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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加强文化交流、对话互动，形成文化共同体。

“为往圣继绝学”的第二层阐释：我们要继承优秀

传统文化，通过知识水平和人生境界的提升，实现个体

的“修身成仁”。同时，为家庭提供优秀文化基因，传

家风、承家训，以达“齐家”之道。

“为往圣继绝学”的第三层阐释：弘扬优秀文化，

从家风家训，到乡风乡约，到社会风气以及党风建设，

重在践行。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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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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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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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万世开太平

“为万世开太平”指向着人类发展的终极价值目标

和历史目标。人类一直普遍存有永久安平的观念，在思

想源头上，中国可追溯到《尚书》的“协和万邦”以及

春秋公羊学说的据乱、升平、太平三世说。哲学家康德

曾以永久和平为人类的理想，这一观念与张载思想多有

互通。张载的“为万世开太平”，不仅仅是指国家民族

间的永久和平，还包含着人类在价值层面的普遍认同，

以及人类完美社会形态的实现。人的完美形态和社会的

完 美 形 态 虽 然 有 时 代 和 地 域 的 差 异 ， 但 所 蕴 含 的 “ 圣

贤”“太平”的终极价值理想却是相通的。

“ 为 万 世 开 太 平 ” 的 第 一 层 阐 释 ： 为 长 久 太 平 开

拓基业、奠定基础。横渠四句的前三句，侧重于为人类

社会奠定并确立长久的精神文化根基，最后一句则是对

前 三 句 的 总 结 ， 是 实 现 《 西 铭 》 描 述 的 “ 民 胞 物 与 ”

“天下归仁”社会理想的终极目标。从张载思想的整体

来看，这一目标的实现包括三个方面的基础：奠定物质

基础，即勤奋积极营画，使物质极大丰富，形成经济共

同体；奠定制度基础，借鉴三代之封建制度、井田制度

等，形成制度共同体；在价值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文

化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制度共同体基础上，形成终极

道路共同体。

“ 为 万 世 开 太 平 ” 的 第 二 层 阐 释 ： 这 一 句 是 对 人

的担当性、责任感，尤其是“以天下为己任”精神的经

典表述。从个体人生而言，即是人生一片坦途、梦想实

现，家庭长久延续。

“为万世开太平”的第三层阐释：从国家和社会层

面而言，“为万世开太平”是最具中国风格并影响至今

的大国和平理念，是社会理想的终极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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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横渠四句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

从 上 面 的 梳 理 可 以 大 致 看 出 ， 横 渠 四 句 在 价 值 层

面体现着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

容性、和平性。同时，横渠四句也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中的诸多重要元素，特别是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

社会理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

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

理念，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等。

以横渠四句为终极价值的张载哲学体系和关学文化

体系，也蕴含着这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元素，如张

载关学“民胞物与”“仇必和而解”“天人合一”“知

礼成性，变化气质”等命题，其中的关系则需要进一步

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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