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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主题 74 “零和”还是“和合”（@浙江宣传 2024.11.2）

热点背景
要形容当下世界时局，一句“乱云飞渡仍从容”或可概略一二。那边，俄乌冲突仍不知何去何从，巴
以冲突外溢扩散，“零和”博弈持续上演；这边，金砖国家通过《喀山宣言》，呼吁“在互利合作的基
础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博会时间即将开启，各国翘首以待，“和合”理念深入人心。

出题方向 “零和”还是“和合”？

应用领域 国际交往、和平

问题/表现
是坚持“零和”对抗还是“和合”共赢？今天，2024 和合文化全球论坛将在浙江台州举办，借此，我们
来聊一聊这道关乎各国利益、人类命运的“选择题”。

□问题分析
☑意义分析
□原因分析

作为灿烂的中华传统文化“珠链”上尤为亮眼的一环，和合文化深刻影响了从个体交往到文明交流的
方方面面：
——①予个体以“平和友好”。所谓“人心和善”，“和”谓之包容心，“善”则指善意与爱意。当人们常怀
和善之心，在与他人的交往中便能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这份不欺人不欺己、心向善行向
善的内心秩序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安顿人心，让人于世事变迁中学会自洽、固守安宁。
——②予社会以“和谐安定”。在促进社会和谐上，“和而不同”“德润人心”等观念被广泛应用于社会治
理领域。如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天台的村级民主决策“五步法”、安徽桐城的“新时代六尺巷工作
法”……和合文化生动融入社会治理实践，化解矛盾于“神经末梢”。
——③予文明以“和合共生”。文明是支撑国家发展最深厚的底色。在国家交往层面，我们坚持“一荣
俱荣，一损俱损”的“和合”之道，而非“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零和”之道。“和合”思维强调通过合作
与协商来寻求各方利益的契合点，找到最大公约数，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推崇。

☑问题分析
□意义分析
□原因分析

一些西方国家基于“零和”思维，从骨子里就奉行“成王败寇、弱肉强食、强者必霸”。起底“零和”模
式，我们能从背后看到什么？
——①比如，掠夺收割的发家之路。一些西方国家的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殖民掠夺史，战争、屠
杀、掠夺、奴役成为资本主义早期积累财富的重要手段。如今，为了谋求霸权，部分西方国家仍继
续通过货币霸权、长臂管辖、贸易讹诈、贩卖战争和武器等手段“横行”世界。
——②比如，唯我独尊的价值观念。这表现为对自身文化、制度和价值观的过度自信和盲目推崇，
笃信自己的模式是唯一正确的，总想把自己的立场与观点强加给世界其他国家，丝毫不顾及各国具
体现实、社会背景的不同。
——③比如，非赢即输的竞争哲学。“零和”思维把世界看作一个封闭系统，认为所有的资源、财富、
利益并非无穷无尽，而是有限的。它成立的前提便是默认“人性本恶”，认为别人强大了也会称王称
霸，期望把一切利益都攥在自己手中，追求“赢家通吃，输家完败”。

对策分析
★★★★★

历史大势浩浩荡荡，人类命运休戚相关，所有的过去都在告诉我们：从“零和”走向“和合”是大势所
趋、人心所向，也是人类发展的最终归宿：
——①接受“我们不一样”。万事万物，存在差异是必然的，没有异质的同一、不加区别的同质都不
现实。一种颜色难以描绘斑斓的世界，一个音调难免缺乏合鸣的乐趣。理解并接受每个人生而不同、
每件事当区别对待，是求同存异的基础与前提。
——②坚持“有事好商量”。或许我们该学一学老祖宗传下来的智慧——有事好商量。小到家庭事务，
大到国际交往，即便立场不同、诉求各异，也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在商量的过程中沟通说理、彼
此说服，最终达成互利与共赢，才能真正发乎情，让人心服口服。
——③坚定“一起往前走”。众所周知，矛盾的对立统一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这与和合文化
的内涵相通、相合。和合文化历经时间的冲刷反而历久弥新，正是“两个结合”的生动体现。今天，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国与国之间的竞合也是处在动态的对立统一当中，但在某种特定条件下，差异
可以弥合、共识促成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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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句集锦

◎在浙江工作期间，领导人在《之江新语》专栏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的祖先曾创造了
无与伦比的文化，而‘和合’文化正是这其中的精髓之一。”

◎人非孤岛，总要学会在喧嚣世事中与他人相处。
◎“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和合文化中蕴含了“以和为贵”的朴素观念，讲求发现自身之美、他

人之美，并在相互欣赏中实现美美与共。
◎领导人指出，人类是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

和合文化中所蕴含的责任、奉献、合作等内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相契合。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曾说道：“凡物莫不相异，天地间没有两个彼此完全相同的东西。”小到

生活中，我们经常面临的“甜党还是咸党”“爱要说出口还是藏于心”之争，大到“个人主义还是集体主
义”等文化之别……

◎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各国发展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联系紧密、相互依存。
这需要我们摒弃“零和”逻辑，秉持合作共赢的理念，构建一个更加和平、繁荣的世界。

◎团结协作、齐心合力，才能把人类命运共同体这艘“大船”铸牢，而后抵御风浪、行稳致远。

案例积累 /

小试牛刀

☆要形容当下世界时局，一句“乱云飞渡仍从容”或可概略一二。那边，俄乌冲突仍不知何去何从，
巴以冲突外溢扩散，“零和”博弈持续上演；这边，金砖国家通过《喀山宣言》，呼吁“在互利合作的
基础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博会时间即将开启，各国翘首以待，“和合”理念深入人心。是坚持
“零和”对抗还是“和合”共赢？对此，请谈谈你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