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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传统思想和现代观念的碰撞与交融成为近代中国发展的大趋势，西方文化的巨大冲击使中国人的社会认

知和思想观念都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转变。其中，对外观念这一层面的转型尤为明显。“天下观”作

为中国古代对外观念的集中表达，涵盖了中国古人对于已知的全部世界的思考和判断。但随着西方文化

的冲击，使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天下观”逐步走向破产，取而代之的是近代“万国观”、“去中心化”

的“万国观”以及“世界观”。直至今日，传统“天下观”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完成了创造性转化和

创新性发展，并赋予传统“天下观”以当代诠释，形成了开放包容、天下大同、同舟共济、和合共生的

新时代的“新天下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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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llision and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thoughts and modern ideas have become the general 
tre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a. The huge impact of Western culture has made Chinese 
people’s social cognition and ideas experience an unprecedented change. Among them, the trans-
formation of external concept is particularly obvious. As a concentrated expression of an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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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external ideas, the “world view” covers the ancient Chinese people’s thinking and judg-
ment on the whole known world. However, with the impact of Western culture, the “world view” of 
more than 2000 years in ancient China gradually went bankrupt, and was replaced by the modern 
“world view”, “decentralized” and “world view”. Up to now, with the efforts of the Communist Par-
ty of China (CPC), the traditional view of the world has been transformed and developed creatively. 
It has given the traditional view of the world a contemporary interpretation, and formed the “New 
view of the world” in the new era of openness, inclusiveness, unity, solidarity and har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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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从春秋战国到明清时期，“天下观”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嬗变和发展，内涵丰富，自称一派。不仅是

古代中国人对外观念的集中表达，同时也涵盖了古人对已知全部文明世界的思考和判断和对世界秩序的

想象和描绘。无论是地理、政治还是文化方面，都表现出了以华夏为中心的主体性认知。通过梳理中国

传统天下观形成脉络，分析其在地理、政治和文化上的观念呈现，对于理解近代以来传统天下观的消解、

重塑与重新诠释，在新的历史时期指导中国进行对外交往和制定治国方略都有重要意义。 

2. 传统天下观：以华夏为中心、视四方为藩夷 

在中国很早的典籍中，“天下”一词便多次出现，最早出现于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著作中，在《尚

书·虞书·大禹谟》中曾写到：“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中庸》中将“天下”解释为“天

之所覆、地之所载”。《礼记·曲礼二》中有：“君天下曰天子。”《诗·小雅·北山》中有：“普天

之下，莫非王土。”因此，“天下”具有多层面的内涵：首先，从地理认知来看，“天下”是一个十分

重要的疆域概念或空间观念，一方面“天下”包涵了中国古代人“天圆地方”的空间认知和世界空间结

构，还有其“九州四海”的地域认知和世界地理范围，这就成为“天下观”的基本地理要素，另一方面，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朝的统治者便是天下的统治者，“天下”代表着统治者及诸侯统治区域范

围，国家包含在天下之中，这就为中国是天下之中心提供了基本的地理遵循；其次，从政治理念来看，

“天下”是具有十分重要政治意义，在“天下”观指导下，形成有等级差别的政教秩序及其制度安排。

在这个秩序结构中，天子居“中国”，受“天命”，治“天下” [1]。在中国古人看来，天子受命于天，

具有独一无二的权力，天下受命于天子，由此便逐渐发展出“治天下”的天下一统和大一统的理论；最

后，从文化观念来看，“天下”从中心到四夷形成同心圆圈层结构，地理空间越靠外缘，就越荒芜，越

野蛮，文明的等级也就越低 [2]。处在华夏地区的周围的少数民族地区，根据文化发展水平高低，分成夷

和藩，并强调“华夷之辨”，由此在政治上变产生了朝贡体系，进一步巩固的以华夏为中心的“天下观”。 
可见在古代时期，由于受到地理知识的认知局限，人们普遍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对天下的认

识仅止于当时统治者所统治的疆域范围，对世界的了解并没有超出中原地区的范围。而存在于东南西北

各方的少数民族，依据方位，则被称之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 [3]。由于这些少数民族地区无论是经

济发展还是文明程度都长期落后于中原地区，人们的自我中心意识和有限的地理认知形成了一种“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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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为中心，视四方为藩夷”的观念，把自己生存的地域看作是整个天下的中心。因此，经过几千年的发

展，这种基于“华夏为中心”发展出来的“华夷之辨”和“朝贡制度”在古代统治者及民众之中根深蒂

固，这也将主张平等处理各国政务，国与国之间独立平等交往的思想拒之门外。直至清末时期，西方文

化的到来给以中国人极其伴随两千多年的中华中心“天下观”强烈的冲击，传统“天下观”开始消解，

并开始被后来的“万国观”和“世界观”所代替。 

3. 消解与重建：“万国观”极其去中心化与“世界观”的形成 

3.1. 中国中心的“万国观” 

清朝末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发展资本主义开始与中国进行贸易来往，来到中国寻找市场和资源，

但是当时由于中国的传统“天下观”根深蒂固，并已深深地嵌入中国统治阶层的意识中。在天下观的影

响下，中国在处理与西方的关系时，常常基于华夷关系中“华夏为天下中心”的优越感，强调天朝上国

和华夏中心主义。因此，在对外交往上中国并不能与西方国家平等相待，仍然使用朝贡制度与其相处，

并称其为“蛮夷”。这就使强调国家主权观念的西方国家不能容忍，随着两者矛盾的尖锐化，西方便对

中国发动了鸦片战争。由此，中国便进入近代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包括传统“天下观”在内的各种

思想文化和社会观念都发生了激烈的动荡，“万国观”开始出现，而“万国观”极其去中心化产生的过

程，也就是传统“天下观”被消解的过程。 
西方的侵略使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重新认识世界中的“万国”以及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

并改造“天下观”为“万国观”。首先，这一点从中国人历代所刻画的世界地图上有着最直观的反应。

在近代之前，中国所绘制的“华夷图”“广舆图”中，常常将中国的疆域描绘的特别广阔，而周边国家

的位置则模糊不清，而这样地理空间的描绘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扭曲性，体现了中国在对外观念上带有浓

厚的主体性思维和等级秩序。但随着西方地理学知识和文化的传入，林则徐编写的《四洲志》、徐继畲

的《瀛寰志略》以及魏源编写的《海国图志》中，开始较为完备的介绍世界历史地理，这与之前所刻

画的地图有着根本性的区别，较以往更具科学性和客观性，之后，西方传教士与国人相继创办报刊和

译书机构，开始大量地翻译西方地理学著作。这也表明传统的“天下观”中的“华夏中心论”的地理

认知开始被消解，中国人不再主观的认为中国是天下的中心，开始睁眼看世界，看万国，而正是万国

的出现就为中国传统的天下体系打开了缺口。其次，这一点从中国统治阶层应对西方国家入侵的策略

和方式上也有突出的体现。为应对西方文化冲击所引发的社会矛盾，统治阶层开始使用经世致用的观

念去应付社会冲突，同时在对外关系的处理上，也将经世致用的观念应用于其中。相对于传统“天下

观”，近代产生的“万国观”开始消解天下观中的华夏中心思想和华夷之辨，主要体现在：中国开始

关注到世界格局的变化，认识到世界非常之大，而中国只是世界各国中的一个国家，并且正在受到西

方列强的侵略。这样的情况就伴随着中国转变“天朝上国”的观念，在对外交往上的传统的朝贡体系

的变化，中国在与西方国家进行交往，改变了以往的方式和行为，不再突出中国中心的思想，形成“万

国观”。 

3.2. 去中心化的“万国观” 

在近代，虽然“万国观”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天下观”，表明在当时提出的“睁眼看世界”

使中国人已经认识到世界格局发生的巨大变化，但是只在地理上认识到中国不是世界的中心，并没有意

味着完全上消解。“中国中心”的观念并没有质的改变，在人们的认识中仍然摆脱不了以“天朝上国”

为中心的固有意识 [4]。譬如，在试图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时，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观点，在这里，

中国仍然以“夷”来指代西方国家，表明此时的“万国观”还没有从本质上破除传统“天下观”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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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思想。 
如果说之前的战争开始使中国人开眼看世界，改变传统的思想，意识到世界格局的变化，那么，中

日甲午战争才是真正击垮中国人“天朝上国”思想的重大战争，至此也让中国人的世界观念发生彻底转

变，因此，中日甲午战争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也具有重大的转折意义。在甲午战争之前，解体的主要是

传统的以为中国是天下之地理的中心的“天下观”，而传统的以为中国是天下之文化的中心的“天下观”

还在很多人的头脑中残存着 [5]。正是在这一战争打击下，中国开始彻底意识到与世界上其他发达的资本

主义国家之间的差距、包括与曾经隶属于中国“藩国”的周边国家之间的差距，彻底击溃了中国人对华

夏文明的优越和自豪感。无论是以在地理认知上的中国为天下之中心，还是在政治文化层面的中国为天

下之中心，存在于中国两千多年的传统“中国中心论”的全面瓦解，华夏文明优越论也被质疑被彻底否

定，将中国从道德中心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上拉下神坛。中国意识到自己只是世界上的国家之一，而不是

中心，“万国观”开始去中心化，取而代之的是“世界观”的出现。 

3.3. 融入世界的“世界观” 

随着西方思想文化的传播范围越来越广，内容越来越丰富，不仅有西方的近代民族主义思想，也有

德国人的国家主义思想，同时西方国家所推崇的国际法也开始传入中国。因此，一种新的世界观念开始

形成并被中国人所接受，中国开始运用国际法知识处理对外事务。“世界观”与“天下观”相比，最大

的区别在于传统的“天下观”由长久以来中国人的“自我中心意识”发展“为普天之下中心”的理念，

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政治文化观念，是一种静态的华夏中心主义，认为“天下”是一种不变的宇宙道德

秩序，坚持中国永远是天下的中心且不变。而“世界观”则是动态的世界主义，指处于世界中的万事万

物都在变化中，由西方国家所构建。从金观涛、刘青峰对“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数据库”中“万国”、“世

界”、“国际”词条的检索结果分析中可以看出，自 1895 年以后，虽然“万国”一词也有在使用，但“世

界”和“国际”这两个词语在中国出现的频率呈直线式上升，这表明，在中国，人们已经普遍接受了“世

界”这一说法，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闭关自守不会使国家得到更好的发展，只有走向世界，将自身置

于世界发展的潮流之中，随着世界潮流变通，才能长久稳固地立足于世界之中。 
随着国家与国家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中国也开始由当初的被动进入世界到积极主动地融入世界，顺

应世界的发展的潮流，同时也主张为世界文明作出贡献。特别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

的发生，中国开始追求成为世界各国中的一员，开始参与到国际秩序的建设中，充分利用外交来捍卫国

家主权，这使国人的国家主权意识、世界意识和世界观念得到进一步发展。至此，传统的天下观念彻底

被抛弃，中国的对外观念得以“重塑”，成功完成从“天下”到“世界”的转变，重新建立起具有世界

意识的世界观。 

4. 当代诠释：有中国特色的新“天下观” 

4.1. 传统“天下观”的价值取向 

在中国，“天下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内涵丰富，源远流长。作为延续了两千多年

的思想传统，虽然在近代经历了消解、破产与重建，但却没有真正的消失在中国人的思想与实践生活中。

在近代，随着中国人世界意识的增强，存在于“天下观”中陈旧主观的华夏中心主义和朝贡制度被彻底

消解，但天下观经过千年的嬗变和发展，其内容远远不止“以华夏为中心，视四方为藩夷”这一层面。

《尚书》中的“协和万邦”、《周易》中的“万国咸宁”、《礼记》中的“天下太平”、《左传》中的

“亲仁善邻”、《论语》中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礼记》中的谈到的“天下为公”等等，都是传统

“天下观”的重要内涵，体现了古代中国人关于“天下”的重要价值取向和美好生活愿景，依然影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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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中国人的治国方略、世界情怀和对外交往实践。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正是因为中华文化中开放包容的特质，使传统“天下观”展现出生生不息的

强大生命力。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近代固步自封的惨痛教训让中国人重新开始睁眼看世界，

更深刻地明白开放包容的重要性。在近代探求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过程中，涌现出一大批图强图变的仁

人志士，他们继承“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和革命主张。洪秀全在太平天国农民运

动时，主张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暧”的理想

社会；康有为在戊戌维新之后写下《大同书》，将“大同”社会作为政治改革的最终理想；孙中山在领

导革命的过程中，高举“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作为社会建设的终极目标。这些都是近代中国人民以

和平、和睦、和谐的理念，为求得天下共生、共存、共荣而努力的见证。 

4.2. 有中国特色的新时代“天下观” 

经过百年奋斗历程，传统“天下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以“天

下情怀”为内生动力，在当代获得了全新诠释，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天下观”。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再到改革开放新时期，传统“天下观”与马克思

主义的“世界观”完成了一次历史的完美邂逅，两者的结合被运用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

当中，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使中华民族重新屹立与世界民族之林。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世界处于全球化的浪潮下，中国积极主动融入世界，开

创了对外交往的新格局，明确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说、“和谐世界”重要理念，实行改革开

放的伟大决策、倡导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表明中国面向世界的程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为

世界展示了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共同问题，实现人类共同利益，为世界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

奋斗姿态。 
当今，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开放时代，世界各国的联系越来越

国紧密，中国越来越认识到当今世界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同时在处理国际问题时，

努力从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形成和积累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和智慧 [5]。积极推动形成新时代的新“天

下观”。在新的历史方位下，“天下观”的内涵被拓展到新的范围，涵盖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一

带一路”、“人类文明新形态”等一系列理论与思想，要以新时代的中国特色“天下观”推动构建新型

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提高话语权和竞争力，向世界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

魅力。马克思主义的最终旨归共产主义与中国传统“天下观”中“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四海之内

皆兄弟”的相处理念的内在契合，使“天下为公”、“开放包容”、“和合共生”的执政理念自然而然

赢得了中国人民的认同，在新时代的社会建设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天下观”。 

5. 结语 

回顾中华文化的悠久历史，无论是从借鉴外来优势长处，到倡导中外互学互鉴，再到积极对外传播

交流，还是从走向世界不脱轨、到融入世界应潮流、再到造福世界助发展，这都是中国自觉、自信、自

强的深刻彰显，也是中国走向世界、融入世界、造福世界的独特体现。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

发展离不开中国，而新时代“天下观”就是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价值判断和责任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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