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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编教材

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

在统编高中历史教材中的体现

吕文利，陈华伟

摘要：教材编写是国家事权，集中体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中华文明具有五个突出特性的重要论述，深刻阐释了中华文明的本质特性，是习近

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成为基础教育阶段历史教材编写的指导思想。统编

高中历史教材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编成的，其内容在

“连续性是中华文明存续的基础”“创新性决定了中华民族的进取精神”“统一性是

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包容性促进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平性促进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的形成”五个方面高度契合了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统编高中历史教材之间的指导关系，成为习近平文化思想与

基础教育教材相结合的典范，为基础教育教材建设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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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３年６月２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文化

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华文明

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

和平性。［１］这五个特性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

组成部分，蕴含着深刻的内在逻辑关系，“‘连续

性’和 ‘统一性’完美反映了中华文明的时空

观，‘创新性’揭示了中华文明的内在动力和发

展源泉，‘包容性’彰显多元一体的思想和兼收

并蓄的开放胸怀，‘和平性’体现了 ‘中正平和’

的价值观念”。［２］教材编写是国家事权，集中体现

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张海鹏认为，统编高中历史

教材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以立德树人为目标，以课程标准为依据，

坚持唯物史观，充分反映中华５０００多年的文明

史”［３］，体现出统编高中历史教材的国家属性，

以及更好地服务于 “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的编写目的。徐蓝认为，统编高中历史教材

编入了大量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展示

了 “中华优秀文化和独特文明传承”“呈现出新

的气象”。［４］本文尝试从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

角度对统编高中历史教材进行阐发，以期对培养

学生正确的价值观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一、连续性是中华文明存续的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

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

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

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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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１］中国社会科学

院学部委员邢广程认为，在时空维度上，“中华

文明有它的突出的连续性，从古到今，中华文明

没有中断，将来还要延续下去”。［５］统编高中历史

教材的编写从宏观上把握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指

明中华文明 “源远流长，生生不息”，中华民族

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是连续不断的。《中外历史纲

要》（上）第１课至第１４课的内容建构了 “先秦

中华文明呈现 ‘多元一体’格局，春秋战国形成

‘华夏认同’观念，秦汉建立多民族封建国家，

魏晋南北朝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隋唐、辽宋夏

金、元明清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的历史

脉络。

在 《中外历史纲要》（上）第１课 “中华文

明的起源与早期国家”中，明确提出中华文明具

有 “多元一体”的特点，并以旧石器和新石器文

化遗存作为佐证，配有 “中国旧石器时代重要人

类遗址分布图”“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分布

图”，以直观呈现中华文明的这一特点；课后的

“学习拓展”栏目引用考古学家苏秉琦的论述，

进一步论证了中华文明多源性起源、延续不断的

特点：“相对于世界其他几大历史文化系统而言，

中国文化是自我一系的；中国古代文化又是多源

的；它的发展不是一条线贯彻始终，而是多条线

互有交错的网络系统，但又有主有次。各大文化

区系既相对稳定，又不是封闭的……中国文明之

所以独具特色、丰富多彩、连绵不断，中华民族

之所以能够形成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并在数千

年来始终屹立在世界的东方，都与中国文化的传

统、中国文明的多源性有密切关系。”［６］

苏秉琦认为，全国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考古

遗存可分为六大区域，即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关

中 （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以

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为代表的山东为中心的东

方地区，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

为中心的北方地区，以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为

代表的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地区，以大溪文

化、屈家岭文化为代表的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

中心的西南部地区，以石峡文化为代表的鄱阳湖

—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地区。［７］３０８５这些

数以千计的文化遗址就像群星一样闪烁在天空

中，苏秉琦把它们称为 “满天星斗”，并提出

“满天星斗说”［７］１０６。这一学说科学论证了中华文

明的多源性，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又为中华

文明的连续性奠定了基础。

商乃 “东夷”，周与 “戎狄”有密切的关系，

夏与商互动，商与周互动，春秋战国时期列国既

有交往又有征伐，互动频繁。在第２课 “诸侯纷

争与变法运动”中以这一时期产生的 “华夏认

同”为统摄，曾经被视为 “戎狄”的秦国和被视

为 “蛮夷”的楚国都被列为中国正史上的 “春秋

五霸”，最后由跻身于 “战国七雄”的秦国统一

六国，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

家。秦朝统一后，又征服南越地区，设立南海

郡、象郡；在北方击退匈奴的袭扰，修筑万里长

城以保证边境安全，并在边疆民族治理方面进行

制度创新，设立典客、典属国等官职。汉承秦

制，西汉于公元前６０年设立西域都护府管辖西

域，中央设立 “大鸿胪”管理民族事务，史载

“典属国，秦官，掌蛮夷降者。武帝元狩三年昆

邪王降，复增属国，置都尉、丞、候、千人。属

官，九 译 令。成 帝 河 平 元 年 省 并 大 鸿

胪”。［８］第十九卷（上）７３５统编高中历史教材注重反映边

疆族群与中原政权的互动，增加了大量我国历史

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内容。例如，第９课

“两宋的政治和军事”、第１０课 “辽夏金元的统

治”、第１１课 “辽宋夏金元的经济、社会与文

化”、第１２课 “从明朝建立到清军入关”、第１３

课 “清朝前中期的鼎盛与危机”、第１４课 “明至

清中叶的经济与文化”等，它们在内容上展现了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趋势。第１０课的 “历史

纵横”栏目引用历史资料：“盖岭北、辽阳与甘

肃、四川、云南、湖广之边，唐所谓羁縻之州，

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９］，展现出

元朝边疆治理已经出现与内地一体化的趋势。第

１３课 “疆域的奠定”一目概述了清朝维护国家

统一的历史。清廷在边疆治理方面根据不同地区

的政治文化、风俗习惯和自然禀赋等，形成盟

旗、伯克、噶厦、金瓶掣签等制度，并在各地设

立军府制，统之于中央管理，以最小的治理成本

达成最大的治理效能，奠定了中国疆域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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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空前的 “大一统”，达成了嵌入式互动

格局。①

清代的 “大一统”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具

有重要意义。

清代 “大一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三重维

度的交融是一种整体上嵌入式互动发展的实施路

径，这种互动带来了主体的深刻改变，实现了主

体的良性发展，无论是经济、政治和文化不同领

域之间的嵌入式互动，还是汉、满、蒙、藏、回

等多族群之间的嵌入式互动，都为清代 “大一

统”的实践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天地。［１０］

对于中国近代史，统编高中历史教材是按照

“民族危机不断加深，各族人民多次掀起救亡图

存的高潮”的历史主线来编写的。关于中华民族

意识觉醒的过程，教材重点呈现了以下三次历史

高潮。第一次是甲午中日战争中北洋舰队全军覆

没，台湾人民的反割台斗争，“四万万同胞齐下

泪”，中华民族意识开始觉醒。第二次发生在五

四运动时期，各个阶层参与了这次外争主权的革

命运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五四运动，爆发

于民族危难之际，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

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

大爱国革命运动，是一场中国人民为拯救民族危

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伟大

社会革命运动，是一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

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以磅礴之力

鼓动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志向

和信心。”［１１］第三次发生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

共产党提出并领导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各

民族和各阶层参与抗战。新中国成立后，各民族

真正实现了当家作主的愿望， “在政治、经济、

文化等多方面密切联系，不断融合，形成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一个整体，最终

形成中华民族”。［１２］

二、创新性决定了中华民族的进取精神

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

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

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

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１］中华文明之所以发

展到今天，“正是创新性使中华文明克服一切艰

难险阻，始终历久弥新，具备绵延发展的不绝源

泉”。［１３］统编高中历史教材以丰富的史料证明古

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具有突出的创新性。根据考古

资料发现，龙山文化时代大致相当于五帝后期，

神州大地 “万邦”林立，已经形成早期国家形

态，夏商周三代的国家制度继续完善，西周创立

宗法制和分封制，“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

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

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１４］，早期国家制度的

建立成为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一个显著创新。春

秋战国时期，西周 “天下共主”的政治体系崩

溃，郡县制、官僚制等政治制度出现，这些都是

具有深远影响的制度创新。对于秦朝的建立，统

编高中历史教材以浓重的笔墨阐述了秦始皇从中

央三公九卿制到地方郡县制等一系列政治制度的

革新。秦朝郡县制的全国推行，成为此后历代地

方管理制度的基础，重塑了古代中国的政治制

度。因而有学者认为 “中国历史开始了由以周制

为典型的三代文明向以秦制为典型的统一多民族

中央集权制社会形态转变的过程”［１５］，这一过程

被称为 “周秦之变”。从秦汉到明清，古代中国

都有独特的政治制度创新 （见表１）。

表１　统编高中历史教材中 “周秦之变”以来历朝主要政治制度创新

朝代 中央 地方 边疆管理

西汉 中外朝 郡、国并存 大鸿胪、西域都护府、乌桓校尉

东汉 尚书台 州刺史 —

隋唐 三省六部制 道州县三级制、藩镇 大都护府、都督府、羁縻州

·０８·

① 吕文利提出了 “嵌入式互动格局”理论，认为 “在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中，各种族群、集团、部落、宗教、文化、社会、区

域等形成了嵌入式互动格局。嵌入式互动是以战争、和亲、通婚、贸易、和平、互助等为表达手段的一种横向的历史互动”。可参阅

吕文利．嵌入式互动：清代蒙古入藏熬茶研究 ［Ｍ］．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１３。



续表

朝代 中央 地方 边疆管理

宋朝 二府三司 路州县三级制 —

元朝 中书省 行中书省 帝师、宣政院、澎湖巡检司

明朝 内阁 三司 四夷馆、羁縻卫所

清朝 军机处 督抚制
理藩院、盟旗制度、军府制、驻藏大臣、改土

归流、金瓶掣签等

　　注：根据统编高中历史选择性必修１《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２０１９年版２０２３年修订）第１课、第１１课整理。

统编高中历史教材与之前的教材相比，增加

了大量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中外

历史纲要》 （上）第１０课 “辽夏金元的统治”、

第１１课 “辽宋夏金元的经济、社会与文化”、第

１２课 “从明朝建立到清军入关”、第１３课 “清朝

前中期的鼎盛与危机”、第１４课 “明至清中叶的

经济与文化”等，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维度

讲述了辽、夏、金、元、清朝的历史活动，突出

了这些王朝在统合边疆上的成就和治理边疆上的

制度创新。辽朝的南、北面官，金朝的 “猛安谋

克”，元朝推行 “行省制度”，清朝收复台湾、击

退沙俄入侵以及管理蒙古、新疆和西藏，都有诸

多的制度创新。例如，清朝为加强中央集权，创

立的金瓶掣签制度，堪称典范，“于藏之大昭寺

供奉一奔巴金瓶，凡藏地之呼毕勒罕，掣签确

定；蒙古地方之呼毕勒罕，以雍和宫所供奔巴金

瓶，掣签确定”。［１６］统编高中历史教材选择性必

修１《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第１１课 “中国古

代的民族关系与对外交往”和第１３课 “当代中

国的民族政策”中，以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的管理

制度为中心，围绕中央政府在边疆地区的施政，

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

设立与推行展开论述，尤其是重点论述了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的关于发展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

指导思想，如 “五个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等重要思想。

鸦片战争后，面对西方殖民势力的不断侵

略，清政府被迫逐步地向现代国家制度转型。

《中外历史纲要》（上）第１６课 “边疆危机与甲

午中日战争”，特别阐述了清政府面对边疆危机，

在边疆地区进行制度创新，在新疆、台湾以及东

北三省建省，在中央将理藩院改为理藩部，完成

了从中央到地方的边疆管理体制的革新。清帝退

位后，中华民国建立。在统编高中历史教材中，

“辛亥革命”具有较重分量。孙中山提倡 “三民

主义”，根据 “三权分立”理论结合中国国情加

上考试、监察提出 “五权宪法”，倡导 “革命程

序”论，“采用外国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

加入中国的考试权和监察权，连成一个很好的完

璧，造成一个五权分立的政府”［１７］，后来这些理

论和措施被南京国民政府所实践。中国共产党的

建立，本身就是一个创新。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

日起，在根据地和解放区就探索制度变革，中华

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中国共产党颁布了 《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创立具有工农性质的人

民革命政权。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颁布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实行 “三三制”原则，这

些都是中国共产党在制度上的创新和实践，是全过

程人民民主的历史体现。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创立了一系列政治制度，如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

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这些制度是中国共产

党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

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是实

现了 “两个结合”的制度创新。

三、统一性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

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

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

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

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

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

族人民的命运所系。”［１］统一性是中华文明的典型

特征之一，《中外历史纲要》（上）第１课 “中华

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国家”引用考古资料证明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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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具有 “多元一体”的特征，夏商周三代都是

统一的历史王朝，可见在先秦时期中华文明已经

具备统一性的特点。春秋战国时期，西周建立的

“天下共主”政治体系瓦解，各民族在交往交流

交融中产生了 “华夏认同”观念，推动秦国、楚

国这些被认为是 “蛮夷戎狄”的国家都参与到华

夏统一的历史进程中来。《中外历史纲要》（上）

第一单元 “从中华文明起源到秦汉多民族封建国

家的建立与巩固”、第二单元 “三国两晋南北朝

的民族交融与隋唐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发展”、

第三单元 “辽宋夏金多民族政权的并立与元朝的

统一”、第四单元 “明清中国版图的奠定与面临

的挑战”。这四个单元从中华文明起源到华夏认

同形成，再到秦汉、隋唐、元明清 “大一统”王

朝相继建立，都不断验证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

一性。如果用历史分期法，把秦朝以后的 “大一

统”王朝进行概括的话我们发现大体可以分成三

个阶段，即秦汉的开创阶段、隋唐的继承阶段、

元明清的开拓与奠基阶段。

第一，秦汉 “大一统”的开创阶段。秦朝将

疆域 “大一统”变成了现实，汉朝董仲舒完善了

“大一统”理论，提出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

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８］第五十六卷２５２３，秦汉王朝

完成了 “大一统”理论和实践的建构。《中外历

史纲要》（上）第３课与第４课讲述了秦皇汉武

开疆拓土的史实以及两个朝代巩固多民族国家的

措施，第３课的 “学习聚焦”中给予秦朝统一以

高度评价，而秦汉实现 “大一统”的特征就是开

创和顺应历史潮流，实现了全国的 “大一统”，

并在边疆地区张官置吏，将其纳入中央王朝的实

际统治，这些都具有开创性意义。

第二，隋唐 “大一统”的继承阶段。《中外历

史纲要》（上）第６课 “从隋唐盛世到五代十国”、

第７课 “隋唐制度的变化和创新”，以及统编高中

历史教材选择性必修１《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第

１课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展现隋唐

王朝开疆拓土，建立起远远大于秦汉时期的版图。

唐朝承袭秦汉王朝推行的郡县制，以加强地方管

理，并在边疆推行羁縻府州制度，设立安西都护

府、北庭都护府、安北都护府、单于都护府、安东

都护府、安南都护府等，加强边疆的治理，以维系

疆域更为广阔的统一国家。

第三，元明清 “大一统”的开拓与奠基。元

朝通过武力完成疆域统一，并以宣政院管辖吐蕃

地区，以北庭都元帅府、宣慰司管辖西域，以澎

湖巡检司经略台湾，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管理。

明朝承接元朝完成统一，疆域虽不及元朝，但在

东北设奴儿干都司，以行都指挥使司管理西藏军

民事务，为国家统一作出了贡献。清朝建立了广

阔疆域，其疆域西跨葱岭，西北达巴勒喀什池，

北接西伯利亚，东北至外兴安岭和库页岛，东临

太平洋，东南到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包括钓鱼

岛、赤尾屿等，南至南海诸岛，西南抵喜马拉雅

山脉，达到 “国家幅员之广，前古所无，扶桑日

出之区，积石河源之地，莫不远输琛赆，尽入舆

图”。［１８］此外，清朝还以盟旗制度、伯克制度、

噶厦制度、军府制等制度管理边疆地区，巩固了

大一统王朝，为今天的疆域奠定了基础，凸显了

中华文明的统一性特征。

鸦片战之后，中华民族面临 “千年未有之大

变局”，民族危机逐步加深，国土统一遭到破坏，

“大一统”格局遭遇空前危机，长期形成的 “天

下观”被瓦解了。从统编高中历史教材中的内容

能够看出近代历任政府均有维护统一的努力。晚

清政府虽然孱弱，多次战败割地，但也有左宗棠

收复新疆、冯子材镇南关大捷的功绩。北洋政府

统治四分五裂，但在五四运动中最终拒绝在巴黎

和会上签字，客观上维护了国家统一。国民政府

在 “国共合作”时期进行北伐，最后在张学良

“东北易帜”后完成形式上的统一。《中外历史纲

要》（上）第五单元 “晚清时期的内忧外患与救

亡图存”、第六单元 “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的建

立”、第七单元 “中国共产党成立与新民主主义

革命兴起”、第八单元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和

人民解放战争”，都以 “救亡图存”为历史主线，

统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五四运

动、全民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一系列中国人

民的抗争史实，为新中国的统一做了铺垫。第九

单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革命与

建设”、第十单元 “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

新时期”中关于新中国建立后一系列巩固新生人

民政权的措施，以及后来形成的 “一国两制”和

祖国统一的政策，表明中国共产党一直致力实现

国家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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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编高中历史教材很好地阐释了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统一性的重要论述，阐

明了 “国家统一过去是、现在是、未来永远都是

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１９］的重要论断。

四、包容性促进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

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

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

的开放胸怀。”［１］自古以来，中国的 “五方之民”

就不断进行交往交流交融，具有鲜明的包容性特

征，“中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文明包容

性的生动体现，也是中华文明融为一体的基本途

径和方式”。［２０］ 《中外历史纲要》 （上）第１课

“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国家”中提到中华文明

“多元一体”的特点，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的考

古遗存丰富，可以看出华夏民族是融合多种人群

而形成的。教材还进一步阐述三皇五帝的历史，

炎帝和黄帝属于不同的部落，结成部落联盟后被

奉为华夏始祖。汉朝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

要时期，匈奴被认为是夏后氏的后裔，其中南匈

奴移居汉地后逐渐融入当地社会。 《中外历史纲

要》（上）第５课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政权更迭与

民族交融”和统编高中历史教材选择性必修１

《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第１１课 “中国古代的民

族关系与对外交往”中，都有关于匈奴、羯、氐、

羌和鲜卑等族群内迁的内容，各个族群的接触、

碰撞和交融，逐渐形成了新的族群认同，在这个

过程中，包容性起到了关键作用。“五胡”建立的

政权是认同中原正统的。匈奴人刘渊自认是刘邦

之后，以 “汉”号令天下，成为当时华夏认同的

一个代表性人物。另外，匈奴人赫连勃勃自认夏

后氏苗裔，建国号 “大夏”；氐人苻洪自认为是有

扈氏后裔，建立前秦政权；羌人姚苌自认为是有

虞氏苗裔，建立后秦政权；鲜卑拓跋氏自认为是

有熊氏后裔，建立北魏。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

推行易服装、改汉姓、说汉话、通婚姻等一系列

改革措施，完全认同中原文化，他在下诏命令贵

族改姓时说：“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

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夫土者，黄中

之色，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诸功臣旧族自

代来者，姓或重复，皆改之。”［２１］第一百四十卷４３９３统编

高中历史教材选择性必修１《国家制度与社会治

理》第１１课 “中国古代的民族关系与对外交往”

讲述了隋朝结束分裂割据的南北朝，在统一过程

中获得突厥、吐谷浑、党项的支持；统一岭南

时，百越首领冼夫人主动归附。唐朝边疆地区有

突厥、回纥、吐蕃、南诏、渤海等族群建立的政

权。为了笼络周边各族群，唐朝朝廷采用具有包

容性的政策，如会盟、和亲、羁縻府州等，获得

周边族群的认可，因此，唐朝皇帝以极大的威望

获得 “天可汗”称号，故唐太宗自得地说：“自

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

落皆依朕如父母。”［２１］第一百九十八卷６２４７第８课 “三国

至隋唐的文化”课后的 “问题探究”引用向达的

论述：“李唐起自西陲，历事周隋，不唯政制多

袭前代之旧，一切文物亦复不闻华夷，兼收并

蓄。第七世纪以降之长安，几乎为一国际的都

会，各种人民，各种宗教，无不可于长安得

之。”［２２］宋朝虽然与辽、西夏、金、大理等政权

并立，但是除战争以外的经济文化交流不断，深

刻地影响了周边政权，以至于辽道宗认为 “吾修

文物，彬彬不异中华”［２３］，生动地体现了中华文

明的包容性。蒙古贵族建立元朝后，中亚、西亚

的大批穆斯林移居中原，形成 “元朝回回遍天

下”的局面。元朝统治者对各民族的文化 “兼收

并蓄”，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

明朝延续元朝的一些边疆治理措施，并根据明朝

实际有所损益，明朝统治者 “致力于构建 ‘天下

一家’的政治格局，制定灵活、务实的民族政

策，促进各民族在政治上包容共存”。［２４］清朝统

治者治理边疆民族的措施更具包容性，顺治帝强

调为政之道是 “爱护满汉兵民，视同一体”［２５］，

雍正帝则称 “朕为天下主”，认为 “满、汉、汉

军，虽系三途，其理原属一体，少分彼此”。［２６］

正是这种族群关系上的包容性，宣统帝在退位诏

书上才能留下 “仍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

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２７］的 “五族共和”

观念。

统编高中历史教材中关于近代以后的历史，

亦注意展示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特征。《中外历史

纲要》（上）第六单元 “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的

建立”中，讲述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提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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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族共和”思想，认为 “国家之本，在于人民。

合汉、满、蒙、回、藏诸地方为一国，即合汉、

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

一”［２８］，倡导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超越了狭隘

的民族观，为团结包容境内各民族共同奋斗提供

了资产阶级的解决方案。中国共产党致力推动各

民族共同解放，超越 “五族共和”理论而创建了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

和国家根据历史和现实的民族状况，“立足于中

国传统，又借鉴西方理论，并观照中国现

实”［２９］，建立起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将各民族包

容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内，集中体现了中华文明

的包容性。１９９０年，中共中央提出 “汉族离不

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

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民族关系论述，阐释了改

革开放以来我国形成的新型民族关系。党的十八

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指导

下，民族工作发展到新的阶段，“必须以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

线，推动各民族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

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

认同，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３０］中华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就是各民族相互包

容、共同发展的过程，形成 “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的嵌入式互动格局，正是民族间的相互包容

理解，才有中华民族 “多元一体”的格局。

五、和平性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形成

关于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习近平总书记有着

深刻的论述：“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从根

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

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

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定了

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

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 ‘党同

伐异’的小圈子。”［１］中华文明的和平性突出体现

在对外交往方面。统编高中历史教材选择性必修

１《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第１１课 “中国古代的

民族关系与对外交往”展示了中华文明长期与外

来文化交往交流的历史。汉朝西域都护班超曾派

属吏甘英率团出使大秦，拓展了丝绸之路的范围。

汉光武帝刘秀接见倭国使者，赐给一枚 “汉委

（倭）奴国王”金印，此后，倭国与中原王朝建立

朝贡关系。隋唐国力强盛，与外国交流频繁。日

本曾向唐朝派遣２０次 “遣唐使”，大量的留学生、

学问僧访问长安，这些来华的日本人有的留在唐

朝做官。该课的 “史料阅读”选择了 “遣唐使”

井真成的墓志，表明当时 “遣唐使”的规模和他

们所做的贡献。唐以友邦待日本，允许其人在朝

做官，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开放心态与和平属

性。宋朝因陆上丝绸之路被阻断，转而发展海上

丝绸之路，与６０多个国家
［３１］有贸易往来，并将

朝贡关系扩大到南亚、东南亚地区的一些国家和

民族，成为维护东亚地区稳定的国际秩序体系。

明清是古代中国政治体制高度成熟的时期，朝贡

体制和朝贡贸易体系亦呈现出这种成熟特性。明

朝洪武四年 （１３７１年）朱元璋在 《祖训》中告诫

后世子孙，把朝鲜国、日本国、大琉球、小琉球、

安南国、真腊国、暹罗国、占城国、苏门答剌、

西洋国、爪洼国、湓亨国、白花国、三弗齐国、

渤泥国等１５国列为不征之国，以明朝为主导的东

亚秩序由此开始运作。清朝建政后，与周边国家

逐步建立朝贡关系，“各国有能倾心向化、称臣入

贡者，朝廷一矢不加，与朝鲜一体优待，贡使往

来，悉从正道，直达京师，以示怀柔”。［３２］清朝朝

贡进一步制度化，朝廷以礼部处理朝贡诸国事宜，

与周边国家形成了和平的外交关系，暹罗国王贡

表云：“赫赫天朝，万国悦贡，巍巍圣德，八方被

泽，至暹罗尤荷荣宠，历受藩封，是以代代供贡，

不敢少怠。”［３３］

近代以来，朝贡体系逐步瓦解。《中外历史

纲要》（上）第１６课 “国家出路的探索与列强侵

略的加剧”中的 “瓜分中国的狂潮”以及 “宗藩

关系”两目内容，介绍了以清朝为中心的朝贡体

制的逐步解体，在 《辛丑条约》中要求总理衙门

改为外务部，清政府的外交从朝贡体系转为不平

等条约体系。［３４］后来，北洋政府被迫接受 “二十

一条”，南京国民政府成为外国统治中国的代理

人，近代外交呈现出 “屈辱外交”的特征。晚清

政府历经列强侵略，但从未占领他国领土；北洋

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加入协约国向欧洲输出

十数万劳工，为世界和平作出了力所能及的贡

献；南京国民政府曾试图以 “革命外交”废除不

平等条约，并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加入世界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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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联盟。中国共产党提出并领导了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中国的抗日力量成功拖住了日军主

力，为了实现世界和平，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民

付出了伤亡３５００万人以上的代价。中国始终站

在正义的一方，为世界和平而奋斗，这是中华文

明和平性的生动体现。统编高中历史教材选择性

必修１《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第１４课 “当代

中国的外交”阐述了新中国外交的历史。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毛泽东作为外交战略家，

“把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人类进步，作为中国外交的根本目标和历史

任务”［３５］，确立了我国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

针”。在外交实践过程中，党和国家在处理中印、

中缅关系时提出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万隆

会议上提出 “求同存异”的方针，这些原则和方

针都是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的体现。改

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提出

“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我国积极推行

“全方位的和平外交”，取得了丰硕的外交成果，

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重要贡献。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以外交家的战略眼光，制定新

时代外交的总目标为 “坚持以维护世界和平、促

进共同发展为宗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３６］习近平总书记的外交思想与毛泽东的和

平外交战略一脉相承，推动中国的和平外交发展

到新的阶段，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中华文明

自古以来就以 “和平友好”著称，中国古代王朝

注重维持与周边国家的和平。新中国建立以来，

我国一直致力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在外交上推出

多种新机制和新举措，推动建立人类命运共同

体，为世界永久和平的实现而努力。

总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文明的五个突

出特性的重要论述，是对中国历史进行深刻总结

基础上的高度凝练，成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

组成部分，它理应作为基础教育教学和教材编写

的重要指导思想。统编高中历史教材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融合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结

合中国实际，在 “连续性是中华文明存续的基

础”“创新性决定了中华民族的进取精神”“统一

性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包容性促进多元一

体格局的形成”“和平性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的形成”五个方面深度契合了习近平关于中华

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重要论断，充分体现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统编历史教材之

间的指导关系，彰显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与基础教

育的紧密结合，成为新时代基础教育教材的典

范，为新时代基础教育实现铸魂育人、为党和国

家培育合格人才奠定了坚实的教材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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