活经历，人类选择怎样的道德生活，表现在人类对于道德价值的选

择和坚守上。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这种选择性表现为世界各国人民对和

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主动追求与坚守，这种选择性的道德记忆有助于减少冲

突，促进国际关系的和谐发展。（3）道德记忆具有延展性。在人类历史发展的

长河中，借助文字记录、口头传承、雕塑绘画、科技手段等外部手段将记忆传承

延续，使道德记忆能够跨越时间和空间，对后代和社会产生深远影响。（4）道

德记忆具有共享性。共享性特征是指道德记忆的内容和意义可以在个体和集体之

间共享和传承，是人类建构集体道德记忆的基础。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

 
①岳友熙,岳翔宇.论生态伦理视阈下道德共同体的重建[J].枣庄学院学报,2013,30(03):66-77. 

②向玉乔.道德记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77.  

③向玉乔.道德记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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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共享性表现为各国人民对共同价值的认同和追求，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更容

易形成命运与共的伦理共同体。（5）道德记忆具有阶级性。不同阶级的人对道

德生活的评价和认同是有差异的，在阶级社会中，道德记忆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

性。然而，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我们强调的是超越阶级、种族、国

界的共同利益和共同责任。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各国的共同利益、体现相互依存、倡导可持续发展

和促进全球治理等，道德记忆的一般性特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中得到了充

分体现。这些特征不仅揭示了道德记忆的本质属性，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

供了重要的道德支撑和价值指引。中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具体实践则是对这

些道德记忆特征的生动诠释和有力印证。 

2.2.3 道德记忆的发展历程 

人类在时间长河中记忆，也在时间消逝中遗忘。道德记忆作为记忆的特殊形

式，同样也是在时间中被记录的。赫尔曼·艾宾浩斯对人们的记忆进行分析，他

认为，“人类所识记的所有内容，如果不加干预，顺其自然的发展，那么随着时

间的消逝人类的记忆会逐渐被遗忘。”①人类的道德记忆记录着人类过去发生所

发生的道德生活的诸多体验与经历，充分反映了人类的道德生活史。道德记忆与

人类生活相互交融，其作用体现在将人类过去形成的道德行为、道德习惯、道德

原则等成为人类可以回忆，并不断在人们的脑海中浮现，影响着人们当下及未来

的道德行为及选择。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道德记忆主要通过口头传统、习俗和仪式等方式进行传

承。我们熟知的《荷马史诗》中的《奥德赛》、《伊利亚特》等文学作品，其中

就包含了大量的口头传统故事，这些故事不仅描绘了战争和英雄事迹，也体现了

古希腊社会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仪式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行为模式，早期人

们通过参与仪式用于庆祝重要事件、纪念祖先或传承文化，这些传统习俗和仪式

包含了社会的道德原则和规范，通过代际传承，形成了人类社会的道德基础。随

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的道德记忆也逐渐丰富和深化。 

在农业社会，道德记忆开始与宗教信仰、家庭伦理、社会规范等相结合，形

成了更为复杂的道德体系。在古代中国，儒家文化强调家庭伦理的重要性，提出

 
①赫尔曼·艾宾浩斯.《记忆的奥秘》.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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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三纲五常等道德准则，在《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著作中，有大量关于

家庭伦理和道德准则的论述。在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骑士精神是一种被广泛

认同和遵循的社会规范，如《罗兰之歌》、《尼伯龙根之歌》等史诗作品，通过

故事、诗歌、绘画等艺术形式传播，形成了社会的道德记忆。进入工业社会后，

道德记忆得到扩展和深化，受到全球化的冲击，人们开始面临更多的道德挑战和

道德选择。在这个阶段出现了更广泛的社会道德问题，如公正、人权、环保等，

并形成了更为复杂和多元的道德观念。 

在现代社会，人类的道德记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信息技术的快

速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便利，但同时也面临着信息过载和道

德相对化的风险。道德记忆作为人类社会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不仅记录着过去

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也为当下的道德决策和未来的道德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

考。向玉乔对道德记忆的理解和研究涵盖了其定义、功能、价值、分类以及与记

忆道德的关系等方面。他主要强调道德记忆在人类道德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并特

别关注中国共产党人集体道德记忆的体现和特点。中国共产党人坚守初心使命，

重视道德实践，传承优良道德传统，形成了独特的集体道德记忆，具有集体性、

组织性、历史性和传承性等特征，他的这些观点为我们深入理解和研究人类命运

共同体中的道德记忆提供了宝贵的思路和资源。李晓蓓通过对裕固族地区游牧生

活中仪式庆典活动的道德记忆内涵的深度挖掘，她提出，道德记忆可以作为社会

治理的基石，通过传承和弘扬道德记忆，可以增强人们的道德责任感和使命感，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她还进一步指出，道德记忆可以帮助人们认识自己、找准自

己在社区中的定位，并形成积极主动的基层社会治理参与意愿。她的研究视角和

研究成果为我们讨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道德记忆提供了一种新思路。从上述相

关论述来看，道德记忆的发展过程是一个复杂且多阶段的过程，道德记忆与人类

社会的发展关系密切，同时随着社会的变化也在不断演变。 

2.3 道德记忆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时代价值 

道德记忆理论表明，道德记忆有着桥梁纽带作用，将人类过去的道德生活经

历与现在相连接，为人类现在的道德生活提供基础，只要人类的道德生活是延续

的，那么道德记忆将会不断积累，道德记忆的存在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和作用。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共同面临的挑战也日益增多。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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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记忆作为人类共同记忆，其在深入分析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 

2.3.1 道德记忆的共鸣：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共同价值 

道德记忆不仅是个体或民族的记忆，更是全人类共同的记忆。道德记忆承载

着人类发生在过去的道德生活经历，包括共同的价值观、道德观和文化观。在构

建新型国际关系的过程中，道德记忆所以带来的人类共鸣能够为我们提供共同的

价值基础和文化认同。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了各国人民广泛认可的价值观念，形

成了一个同心圆，共同价值超越了个体、国家和全球等多个维度，体现了不同文

明在价值内核和追求上的共同之处。正如习近平所说：“和平与发展是我们的共

同事业，公平正义是我们的共同理想，民主自由是我们的共同追求。”①中国积

极倡导并实践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致力于推动建设一

个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促进各国经济互利共赢；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让各

国的声音都能被听到，权益得到有效保障；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互鉴，以

此实现文化的多样性和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 

道德记忆是道德生活中的线性路径，是对人们道德生活中的道德关系的记忆，

它引导道德生活有序展开，决定社会德性的走向，更是整个道德生活的基础。而

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了国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成为连接不同国家和民族

的纽带，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坚实的价值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实践

中体现了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自实现民族独立以来，中国始终致力于实现广

泛的人民民主，让人民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自由与民主作为全人类共同

价值的追求，需要各国通过对话协商来化解分歧，建立高效的沟通机制，促进彼

此间的相互了解，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一言堂”，主张共同参与全球治理，确

保各国的声音都能被听到。同时，中国积极推进各国参与国际人权规范的制定，

建立更加平等、更加参与、更少权威的有效的国际人权机制，以此推动国际人权

事业能够持续进步。 

道德记忆不仅展示了人们之间复杂的道德关系，而且通过时间的沉淀，使得

这些道德关系得以延续。作为民族文化认知的基石，道德记忆使个体能够深刻理

解自己所属民族在整个中华文化中的独特地位和价值。它促进了不同民族之间的

 
①习近平：大力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正确理念指引.央广网 (cnr.cn).2

024/05/11. 

https://china.cnr.cn/gdgg/20211025/t20211025_52564198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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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与融合，因为当每个民族都能珍视和尊重自己的道德记忆时，也就更易于理

解并接纳其他民族的文化和道德观念，从而共同构建一个更为多元、包容和繁荣

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2.3.2 道德记忆的力量：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中国智慧 

道德记忆是人类共同记忆的一个重要内容，如同一个巨大的容器装载着人们

过去道德生活的经验、教训以及感悟。道德记忆作为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由于

人类的个体与集体属性而自然划分为两个维度：个体道德记忆与集体道德记忆。

而集体的道德记忆其根本特征在于集体性，是从集体层面所展开的，其内容及其

表现形式都是由集体道德记忆的意向性等所决定的，其产生的道德力量也来源于

此。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过程中，道德记忆的力量能够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

重要的指导和借鉴。 

中国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国家，其道德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智

慧和经验，中国传统道德注重诚信、责任和担当等。在全球治理体系中，世界各

国应该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准则，履行自己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习近平总书记在十

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

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①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全球治理

体系变革的过程中，大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主张国家间建立对话合作、

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尊重彼此核心利益，管控分歧，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以

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完善，为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注入新动力。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的提出，体现了中国对于和谐世界的追求和实践，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智

慧，并在“一带一路”倡议等全球合作实践的不断丰富下，逐渐为国际社会所认

同。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在国际会议的重大场合，习近平总

书记以此充分表达中国同世界各国共同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博大胸怀

与历史担当。中国已经深刻认识到，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紧密相连，中国自身的繁

荣进步离不开全球的开放与合作，而世界的繁荣稳定也需要中国的积极参与和贡

献，二者彼此依存。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派遣维

和部队、支持非洲建设等实际行动过程中，中国援助发展经济，不仅提高了当地

 
①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开幕 习近平代表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求是网 (qs

theory.cn)2024/05/11. 

http://www.qstheory.cn/yaowen/2022-10/16/c_1129067278.htm
http://www.qstheory.cn/yaowen/2022-10/16/c_112906727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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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业率，增加了政府税收，更让全世界共享了中国的发展成果。在推进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实践进程中，中国积极推动多边机制的完善和发展，多边主义有助

于维护国际秩序和稳定，防止个别国家滥用权力、破坏国际规则；能够推动全球

合作和共同治理，促进各国之间的平等和互利共赢；有助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

民主化和法治化，确保全球治理的公正性和有效性。道德记忆的力量深远而强大，

尤其是在集体道德记忆的层面，它能够促进人类形成合力，共同应对挑战，实现

共同的目标。而中国智慧可以激励各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发挥积极作用，共同推

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发展。 

2.3.3 道德记忆的指引：擘画人类社会美好图景的引领力 

一个正常的人是这样的一个人：立足于当下，常常回望过去，并对未来充满

着期待。①过去记录着人们的生活经历，人们通过回忆再现过去发生的故事；现

在是发生在当下人们的生活情景；未来昭示着人们对未知发生可能性的期待，受

到人们理想于希望的影响。道德记忆作为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一架桥梁，不

仅仅是对过去行为的简单回顾，更是对未来行动方向的深刻指引。 

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更加的紧密，人类社会早已是

一个紧密相连的命运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各国相互依存，共同面对日益严

峻的全球性挑战。实现和平与发展是时代向前发展最迫切的诉求，而相互依存、

携手合作则是应对这些挑战的关键。面对全球化所带来的种种严峻挑战，我们必

须看到冷战时期的对抗性策略已经无法应对当前的新问题。中国站在人类文明发

展的高度，强调世界各国要加强团结协作，积极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并提出了

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基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此作为应对全球挑战的新方

案。这一理念倡导各国在追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亦需兼顾他国利益与福祉，以实

现共同繁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依赖于各国间的友好合作与相互支持，

而和平发展则是其实现的核心路径，通过深化国际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

济，达成互利共赢的局面，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的基础。和平与发

展是构筑与实现人类社会美好未来的基石。在一个和平稳定、繁荣发展的环境中，

各国携手合作，共同推动科技创新、深化文化交流以及环境保护等，从而提高全

人类的福祉水平。同时，中国积极推进强化国际法治建设，确保国际公平正义得

 
①向玉乔.道德记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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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维护，这不仅能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更能为构建更加和谐、

公正的世界秩序奠定坚实基础。中国有着全球视角，凭借其丰富经验，提出了多

项倡议和方案，为国际社会贡献了丰富的公共产品，从而推动全球朝着和平可持

续发展的目标稳步前行。 

回望过去，道德记忆使我们能够汲取前人的智慧与经验，我们需要加强国际

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和发展，以实现全球的和

平、稳定和繁荣。展望未来，一个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离不开道德的引领与支撑，

国际社会加强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

型国际关系，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 

2.4 本章小结 

本章重点探讨了道德记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相关概念及发展历程，从

基础概念、形成脉络以及时代价值进行了分析梳理，有助于我们把握道德记忆与

人类命运共同体二者之间的关系，也为我们理解道德记忆视角下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理论分析与路径建构提供了坚实基础。首先，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及全人类共同

价值二者的基本观念进行了分析，并追溯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形成脉络：从

萌芽阶段的倡议传播开始，逐渐演变为促进各国合作共赢的共同体，如今正全面

推动构建内涵丰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进程。其次，论文梳理了道德记忆的

相关概念，对道德记忆的基本概念进行介绍，并对国内外学者关于道德记忆的研

究成果进行了阐述，而道德记忆的发展历程则反映了人类社会对道德认知的不断

深化和道德实践的不断拓展。最后，从道德记忆视角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

代价值进行了梳理，彰显了中国智慧，在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构建新型国际

关系以及实现人类社会美好图景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价值。这一理论体系为我们后

续的研究提供了明确的方向与基础，能够更清晰地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与

发展，并为其未来的构建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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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道德记忆视角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依据 

在对道德记忆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相关观念分析的基础上，论文重点揭

示了道德记忆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章将从道德记

忆视角更深层次论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的理论依据。道德记忆理论重视历

史与文化对道德的影响和塑造作用，为世界不同文明的国家与民族间的沟通和理

解发挥积极作用。理论源于实践、指导实践，而理论的实践意义就是在对源头追

溯的前提下，结合时代变化的新特征，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基于道德记忆

理论分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主要来源于马克思等经典作家的相关思想、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蕴支撑以及党的历代领导集体的智慧结晶，这一理念深刻表达

了中国关注全人类发展的世界情怀。 

3.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记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西方学者罗素曾对中国文明这样评价，人类要学会生活，要实现理想的和谐

生活状态，就离不开中国文明，其特殊性就体现在中国文明对人生的独到理解。

中国人有着宽容的美德，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兼容并蓄，未来的世界要实现文明

和谐发展，中国文明发挥着必不可少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蕴含着丰

富的道德记忆，仁爱、和合共生、以德为先、和而不同等道德记忆不仅记录着中

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进程，更体现了中国人对人类社会共同发展的深刻理解和追

求，深刻影响着个体和社会的行为准则，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底蕴支撑。 

3.1.1“仁者爱人”的和平情怀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 

道德记忆促使人类的道德文化代代相传，并在历史的长河中得以延续发展。

中国传统道德记忆强调和谐、包容和共赢，其中中国人的“仁者爱人”的和平情

怀，这种道德理念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为国际社会的和谐稳定提

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仁者爱人”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强调对他人的尊重

和关爱，这在儒家文化中，仁德被视为最高的道德准则，是君子所应追求的品质。

“仁”作为一种高尚的品质和道德境界，“仁者爱人”的思想主张人们应该尊重

他人、关爱他人、帮助他人，以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强调人与人之

间的相互依存和共生共存，倡导以和平、合作、共赢的方式解决彼此之间的矛盾

和分歧。在孟子看来，仁爱是人的本质属性，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石，并

将其范围扩展到人与宇宙天地的关系，积极倡导的是一种尊重、平等、宽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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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和平的精神。在该思想的影响下，在现代社会人们互帮互助，积极参与社会

的公益事业、志愿服务，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处理人际关系和面对人生挑战的智慧

和准则。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记忆深深植根于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论语》作为

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在中国人的记忆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它记录了孔子

及其弟子的言行和思想，不仅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也深深烙印在每一

个中国人的心中。我们熟知的《论语》，其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

人的思想深刻影响中国人日常生活与行为实践，尤其是如仁、义、礼、智、信等，

是中国传统道德记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人在家庭教育、社会教育过程中延续

记忆，同时这些记忆也影响着中国人的道德观念、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此外在

《论语》记载孔子的学生子张问仁，孔子解释道：“恭、宽、信、敏、惠。”也

是中国传统的“仁”的记忆的体现，这一点不仅体现在人与人的关系思维，还涉

及到人与自然的记忆，正如“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即由“爱人”逐渐推

向“爱物”中国传统的仁爱相关的记忆延续至今。在记忆的延续过程中，还可以

概括为以“天下一家”为核心，强调人与人之间关怀、理解，国与国互相尊重、

互相促进的道德情怀。  

“仁者爱人”的记忆在中国人的心中发挥着重要的引导作用，这些记忆引导

人们在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过程中遵循一种崇高的道德准则，充分展现了我

国优秀文化的道德感染力和具体的实践导向，并成为了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重要

思想基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涵着中国传统儒家中“仁者爱人”的道德记忆，

强调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和共同利益，倡导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这与“仁者爱人”的思想记忆相通，都是为了实

现一个和平、和睦、和谐的世界。在实现“仁者爱人”的和平情怀过程中，道德

教化具有重要的作用；儒家思想认为，道德记忆能够连接过去与现在，具体通过

教育和修养，人们可以在记忆道德的过程中培养出高尚的道德品质，自觉遵守社

会规范，从而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仁者爱人”的思想也强调了道德教

化对于社会稳定的重要性。习近平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植于中国传统文

化之中，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仁”的价值追求，深刻表达了人类对

未来美好生活的愿景。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道德记忆视角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依据与实践路径研究 

33 

 

3.1.2“求同存异”的文化积淀与人类社会多元和谐 

在中国传统道德记忆中，“求同存异”不仅是一种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更

是一种道德追求。这一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历史以及人们的社会实践中都有着

深远的影响，充分体现了中国人特有的智慧与包容精神。早期的中国，不同民族、

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是常态，而“求同存异”的思想则为这种交流和融合

提供了理论指导。在中国古代的汉唐时期，中国通过丝绸之路与西域各国开展了

广泛的贸易和文化交流，各国在尊重彼此差异的基础上，实现了不同民族文化的

共同繁荣。在长期历史实践的过程中，传统道德记忆中的“求同存异”在不同地

区和国家的交往中记忆得以延续，不仅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也增强了

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人类社会多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求同存异”

的思想对于促进社会和谐发挥着重要意义。 

中国传统道德记忆深深烙印在中国文化的基因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

“求同存异”的记忆在在中国处理民族、周边地区以及国家关系过程中起到了至

关重要的作用。这种道德记忆强调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尊重、相互借鉴和相互融

合，以实现共同发展和繁荣。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长期

的交流融合中，形成了“和而不同”的相处之道。这可以从儒家经典著作《礼

记·乐记》一书中找到相关记忆，“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其中“乐”即“音

乐”，音乐能够使人们产生共鸣，唤起人们共同的情感，音乐体现了同质性，人

们在音乐体验中找到共通点，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这体现了“求同”的记忆；

“礼”是指“礼仪”，礼仪在维护个体差异和身份认同方面的重要作用，礼仪不

仅规范了人们的行为举止，使每个人在社交场合中都能保持自己的独特性和尊严，

还指出了在多元化的社会中，人们之间的差异是不可避免的，这体现了“存异”

的记忆。 

国家的治理和发展与人类共同的道德诉求密切相关。中国在与不同地区及国

家之间的交流合作过程中更是将“求同存异”的道德记忆发挥地淋漓尽致。中国

古语“同则相亲，异则相敬”记忆了中国在处理不同国家之间关系过程中所体现

的中国智慧，在共同的情感基础上，人们会相互亲近；而在互相尊重差异的条件

下，人们才能保持和谐共处。此外，在老子在《道德经·第四十二章》著述到：

“万物共生，各具特色。和谐共处，才是永恒之道。”强调了在地球上万物相互

依存、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而精妙的生态系统，这句论述中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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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处”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道德理念，即各种生物应该相互尊重、相互包容，在共

同的环境中和谐共生。而在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记忆之中，和谐相处的记忆体现

了中国在处理地区及国家之间的关系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在地球这个大家庭中，

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信仰的人们应该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建立更加紧密

和持久的关系，共同面对未来的挑战，共同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而在中国实践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求同存异”的道德记忆得到了充分体现，中国以宽

广的胸怀共同构建和而不同的精神家园，在交流合作中体悟不同地域、不同形态、

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在文化上兼容并蓄、经济上互通有无、情感上相互亲近，

以此格局为基础，人类未来才能守望相助、休戚与共。①它为全球治理、国际合

作、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也为不同国家之间的交流和合作提

供了新的机遇和空间。 

3.1.3“天下大同”的世界理念与人类社会共同发展 

“天下大同”的世界理念深深植根于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道德记忆的主题，

体现了中国古人对于理想社会的追求和向往。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道德使命，这

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与担当，而不同时代的人所承担的道德使命虽有所不同，

但“天下大同”的道德记忆却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心中，成为我们共同追求理想

社会的精神动力。 

“天下大同”的道德记忆，不仅是对古代社会和谐共生的向往，更是对当下

及未来人类社会共同发展的期待，这种道德记忆凝聚了先辈们的道德生活经历与

智慧，通过口口相传、文献记载等方式，跨越时空，延续至今。“各美其美，美

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该理论就表达了中国古人博大的世界情怀以及

对未来社会的愿景；“达则兼济天下”，抒发了济世情怀与责任担当；“四海之

内皆兄弟”，体现了中国人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处世之道……这些记忆被记录

与延续了下来。在《礼记·礼运》的篇章中，曾对人与国家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

深入讨论，其中“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

之间的和谐、和平。在《论语·子路》的第十三篇第 23 章也记载着：“天下大

同，是一种理想。和而不同，才是一种真实。”即倡导人与人交往应该尊重，理

解不同个体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不应该试图将其消除或同化。国内的

 
①张雨.世界因“和而不同”才精彩[N].四川日报,2023-08-0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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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大都继承了这一思想，并表达了相同的观点，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同思想

与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分别体现的是平等、自由、和平、和善等多重道德含义，

而这些优秀传统文化思想恰恰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文化之根。 

在“天下大同”思想中，“和合”精神得到了充分体现，主张各国之间平等

相待、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天下大同”思想体现了中

国传统文化的“仁爱”精神，“仁爱”精神得到了充分体现，主张各国人民应该

相互尊重、关爱、帮助，共同建设一个和谐美好的世界。这种“仁爱”的道德记

忆在当今世界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可以为促进全球人权事业发展、推动全球减贫

事业进步提供思想支持和智慧借鉴。“大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思想，强

调社会的公平和正义。1993年，费孝通先生曾谈到：“这个全球性大社会我们古

人就称为大同世界的共同道德秩序……只有在当前人类的努力追求和不懈探索

中，这个最后的美好社会才会出现在这个地球上。”①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

积极倡导可以说是对“天下大同”设想的历史性回应。依据当下时代背景，习近

平提出“无论是应对眼下的危机，还是共创美好未来，人类都需要同舟共济、团

结合作。”②的重要论述。总体来看，“天下大同”思想是中国传统道德记忆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思想表达了一种追求和平、和睦相处、和谐发展的理想社会

愿景。 

3.1.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价值指引 

世界民族之林犹如一个绚烂多彩的百花园，每一个民族都有各自集体道德生

活的经历，最终会形成具有特色的道德文化传统，并通过集体道德记忆得以传播

和延续。但是，不同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有差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记

忆，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我国历来主张世界各国和平共处、求同

存异、互利共赢。因此，在中华民族的道德记忆中充满着与世界不同民族、不同

国家之间和睦共处，和谐发展的记忆内容。这种记忆不仅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思

想行为，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的指引。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道德记忆之中，仁爱，强调心怀仁爱，以温暖舒缓周

围人的心灵。儒家思想中的“仁爱”包含了亲情、友情、爱情等多种情感，倡导

人们要关爱他人、尊重生命、追求和谐，孟子曾提出“仁爱之心”，认为人应该

 
①徐平等.费孝通评传[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284-285. 

②习近平.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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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同情心和爱心，关爱他人，帮助弱势群体。诚信，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是人与人交往应遵守的基本原则。孔子在《论语》中多次提到“信”字，强调“人

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诚信不仅是个人的品质，更是人与人进行社会交往的基

石。正义，在中国传统道德记忆中，正义被视为社会维稳和公平公正的核心，强

调的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追求公平、公正、公道。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哲学中

强调王道原则，即君王应该以德治国、以仁爱人民，追求社会公平与整体利益。

和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涵的以和为贵、好战必亡、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

理念，都体现了对和平的珍视与向往。平等，在传统中华文化中，平等体现在“天

下为公”理念之中，强调社会的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要求人们在社会生活中

追求公正和平等。全人类共同价值中如和平、正义、民主、自由等，是人类社会

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形成的道德共识和价值追求公平，在公平意识上，天道无私、

天下大同的思想，揭示了公平正义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在正义理念上，重义

轻利、义即是利的观念，彰显了道德在社会发展中的引领作用。在民主思想上，

经济上富民利民、政治上听民重民、文化上教民导民的理念，体现了人民至上的

民主原则。在自由意志上，道德即自由的观念，强调了自由与责任的统一。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到的记忆不仅体现了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反映

了人类对于和谐、公正、尊重等道德价值的共同追求和记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全人类共同价值不仅适用于中国或一部分国家，而是具有普遍意义。共同价值理

念是不同国家、民族、政党、宗教共同追求的价值，深刻表达着人类的价值追求，

它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更加坚实的理论基石，将会进一步推动历史车

轮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那么，这就要求我们在深刻把握其基本内涵的基础上，

要在具体地、现实地实践中得以体现，通过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推动各国共同

发展繁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人类社会的和谐与进步。同时，也要尊重

不同文明的价值内涵和实现路径的探索，以宽广的胸怀理解并包容多样性，共同

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 

3.2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道德视野与共同体思想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注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演进，认为社会变革是历史的

必然趋势。在这一理论框架下，道德记忆被视为历史发展的产物，是社会在演进

中形成的对正确行为的认知和积累。通过从道德记忆视角反思并总结道德思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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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理论观点，可以找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脉络和共同价值，为打造道德

共同体、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理论支撑。 

3.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道德视野：经济基础、阶级性与社会实

践的交织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探讨人类社会时展现出了深刻的伦理批判精神。他们

的理论不仅揭示了社会结构中的不平等和矛盾，还批判了那些导致社会不公和道

德沦丧的现象。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否认了道德在人类社会中的实在性和重

要性。相反，其相关的理论框架中蕴含着丰富的道德视野，他们的道德视野与经

济基础、阶级性以及社会实践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为理解道德在社会发展中的

作用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关于道德与经济基础二者关联性，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

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

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

构……”①这段论述深刻揭示了社会生产、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

的辩证关系。马克思还在《资本论》中强调了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的基本矛

盾，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也深刻

影响了道德和伦理观念的形成和表达。例如，资本家追求利润最大化和私有财产

保护，将其视为一种道德准则，而工人阶级可能更关注社会公平、劳动权益等价

值取向。此外，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和工人阶级状况的分析为理解阶级斗争提

供了重要的基础。在社会结构中，不同阶级拥有不同的经济利益、权力地位以及

意识形态，这导致了各阶级在道德观念和伦理标准上存在着巨大差异。 

恩格斯对道德的阶级性进行论述，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

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

级的道德。②以上观点深刻揭示了道德具有阶级性特征，马克思与恩格斯都认为

道德观念并非固定不变的，而是受到社会结构、生产方式以及阶级关系等多方面

因素的影响而逐步演变的产物。在封建社会中，道德观念注重于忠诚、孝顺等价

值取向，这反映了封建制度的特征。在这一时期，个体的道德行为往往被视为对

 
①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82. 

②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BA%E6%B0%91%E5%87%BA%E7%89%88%E7%A4%BE/691819?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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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和封建主的忠诚表达，而这也是当时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的必然产物。而在

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道德观念发生了显著的转变。个体的自由和私有财

产成为了重要的价值取向。个人的努力和积累变得至关重要，因为个体在资本主

义社会中追求自身利益的权利和自由成为了社会体系的一部分。这种历史变迁的

道德观念认知体现了马克思等经典作家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理解。他们通过对

历史的反思和分析，认识到道德观念的相对性和受制于社会环境的本质。这也使

得他们更加坚信社会结构的变迁和阶级关系的演变会直接影响到道德观念的形

成和演变，揭示了社会发展对道德观念的塑造作用，同时也呼吁对社会结构和价

值体系的认真反思，以促进社会的公正与和谐发展。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中就明确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

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虽然该论述并非直接讨论道德，但却

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特质，同时也适用于对道德的理解。道德是需

要在实践中形成、检验和实现。人类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将道德观念或者理论

转化为具体的道德行为，从而能够对道德规范有更深入的理解与认同。随着社会

的快速发展，人们对于道德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人们在生活实践过程中，才能真

正地检验道德理论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否能够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和接

受。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许多不合理的现象，如劳动的异化、阶

级的对立、贫富差距的扩大等，这些现象阻碍了人类的自由发展。他批判了资本

主义社会的不合理现象，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阶级矛盾和剥削本质，并提出

了共产主义的理念和构想，以期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平等、自由的社会。 

3.2.2 国家理论与和平共处思想 

马克思提出的“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重要观点，不仅揭示了国家的起源，

还打破了自近代以来西方一贯坚持的黑格尔国家理性的国家观传统。市民社会与

国家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国家理论的重点，回顾马克思国家理论，从国

家、市民社会与资本这三者的复杂关系的深入剖析，指出对于资产阶级国家而言，

国家仅是其作为获取利益的组织载体，国家机器“异化”的倾向是由资本主义国

家的私利性本质影响的结果。马克思在关于国家问题的思考中，有着一个基本的

判断，即历史性地认识国家的历史发生、发展和灭亡，这应该也是马克思在历史

 
①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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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主义构境中国家观的理论前提。在列斐伏尔《论国家》一书中提到，马克思

将国家的本质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作为一种凌驾于社会生活之上的统治力量，现

代资产阶级有可能直接管理和支配生产力。①这种国家观念，在后来的卢森堡和

列宁的相关理论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局势发生深刻变化，两大阵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

并存，各国间力量对比重新洗牌，各国之间的关系复杂多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

下，基于国际局势与苏联国家利益综合判断，列宁提出了和平共处思想，寻求与

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建立平等、互利、和平的外交关系，避免使用武力，促进

各国和平合作，这一思想是苏联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苏联推进社会主义

建设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是在准确判断国家发展具体实

际的基础上，充分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世界思想而提出的重要外交思想，列宁强

调国家应该避免使用武力等暴力手段来扩张领土或者是剥夺其他国家的主权，反

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在《和平法令》中关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原则进行了

详细论述，该法令作为纲领性文件，其中提到的：反对兼并，苏联国家要及时退

出帝国主义战争，号召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在各个方面要积极采取行动，为和平

事业发展、为被奴役与剥削的劳动群众的解放全力以赴，确保取得实质性进展，

直至最终取得胜利；支持与鼓励正在受压迫民族地区的工人赢得独立于推动民族

解放运动。②这项法令文件的颁布对苏维埃政权的生存、巩固与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列宁主张尊重各个国家的主权和平等地位，支持国家在内部事务上享有自决

权，包括国家制定政策和发展经济的权利。这不仅为国家稳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

外部条件，还为苏维埃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带来了新机；巩固了苏维埃

政权，同时也为推动世界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发展带来了宝贵经验。 

3.2.3 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 

共同体一词内涵丰富、应用广泛，涉及政治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领域。马

克思的共同体思想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共同体”，在其著作《政治学》

一书中提到：人是政治动物，人在城邦共同体中才能实现优良的生活；城邦共同

体是自然产物，形成于人类生活并未人们提供生活场所，公民是城邦的主体，其

选择和行动对城邦有着重要影响。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论述到：“公民

 
①列斐伏尔.《论国家》[M].李青宜,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44. 

②中共中央编译局.《列宁全集》(第 3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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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一种社会契约，联合各自的力量，形成国家。”
①
，这与亚里士多德观点形

成差异，依靠契约精神维系的契约共同体。他指出“公意”是人们共同的意志和

利益，指向的是共同的善，凸显的是主体之间的相互依赖与自由选择，自由与平

等是其实现的最终目的和共同体中人们追求的最大幸福。费尔巴哈从“现实的人”

的角度深刻揭露了宗教的本质，把人从神的虚幻世界拉回到现实世界，在哲学中，

他将人连同人赖以生存的自然基础一并作为普遍、唯一且最高的对象。②他的独

特观点为马克思形成共同体思想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 

受到西方哲学家思想的影响，马克思提出了“人的实质”也就是人的“真正

的共同体”的思想强调共同体是现实的个人的共同联合，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社

会组织。这一观点揭示了共同体与个人、社会之间的紧密联系，为我们理解共同

体的本质提供了深刻的洞见。③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哲学的主要构成部分之

一，其中的共同体相关论述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科学社会主义哲学基础的重

要来源。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私有制已经消

灭，个人获得了完全的解放。”④这反映了追求个体的自由与解放是共产主义社

会的理想。个人通过劳动在社会生活中获取财富，掌握客观世界的规律，使自己

的才智和潜能得到更充分的发挥。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不仅是个人成长的追

求，更是推动整个社会进步和实现美好生活的最终目标。同时，马克思提出了建

立“真正共同体”，这是最终能够实现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基于

物质生产实践，马克思通过对人类共同体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旨在构建“自由

人联合体”，为实现个体自由解放提供保障，并明确了未来共同体的发展方向。 

对不同历史时期共同体形态的深入剖析，我们可以将马克思共同体具体的划

分为自然共同体、虚幻共同体和真正共同体三种类型，同时上述的三种类型分别

对应于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这三个历史阶段。他提出

的“真正共同体”概念，是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一种理想化描述。在这个共同

体中，人们将摆脱阶级压迫和剥削，实现真正的自由和平等。这种对未来社会的

构想，不仅展示了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深刻洞见，也为我们追求更加美

好的社会提供了重要的价值导向。 

 
①卢梭.《社会契约论（畅享版）》[M].高咏,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23:3. 

②路德维希·费尔巴哈.未来哲学原理[M].北京:三联书店,1955. 

③中共中央编译局.《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38-39. 

④中共中央编译局.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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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马克思等经典作家思想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理论支撑 

共同体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单位，强调了人的社会性本质。人不是孤

立存在的个体，而是生活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群体成员。人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

与他人的交往和合作，而这种交往和合作正是通过共同体这一组织形式得以实现

的。共同体为人们提供了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平台，使得人们能够在共同的生

活实践中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作为共同体成员

共同认可的行为准则，不仅约束着个体的行为，也维护着共同体的和谐与稳定。

在共同体中，人们通过共同遵守道德规范，建立起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的社会关

系，从而实现共同体的有序运行和持续发展。同时，道德也是共同体成员之间解

决矛盾和冲突的重要手段，通过道德调解和道德教化，人们能够化解分歧、增进

团结，共同推动共同体的进步和发展。 

在《资本论》①中，马克思强调了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的基本矛盾，即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也深刻影响了

道德和伦理观念的形成和表达。例如，资本家追求利润最大化和私有财产保护，

将其视为一种道德准则，而工人阶级可能更关注社会公平、劳动权益等价值取向。

此外，恩格斯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和工人阶级状况的分析为理解阶级斗争提供

了重要的基础。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②中对道德社会结构、

共同体之间的联系进行了论述，他认为，道德首先是从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和原

始民族的社会结构中产生出来的。在社会结构中，不同阶级拥有不同的经济利益、

权力地位以及意识形态，这导致了各阶级在道德观念和伦理标准上存在着巨大差

异。共同体思想强调了人的社会性的本质与集体性存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

要组成部分，道德在共同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不仅约束着个体的行为，也维护

着共同体的和谐与稳定。上述分析论述为进一步讨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实践中体

现的道德原则与共同价值提供了理论基础。 

3.3 新中国成立以来历代领导人的道德理念与命运共同体建设 

从道德记忆的视角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历代领导人所秉持的道德理念以及

推动的命运共同体建设，既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也是对当

 
①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②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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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世界发展趋势的深刻把握和主动回应。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坚守初心

使命，重视道德实践，传承优良道德传统，弘扬崇高道德精神，形成了集体道德

记忆。中国共产党在进行革命斗争、实现解放、改革开放以及在推动社会主义建

设的不同历史时期都表现了无私奉献、义无反顾、积极作为、向往和平、砥砺前

行的集体道德记忆，这种精神力量将成为激励我们不断前进的强大动力。 

3.3.1 新中国成立以来历代领导人的道德理念 

道德记忆的重要性体现在能够时刻提醒人们承担的道德责任，人类个体与集

体存在方式的差异，道德记忆也表现为个体道德记忆和集体道德记忆，而中国共

产党的记忆则属于集体道德记忆。①从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来看，中

国共产党一直重视建构自身的集体道德记忆，记住不应该忘记的道德生活经历，

牢记初心使命，传承党的优良道德传统，尤其是记住那些在革命战争时期牺牲的

革命烈士、在社会建设时期不断涌现的道德先锋以及在国家危机面前提供援助的

国家及社会组织等。 

中国共产党历代集体所体现的道德记忆也体现在中华民族的道德记忆之中，

例如：天下为公、和合共生、开放包容、天下大同等中华传统道德思想。具体来

说，在革命斗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凭借着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信念、顽强的斗争

精神以及义无反顾的牺牲精神，克服了种种困难与挑战，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

革命的胜利，在这种革命理想主义精神，集体道德记忆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强大

的精神动力。从具体事件来看，秋收起义，在这次起义过程中毛泽东不仅展现了

坚定的革命信念，还体现了勇于担当、敢于斗争的道德品质；井冈山斗争，毛泽

东领导工农红军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并且以身作则，

与战士们同甘共苦，体现了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道德品质；在红军长征中，毛

泽东不仅是军事指挥者，更是道德引领者，始终强调团结互助、顾全大局的精神，

倡导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作风。以上这些历史事件都体现了毛泽东以无产阶级

的革命道德即共产主义道德为中心的道德理念，是鼓舞人民群众斗志、加强革命

队伍团结、战胜国内外强大敌人的重要力量。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凭借着对人民利益的坚守和捍卫、在工

作岗位上无私奉献、积极作为，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利益

 
①向玉乔.道德记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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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首位，这是中国共产党集体道德记忆的重要体现。从具体的历史事件来看：

经济全球化浪潮袭来，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邓小平在经济全球化

趋势到来前推动中国对外开放，并提出充满中国智慧的“世界大同”、“和而不

同”的外交理念，积极主张世界各国平等相待、共同营造和平发展环境、共建和

谐世界，但同时也要深刻把握全球化竞争的特点，在竞争中要保持理性、自觉遵

守并维护竞争原则，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等不合理行为。邓小平还指出任何一个国

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①江泽民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

时代主题”的论述，着重分析和平与发展的重要性，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诉求。

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背景下，世界各国团结起来，抓住机遇共同迎接挑战，

胡锦涛提出，世界各国之间要尊重文明差异、互相学习借鉴，共同提升各国经济

发展能力，并为构建和谐世界贡献力量。 

习近平坚持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和社会主义道德观，“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让每一个人都成为传播中

华美德的主体。”②在国家治理层面，他强调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努力形成良好的社会

风尚和社会秩序。在对外交流层面，习近平提出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

的安全观理念，与“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坚持开放的、包容的，注重与各国的友好合作和共同发展。中国共产党

集体道德记忆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

强大的精神动力、道德引领和内部凝聚力，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不断发展壮大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前进。道德记忆也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也在不断发

生变化，但是，存在于共产党人记忆中的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对团结合作的积

极作为、对其他国家文化等坚持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等从未发生变化，延续至今，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道德引领作用。 

3.3.2 从理念到实践的道德体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蕴涵着丰富的中国传统道德记忆，向玉乔在对中国共产党

的道德记忆研究中，认为道德记忆可以追溯到中国人向善、求善与行善，而和平

 
①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改革开放.(2017/5/10). [EB/OL]:http://

cpc.people.com.cn/.[2024/3/17]. 

②沈永福.新时代中华传统美德的传承与发展[J].红旗文稿,2020,(10):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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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处五项原则也充分的体现了这三点，其蕴涵的道德记忆源自人类历史中的战争

与和平、侵略与反侵略、干涉与反干涉的斗争经验，从长期的斗争经历中我们认

识到只有尊重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

共处，才能实现国际关系的和谐稳定。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抗住极大的领导压力与挑战，在国

内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发展建设、重塑中国外交形象。新中国自诞生之日起，就坚

定的确立并一以贯之地践行着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同时这项政策也是我国

处理国际关系的基石。为更好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考

虑到新中国成立的情况，不仅保障国内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而且也积极的制定

外交策略，世界各国友好和平交往，不断阐明中国发展方向并明确基本立场。我

国在坚持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基础之上，主动与亚非拉地区不同国家加强沟通、

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积极推进各国多领域的合作交流。1953年，周恩来在万隆

会议上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项原则体现了包容性与开放性特征，蕴含着

主权、正义、民主和法制的价值观，深刻表达了我国对和平稳定的追求，自提出

后就得到世界许多国家的广泛支持和认可。 

面对剧烈演变的国际形势，中国围绕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推进国际合作，

同时坚持奉行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为我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我

国紧紧围绕时代主题，并在深刻认识到两大变局的背景下倡导世界各国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共同积极应对全球性挑战。关于该原则的最新表述，二十大报告指

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该观点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进一步阐释，都突出强调了世界各国之间平等

公正，互利互惠交往的理念。在深刻洞察国际社会局势的基础上，提出这一重大

理念，充分彰显中国对人类未来的深刻思考和深切关怀。 

总体来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一种从理念到实践的道德体现，它不仅为

国际关系提供了道德指引，也传承和发展了道德记忆，充分体现了人类对于和平

与稳定的共同追求和记忆。自新中国成立发展至今，和平、合作、发展的主题贯

穿我国外交政策始终，我国秉持包容开放的精神，坚持独立自主，与世界各国和

平共处，致力于维护世界的和谐与稳定，坚持不懈推动世界各国沟通进步与发展，

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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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全球化视野与中国担当：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21 世纪全球化进一步加深，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更加显著。在这样的国际

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与时俱进的发展理念，基于国际局势的深入分析，

在继承中国传统智慧的基础上创新发展，积极倡导平等尊重、合作共赢、和平稳

定等道德理念，主动参与国际事务、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完善，为全球和

平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会见印度总理甘地的谈话中，邓小平就明确指出：“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

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①世界

各国之间力量的对比受到经济全球化的深刻影响而发生变化，传统的国际秩序的

逐渐瓦解和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必要的。21 世纪的到来与中国的快速

发展招致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质疑与不满，一时间“中国威胁论”成为国际上

热议话题，这不仅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中国这几十年的快速发展感到震惊，而且恰

恰凸显了当前国际秩序亟待改进与完善。作为国际社会上一个快速发展的经济体

和政治大国，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倡导并推动构建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 

在经济层面，中国积极打造与构建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合作共赢的新型经

济关系，推动世界经济的开放发展。全球化进程地加速推进，促使国际积极秩序

的发展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以市场化、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为核心原则的国际

经济新秩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而这与所处时代发展的要求相呼应。随

着 2001 年《上海共识》的发布，更是再一次的确认了该原则是推动全球经济持

续健康发展与繁荣的重要基石。②在国际社会经济合作中，我国努力打破贸易壁

垒，坚持推进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发展，并积极倡导多边贸易体制，始终

坚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在促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公正合理

而不断地作出贡献。 

在政治层面，我国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为国际关系提供新思路，倡导平等协商、合作共赢，这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全球正

义观所强调的各国之间平等和尊重的观点相一致。实现全球正义，首先要消除不

平等、不公正的国际秩序。我国积极主张各国应该平等参与国际事务，共同书写

 
①王学军.推动构建更加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评《国际经济秩序合理化研究》[J].山东社会科学,20

23,(04):193. 

②崔志海.重建国际新秩序与儒家王道政治哲学[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9(06):2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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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规则。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

秩序，为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3.3.4 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道德传承与发展要求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是中国古人对构建美好社会的理想追求与记忆，也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的社会愿景和价值指引。中国共产党有着博大情怀，以全

球视野深切关注人类的前途命运，深刻践行马克思主义的人类情怀，为人类进步

事业贡献力量。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中，中国积极作为，倡导并践

行多边主义、合作共赢等理念，这些道德理念与中国共产党的道德传统相契合，

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的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思想精髓。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帝国主义国家的敌视

与封锁的时代背景下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五项原则在国际社会为中国赢

得了广泛支持，同时也是构建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论支撑与实践基础。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集体始终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形成了深厚的集体道德记忆，深刻体

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对人民利益的坚定维护、对社会公正的执着追求以及对国家发

展的长远谋划上。正是中国共产党重视道德传统以及对道德理念的坚持，使得中

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都能够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当今世界，各国之间联系更加紧密、互相依存程度空前加深，面对全球性问

题与挑战，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独自应对。“在促进国际合作与和平发展中应秉

承联合国宪章精神，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①

面对全球性挑战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为了一起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

境，习近平提出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理念，突出国际安全

合作的重要性，同时主张在对话与合作的基础上，世界各国携手应对安全挑战与

威胁，以实现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和可持续安全。只有世界各国加强

合作交流、对话协商、共同迎接全球性问题与挑战，才能促进世界和平与持续发

展。 

未来，面对共同的挑战和问题，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道德传承与发展要求人们

要具备全球视野和人类情怀，坚持公正、公平、共赢的原则，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和国际合作。中国共产党则一直致力于加强与其他国家及地区的友好合作关系，

 
①习近平：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求是网（2021-07-08）.[2024-03-17].[EB/OL]:http://www.qsth

eory.cn/zhuanqu/2021-07/08/c_1127635829.htm. 

http://www.qstheory.cn/zhuanqu/2021-07/08/c_112763582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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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持睦邻友好、互利共赢的原则，积极参与国家及地区之间的经济合作和人文交

流活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4 本章小结 

在本章节中，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来源进行了理论分析，从道德记忆视

角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涵的道德记忆进行分析，探讨了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

构建的底蕴支撑，并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道德记忆中发现其中蕴含着“仁者爱

人”的和平情怀，强调“德法相行”的治理之道，倡导“和而不同”的文化积淀，

追求“天下大同”的世界理念，为构建共同体提供了深厚的道德支持；对马克思

等经典作家道德视野的分析以及关于共同体思想、国家理论、和平共处思想以及

其思想中内涵的道德思想等理论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理论

指导；而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所蕴涵的集体道德记忆与道德理念为提出该理

念提供了实践依据，该理念与其中涉及到的国际合作与和平发展、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以及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等重要理论一脉相承，进一步丰富其内涵，兼具理

论性与时代性。综上所述，通过道德记忆视角的深入分析研究，可以深刻认识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重要理论贡献，这将为

论文后续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本章研究为人们理解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提供了深刻的理论支持与指导，在接下来的研究中，论文将进一步深化对道德

记忆视角的应用，探索共同体构建的具体路径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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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道德记忆视角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路径中，论文通过道德记忆的视角深入分析一带

一路、南南合作以及上合组织的发展过程，发现其中蕴含着历史上互相交往、合

作与共生的记忆。这种道德记忆不仅在过去的社会生产、社会交往和社会生活中

留下深刻的印记，而且在当前全球合作的新格局中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通过从

社会生产、社会交往和社会生活中挖掘道德记忆，我们不仅能够引导公平、可持

续和包容的生产关系，还能够促使国际社会在合作中追求互利共赢，同时传承人

类共同的价值观和伦理准则，为构建更加公正、平等和可持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奠定坚实的基础。这一实践路径在历史的镜鉴下，为我们展示了前行的方向，为

全球社会创造共同繁荣的未来提供了深远的指引。 

4.1 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中的道德记忆及其特征分析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自提出以来，已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价值追求和发

展目标。在这一理念的引领下，“一带一路”、上合组织、中非合作论坛、南南

合作以及国际气候合作等国际合作平台成为了具体实践的载体，中国通过多边合

作、区域合作、国际援助等多种方式，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为构建一个更加和谐、

稳定、繁荣的世界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4.1.1 南南合作：构建互助互惠的经济共同体 

南南合作和国际援助强调了国际关系中的平等原则，避免了传统的发达国家

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模式。它们提倡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推动各国

在合作中取得共同发展。“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非洲推进自主可持续发展，支持

非洲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支持非洲维护和平稳定，支持非洲在国际事务中发出

更加响亮的声音。”①这句话是习近平在 2018 年北京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上

发表的重要讲话。通过南南合作，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得到了提升，

他们可以通过合作机制共同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意见，形成强大的南方声音，维护

自身利益。更重要的是，南南合作和国际援助可以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减少贫困。 

长期以来，中国通过技术转让、基础设施建设等方式，帮助受援国提升自身

 
①《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通过<达喀尔行动计划（2022—2024 年）>和<中非应对气候变化合作

宣言>》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达喀尔宣言.( 2021-11-29).[2024-01-05].[EB/OL]https://ww

w.gov.cn/xinwen/2021-11/29/content_5654864.htm. 

https://www.gov.cn/xinwen/2021-12/02/content_565536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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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能力，例如中国在非洲兴建了道路、港口、桥梁（亚吉铁路、蒙内铁路、

马普托大桥、阿尔及利亚南北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改善了当地的交通和物流

条件，提升了公共服务水平；通过分享成功的发展经验和先进的技术，例如水电

站、煤矿、油田等能源开发技术与设备、推广的灌溉技术、养殖技术等农业先进

技术以及医疗药品与设备等，这对于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

方面都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南南合作和国际援助在全球性问题上发挥重

要作用，如气候变化、传染病控制等。各国共同合作，可以提高应对全球挑战的

整体能力，构建起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4 年，习近平在对比利时访问前夕发表了重要讲话：“我们所处的，既是

同舟共济的时代，也是个性彰显的时代，既是机遇前所未有的时代，也是挑战前

所未有的时代。”①这句话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当前世界形势的深邃思考

和准确把握。从国际社会发展层面来看，在充分认识到世界秩序调整带来的新特

征的背景下，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倡导的事务，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国际交

往中更加包容开放，关切人类未来，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

大贡献，中国以此为目标笃信并进行实践，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共产党领导集体

进行了新的实践探索：在国内层面，我党基于当前所处的阶段于发展状况作出了

科学判断，即我国正处在新的历史方位并且给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

时代”的重大论断；在国际交往中，中国积极践行义利观，为世界和平与发展，

维护国际秩序以及世界繁荣贡献中国力量。 

“新型国际关系侧重回答中国主张构建一种什么样的国家关系；命运共同体

则进一步回答中国追求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②这段话是王毅外长在《中国

特色大国外交的全面推进之年》一文中提到的主要观点，新型国际关系最终目标

是要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充分表明在面对国际形势发展过程中我国所坚

持的原则立场，集中彰显了我国作为一个负责大国的强烈意愿和远大抱负。而南

南合作与国际援助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实践平台。它们强调了

合作、平等、互利共赢的理念，有助于减少北方国家与南方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

推动了国际社会的共同繁荣与发展。 

从上述中国具体实践的分析来看，在中国参与南南合作的过程中，体现了深

 
①习近平：在亚欧大陆架起友谊和合作之桥,[EB/OL].半月谈网 (banyuetan.org).2024/05/18. 

②王毅：2015 年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全面推进之年_外交部_中国政府网 (www.gov.cn).2024/05/22. 

http://www.banyuetan.org/chcontent/zx/yw/201442/9809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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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的传统道德记忆，“求同存异”的思想，这一思想贯穿于中国处理民族、国家

以及地区关系的实践中；还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观，中国始终关注发展中

国家的民生问题，致力于推动减贫、教育、卫生等领域的合作，改善当地人民的

生活条件等做出了卓越贡献。这种价值观体现了中国传统道德记忆中对人民福祉

的关注和追求，强调在国际合作中应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和福祉。 

4.1.2 上合组织：打造互信互利的利益共同体 

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是一个由多个国家组成的地区性合

作组织，其宗旨是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加强成员

国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合作，推动区域一体化和发展。同时，上合组织是我

国开展对外交往的重要平台和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载体，也是我国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 

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方面，上合组织通过加强成员国之间的安全合作，共同

打击“三股势力”（宗教极端、民族分裂、暴力恐怖），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针对地区安全形势新变化，中国持续

坚持建设普遍安全的世界，同时，联合国以及国际社会上的主管部门应积极主动

发挥合作机制作用，切实有效应对毒品贩运、跨国有组织犯罪等威胁，有力保障

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①在推动经济合作方面，上合组织通过加强成员国之间

的经济合作，促进各国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坚实的

物质基础。该组织自成立以来，坚持将经济合作促发展作为其首要任务之一，在

该组织的影响下，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不断增加，投资合作日益密切，为各国

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此外，上合组织还推动了一系列重要的经济合作项目，

如“一带一路”倡议、中亚区域经济合作、中国-中亚经济合作等，加强了成员

国之间的互联互通和贸易便利化。这些合作项目的实施，不仅促进了各国经济发

展，也改善了民生、增加了就业机会，使各国人民真真切切得到了实惠。在推动

经济合作的过程中，上合组织始终坚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倡导多

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在文化交流方面，上合组织举办

了一系列重要的文化、教育、科技等活动，如“上合组织青年交流年”、“上合

组织教育周”、“上合组织科技伙伴计划”等，这些活动加强了成员国之间的人

 
①中国代表呼吁国际社会合力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__中国政府网 (www.gov.cn).2024/05/22.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12/content_6919051.htm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道德记忆视角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依据与实践路径研究 

51 

 

文交流，并积极倡导文明多样性和文化交流互鉴，跨国文化交流和国际合作，为

世界文化多样性和文明的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进入新时代，我国在依据国内外发展局势的背景下仍然坚持并延续和平与发

展的时代主题，我们依据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的相关文献中以及当前国际社会

发展趋势中看到国际力量对比也更加均衡，世界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显，这对于营

造稳定的国际环境、各国繁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同时我们要重视在国际社会

上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了各国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

在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或社会稳定都离不开与其他国家的合作

与交流。从当前实际的情况发展来看，各国应该坚持和平发展、共同发展的原则，

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和冲突，构建起一个更加紧密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 

在上合组织框架下，中国积极推动人文交流和民生合作，关注成员国人民的

生活和发展，中国在具体实践中体现了深厚的传统道德记忆，这些道德记忆不仅

指导了中国的外交政策，也为上合组织的发展注入了中国智慧。具体来说，在处

理与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关系时，我国受到“求同存异”传统道德记忆的影响，注

重寻求共同点和利益交汇点，同时尊重彼此的差异和关切。中国尊重各成员国的

文化多样性，倡导开放包容的态度，推动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这体现了

中国传统文化中“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与“兼收并蓄”的传统道德记忆，

即接纳不同的文化和观念，共同推动地区发展。当前世界面临着许多挑战和问题，

上合组织主张在国际事务中遵循多边主义原则，支持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核心

地位，积极推进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完善。 

4.1.3 一带一路：构筑互尊互信的丝路人文共同体 

从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丝绸之路在推进人类文明进步、促进东西方文明交

流碰撞、加快沿线国家交流合作、互助互利等作出了重要贡献。在 21 世纪的当

今社会，一方面，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日益严重，要求各国同舟共济、共同应

对多重重大问题、缓解多重矛盾；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新技术革

命推动交通运输以及互联网技术的加速发展，世界各国间的联系更加紧密。针对

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增长缓慢的全球经济，中国提出的传承与发展丝绸之

路精神显得极为重要，“以和平合作、互学互鉴以及互利共赢等为内涵的丝路精

神，沿线国家在阵阵驼铃声中持续进行交流、在相互往来中不断融合，这是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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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具文化内涵的文明之路。”
①
习近平提出“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符合中华民族历来秉持的天下大同理念。”②这一倡议

提出以来，习近平在出席国内外重大国际会议的发表讲话中多次提及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建设，从其具体内涵、实践路径以及运行的具体路线图等多角度进行详细

阐释。“一带一路”的核心理念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其作为指导思想和实

现目标，为建设“一带一路”融入理论道德力量和凝聚力，使“一带一路”成为

中国在新时代为人类和平发展、共建共享、包容协作、持续发展上提供的、为多

国发展可选择的经济合作方案，为世界的繁荣发展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

尤其是站在道德意义的高位上贡献出中国的解决方案。 

2023 年是“一带一路”提出十周年，十年来中国政府主动采取了一系列重大

国家行动，与沿线参与国家共同努力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深化发展、落地实施。

我国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致力于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与各国发展战

略对接，促进经济要素流动和经济深度融合，为促进高质量发展提出了“八项行

动”持续深化，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加强人文交流

等方式，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同打造了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合作平台，为各国带来了

实实在在的发展机遇和利益。中国以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构建

更加公平合理、开放包容的全球治理体系作出了积极贡献。2014 年中国政府成

立丝路基金；2015 年 12月，在中国的积极推动下顺利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

银行；2017年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功举办……依据丝绸之路数

据网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23年 6月，中国已经与 152个国家、32个国际组

织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相关政策文件，其数量达 200 多份。”③习

近平主席以大国胸怀与担当，赋予古丝绸之路文化新价值，激发共同历史记忆，

挖掘沿线国家发展潜能，点燃了世界人民对幸福未来的向往。 

十年来，中国持续深化与沿线国家地区政策沟通、基建联通、贸易畅通、金

融融通及民心相通，取得显著进展。在国际交往过程中政策沟通作为推进“一带

一路”建设的重要保障。在 2018 年“一带一路”倡议已经被列入国际机构重要

文件，中国积极推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与沿线国家签订海运、航空

 
①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课题组著.“一带一路”理论框架与实践研究[M].中国经济出版社,2020:2. 

②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487. 

③中国一带一路网.已同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一览-中国一带一路网.[2024-01-05].

 [EB/OL]:https://www.yidaiyilu.gov.cn. 

https://www.yidaiyilu.gov.cn/p/77298.html
https://www.yidaiyilu.gov.cn/p/7729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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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项协定，畅通“一带一路”商流物流运输；基础设施联通，中国助力沿线国

家推进铁路、路桥、海路与港口、航空、通信、管道建设，优化要素配置，沿线

形成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中蒙俄经济走廊、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

中巴经济走廊等，为各国经济带来了发展机遇；英国著名智库经济与商业中心（C

EBR）2019 年 5 月出具报告，“一带一路”倡议发展到 2040 年将为全球经济每

年增添 7.1万亿美元，相当于预期全球 GDP 的 4.2%。民心相通作为“一带一路”

建设的社会根基，生活在和平、安宁、富足的社会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沿线国家历史文化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成为建设“一带一路”的重要特色，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沿线国家在教育培训、旅游合作、

卫生健康、救助扶贫等多方面、多维度体现了“一带一路”影响下结成了丝路人

文共同体、是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道德实践路径。 

总体来看，丝绸之路起源于中国古代，横贯东西、连接欧亚贸易与人文交流

的重要途径，传承近千年的文化和道德记忆。而“一带一路”的提出和建设是依

托中国古丝绸之路，是对丝绸之路传统道德记忆的延续与发扬，它体现了中国传

统道德中和平共处、互利共赢、和谐包容的价值观，这些道德记忆不仅为“一带

一路”建设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基础，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的道德

支撑。“一带一路”着眼于世界各国人民向往和平与发展的共同追求，根植历史

但面向未来，发端于中国但属于世界；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探索与实践，

也是构建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 

4.1.4 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中道德记忆的特征展现 

从道德记忆理论及其一般性特征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体现了深厚的

道德记忆和伦理观念，这些道德记忆与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紧密相连，仁爱、

正义、包容等，深刻体现了全人类共同价值内涵，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

了坚实的道德支撑。具体来看，道德记忆的意向性特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

中的体现，“仁者爱人”的思想体现了对人类的普遍关爱和尊重，对他国的尊重

和善意，推动各国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发展友好关系，为他国提供友好援助，国

家之间通过和平对话解决分歧和争端，避免使用武力或冲突手段。道德记忆的选

择性特征，中国始终坚持崇尚正义、以义为先的精神影响着其他国家，在处理国

际事务时秉持公正和公平的原则，维护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尚和合思

想强调和谐共处，为人类应对共同挑战提供了宝贵启示，在具体实践中倡导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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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开放包容的精神，推动各国之间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关键在行动。”①道德记忆的共享性特征，自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提出

至今，十年的建设实践证明，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共同携手应对全球性挑

战与威胁的可行方案，这充分彰显中国在应对“两大变局”所表现出的天下情怀

与大国担当。从实践路径与成效观察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过程中充分展现

了合作与共赢、尊重与平等、包容与开放的道德记忆特征。“一带一路”建设作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路径，在十年的建设发展过程中，充分实现了与沿

线国家的互联互通，实现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更多发展机遇，

同时，在“一带一路”合作中各国坚持平等协商、尊重国家主权、共享成果。由

此可见，共建“一带一路”在促进各国经济合作交流，实现互利共赢、相互尊重，

共同推进各国积极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上合组织作为打造互信互利的利益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成员国在尊重与

平等的基础上深入合作交流，并不断接纳新的成员国加入，由最初的六个成员国

扩大至 26 个国家，已经发展成为新型国际组织，面对安全威胁与全球性挑战始

终倡导各成员国相互尊重、平等对话，共同协商应对冲突与争端。同时，上合组

织加强全方位、多领域的互信互利合作，在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基础上持续

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发展。南南合作一以贯之地坚持以发展中国家间的相互支持

与合作为核心，中非合作在进一步推进南南合作与打造中非命运共同体过程中发

挥典范作用。长期以来，中国在对非合作过程中始终秉持习近平提出的真实亲诚

理念以及正确的义利观，中国助力非洲工业化，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加强金融、

环保、教育、健康、卫生等多个领域合作提供真心实意的支持并分享社会发展经

验，在对不同国家、民族、文化等方面求同存异、开放包容、共同发展，这充分

凸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过程中合作共赢、幸福共享的道德记忆特征。 

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一带一路、上合组织、南南合作等具体实践过程中蕴涵着

中国传统的道德记忆、凸显其一般性特征，不仅体现了对全人类生存发展和长远

利益的关注，也展现了中国传统道德的精髓和价值追求，其中包括合作共赢、尊

重平等、互利互惠、包容开放等。这些道德记忆不仅为中国的外交政策提供了文

化底蕴，也为全球合作与发展注入了中国智慧，为进一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

 
①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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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深厚的道德支撑，推动着全球共同发展与繁荣，有助于更深层次的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 

4.2 道德记忆视角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径构建 

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相辅相成、相互统一，前者为后者提供

坚实的价值支撑，后者为前者提供了现实基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全人类

共同实践，首先要得到世界各个国家、民族和地区人民的广泛认可与普遍接受，

这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我们知道，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人类社会的

变迁，人们的生活观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人们对例如：和平、平等、自

由等追求是一致的，人们内心普遍认同善良、诚实、谦虚等美德，这些都体现在

“人类社会生产、社会分工、社会生活” ①的过程中，形成人们内心普遍认同的

道德准则和人类共同的道德记忆，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 

4.2.1 道德记忆推动社会生产型构生产共同体 

生产共同体，则是指那些在生产活动中形成的、具有共同目标和价值观的群

体。这些共同体可以是家庭、社区、企业、国家等，它们通过共同的生产活动和

经验，形成了一种共享的道德记忆。这种道德记忆不仅为共同体提供了行为准则

和认同基础，同时也为共同体的稳定和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向前发展，人们的道德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一定的

道德观念是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的反映。在传统时代（以工业革命为时点），人们

的生产方式是相似的。一方面，生产方式和有关生产的积累性知识，尤其是人们

长期的道德实践中践行的规范，经过长期的发展依然会产生积极影响；另一方面

来看，处于同一阶段相同地域的生产活动，会受到个人行为选择以及家庭分工而

产生不同，但是其内在具有相同的一致性规范。 

一个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往往需要一种共享的道德记忆作为基础。这种道

德记忆不仅为共同体成员提供了行为的准则和规范，同时也为共同体的凝聚力和

认同感提供了支撑。一个企业如果具有强烈的道德记忆，那么其员工在工作中就

会遵循这种道德标准，形成一种积极向上的工作氛围。如宝洁、GE、IBM等，通

常拥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这些企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

特的道德记忆，这种道德记忆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①刘红旭.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成的社会学逻辑[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39(05):12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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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这些企业的道德记忆通常强调诚信、责任和公正。例如，宝洁公司一

直秉持“消费者至上”的原则，致力于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这种道德记忆

不仅体现在企业的经营活动中，也贯穿于员工的日常工作行为中。其次，这些企

业的道德记忆也是企业形象和品牌价值的重要支撑。对于消费者而言，企业的道

德记忆关乎他们对企业的信任度和忠诚度。一个拥有良好道德记忆的企业更容易

赢得消费者的信任和支持，从而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此外，大型传统企业的

道德记忆还体现在其对社会责任的承担。这些企业通常积极参与公益事业，关注

环境保护和社会发展。通过践行社会责任，企业不仅提升了自身的形象和声誉，

还为整个社会作出了积极贡献。 

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工业革命的到来拉开了现代社会的帷幕，机器生产机器，

这样的巨大变革对人们的生产与生活进行了形式上的塑造。这与马克思的观点表

述具有相似性：“一个工业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会引起其他部门生产方式的变

革。”①机器代替人的身体，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凸显人的主体性与

能动性，也出现了由于生产带来的人的阶层化，冲击着人们的生活观念、影响着

人的具体实践活动，同时也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重要作用。滕尼斯在其著作《共

同体与社会》中生动表达了对过去人们在共同体中的交往与情感关联的怀念，鲍

曼在《共同体》②一书中表达了相同的观点，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彼此信任、

可以相互依赖的环境中，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的人是诚信友善的，彼此都是可以值

得信赖的。这也就说明，人们具有一致的价值追求，并且不仅回望过去存在的，

而且一直作为人们心灵的寄托而不断发挥内在的推动作用。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

不断变革，著名的福特提出的“流水作业法”，体现了生产→生产管理→生产制

度化→生产销售售后系统化的一个系统演变过程，程序化的制度生产呈现出人在

其位、人尽其能，现代化生产的制度设计让身在其中的每一个行动者都须依规而

行，这为可能重构人类生产共同体的道德记忆提供了有利条件。 

4.2.2 社会交往中的道德记忆促成社会共同体 

社会交往中的道德记忆不仅是社会共同体形成的关键因素，更是塑造集体价

值观和规范的力量之一。社会交往是人们彼此联系、相互影响的渠道，通过共享

的历史、文化和道德记忆，群体在交往中建构共同的认同感和价值体系。社会交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440. 

②齐格蒙·鲍曼.《共同体》[M].欧阳景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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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是社会分工的基础，因为不同的社会分工角色需要相互配合和沟通，有效的社

会交往有助于构建社会共同体，减少误解和冲突，促进资源的合理分配。 

欧洲启蒙时期的知识分子们通过书信往来和学术争鸣，共同探讨人权、自由、

平等等道德记忆，形成了当时的“共和国文化”氛围，这些思想家们通过社会交

往，深化了彼此的理解，共同奠定了后来法国大革命的道德基础，他们的交往在

道德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为社会的变革和进步提供了思想支持。社会交往

中的道德记忆还反映在一系列共同体形成的过程中。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共同体，

通过代际传承的集体道德记忆，家族成员在交往中形成了共同的价值观念和文化

传统。而社会交往中的道德记忆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不断演进的过程，通过社交

媒体等现代通讯工具，人们能够更广泛地交流，但也面临信息碎片化和价值观分

歧的挑战。 

“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社会分工是不同的，而社会分工又与人的发展、

人的道德观念是关联互动的。”①在前工业时代（农业、手工业），是一种简单

的分工，人的发展依附于有限的个体，主要以血缘、亲缘以及有限的从业者为主，

人与人的交往关系正如马克思说的是一种“人的依赖关系”，遵循规范的动力来

自于亲情，家庭－家族，熟人的道德建设与形成，人与人之间普遍信任。在工业

时代，社会分工渐趋复杂，人的生活空间扩大，熟人越来越少，相伴而生的是不

同行业、不同工作的陌生人，随着技术革新，个人潜力发展，个人的全面发展受

到限制，人对“物的依赖关系”得到增强，人被“异化”“物化”，人们的精神

世界遭到严重冲击，而这些毫无底线地冲击着、动摇着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石，

从社会发展来看，由经济发展，社会分工带来的巨大变革所产生的能量是巨大的。

在世俗社会产生的物化、异化现象倘若失去人们自我道德的管控，势必会形成泛

滥之势。在这个阶段，表现为同窗－同业→行业－社区，相应的公共伦理规范应

运而生，道德规范的重建对于维持人与人正常交往、个人与社会的发展是具有重

要价值的。基于人们在农业手工业时期人与人诚实信任、团结互助的道德记忆，

与工业时代的利益至上、欺诈无序的形成鲜明对比，人们不断进行自我重构，道

德建设、素质提升成为时代发展的迫切需求。在后工业时代，即高科技与大数据

的发展，社会分工更加精细化、条理化，逐步走向了更精细化的系统分工与更复

 
①孙抱弘,瞿钧.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之重的理论与实践思考——社会分工、合作的时代特征与国民职业精

神、公共理性的培育生成[J].青年发展论坛,2020,30(04):3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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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的合作整合的时代，人的思维、健康、个性等得到全面发展，人们有了更多的

闲暇时间，民族－国家→区块链－网络－全球村→人类共同体，人们需要的是一

种无限的道德建设，即人类道德共同体，人们内心普遍接受的，一直遵循与践行

的道德准则，是追求自我存在价值而自觉维护人类共同体利益的自由人。因此能

够预想的任何情景下，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已经不仅限于物质范围，而是构成了社

会与社会道德秩序本身。这与涂尔干关于社会分工的观点相符，“分工不仅有助

于完善现有社会，更使社会得以存在；而缺失这些功能，社会便不复存在。”① 

王益珑在《哈贝马斯的交往共同体》②一书中论述到：在社会中交往占据核心

地位，哈贝马斯认为通过交往的方式人们可以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念、达成共识，

进而促进构建人与人和谐的共同体。哈贝马斯还强调了人在平等的对话与交谈中，

能够超越自身的局限性，实现真正的理解与沟通。依据哈贝马斯的理论，可以更

好的论证论文观点，论文提出人类共同的道德记忆在社会交往中影响着人们的行

为与选择，存在人类交往中的道德记忆构成了社会共同体的基础，基于共同的道

德记忆可以重塑社会信任、加强社会交往、培养人们的共同价值观念，这为共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可能实现的路径。同时，这也突显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实践路径不仅需要对过去记忆传承，还需要适应当代社会的需求，让人类共同

的价值在不同时空中持续传承，为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内在动力。 

4.2.3 道德记忆引领社会观念重塑生活共同体 

道德记忆在社会观念转变以及生活共同体构建中的有着重要作用，道德记忆

是人类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引导社会观念变革、促进社区和谐、塑造

共同价值观的重要性。共同体的道德记忆可追溯到初级社会群体的生活世界，人

与人之间有着亲密的血缘关系，表现为以情感维系且较为简单的特点，同时还有

人们共同的精神纽带与一致的道德规范。此外，道德记忆还是一种跨文化的交流

媒介。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会形成不同的道德记忆，这些不同的道德记忆

之间可以相互借鉴、相互学习。生活共同体，通常是指那些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

具有共同目标和价值观的人群。这些共同体可以是家庭、邻里、社区等，它们通

过共享的道德记忆和行为规范，形成了一种相互依赖和认同的关系。道德记忆在

重塑生活共同体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①[法]埃米尔·涂尔干.《社工分工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24. 

②王溢珑.《哈贝马斯的交往共同体》[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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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以生活方式为表征的人类社会生活表现为多面，但同

时也出现了由物质到观念的割裂问题甚至冲突，促使身处复杂社会的人们回望过

去共同体的道德规范下的生活，已然成为人们的心灵寄托。米德曾讨论到：“个

体不断适应社会，促使个体去顺应共同体，其顺应过程也引发共同体的变化。”

①长期形成的生活观念引导着人们的行为，真正对人们产生影响的是那些活生生

的，彼此建立连接关系的人，这些人的行为和外表对人们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我

知道这是应该做的，我知道这是不应该做的。”②这在人们的社会实践中是得到

充分认可和接受的道德准则，并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它主要是依赖于社会的道

德评价与个人的内心良知，并非依靠外部环境的强制力。 

涂尔干对社会事实进行了深度分析，通过职业团体与公民道德的论述给予了

我们解决当下问题的关键，也为人类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1）改变现

有的组织形式，使得其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新变化；这与社会学家涂尔干的相关

论述有相似性，他在其著作《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③中也表达了该观点，即培

育一种群体，其价值观与当前的社会秩序及其原则相契合，从而继承传统群体所

承担的道德功能，要实现的关键在于构建一种能深入个体日常生活的组织形式或

者是作用机制，确保道德规范能够持续发挥作用，形成稳定实践。（2）重塑共

同的观念体系，形成道德规范的基础。即人们围绕一个圣物所形成的信仰和仪式

实践相统一的系统。④在共同体的生活中，难免会遇到各种分歧和冲突，而道德

记忆作为一种共享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可以为成员提供一种解决问题的思路和

方法。通过回溯和反思道德记忆，共同体成员可以更好地理解彼此的观点和立场，

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正是通过道德记忆的引领可以形成一个群体的凝聚力，而信仰和礼仪恰恰是

形成这种凝聚力的关键，这些认知将通过人们的道德记忆作用于人们的日常道德

实践中，将人们的道德规范不断内涵并促成人类团体成员德性的养成。 

4.2.4 道德记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动力 

道德记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是一种紧密的互构关系。道德记忆不仅为人

 
①乔治·H·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180. 

②晏开利.选择、承诺、传习、理性——读《道德接受论》而来的感悟[J].思想·理论·教育,1996(10):6

3-65. 

③涂尔干.《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④Durkheim The Elementary Form of the Religious Life[M].Translated by Josph Ward S wain.New 

York: The Free Press.196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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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内在动力，而且其本身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及其

具体实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前期的相关研究中，道德因素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中的关键作用并未得到充分的彰显。论文从道德记忆的视角出发，深入探讨

了道德记忆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将原本内在、隐性的关系

转化为动态的、显性的表达，强调这种显性、动态的道德记忆对于推动人类命运

共同体发展的内在动力。道德记忆是人类社会长期发展过程中对道德规范和价值

观的传承与积累，与全人类共同价值内涵相一致。道德记忆体现在对道德的传承

与发展，不仅是人们对过去道德行为和经验的回忆，更重要的是将过去与当下相

连接，为道德在代际之间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途径。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过程中，多样性个体和多极化社会在风雨同舟、

命运共济中走向一体性的世界。社会生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石，不仅推动世界

各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促进了科技的传播与交流，建立公平的经济秩序，确保

劳动者的尊严和价值得到体现，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公正的配置，从而促进了世

界的联合与一体化。在社会交往中，当个人抑或群体得到他人承认时，往往会增

加对方信任的程度。霍耐特在《为承认而斗争》中，展开了一种规范社会理论的

构想，并表达了德性生活的理想，在这个观点下，德性生活是通过对他人真实性、

自主性和独特性的承认和信任上建立的。根据赖茨曼提出的信任的社会性特点：

“信任作为一种社会行为，核心在于对他人未来行为的期待，人们的这种期待是

人们彼此之间的交往期间培育、形成、增强于扩展的，这深刻了人们在交往过程

中存在的一种社会交往关系。”①在包容“不同”中寻求“共同”，在尊重“差

异”中谋求“大同”，构建互尊互信的社会共同体。从社会观念来看，道德记忆

体现在对公共利益的维护和对他人的尊重，社会观念蕴涵着和平、合作、共赢理

念时，人们更容易形成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同和支持，积极的社会观念能够激

发人们的创造力与创新精神，通过传承这样的道德理念，有助于建立更加公正、

合理的国际秩序，为全人类的福祉和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道德记忆不仅是道德维持其生命力的重要手段，也是道德文化传统的建构者

和推动人类承担道德责任的重要动因。正因为有了道德记忆的存在，人们才能不

断从中汲取力量，坚守自己的道德本性和道德生活，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巩固与

 
①L·S·Wrights man，Assumptions about Human Action，New buy Park，199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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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而人类的道德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从马克思经典作家的道德视野来看，

它受到社会结构、生产方式以及阶级关系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封建社会中，

道德观念注重于忠诚、孝顺等价值取向，这反映了封建制度的特征。但是在资本

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人们的道德观念发生了显著的转变，个体的自由和私有

财产成为了重要的价值取向。这种道德观念的认知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

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理解，在此基础上揭示了社会发展对道德观念的塑造作用，

同时也呼吁对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的认真反思，以促进社会的公正与和谐发展。 

4.3 本章小结 

在当今世界，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和价值观的分歧日益明显。然

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强调了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这种共同的追求能够超

越各种文化和价值观的差异，为各国的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提供坚实的道德基础

和精神支撑。在本章中，论文通过道德记忆视角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平

台进行了案例分析与道德解读，中国的切实行动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了鲜

活力量，并提出了道德记忆在共同体构建过程中的路径构建。通过对南南合作、

上合组织、一带一路等中国具体实践案例的分析总结出其体现的道德原则；而道

德原则与社会生产、交往和观念层面的道德记忆相一致，例如诚信合作、真诚交

往、和平共处、互惠互助等价值目标，从中可以清晰地认识到道德记忆对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推动作用。总体来说，社会生产方式的创新、社会分工的精细化制度

化，给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变革，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观念，而全球化风险让

人类休戚与共的关系更加密切。尤其是面对重大自然灾害，迫使人们先后走进命

运共同体，而共同价值充分表达了人们的价值追求，突破国界、超越了多元主体

的界限，反映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人民共同的利益需求。面对当前的危机与挑

战，需要创建分担共享的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做出了回应，

要推进该理念指导具体实践，需要人们普遍接受与认可，构建人类共同体的道德

记忆将从生产、社会、生活等具体实践去影响与规范人们的实践行为，以人们普

遍认可的道德规范为起点，构建起全人类共同价值，进而为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

提供价值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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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道德记忆中蕴含的历史经验和集体记忆，为全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形成提供了

基础。共同的道德记忆促进了人们之间的道德共识，使全球范围内的人们更容易

达成一致，形成共同认同的价值观。道德记忆承载着社会中的道德规范、价值观

念等，论文通过研究道德记忆可以深入挖掘这一共同基础，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价值体系提供坚实基础。 

随着现代化的逐步推进，人类社会日益暴露出其脆弱性。这种脆弱性体现在

环境污染、科技伦理冲突、民族冲突等诸多方面。面对这些问题各国需要采取综

合性举措，世界国家间只有进一步的加强理解与支持，相互帮助，才能在竞争中

求合作，在合作中谋共赢。道德记忆遍及人类生活的各个角落，深深的印刻在人

们心中，它将人类的一切串联起来，引导人们从被动变为主动。在人类不断重复

着工业化发展的今天，通过日常生活实践而深入到记忆所呈现的道德生活中，进

而产生集体共同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引导人们积极投入和参与，共同面对和解决

与人类生存与发展息息相关的问题。在人类道德记忆的延续和发展基础上，在社

会生产、社会交往以及生活观念等实践过程中将形成的道德共识融合成道德行动，

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不同国家、地区人们的认可和接受，最终为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内在推动力。 

从道德记忆视角解读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不难发现，在全球发展的历程中，

人类频繁且持续的合作与交流共同构筑了合作的基础。这种基础并非凭空而来，

而是深深植根于我们共同的道德观念之中。论文通过系统梳理历史脉络，深入分

析了国家间合作的传承性和延续性，揭示了其深厚的道德底蕴，并尝试通过人类

的社会生产、社会交往、生活观念等方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实践路径。这

种研究思路具有开放性，它鼓励我们融入更多元的文化，倾听更多样的声音，以

更宽广的视野和更包容的心态，共同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因此，从道德

记忆的角度解读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世界各国合作基础的理

解，更能为我们提供新的思路和方向，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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