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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围绕人类是从非洲起源还是从亚洲起源，一

直争论不断。无论是从非洲起源还是从亚洲起源，人类无疑起源于地

球上的少数地区，之后逐渐扩散到广阔的各大洲。数量有限的早期人

类群体处于孤立、分散状态，他们由于自然环境、生产生活方式、思

维习惯等的不同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部落、民族和文化。虽然人类的

数量不断增长、分布越来越广、交流越来越多，但文化多样性始终是

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它是不同人类群体对世界认知和自身文化身份

的表达。2005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十三届大会通过了《保护和

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把“文化多样性”定义为各群体和

社会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表现形式来表达、弘扬和传承其文化遗产，

以及这些群体和社会的艺术创造、生产、传播、销售和消费的多种方

式。当前，保护和促进文化多样性仍然是人类文明发展需要解决的重

要课题。 



  文化可以分成不同的层次，如分为村落、社区、城镇、部落、民

族、地区、国家、大洲、教派、宗教等文化，这些不同层次的文化呈

现出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随着科技和交通

运输等的发展，不同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并相互影响，从而形成更大

范围的文化圈。具体地看，各个人类群体在不同领域的文化需要一些

特殊的文化形式来组织，从而形成体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种组织

型文化是作为人类交际工具的语言和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宗教与主流

文化（如儒家思想），而且二者本身也存在紧密联系。历史上，语言

和宗教、主流文化是形成区域文化和文化圈的重要文化因素，如基督

教文化圈（拉丁语、希腊语）、伊斯兰教文化圈（阿拉伯语、波斯

语）、佛教文化圈（梵语、巴利语）和儒家文化圈（汉语）。 

  文化多样性不仅是人类对世界不同认知和自身文化身份的表达，

而且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多样性的存在促使不同文化相互了解和

学习，推动文化交流，促进文化和人类社会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的《组织法》序言确认，在相互信任和理解的氛围下，尊重文化多样

性、宽容、对话及合作是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佳保障之一；并希望在



承认文化多样性、认识到人类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和发展文化间交流的

基础上开展更广泛的团结互助。因此，文化多样性既是世界文化生态

的基本特征，也是一种价值观。作为一种价值观，就是既要认同和发

展本民族文化，又要尊重其他民族文化的存在和发展，尊重世界文化

的多样性，恪守各民族文化一律平等的原则；在文化交流中尊重差

异、理解个性，共同促进世界文化繁荣。这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当前，文化多样性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依然具有强大生命力、

依然需要我们尽力维护，还有一个原因在于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

相似，能够帮助人类应对世界资源的有限性。从自然的角度看，地球

的最大特点之一是生物多样性，而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密不可

分。生物多样性为文化多样性提供物质基础，文化多样性反过来又反

映不同人类群体对其所处环境生物多样性的认识和保护。因此，文化

多样性有助于促进人类对地球生物多样性的认识，从而加强对生物多

样性的保护。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世界上如果只有一种文

化，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多姿多彩。多姿多彩的文化是人类的共同财

富。对待不同文化，我们必须秉持平等、谦虚、包容的态度，使人类

文明在不同文化交流互鉴中不断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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