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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渴望和平、追求和谐始终是中国人民的精神特征。
这种精神特征表现在外交行动上就是以尚德不尚武为价值取向的“协和万邦”的历史传统。
本书以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为线索，以长城、科举制度、“杯酒释兵权”、外交上的朝贡制度以及近代
洋务运动等历史实践为个案，具体分析了“协和万邦”是如何贯彻于中国人的政治、军事、外交历史
实践中的，从而指出它确实是有实践基础的历史传统。
    “协和万邦”历史传统对当代中国和平外交同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书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确立以及建国以来中国对诸多外交事件的处理过程为例证明了中国人的“
协和万邦”传统是经过历史发展考验的。
最后，本书深入阐述了建设和谐世界的历史传统、时代背景和实践基础，从而为海内外破译中国“和
为贵”、“和而不同”文化密码提供启发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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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发喜，963年12月生，江苏淮阴人。
1980-1984年就读于苏州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学位。
1989-1991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硕士研究生班；1995年考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1998年获
法学博士学位。
现任中共中央主办《求是》杂志国际编辑部副主任。
同时兼任北京大学国际和平与安全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对外战略研究中心、河南大学国际问题研
究所特约研究员。
主要从事国际政治、中国外交理论与政策研究。
曾参与多部书稿写作和重点课题研究，并在国内重要刊物发表多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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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代序言）国际政治研究需要突出中国思维的主体性（序二）绪论 
一、问题的提出  二、西方理论的困境  三、本书的基本观点第一章  中国尚德不尚武思想观念的形成　
第一节　概念：中国尚德不尚武思想　第二节　缘起：禅让制与周公制礼    一、禅让制及传说    二、
周公制礼及其影响  第三节　挑战：春秋无义战与秦的统一    一、春秋无义战    二、秦朝的统一及其原
因　第四节　发展：暴秦覆亡与儒术独尊    一、秦朝的覆亡及其教训    二、儒家思想的独尊地位的确
立第二章  中国尚德不尚武思想的历史实践　第一节　长城与无兵的文化    一、长城与中国防御性政策
   二、无兵的文化　第二节　科举制度与“杯酒释兵权”    一、科举制度    二、“杯酒释兵权”的含义
和影响　第三节　协和万邦与朝贡制度    一、协和万邦    二、朝贡制度的理论与现实　第四节　洋务
运动与中体西用    一、洋务运动的历史背景    二、洋务运动的经过及评价    三、关于“中体西用”的
思考第三章　尚德不尚武历史传统与中国当代和平外交（上）  第一节　抗美援朝与保家卫国    一、新
中国受到美国的侵略和威胁    二、中国和平外交努力归于无效    三、抗美援朝决策的道义基础    四、
中国民族牺牲精神赢得了巨大的    国际威望　第二节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尚德不尚武第四章　尚德
不尚武历史传统与中国当代和平外交（下）第五章　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结论主
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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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国际政治研究需要突出中国思维的主体性（序二）　　中国是具有悠久文明历史的国家，中华文
化是一种注重和平、和谐、互利、合作的文化。
其本质特点是：（1）“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天下为公”、“四海之内皆兄
弟”；（3）“宽容”、“大度”、“海纳百川”。
600年前，中国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船队“七下西洋”，远涉亚非30多个国家
和地区，带去的是茶叶、瓷器、丝绸、工艺，没有侵占别国一寸土地，带给世界的是和平与文明，充
分反映古代中国与有关国家和人民加强交流的诚意和善心。
当时，从事中西文化交流的外国先驱、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就说过：“如果我们停下来想一想，就会
觉得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一个几乎具有无数人口和无限幅员的国家，而各种物产又极为丰富，
虽然他们有装备精良的陆军和海军，很容易征服邻近的国家，但他们的皇上和人民却从未想过要发动
侵略战争。
他们很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东西，没有征服的野心。
在这方面，他们和欧洲人很不相同⋯⋯我仔细研究了中国长达4000多年的历史，我不得不承认我从未
见到有这类征服的记载，也没听说过他们扩张国界。
”①　　时代在发展，世界在变化，中国在前进。
21世纪将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世纪，是一个继往开来、奋力开拓的大时代。
大时代需要大外交，大外交需要大视野。
大视野需要有宽广的世界眼光，也需要深邃的历史视角。
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反映了中国既具有把握世界形势发展变化的大视野，也具有传承历史文明的创
新智慧。
以人为本，以诚为重，以信为先，以和为贵，亲仁善邻，国之宝也。
君子和而不同，等等。
中国搞改革开放并没有忘掉老祖宗的宝贵教诲，相反却使它们在新时代达到新的发挥和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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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和谐世界是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理念，它传承了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深厚底蕴，它的提出全
面启动了中国建设软实力的进程，任何一个世界强国地位的确立，不仅仅需要硬实力，也需要具备相
应的软实力。
我们国家发展到今天，已经到了要下气力进一步增强软实力的新阶段，或者说到了一个下力气来发掘
我们软实力巨大潜力的新阶段。
——王毅（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　　本书运用丰富的历史资料，深入阐述了和谐世界理
念是中国优秀历史文化传统的科学继承和发扬，有史有论，是在国际政治领域建设中国思维主体性的
可贵尝试，它从根本上回应了国际社会对中国今后走向的普遍关切。
是值得所有想深入了解中国外交战略精髓的外国外交官和学者们认真一读的一本好书。
　　——粱守德（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理事长）　　要敢与西方展开政治观念竞争，如果没有竞
争的自信和勇气，我们的文明没有前途。
当然竞争并不代表就是完全对立而不要相互借鉴，更不是发动意识形态的冷战。
要实事求是地总结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和生存方式，给出关于“中国道路”或者“中国模式”的让知
识界信服的阐述和理论解释。
这无论对于中国自身发展，还是全人类共同发展都是极为有益的。
　　——潘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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