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绵延
5000 年没有中断的伟大文明，中国是一个
在人们心中成长了数千年仍然生机勃勃的
伟大国家，这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观。为
什么没有中断？为什么仍然勃勃生机？当
你走进她诞生的“天地之中”的中原大地的
时候，当你了解她在这块沃土成长壮大过
程中所形成的品格和精神之后，你会明白，
是“中”的基因啊！

由于郑州人“天地之中”古老宇宙观的
形成和被周边地区的认同，郑州人脚下的
这片土地也成为古老中国经济地理的腹地
核心，这里优越的自然条件不仅适合人类
生存，更成为南来北往、东进西去的要冲，
成为维系四面八方的中心。“中”，这般辐辏
天下的地理环境和八面来风的独特区位，形
成了开放的天然格局，孕育了开放的文化基
因，铸就了开放的文明性格。正是“天地之
中”地理环境所诞生的中原文明具有的开
放的基因和品格，所以她才能接纳和拥抱
四面八方的文明，并在碰撞交流中涅槃再
生，形成远远超过自己的新的文明——中
华文明，而在中原文明基础上成长的中华
文明从一开始便也孕育了开放的基因和品
格，才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个辉煌时
期。张骞通西域，铺就了东西方交流的丝绸
之路。唐代的大开放，成就了东方盛世，为
北宋文化走向高峰奠定基础。郑和下西洋，
其足迹远达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成为
中华文明对外开放的壮举。正是中华文明
的开放胸怀，才促进了自己和其他文明的发

展。中国的制丝、制瓷、造纸术、印刷术和火
药传入欧洲，使西方的文明为之一新。佛教
的传入，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带来
的科学新风，对中国思想文化、社会风俗等
等带来重要影响。人类历史的发展表明,开
放是文明发展的重要条件，开放才能吸取其
他文明的长处，开放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
林，正是诞生在“天地之中”的中华文明所具
有的开放基因和品格，中国才具有了无限
的生命力。

拥有开放的胸怀，必然拥有包容的胸
襟。“天地之中”的中原文明面对开放格局
下的八面来风，形成了“海纳百川，有容乃
大”的文明气度，正是这种包容，才形成了
与周边文明的共生，并在共生中兼容并蓄，
扬弃发展，形成了自己成长的最佳文明生
态。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史上，中原文明并
不是最灿烂的文明，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
甘青地区的大地湾文明、东北地区的红山
文明等，都曾远远领先于中原文明，但是在
中原文明“包容”的博大胸怀中，这些文明
都先后汇入其中，在中原文明的树干上共
同孕育出中华文明之花。而在中原文明之
本上成长起来的中华文明之树，包容也成
为其重要特质。至迟在周朝的时候，中国
人就总结出“有容，徳乃大”的道理。老子
说：“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
久。”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说明，中国
人自古就不将思想统一、凝固在一种教条
形态上。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名家、阴
阳家等不同的学说和流派多元共存，自由

争辩。这种包容不只是统治者的包容，也
是整个社会的包容，孔子有弟子三千，杨
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其他各家也各有自己
的信徒或同道，这说明社会的包容度很
大。包容，也是唐代文明鼎盛的一个重要标
志，这表现在许多方面，儒、释、道的三家并
用；各类选拔人才制度，使大量出身庶族、少
数民族，甚至外国人士都有进入仕途的机
会；文学艺术题材和风格的多种多样等。中
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大规模排除异端
的宗教战争，世界三大宗教都能在中国大
地上传播，但他们始终没能替代中华文明，
最终还是被中华文化所融合，成为颇具特色
的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这是世界历史上
罕见的现象，也是中华文明兼容性很强的缘
故。“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唯包容才能百川
汇海，唯包容才能不断壮大。中华文明是在
不断兼收并蓄的包容中走向辉煌的，中华民
族是在长期的民族相互包容中发展壮大的，
中国是在包容中走向永恒的。

“天地之中”的古老宇宙观是郑州人在
对自己所处的客观环境进行全面的、细致
的、反复的观察和思考后形成的，“中”的概
念体现了对称、平衡、有度的辩证思想。在
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郑州人的“天地之中”
古老宇宙观逐步成为中原文明的核心要
义，“中”的理念成为人们观察事物、处理事
务、治国理政的重要遵循。随着中原文明
与其他文明的融合成长为中华文明，人们
对“中”的认同和崇拜可谓登峰造极，时令
以天地之“中”为基准，建筑以对称“中”轴

为核心，治国讲究“中”道，做人讲究“中”
正，争霸更是以“得中原者得天下”为战
略。由于“中”的理念讲的是不偏不倚，讲
的是和谐发展，所以，“中”、“和”理念自古
至今一直是中国人追求自然与社会和谐相
处发展的指导思想，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精
髓。中华文明讲的“和谐”，是和平之上的
一种更高、更美的境地，包括人与自然的和
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民族
与民族的和谐、国家与国家的和谐以及个
体的人自身的和谐。人既改造自然以适应
人的需要，也必须调整人的生活方式以适
应自然的规律，这就是“天人合一”。民族和
国家既要发展自己，又要尊重别人，在发展
中共赢，这便是“世界大同”。人与人的和
谐，既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既要考虑局部
的利益更要顾全整体的利益，这便是“国家
一体”。因此，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
气以为和。”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
之道，斯为美。”《中庸》讲“致中和，天地位
焉，万物育焉”。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
中华民族一直是追求“中”、“和”的民族，我
们从来没有带着枪炮和毒品，去强行撬开别
人的大门。张骞通西域、鉴真渡东海、郑和
下南洋，播撒的都是文明的种子，带去的都
是为人类造福的发明创造。中华文明正是
秉承了“中”的理念，高扬了和谐的旗帜，才
成为长青之树。中国正是秉承了“中”的理
念，不断调整并沿着不左不右的“中道”之路
发展，才成为青春永驻的万岁之国。

大道为中！中道天下！

▼大禹建立了夏王朝，夏王朝曾在郑
州的王城岗、新寨，洛阳的二里头等地立
都，夏王朝统治的区域也应在这一带。后
人在谈到夏王朝时便称夏为中国。《尚书》
禹贡篇中说，“中邦锡土、姓”，指大禹治理
的国家是“中邦”，“中邦”即是“中国”，所
以，司马迁在《史记》中引述这句话时直接
便写“中国锡土、姓”。此外，许慎在《说文
解字》中对夏字解读是：“夏，中国之人
也”。表明，以郑州为都的夏王朝疆域
2000年前即被人们认为是中国所在。这
是屹立在郑州的大禹像。

▲公元前16世纪，商汤起兵推翻
夏朝建立商朝，在郑州建立亳都。人
们在商王朝留下的甲骨文中发现，商
朝人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商”，著名甲
骨学家、史学家胡厚宣认为：“商而称
中商者，当即后世中国称谓的起源”。
另外，从《诗经》《尚书》中也可以了解
到，周王朝也把商王朝所在称为中
国。此为郑州商代亳都都城遗址。

▼公元前3世纪，秦国的范睢在为
秦王谋划兼并天下之策时说：“今韩魏
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者欲霸，必
亲中国而以为天下枢。”范雎所指韩国、
魏国所在，即以郑州为核心的地区，表
明，那时人们把这一带称为中国。

▲中国有五岳，郑州地区的嵩山为中
岳，表明人们对郑州为天地之中的认同。
此为中岳嵩山下的中岳庙大门天中阁，门
额上悬挂的“天中阁”、“岳立天中”、“中岳
庙”彰扬着郑州中立天下的气度。

“大道为中”——永恒的中国品格

中国（下）□阎铁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