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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习近平总书记最近讲话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色，
这一“突出特色”包括五个方面，即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 考古

学、历史学等相关文物、文献等印证了上述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 “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是相对世界文明

史上的其他文明特征而言的。 对比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与世界文明史上其他国家的文明史特点，可以更好地促进世

界各国“文明共建”，弘扬中华文明的优秀历史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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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２ 日，在中国历史研

究院举行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它们“共同塑造出

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它们分别为中华文明的“连
续性” “创新性” “统一性” “包容性” 与 “和平

性” ［１］ 。 “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是相对世界其

他文明而言的。 “文明”一词，恩格斯在《家庭、私有

制与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指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

概括。” ［２］因此，“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就是“中
国”的“突出特性”。

一、从世界文明史视域探讨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中华文明相对世界其他古代文明而言，其最突

出的特性就是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即我们通常所

说的“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这是世界其他所

有古代“文明”都不具备的，是中华文明所特有的

“突出特点”。 如世界主要古代文明中的两河流域

文明、尼罗河古埃及文明、印度文明以及玛雅文明与

印加文明，他们均为“断裂文明”。 如目前西方世界

所说的“西方文明”来自希腊文明与罗马文明，其源

头是西亚两河流域文明与北非尼罗河古埃及文明。
其中古埃及早在公元前 ５２５ 年成为波斯帝国一个行

省，此后一千多年间相继被希腊、罗马征服，公元

６４０ 年之后被阿拉伯人征服，从此成为阿拉伯帝国

一个行省，阿拉伯文化成为当地主导文化。 公元

４７６ 年西罗马帝国被日耳曼人灭亡，这也宣告西方

以希腊、罗马为代表的“古典时代”结束，形成世界

史上的“罗马之后再无罗马”。 古印度文明由于雅

利安人入侵而走向衰亡，其后又被伊斯兰文明取代

了其原生文明。 波斯文明是在西亚两河流域文明与

南亚次大陆印度文明之下形成的文明，为 ６ 世纪的

伊斯兰文明所推翻。 除了中华文明之外，两河流域

文明、古埃及文明、南亚次大陆印度文明均被公元 ６
世纪的伊斯兰文明所取代。 关于美洲的玛雅文明与

印加文明，因 １５ 世纪至 １６ 世纪初为西方称誉的“大
上海时代”或“地理大发现”，而最终消亡。 因此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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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的中华文明成为世界文明史上唯一“五千多年

不断裂文明”，这也就形成中华文明所具有的突出

“连续性”。
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的突出“连续性”体现在

“文明”构成主要因素的“国家” “国民”与“国土”
上，从“古国”到“王国”，再至当代，缔造中华文明之

“国民”一代又一代在这片五千多年不变的“国土”
上生生不息。

中华文明的“国家”历史呈现“不断裂”的“连续

性”。 从《史记》至《明史》与上古历史文献等记载，
还有相关考古发现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简牍、封泥

等文献，以及更为重要的五千多年来的中华文明主

要“都城”等遗址的“物化载体”的考古发现，佐证了

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史。 至于缔造这一“文
明”的“国民”则均为“炎黄子孙”。

中华文明的“国民”一脉相承则反映在考古学

揭示的中国历史有着“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

史”“五千多年文明史”。 而对于这些历史的主人研

究证实，“中国旧石器文化在整个更新世于华夏的

腹地表现为连续、稳定的发展与演化，从未发生过明

显的类型和技术的飞跃、中断和替代。 这对中国古

人类连续演化、中国现代人类本土起源的理论提供

了考古学和文化上的支持” ［３］ 。

二、从世界文明史视域探讨中华文明
“创新性”及其“连续性”关系

　 　 中华文明在世界古代文明发展史中之所以能够

形成五千多年文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重要原因

之一是中华文明所具有的突出“创新性”。 从社会

历史发展的哲学层面来讲，社会发展就是对其以前

社会历史的“不合理”部分的“否定”，而“否定”不

适应社会发展的事务及“阻力”，探索出新的历史前

进动力，这就是“创新”。 这里所说的中华文明“创
新性”主要包括国家政治文化与物质文化两方面，
就“国家”而言，其政治文化尤为重要，而将其置于

世界文明发展史上进行比较，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华

文明“创新性”的突出特点及“与众不同”之处。
考古学研究的中华文明“创新性”内容的“政治

文化”物化载体中，以“都城”最为重要，因为都城是

国家的“政治与文化之标征” ［４］ 。 如都城选址的

“择中建都”，从五帝时代、夏商周、秦汉魏晋、唐宋

元明清历代国家都城均遵守这一原则。 《史记》记

载，黄帝定都的“有熊国”，据相关历史文献分析，应

位于今河南新郑①。
２０ 世纪末，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考古发现距今

４３００—４１００ 年的城址，城址长 １８００ 米，宽 １５００ 米左

右，总面积近 ２８０ 万平方米，这是同一时期中原地区

已经发现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都邑城址，根据其位

置、规模和考古发现遗迹与遗物等资料，陶寺城址很

可能就是文献中记载的“尧都平阳”②。 根据出土

战国时代竹简《清华简·保训篇》记载，虞舜都城在

“鬲茅 ”， 即 文 献 记 载 的 “ 历 山 ”， 即 今 河 南 濮

阳［５］１４３。 商汤六世祖上甲微为大禹寻找夏王国建

都之地于“嵩山” ［５］１４２－１４３。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在
“大嵩山地区”考古发现了登封王城岗城址③、新密

新砦城址［６］ 、二里头城址④等，夏代早中晚期都城

遗址，以及商代的郑州商城遗址［７］ 、偃师商城［８］及

安阳的洹北商城⑤、殷墟等城址⑥。 关于商代都邑

居中而建，《诗·商颂·殷武》记载：“商邑翼翼，四
方之极。”郑玄《笺》：“极，中也。” “乃四方之中正

也。”林义光《通解》：“商邑，亳也，居九州之正中，故
曰四方之极。” ［９］

武王灭商后不久去世，文献记载：“周公辅政，
四年建侯伟，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

成王。” ［１０］ １９６３ 年，陕西宝鸡发现的西周早期青铜

器“何尊”铭文“宅兹中或（国）”与周公“营成周”成
为“中国”（西周都城）于“天下之中”的历史文献记

载相符合，形成出土文物与文献的双重互补［１１］ 。
至于周公建都洛邑的原因，文献记载：“当周公之摄

政，既以洛水之地居天下之中，四方诸侯之朝觐、贡
赋道理为均，故建以为都，以居九鼎而朝诸侯于此

矣。 当其营洛也，召公先至于洛而卜之，既得吉卜，
则经营以攻其位。” ［１２］ 西周王朝，确认并实践了国

家都城选址于“土中” ［１３］ 。
自秦汉至唐宋，大一统王朝的都城基本在黄河

流域中游的“大中原”之长安、洛阳与开封东西一

线，继承、发展了夏商以来的“择中建都”原则，中华

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的 ４２００ 年的政治中心就在这

里，这也佐证了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与
“魂” ［１４］ 。 金朝徙都燕京，在金人看来，“燕京乃天

地之中”，因此当时国家最高统治者认为定都于燕

京是“以应天之地之中”的传统中华政治文化的“择
中建都”⑦。 金中都的都城选址，开启了中国古代元

朝与明、清两朝中华文化政治上定都北京之先河。
故金朝在燕京的都城名为“中都”，元朝时“中都”更
名为“大都”。

都城创新性从“择中建都”，到“择中建宫”、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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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之“择中建殿”，及都城城门“一门三道”至“一门

五道”、城内道路“一道三涂”等中得以体现。 这里

“三道” “五道” 与 “三涂”，“三” 与 “五” 均为 “奇

数”，这正是为了突出其“中”的理念。 这里门道与

道路的“分枝”数字均为“奇数”，而“奇数”数字越

大，凸显“奇数”的物化载体越“重要”，如中国人视

域中的“天”与“地”的奇数分别为“九”与“五”，古
人称谓天地乃“九五”之尊，“地”的“人格化”就是

“国王”与“皇帝”，其数字的标征是“五”，当然在

“礼器”的使用上，有时也使用“九”，如“九鼎”的礼

器使用只能限于“帝王”。 上述都城城门门道由一

条“门道”发展为“一门三道”至“一门五道”，与都

城之道路“一道三涂”这些“创新性”门道、道路形

制、数量变化及都城选址“择中”理念等，无疑显示

了“国家”至上理念的强化。 而这些都城及其城门、
道路规制变化，在世界文明史上其他古代文明都城

同类建筑中所未见，这也成为中华文明的政治方面

“突出特性”的“物化载体”表现之一。
至于东西方古代文明对比研究中，中华文明从

夏商周“三代”的“血缘政治”的“五服制”国家空间

管理，到秦汉至明清时期的“郡县制”的“地缘政治”
的国家管理体制，无疑是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

“中华文明”贡献，而且这一地缘政治的国家空间行

政管理模式，一直影响当今世界许多国家。
中华文明的“文官政治”在考古中已多有反映，

而“文明” （即国家）的“文官政治”无疑是“中华文

明”突出特性中至关重要的方面，因为它是标征中

华文明“和平性”的政治基础，也是中华汉唐文明对

于世界文明的重要贡献。 如在“二十四史”关于职

官的记载中，丞相在“将军”之前、之上。 在考古发

现中，唐代及其以后古代帝王陵墓（从唐玄宗泰陵

开始）之前神道石像生中的“文官”与“将军”的分布

位 置［１５］２１６－２２６， 以 及 宋 陵、 明 孝 陵、 明 十 三

陵［１６］２２６－２７３的石像生文官与武将排列位置均为文

官居东、武将位西，其中“东”为“上”，“西”为“下”，
这昭示文官较武将的“地位”高。 在古代帝王陵墓

的皇帝陵陪葬墓中，文官陪葬墓也是距离帝陵最近

的，如汉高祖长陵最近的陪葬墓是丞相萧何与韩信

的墓［１７］ 。 在唐太宗李世民昭陵的数以百计的陪葬

墓之中，魏征墓是距昭陵最近的陪葬墓，而其他武将

之墓距唐太宗李世民陵墓则较远［１５］２２０。 帝陵陪葬

墓的远近也折射出了他们生前在皇帝面前的地位高

低。 这些应该是中华文明的“文官政治”的考古学

物证。

与秦汉文明或汉唐文明时代相近的是古罗马文

明。 古罗马是战争立国，把战火从欧洲烧到北非、西
亚，因此历史学家指出“罗马之后无罗马”，而“中华

之后还是中华”。 诚如潘岳指出的，“在‘文治’方

面，中华文明领先于整个古代世界。 即便认为‘罗
马自治’更优越的芬纳，也不得不承认‘汉帝国不同

于它前后的其他国家与帝国，特别是罗马，它蔑视军

事荣耀。 它是一个衷心地反对军国主义的帝国。 它

的特点在于“教化”，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文”。 这

种宗教上的宽容（也许只是漠不关心）以及对文明

教化的倡导构成了帝国的光荣理想’” ［１８］ 。

三、从世界文明史视域探讨中华文明
突出特性的“统一性”

　 　 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的重要保证是其文明

的“统一性”政治哲学理念，即“家国同构”与“国家

认同”，其“物化表现”是“人文始祖”崇拜与“帝王

庙”设置。
在世界文明史中的“世界古代文明”是西亚两

河流域古文明、北非尼罗河流域埃及古文明、印度河

与恒河流域南亚次大陆印度古文明和东亚中华文明

的四大文明。 “古典文明时代”的古希腊文明，被称

为现代西方文明的源头，然而古希腊文明并不是原

生文明，而是源自西亚两河流域文明与古埃及文明

的混合“文明”。 其后古希腊文明在公元前 ８００ 年

进入城邦时代，“荷马史诗”记载希腊半岛上有着九

十九个“小国寡民”的“国家”。 其后马其顿结束希

腊城邦时代，而亚历山大征服希腊，古希腊文明在亚

历山大之后被罗马征服，成为罗马帝国一部分。 波

斯文明是在西亚两河流域文明与古埃及文明、古印

度文明基础之上形成的。 上述两河流域古文明、埃
及古文明与印度古文明，其“文明史” 之所以 “断

裂”，就是因为其文明的“统一性”缺失。 与中华文

明比较，这些文明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后继者及其

“族属”没有一个“共同的‘祖先’”，这与具有共同

“人文始祖”黄帝的中华文明是完全不同的。 作为

一个有着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历史统一的多民族国

家而言，具有这样的突出特性，这在世界文明史上是

独一无二的。
在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发展史上，所有不

同时期的“统一”国家政体，均认同“黄帝”为中华民

族的“祖先”，这一政体才具有历史的“合法性”，因
此也才能进入国家“宗庙”———“帝王庙”，这是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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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历史文化传

统，成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这也是中华文明

历史生命力的重要保证。
“帝王庙”确保了国家“统一性”的至高无上，而

“人文始祖”黄帝的“家国同构”与“国家认同”，使
两千多年前提出的这一体现“大一统”的哲学理念，
成为中华文明永续发展的“金科玉律”。

中华文明是中华大地上众多民族的共同“文

明”，他们有着“统一”的祖先———黄帝，有着“统一”
的“国家”，因此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不论是中华

民族中哪个民族成为中华文明的国家管理者，他们

在认同黄帝是中华民族共同“人文始祖”的同时，也
是将“统一性”视为国家、国民必须遵守的第一政治

文化原则。
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统一性”还体现在不同

民族建立的不同王朝名称“核心”的历史延续性，及
其折射出的政治文化的“统一性”与“传承性”。 南

北朝时期一些少数民族建立的区域性政体，如鲜卑

人在洛阳建立的“北魏”王朝，西南地区“巴人”李雄

建立的“成汉”，匈奴人刘渊建立的“前赵”，羯人石

勒建立的“后赵”，鲜卑人慕容皝建立的“前燕”，氐
人杨茂搜建立的“仇池”，鲜卑人拓跋猉卢建立的

“代”，氐人苻洪建立的“前秦”，鲜卑人慕容冲建立

的“西燕”，丁零人翟辽建立的“翟魏”，羌人姚苌建

立的“后秦”，匈奴人赫连勃勃建立的“夏”，氐人杨

定建立的“后仇池”等。 历史上十六国时期少数族

群所建立的地方政权，其王朝之名“汉” “魏” “齐”
“周”“赵”“燕”“前秦” “夏”等，大都是战国时代曾

经使用过的“王朝”旧名，它们反映了这些少数族群

政治家对中华文明历史的“认同”，而这也是其政治

上维护“统一性”与“正统性”的反映。 世界文明史

上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中，没有其他类似现象。 因

此，著名英国学者汤因比认为：“就中国人来说，几
千年来，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
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 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
化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 ［１９］

四、从世界文明史视域探讨中华文明
突出特性的“包容性”

　 　 从“世界文明史”来看，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具
有的“突出特性”主要反映在多民族、多宗教与国际

活动等方面。
世界文明史中，以希腊、罗马古代文明为代表的

“西方文明”，均属于城邦国家，多为单一民族，因此

国家之内的民族问题并不突出。 而作为多民族文明

组成的中华文明，其特性中的“包容性”在民族问题

上则显得十分突出与重要。 根据近年来中国分子生

物学研究成果显示，“有着共同的文化和语言的汉

族，人口超过了十一亿六千万（２０００ 年人口统计），
无疑是全世界最大的民族” ［２０］ 。 复旦大学金力院

士、李辉教授根据近年来考古学、分子人类学的研究

指出：“在距今 ５０００—６０００ 年，华夏族从汉藏语系群

体中分化出来集居在黄河中上游盆地，这就是汉族

前身。” ［２１］

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史，其大一统时期的

王朝如夏商周、秦汉魏晋与南北朝，隋唐宋辽金元与

明清王朝，既有中原地区汉族人建立的政权，也有少

数民族政治家建立的王朝，如鲜卑人建立的北魏、黑
水女真人建立的金、满族人建立的清等。

汉唐时期，还有不少少数民族官员担任国家要

职。 如西汉时期汉武帝将匈奴休屠王之子任命为

“侍中驸马都尉光禄大夫”，成为自己最信任的官员

之一［２２］ 。 唐朝时，更有来自各地的少数民族及外

国人供职于唐朝中央政府，有的还身居要职，长期留

居长安。 我国边远地区少数民族中，以突厥、吐蕃、
于阗、疏勒、靺鞨和鲜卑的人供职于唐朝中央政府的

较多。 如初唐的史大奈、阿史那社尒、阿史那忠、俾
失十囊、靺鞨酋长之后李多祚、鲜卑人尚可孤。 外国

人在长安为官者，有波斯、天竺、日本、高丽、大食和

西域诸国人，其中以波斯和西域人最多。 波斯国大

酋长阿罗喊，高宗时被封为右屯卫将军、上柱国、金
城郡开国公，侍卫皇宫。 波斯首领穆诺沙，玄宗时被

封为折冲都尉，宿卫京师。 波斯人李元谅（即骆之

光），长期担任皇室宿卫的要职。 他曾与李晟为收

复京师长安、消灭朱泚叛军，立下汗马功劳，被皇帝

任命为尚书左仆射，并在长安赐予宅第。 波斯人后

裔安附国，被封为右戍卫大将军，死于京师，埋葬于

长安。 天竺人迦叶济、罗好心，高丽人泉男生，日本

人阿倍仲麻吕等，都曾在长安供职。 特别是阿倍仲

麻吕，随日本遣唐使团来长安留学，学成后留居长安

５０ 余年，与中国诗人王维、李白等结下了深厚友情，
成为中日文化友好关系史上的佳话［２３］ 。

中国古代历史上，不同王朝的统治者由不同民

族政治家担任，传承“中华不断裂文明”，甚至国家

政府官员也对“外国人”表现出“开放”与“接纳”态
度，这在世界文明史上也属罕见。 它凸显了中华文

明的包容性不只限于本国的各民族的国民，还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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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国家的国民，这更凸显了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

史上的政治“包容性”，而这也正是中华文明的突出

特点。
在人类历史上，宗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西方

文明历史发展中，宗教更是极为重大、极为重要的问

题。 宗教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世界文明史中，
多数“文明”是具有“排他性”的。 西方大多数国家

的宗教只有一个，历史上多宗教并存的国家，中国是

极为罕见的一个，或者说是世界六大文明中唯一的

一个。 中华文明对各种宗教的“包容性”凸显了中

华文明的“有容乃大”的特质。
西汉时期，汉武帝开通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

“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从而使中国走向世

界，世界走进中国。 世界各地的主要宗教相继传入

中国，如琐罗亚斯德教（即祆教、拜火教）、佛教、摩
尼教、景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这些外来宗教以

及中国本土的道教，在中华大地上相互包容，和谐共

存。 反观西方文明史上发生的影响深远、刻骨铭心

的“宗教战争”，那里的“文明”之下的宗教战争与

“西方文明”多么不合拍！
中华文明“包容性”支撑了中华文明的“连续

性”，造就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这也就是中华

文明虽然是多民族共同缔造的，但是中华文明有着

共同的“祖宗”———黄帝。 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人
文始祖”，通过其与世界其他文明不同的“包容性”，
形成了五千多年不断裂的中华文明。

五、从世界文明史视域探讨中华文明
突出特性的“和平性”

　 　 就世界文明史而言，西亚两河流域文明、北非尼

罗河埃及古文明、南亚次大陆印度古文明、中华文明

这四大文明中，“和平性”是中华文明在四大文明中

的最重要“特性”，也是最突出特性。 它主要表现在

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历史中国家管理的“文官

政治”、民族关系的“和亲政策”与“文明互鉴”的

“丝绸之路”及“海上丝绸之路”。
不同“文明”中的国家管理与对外政策，“文官

政治”表现在中华文明的“文官”地位高于“武将”
（或称“将军”），从历史文献职官表中可以清楚地看

到，文武官员排序明显反映出文官在前、武将居后的

特征。 在帝王陵墓石像生（唐玄宗泰陵神道石像生

开始至明清帝陵）的排列位置，文官居“东”，武将列

“西”。 帝王陵墓的陪葬墓中，文官距帝陵近，武将

距帝陵远。 因此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史中，对
外扩展战争几乎很少。 而希腊、罗马文明，在历史发

展中的“盛世”多以对外战争、扩展殖民为其特点。
包括西方文明发展史中的“大航海”与“发现新大

陆”时代，其给世界带来的仅仅是“殖民时代”，它们

与中华文明所带来的丝绸之路完全是两种世界历史

发展结局。 因此西方著名学者布鲁斯·Ｇ·特里格

针对西方学者著作中的“西方文明”指出：“欧裔美

国人很乐意分享这种乐观看法，但是他们不想将此

观点延伸到土著人身上，他们正在攫取这些土著人

的土地。 对于他们而言，土著人是一个例外，由于生

物学上的卑微而无法参加到进步过程中来，这种天

意使得欧洲人不管生活在世界何地都高人一

等。”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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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ｅｌｌｅｎｔ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ｗｈｉｃｈ ｊｏｉｎｔｌｙ ｓｈａｐｅ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ｃｌｕｄｅｓ ｆｉｖ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ｎａｍｅｌ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ｕｎｉｔｙ”，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ｐｅａｃｅ⁃
ｆｕｌｎｅｓｓ”．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ａｒｔｉｆａｃｔｓ ａｎ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 ｈａｖｅ ｐｒｏｖｅｄ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
ｔｉｃｓ ｏｆ ｏｔｈｅｒ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ｔ ｃａｎ ｂｅｔｔｅｒ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ｊｏｉｎ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ｍｏｎｇ ａｌｌ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ａｎｄ ｃａｒｒｙ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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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明史视域下的中华文明“突出特性”阐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