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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中国政府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引发全球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的提出首先是根植于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则离不开“人类沟

通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为此，本文选取“天下”“中”“一”这三个中华文化沟通智慧中的核心范畴，

来探讨中国文化精神中对人类沟通共同体的形成可能、必由之径和众望所归的系统论述。具体说来，其一，

“天下”理论为人类沟通共同体的沟通主客体、沟通内容和沟通方式提供了理论基础，并指明了建构的可

能——融通天下 ；其二，“中道”智慧为人类沟通共同体建构提供了路径与方法，进而阐发儒道佛三家对

于人类沟通共同体建构在内向传播、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方面的启示——中和至上 ；其三，“天人合一”

理论为人类沟通共同体提供了价值原则与终极目的，从而阐释了人类沟通共同体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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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命运共同体”的概念首次出现在 2011 年 9 月国务院发布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中，而其具

体的理论内涵却是在 2012 年 11 月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才明确下来 ：“这个世界，各国互相联系、相互依存

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①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国与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每一个维度都存

在着相互的影响与制约，无论是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这种潜移默化、千丝万缕的影响总是随风潜入夜般

地将全球各国或松或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脱离不了全球化的背景。而在“命运共同体”

这个概念中我们不难看到两个关键词的支撑，即“关系”和“沟通”。人乃社会意义上的人，人与人的相

处离不开沟通，想要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前提离不开“人类沟通共同体”的出现。

那么“人类沟通共同体”究竟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它应该具备以下几点特征 ：1.“人类”限定了其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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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适用范围需基于全人类的全球视野，即有“天下”的高度。中国传统文化均强调人与人之间是关联的，

全人类每一个个体的相连形成了天下整体；2.“沟通”是方法论而不是理论，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即为“中”

的动态过程 ；3.“共同体”则为人类沟通的期待所在。这个共同体既指人类沟通过程中的共同体，亦指通

过人类沟通的“中”的过程，而最终实现天下一家的“一”。而我们也将从人类沟通共同体的理论依据、

必由之径和众望所归三个方面进行论述，以期通过辨明人类沟通共同体，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提

供些微助力。

一、“天下”理论：人类沟通共同体的理论基石

全球视野下的人类沟通共同体，似乎很难找到一个没有隔阂的定语对其进行词义解释，如“世界”一词，

初看其似乎是把全球都囊括在了一个体系之中，但在人们的潜意识里，却会被分为“西方世界”“东方世

界”“第三世界”等，恰是这样的潜意识划分很难让人在理解人类沟通共同体时有一个平等的一体化的思维。

而这里如果换成中国的“天下”，则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这个概念深深承载着中国从古至今的“天下无外”②

的思想精髓，今后也可以更好地为人类沟通共同体的实现奠定全球一体化以及民族平等性的理论基石。

（一）“天下”：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

1.“天下”观念的形成。“天下”观念在周代得以形成，周代的“天下”观念中，“天下由诸夏及蛮夷

戎狄组成，中国即诸夏，为诗书礼乐之邦，在层次上居内服，在方位上是中心。蛮夷戎狄行同鸟兽，在

层次上属外服，在方位上是四裔。方位和层次可以以中国为中心，无限地延伸 ；诗书礼乐的华夏文化也

可以无限地扩张。最后的理想是王者无外，合天下为一家，进世界为大同”③。我们可以看到，此时的中

国的天下观念不存在任何的将他国占为己方财产的意思，而是寻求在一些共同的方面达到观念上的一致。

而其中的“延展”，重点突出的并不是政治性的延展，更多的是以诗书礼乐为核心的中华文化的延展和共享。

2.“天下”是一个理论。“天下”这一概念因本身承载着浓厚的中国情感，承载着中国从古至今的政

治、文化、社会、精神等精要所在，而在世界思想史上被深深打下了中国的烙印。在世界上倡导“天下”

容易被一些人士认为是中国的一家之言，是中国想要争取世界话语权的一个策略性话语建构。但是，正

如赵汀阳所说 ：“中国是个故事，而天下是个理论。”④故事具有地域的归属，但是作为理论的“天下”则

应该是适合于任何其所适用的国家地区。毕竟，一个理论的传播更多是因为其具有科学性和适用性。

（二）“天下”理论给予人类沟通共同体的可能

1. 淡化民族中心主义，促进沟通主客体的交互沟通意识。我们认为，任何国家或个人在实现国际跨

文化沟通时，其中有一个最大的障碍即是民族中心主义。所谓民族中心主义，即“按照本族文化的观念

和标准去理解和衡量他族文化，包括人们的行为举止、交际方式、社会习俗、管理模式以及价值观念等”⑤。

民族中心主义至少从沟通主体方面带来两点阻碍 ：一是当沟通主体按照本族文化去衡量他民族的文化时，

产生的优劣心理评价会影响沟通心境 ；二是存在排斥，从心底里认为其他民族与自己并非一体，在沟通

的过程中自然会存在极强的防备心和不安感。而在“天下”理论中却可以有效规避这种沟通障碍。《礼记》

中说 ：“天无私覆，地无私载。”这里“天下”不是单纯的指代地理区域的辐射，更多的是从一种整体世

界观的角度去看世界，即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天下体系中的一切生灵皆平等地享受天地赐予的一切生

存资源，并拥有平等地进行沟通交流、建立关系的自由。正如钱穆所说 ：“中国人常把民族观念消融在人

类观念里，也常把国家观念消融在天下或世界的观念里。”⑥只有作为互为沟通主客体的不同个体都拥有

如这种“天下”的无外的价值观、世界观的时候，我们的人类沟通共同体才真正成为可能。

2. 求同存异，摆正了人类沟通共同体的沟通内容。“无论是圆的天还是方的地都有一个中心，从这个

中心生发的文明之光照耀着华夏世界并辉映着四周的‘蛮荒之地’，‘天下’因此成为‘以文化之’的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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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人和万物共同的家园。”⑦可见，在“天下”理论下，人类沟通共同体更多地注重于与文化相关

的内容的沟通，且在人类沟通过程中可以有选择性地去选取沟通内容。这种选择可以以“求同存异”来总结。

所谓“求同”：莱布尼兹“逻辑地”推想上帝的世界标准是万物的共可能性。⑧由此不难看出，无论你是

处于地球的哪一端，也无论你处于经济水平的哪一个层次，只要你属于人类群体，那么就肯定有一致之处。

如当代全球一体化的时代，整个世界存在共同的沟通主题，即希望通过沟通去实现的共同目标，如经济

的发展、环境的保护、国家的主权等问题，都是各个国家均存在的共同问题，将这些作为沟通的内容就

可以促进各国加入人类沟通共同体。其次，我们再来看“存异”。《左传·昭公二十年》中有：“若以水济水，

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在沟通过程中正是因为存在不同之处，才有了

沟通的意义，否则所有国家呈现沟通内容的方式以及呈现的沟通内容均别无二致的话，也就不存在沟通

的必要了。

3. 共生性传播，有效的沟通方式。葛兆光说 ：“人们生活在许多自然的村落中，一些自然的村落围绕

着一个叫强大的‘城’形成共同体‘邦’，这些自然村落的共同体又属于一个庞大的联盟，村落的共同体

在联盟内和平共处，人们实际上是生活在一个统一体内，这个统一体就是中国当时能够了解的‘天下’。”⑨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葛兆光认为天下是由一个个个体组成群体、再由一个个群体组成的更大的群体，并处

在这样一种不断的累积扩散之中。而在沟通的过程中，想要让沟通没有障碍、顺畅有效，依靠这样的天

下体系形成程序去进行累积式、传递式扩散，才能确保沟通的有效性。原因有二：第一，这种从个体到群体、

从群体直至更大的全人类共同体，其传播方式可以依靠一种熟悉式传播优势，毕竟有共同性的群体在沟

通过程中是更容易实现理解和交流的 ；第二，通过各个交流、层层传递，其沟通的目的和影响的范围会

实现最大化，沟通速度上最具效率，沟通过程会实现最短化。这对于天下体系中的全球范围的沟通共同体，

是最有效、最合适的沟通方式。而在这里又不得不提到一个概念，即贾文山提出的“涵化哲学观”，其指

出“涵 - 演 - 变 - 化构成宇宙中一套完整的、相符相成和循序渐进、不断循环、生生不息的行动链，维

护着宇宙的多元和谐状态，服务于人类和而不同的道德理想”⑩。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任何事物的对立不

是绝对的，是在共生性系统之下不断涵、演、变、化的。中国的“天下”观已经为全人类的有效沟通提

供了“涵”的基础，在此基础之上，再有了人与人、组织与组织及国家与国家之间沟通方式、沟通渠道、

沟通环境等的演变，在这种不断演变之下，最终实现质的飞跃，而实现无障碍的沟通。当然，这里所谓的“无

障碍”是建立在涵化过程不断循环的基础之上的，沟通过程中产生的任何障碍，在其基础上都会被不断

克服和解决。中国的涵化哲学观理论可以说为我们的人类沟通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又一种保障和可能。

二、“中”道智慧：建构人类沟通共同体的必取路径

在以中华“天下”理论论述了人类沟通共同体实现的可能，并坚定了实现人类沟通共同体的信心之后，

紧接着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另一个问题 ：何以实现？这就是一个贯穿于构成中国文化各学派主旨思想之

成分的要素点，即“中”。“中”之思想与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可以说是紧密联系，影响深远。而很好地

理解并发展“中”之思想内涵，可以为我们认识、理解这个世界提供坚实的基础，并最终为实现“人类

命运共同体”提供重要启示。

（一）道家“中”之“道”与人类沟通共同体的内向传播

传播学上通常认为内向传播（intrapersonal  communication）——也称人内传播、内在传播和自我传播，

指的是一个人接受外部信息并在人体内部进行信息处理的活动。⑪任何传播归根究底都是对于人的传播、

对于人的意识的传播，只有经过人的内在信息的接受和处理，传播过程才有其现实的意义。借助陈力丹

先生的话 ：“通过人内传播，人能够在与社会他人的联系上认识自己，改造自己，不断实现自我的发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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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从而使得自己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的需要，处理好各个方面的关系。”⑫由此，内向传播的重要性

可见一斑，而在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中提到重视内向传播，不自觉地就会令人想起老子。正如仝冠军博士

认为 ：“相对于外向的传播，老子更重视内向传播。”⑬而李敬亦指出 ：“老子则重在通过内向传播排除智

识的蒙蔽，认知和把握最高的‘道’。”⑭ 郝明朝在《< 老子 >“中”“和”思想发微》中指出，“道”为老

子衡量“中”“和”的标准。可见，在“中”思想的指导下，要想通过把握老子思想去发展内向传播而更

好地服务于人类沟通共同体的实现，最基础的也是最重要的即准确了解老子的“道”——

1.“守”之道。《道德经》中提及“中”字的只有六处，而其中与我们论题有关的只有一处，即“不

如守中”（第 5 章）之“中”。对于这个唯一的“中”，学界也是众说不一，但论者则更倾向于陈鼓应先生

的解释即：“守中，作‘守冲’解，‘持守虚静’的意思。”⑮在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清楚，即“守”

什么？论者认为，此处“守”的对象指的正是“道”。谢清果指出 ：“老子以‘道’的公正、公平、全面、

周到而实现宇宙间秩序的自然维护，即无为而治。”⑯而只要我们可以守住如此的“道”，那么在内向传播

过程中则可以任尔东南西北风，我自岿然不动。当然这里的岿然不动并不是指死板的不懂变通，而是指

可以有自己的内在符号意义加工标准，不易于被外界干扰因素所左右。可见，“守”之道重在守，即在内

在传播过程中内心有一个“道”的坚持，这个坚持之所以需要守，在于其守之过程十分之不易。

2.“中”之道。守之道在于“中”，在于“虚静”。那么究竟何为“道”呢？陈鼓应先生把“道”的意

义归结为三个方面：一、实存意义的道。二、规律性的道。三、生活准则的道。⑰经过陈鼓应先生的这一总结，

那被老子示意为“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的时有时无、时实时虚、时隐时现的，到一下子从抽象体变成可见之理论呈现于

众人眼前。那么在人类沟通过程中我们需要坚持的道就很好理解了，即“中”之道。在人类沟通过程中，

所有个体需要坚持的“道”关键就在于其“中”。即在沟通中在内心深处设置一个不易改变的，却又不带

偏见又符合科学标准的“道”，根据这样的“虚静”的无所偏见、偏激的“道”去指导内向符号意义解读，

就可以很好地解决由于个体的不同而在内向传播过程中存在的符号意义的扭曲性解读，从而更好地避免

了沟通冲突。可见，人类拥有了“中”之道，是实现人类沟通共同体的最基础的需求。

（二）儒家“中”之“礼”与人类沟通共同体的人际传播

所谓人际传播，通俗一点解释即可理解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库利说，交流在这里的意义，是人的

关系存在和发展的机制。⑱如果说内向传播需要在意的是内在的“道”，那么人际传播需要在意的则更多

的是外向的“礼”。郝明朝在其《< 老子 >“中”“和”思想发微》一文中明确指出“礼”是儒家衡量“中”

与“和”的标准。当然，这里论者并不是想证明“礼”是人际传播需要关注的唯一的因素，而只是想让

大家意识到“礼”在于人际沟通中的重要性。

1. 人际交往符号之“礼”。周礼最初阶段“本是周族在其氏族社会时期形成的一整套的氏族习俗，是

周族的传统的典章、制度、仪节、习俗的总称，具有不成文的习惯法的性质”⑲。到了西周，周礼已经发

展成为了“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的礼制，成为维护奴隶制的工具”⑳。而孔子则表示 ：“周监于二代，

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主张“克己复礼”。由此不难推出，即使后期孔子对于周礼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

其表现形式还是离不开礼节、习俗。正如王涛所说：“‘礼’既是帮助个体克己以修心的一种外在的道德规范，

又是协调人际关系、稳定社会秩序的仪节形式。”�在人际沟通过程中，“礼”更多的是以一种仪式符号形

式存在并发挥作用的。孔子说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这里以现代化为背景，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

当每个个体以“道”强化了自身的内向传播之后，在人际传播过程中则应该以内在之“道”去催发外在

之“礼”，以相应的礼仪去进行沟通和交流。中国作为拥有上下五千年文化积淀的礼仪之邦，每个个体在

沟通交流过程中必须以具有亲和力的、优雅的礼仪去拉近沟通者的关系，尽量使各种外在的礼仪符号可

以为他人所正确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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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度之测量工具之“礼”。孔子具体阐述中庸体现在《论语》这两段记载 ：“子贡曰‘师与商也孰贤 ?’

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 ?’子曰‘过犹不及’。”�可见，在人际沟通过程中要注意一

定的度。这里的度我们认为应该从两方面进行把握 ：一是在“礼”之坚持过程中，把握不住度，就会让

礼变质，经受不住“礼”之特质的比较和度量。正如“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 ? 狂者进取，狷者有

所不为也”�中，“狂”与“狷”是两种相对对立的品质，前者流于激进，而后者则过于畏缩，这两种品

质体现出来的都不是符合“礼”的气质和作风。只有把握好度，才能拥有一种让人感觉到舒适和易于接

受的气质 ；二是在坚持“礼”的过程中需注意灵活有度，以敏感的感官去察觉“礼”的变化，并可以随

时跟进这种变化，将这种变化尽可能地融入到日常生活、工作的沟通交流中。而中庸亦强调“君子而时中”�，

此处之“时中”很精辟地总结了君子在对“礼”之坚持过程中对于变化的把握。此处的“时”包含了时间、

场合、对象等的变化，在不同的情境下人们所坚持的“礼”应该有所变化，而所有的变化都是为了更好

地服务于沟通和交流。

（三）佛家之“观中”与人类沟通共同体的大众传播

大众传播“是指职业传播者和传播机构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如报纸、书刊、广播、电视、电影等）

向大众提供信息、知识、观念、娱乐等的过程。”�这里我们先不论此概念本质内容，仅从句子本身去看

一下其涉及的因素，可以发现其包含的内容十分繁杂 ：其包含的独立性名词就有职业传播者、传播机构、

传播媒介、报纸、书刊、广播、电视等共 13 个，而这些独立性名词在大众传播的主线中又都具有相应的

联系及相互影响。大众传播得以实现，离不开这些对象的相互勾连 ；而机构和媒介的意义的实现，也离

不开大众传播 ；信息、知识、观念、娱乐等通过大众媒介，经过传播者和传播机构把关到达受众，才实

现了其自身的意义等。列举这些都是为了说明大众传播中的一切对象得以因有意义而存在，都在于其以

其他对象为条件，而这种条件关系的存在又是相互的。佛教有一个中观学派，其核心理念即为“空”。而

关于“空”的限定，龙树大师在《中观》的偈颂里阐释为 ：“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

是中道义。”有学者将其进一步细化为三方面的内容，即“因缘起”、“假名”和“中道”。�而正是“中观”

核心概念之“空”的这三方面内容，对于人际传播具有强大的指导作用。

1.“因缘起”之大众传播主体多样性。“因缘起”的意义在于其认为世间万物都是相互联系的，都是

处于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过程之中。大众传播的传播主体，尤其是新媒体发展迅猛的今天，更是体现出

纷繁复杂的多样性。传播主体的多样性从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把关人”的多样性。而随着

把关人理论的发展，现今对于把关人的研究则比较侧重于谁在把关。在新媒体崛起的当代，每个人均可

以通过一个手机或一个电脑将自己想要传递的内容和想要表达的观点向大众进行传播。可见这种把关人

已经从原来的媒介组织或媒介组织中的个人发展成为了原子化分散的大众个体。在这种传播主体多样化

以及网络匿名性便利的今天，除了传统的把关人制度，现在则需要更多的传播主体个体树立起把关意识。

而这种传播主体个体的把关可以从两个层面上进行把握 ：第一，美国心理学家、传播学奠基人库尔特·卢

因基本上从人自身的心理因素来进行分析，将其影响因素归结为人的认知结构和动机，而这种动机则包

含了选择的价值判断、需求和要克服的干扰或障碍。这是传播主体个体自身的因素对自身把关行为的影响；

第二则是各个传播主体个体之间的相互影响，或是国家、社会、文化层面的相关政策或变化对于传播主

体把关者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均会对于每个个体自身的把关标准进行不断的冲击、调整和再固化。而这

种固化只是相对的，因为这种影响是处于时刻变化和循环的过程之中的，“因缘起”则没有固化。在人类

沟通过程中，我们均应该更多地关注这种影响传播把关人的把关意识和标准的形成过程，从而为人类沟

通共同体的形成培养出强理性、高素养、大范围的把关者群体。

2.“假名”之大众传播内容 N 级传播。“所谓‘假名’（PrajfiaptiP），是指凭藉或依靠名言概念而设施

的意思。说‘空是假名’，意思是说‘空’是基于人们对事物存在形态的认识，并透过言语设施而表现出来，

·学术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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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语言或意识层面上的东西，并非实在。”�众所周知，人类在沟通过程中是靠符号传递信息的，这些符

号所承载的传播者的意义正如“假名”之“空”，这里的“空”并不是指没有意义，正相反，其所承载的

意义正因为是意识层面的东西，并非实在而不具备固定性，因此会在传播的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而被解

读为各种不同的意义。而这种解读的意义变异更是会由于传播层级的变化出现更多与传播者意义不同的

解读。在大众传播过程中，由于符号传递的对象的广泛性，使得其在传播过程中的传递过程会呈现非常

明显的多层级传递，那么这种符号意义解读的把控更是会不由传播者意图所掌握。如何去控制这种情况？

根据拉扎斯菲尔德的《人民的选择》中所提出的二级传播理论，我们可以将大众传播的“传播”分析为

由传播者到达意见领袖、再由意见领袖到达受众，最后再由受众反馈给传播者的过程。而这个理论后来

又在很多学者的共同研究下发展成为了 N 级传播，即中间环节可以更多层。在促成人类沟通共同体形成

的过程中，要尽量保持传递符号意义的正确解读，而避免由于有意或无意的歪曲意义使得传播主客体之

间产生误会，并由此产生不必要的矛盾或冲突。而在借鉴了“假名”的分析后，我们至少可以从三个方

面进行预防和改善 ：第一，作为传播主体，无论是传播组织亦或是传播个体，都应该努力提高自身的传

播素养，尽量借助可以清晰承载传播者意义的符号进行传播，在源头上尽可能降低符号意义被歪解的可能；

第二，对于传播主体行为需要从法律规制、行业规范、社会舆论等方面予以严格要求和限制，只有这样，

才能在人人都是传播者的新媒体时代，更好地规范传播主体的传播行为 ；第三，应重视意见领袖的作用，

必要时加以有意的培养。既然传播的符号均为意识层面的“假名”，尤其是涉及到跨文化传播时，很多受

众囿于自身知识面的不足或是文化、价值观的差异而出现解读能力不足的问题。此时，我们就需要意见

领袖的解读和引导，促进与主流舆论的同频共振。

“中道”之大众传播立场需谨慎。龙树的“中道”具有“超越”的意思。这里的“超越”主要针对的

是单方面执着于“空”或“有”，为防止既执着于“空”又执着于“有”，龙树故此强调对二者的超越，

超越两边即是“中道”。我们借鉴这种观点，作为观察和处理问题的根本原则。�由于“中道”体现了一

种避免主观偏向的哲学内涵，在人类沟通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中，在全球跨文化传播背景下，大众传播更

应该借鉴此观点。即在人类沟通传播过程中，需要将传授双方很好地进行结合，而不能有所偏颇或忽视。

古人以哲学命题告诉我们，只要是有利于人类沟通共同体的形成，有助于全人类和谐共赢，且不具有原

则性意识形态等方面曲解的解读，都是可以接受的。

三、“天下一家”：建构人类沟通共同体的终极价值

人类沟通共同体形成的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呢？或者说，人类沟通共同体想要达到的效果是什么呢？

分析了这个问题之后，对于人类沟通共同体的概念内涵会有一个更好的理解。论者认为，人类沟通共同

体的众望之的即在“一”。如儒家主张“天下大同”（《礼记·礼运》），道家主张“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

我为一”（《齐物论》），而佛家则讲究“若世界实有，即是一合相”（《金刚经·一合理相分》）。可以看到

儒释道三家均给予了“一”崇高的地位。但需要注意的是，追求“一”却并不是追求完全相同，中国人

一直强调“和而不同”，即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形成相应的平衡和协调，在平衡和协调中有序发展即为最

好选择。

（一）人类沟通共同体之“大同”

1. 大同思想源流。关于大同思想，最早是由儒家提出，如《礼记·礼运》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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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是故谋闭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样的理想社会又怎能不令人神往？中国

·学术园地·构建人类沟通共同体的理论依据、可能路径及其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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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上亦有很多人对此表达了深切的期望，如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指出 ：“当太平之世，人性既善，

才明过人，惟相与鼓舞踊跃于仁智之事 ；新法日出，公施日多，仁心日厚，知识日莹，全世界人共至于

仁寿极乐善慧无边之境而已，非乱世之人所能测已。”�而孙中山先生更是以大同世界表达了其最高的政

治理想。1912 年 10 月，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中指出：“社会主义之上乘”是“共产主义”，“社

会主义之国家”最终将进入它的高级阶段“大同世界”。�而毛泽东也深深被“大同”理想所吸引，他在

致老师黎锦熙的信中憧憬到 ：“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

波。”�可见，从古至今，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是将世界看成一个整体的，对大同世界的期待也已经深深

融入了中国人的气质。那么现代世界接受中国这样的“大同”源流吗？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指

出 ：“全球化首先是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意识，世界所有国家和民族已经被纳入了一个休戚与共、相互依存

的‘风险共同体’。”�可见，在“风险”之下，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早就已经成为了休戚与共的一个

整体。为了生存和发展，各国均需要去了解这个新的世界，去接受这个新的世界，去更好地维护这个新

世界。无论是精神层面的向往，亦或是现实层面的需要，“大同”世界均是大势所趋。

2. 人类沟通共同体之大同。一些学者之所以对大同世界抱有怀疑的原因，在于其考虑到了国家的区隔、

民族的抵触以及政治的障碍。但当我们在促成人类沟通共同体的大同世界时，则并不存在这方面的障碍。

究其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第一，“沟通”不应被地缘因素所阻隔。这里我们不禁想到一个概念，即“文

明”。在汤因比看来，文明形态具有三个侧面 ：政治、经济、文化。其中文化是文明的精髓，而政治、经

济则是次要的成分。�正如我们上文所说，沟通内容并不是干涉别国内政，而是在于各国共同的发展目标。

而属于全人类的文化，则可以说是沟通的首要内容。在我们做好文化的沟通的基础之上，再去实现政治、

经济的合作交流就将如鱼得水，并且水到渠成。汤因比还说过 ：“不管怎样，我们已经看到，人类的选择

实际上只有两个 ：要么共有一个世界，要么毁灭。”�世界是一个整体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全球文明

的前进脚步从未曾停止。而在当今这个科技飞速发展，地球村越来越小的环境之下，这种整体意识更是

被全球各国人民所接受。没有任何国家或个人是可以脱离其他国家或人群而发展的。这样的思想至少为

人类沟通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极好的思想基础；第二，促成人类沟通共同体的形成，其目的不是区分优劣、

进行竞争，而是为了更好地便利于各国、各民族即各政治体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减少误解和敌意，从而

更好地服务于“和平”与“发展”这两个主题。当然，沟通共同体的发展与形成不可能一帆风顺，需要

全球人民共同努力、合作才有可能实现。这正如汤因比在“挑战—应战”理论中所解释的文明形态的起源、

生长、衰落和解体。�同样，人类沟通共同体的形成也可借鉴这一模式。只要我们在合作交流过程中，根

据挑战而不断赋予人类沟通共同体这一概念以更具新意和活力的内涵，就可以在所谓“挑战 - 应战”的

不断循环过程中，不断构建和完善人类沟通共同体。

（二）人类沟通共同体之“一合相”

《金刚经·一合理相分》中提到 ：“若世界实有，即是一合相。”我们可以理解为，世界存在的真实情

况就是万物都是“众缘和合”的“一合相”。�十年前，台北曾举办了主题为“和谐世界，众缘和合”的“第

二届世界佛教论坛”，此论坛在宣言中提到的“求同存异”“平等互谅”“增进希望”“勇担责任”“共克时艰”“转

危为安”等等理念，都是对这一主题的进一步诠释。�

人类沟通共同体需要达到的境界，即在交流沟通过程中摒弃偏见，以平等心态去看待沟通相关体。这

其中，大到国家沟通相关体，小到个人沟通相关体，在沟通的过程中都需要意识到自己是沟通环节的一

个部分，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每一个部分的相互配合，这样才能最终达到“和谐世界，众缘和合”

的境界。

（三）人类沟通共同体之“天人合一”

“中国的‘和’文化源远流长，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

·学术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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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可见，中国传统的“和”文化内涵丰富。不难看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是国

际观、社会观和道德观的基础。袁靖华曾指出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中国‘和’文化的现代传

承与激活。”�由此不难看出，人类沟通共同体可以通过促进“和”而更好地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

而此处的“和”，我们需要明确其为一个动态的过程，应该理解为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进行合理调

整和适应的生态系统。“天人合一”为实现人类沟通共同体，并为最终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坚

实的沟通和交流平台。

四、结语

传播学亚洲中心学派倡导者三池贤孝曾尖锐地指出 ：“我们从未在亚洲语境中透彻地思考过传播的意

义。”�而中国传统文化却为今人留下了太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理论养料。无论是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是传播学本土化，我们都首先需要构建人类沟通共同体。只有在此基础之上，

才可以更好地理解并积极参与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来。与此同时，传播学本土化的研究也可

以在对西方传播学理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前提下，更好地发展、丰富既适用全球语境、又具有中国

本土特色的传播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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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A Community of Shared Communication ： Theoretical Basis， Path Options 
and Value Orientation

Xie Qingguo，Xu Ying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propos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attracted worldwide attention. This idea is first and foremost rooted in 
the broad and profoun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can 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a community 
of shared communication". Therefore， this paper selects "the World"，"Middle Way" and "One" 
which are among the core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wisdom to explore the systematic 
discussion of the possible formation，development path and people's expectation rooted in ethos of 
Chinese culture. Specifically，the concept of "the World"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human 
communication community in the subject and the object， the communication content and the 
mode of communication， and points out the possibility of integrating the world. The "Middle Way" 
wisdom offers ways and methods for building the communication community， and then analyzes 
the inspiration from the Confucianism， Taoism and Buddhism on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shared 
communication in the aspects of intrapersonal communicatio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mass communication. The theory of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provides the value principle 
and ultimate aim for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communication，hence looks into the nirvana that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communication tries to achieve.

Keywords ：community of shared communication，the World， Middle Way， On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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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学者谢清果简介 从 2018 年 5 月开始，《传媒观察》全新改版了。

《传媒观察》创办于 1984 年，初名《新闻通讯》。2003 年改为现刊名并实施改版以来，一直以“关

注新闻前沿、追踪新闻发展、透视新闻热点”为办刊宗旨，富有前瞻性、创新性、针对性，翌年便

入选北大图书馆全国新闻核心期刊，并被国家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评为新闻

传播权威期刊和核心期刊。近年来，又先后获评江苏省双十佳期刊、江苏省十强社科期刊、华东地

区优秀期刊、首届和第二届江苏省新闻出版政府奖“期刊奖”（提名奖）等，成为新闻战线的一个重

要学术交流阵地。

在当前的新媒体传播格局中，新闻战线和传播学界如何重新认识、把握信息传播规律，如何以

媒体的深度融合引导正确舆论方向，成为必须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针

对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江苏是期刊大省，也是新闻大省，为系统地宣传好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思想，深入学习和贯彻总书记有关新闻舆论工作的系列讲话精神，近期，

新华报业传媒集团对《传媒观察》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在新的历史时期，《传媒观察》编辑

部将通过全新改版，优化作者结构，提升论文质量，创建理论高地，在更高的层面上，打造一本更

具影响力的新闻传播学名刊，以媒体融合实践丰富理论研究成果，以前沿理论创见助推业界转型发展。

《传媒观察》此次改版，将进一步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决策、重要传播学现象，进行定性定量有机

结合的分析方式，加强特色栏目的建设，更为关注业界富有启示意义的创新案例，更为注重学界富

有前瞻性的理论成果，在此基础上，逐步建构起本刊鲜明的学术品格和期刊风格，为学、业之间搭

建起一个畅通的互动、互学、互鉴的交流平台。

全新改版后的《传媒观察》，邀请了多位国内权威专家、知名学者组成高规格的编辑委员会，并

对稿件实行双向匿名审稿制度。

为确保论文质量和学术水平，本刊今后选稿篇幅，以 7000—15000 字为宜。来稿请参照目前学

术期刊的规范格式提供，引文注释则以国家标准《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为准。

作者请勿一稿多投。

本刊唯一投稿邮箱：cmgc@xhby.net

引论》《华夏文明与舆论学中国化研究》《光荣与梦想：传播学中国化研究四十年（1978-2018）》

等有特色的成果。

2. 推动中华文化经典与传播学的对话与融合工程，将《中庸》《论语》《庄子》《墨子》等元典，

与《对空言说》《传播的历史》等西方传播学经典进行学术对话，努力阐发中华元典的传播学智慧，

从而为建构传播学“中华学派”奠定扎实的学术基础。已经出版《中庸的传播思想》，即将出版《论

语的传播思想》《庄子的传播思想》《周易的传播思想》等系列丛书。

3. 提出建设“华夏文明传播研究”新的研究领域，希望系统梳理华夏文明的传播特质，以

推进中西文明和谐交流，提供“中国方案”，并阐述了作为传播观念的“中国”，提出了华夏传

播观的特质在“共生传播”。目前正带领团队进行深入研究，已撰写了《中华文明传播的世界意义》

《共生交往观的阐扬：作为传播观念的“中国”》等系列论文，主编《华夏文明传播研究文库》。

4. 提出“老子传播学”研究新领域，努力在老学与传播学的交叉学科方向有所成就。主持

福建省精品线上课程和厦门大学核心通识课程——《道德经》，已出版《和老子学传播——老子

的沟通智慧》《和老子学管理——老子的组织传播智慧》 《和老子学养生——老子的健康传播智

慧》《大道上的老子—— 〈道德经〉与大众传播学》《生活中的老子—— 〈道德经〉与人际沟通》

等系列作品，即将出版《道德经大众读本》《和老子一起思考》等作品。

5. 拓展海峡传播研究新方向，提出建构“对台宣传学”的构想，深化了“两岸传媒共同市

场研究”，系统阐述了“建构两岸传媒特区”的构想。已带领团队系列研究了台湾新闻观念的变迁，

出版了《两岸关系与新闻宣传研究》《台湾新闻观念变迁与两岸传媒交流前瞻》《新媒体与两岸

关系》等著作，主编《两岸关系与海峡传播研究文库》。

谢清果，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华夏

传播研究会会长，厦门大学传播研究所所长，哲学博士，历史

学博士后（传播史方向），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夏洛特分校传

播学系访问学者，福建省高校新世纪优秀人才。《中华文化与

传播研究》《华夏传播研究》主编，主要从事华夏传播研究、

海峡传播研究、科技传播研究。学术研究主要贡献与特色：

1. 拓展华夏传播研究新境界，提出建构“华夏传播学”的

学术研究目标，在建构理论体系方面有所建树，在学科建设方

面有所进展，已形成本、硕、博三个层次的教材和教辅建设体系。

主持学校核心通识课程《华夏文明传播》，先后编撰出版了《华

夏传播学读本》《华夏文明与传播学本土化研究》《华夏传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