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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表喻德：浅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
文化精髓”及其重大意义

何 努

摘 要：中华文明文化精髓内在的精神，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总结的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即连续性、创

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外在的表现则是家国一体、克明俊德、百姓安康、民族团结、协和万邦、绵延永

昌。中华文明文化精髓的核心是“德”的核心价值体系，这是中华文明所特有的。“德”作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

之物化表现形式就是华表，其历史的原型是路标即诽谤之木。华表作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源自中华传统精

神文化的遗赠，在当前应有新时代守正创新性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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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

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①战略部署，倡议社会各界

共同致力“提炼展示”相关工作。2023年6月2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在北京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

性。”他指出中华文明有五个突出的特性，即连续

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②。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论述，凝练而

精准，高屋建瓴，言简意赅。中华文明的精神标

识和文化精髓的总结提炼，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为指针。就此，笔者浅

谈一些学习的感悟和思考，以求教于诸位大家。

一、中华文明的文化精髓内涵

中华文明的文化精髓，是提炼中华文明精

神标识的文化基础。因此，要提炼中华文明的

精神标识，首先必须厘清中华文明的文化精

髓。中华文明的文化精髓纲领性的标准，就是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

且这五个突出特性从五千多年前中华文明形成

伊始，生生不息，贯穿至今日中国。

准此，中华文明的文化精髓，也就是中华文

明的特质，指的是中国特色的特殊性特质。拙

作《中华文明特征与特质再思考》提出，中华文

明的特征与特质，是世界文明的一般性或统一

性特征与中国特色的特殊性特质的辩证统一

的、发展变化的统一体。中华文明的特质是多

元一体化发展的道路，基于农桑并举多样化的

种植制度、重瓣花朵式的史前文化发展格局，经

过自然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与商品经济基础

及其上层建筑竞争的胜出，走上可持续发展道

路，最终在中原地区形成中华文明一体化的核

心。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观体系是“德”，以

5



2023 年第 5 期

“德”为体，以经天纬地、文武之道为用，以礼制

为纪。青铜礼器是早期中国文明的“中国特

色”，其肇始期有一个短暂的红铜礼器铸造探索

阶段③。

对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文明五个突出

特性的总结，笔者进一步明确，中华文明的连续

性突出表现在中华文明历经各种挫折，最终走

上务实农桑、治大国如烹小鲜的可持续发展道

路。特别是陶寺文化在都城制度、宫室制度、礼

制建筑制度、府库制度、住宅的等级制、丧葬制

度、礼乐制度、铜礼器制度发轫、天文历法垄断

制度、度量衡制度、工官管理制度等诸方面的集

成与创新，全方位地奠定了后世中国历代王朝

的制度建设基础，并形成了一些中华文明当中

制度文明传承的稳定基因④。

中华文明的创新性突出表现在以“德”为

体，以经天纬地、文武之道为用，以礼制为纪；

“天下观”的创立，红铜礼器铸造探索、青铜礼器

独特的道路；等等。其中，中国古人对于“文明”

的定义，也应被视为一种独特的创新。《尚书·舜

典》称“浚哲文明”，孔颖达解释说“经纬天地曰

文，照临四方曰明”［1］264。《左传·昭公二十八年》

也称：“择善而从之曰比，经纬天地曰文。”［2］陶

寺文明的模式就是“经天纬地时空政治文明”。

“时空政治文明”主要针对国内的治理，偏重于

技术，彰显与巩固的主要是王权。陶寺模式具

体来说，经天就是王权垄断太阳地平历，圭表测

影太阳历、阴阳合历来控制年时，朔望月轮太阴

历控制月时，用盘古沙漏控制昼夜时间⑤，从而

把握社会生活的时间命脉，成为王权科学软实

力。纬地则包括王权制定长度基元，建中立极，

辨正方位，阴阳八卦八方空间概念，天文大地测

量，最终构建起政治地理五方的天下观——表

里河山，掌控江山社稷的空间命脉，成为王权中

道的核心精髓。《尚书·舜典》说，舜从尧手中接

过政权后，“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

于山川，肆觐东后。协时、月，正日；同律、度、

量、衡”［1］268。协时就是校订历法和谐年时，协月

便是校订阴历月时，正日即校订昼夜日时，此乃

经天。同律、度、量、衡就是统一度量衡制度，属

于纬地。帝舜获得王权后，用“协时、月，正日；

同律、度、量、衡”来彰显自己的王权，宣示自己

经天纬地空间政治文明中的主导权⑥。

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和包容性突出表现为多

元一体化发展的道路，基于农桑并举多样化的

种植制度、重瓣花朵式的史前文化发展格局，每

个区域文明的诞生与发展阶段，都曾经历过守

本融新、包容吸纳的阶段，尤其以中原地区文化

熔炉特征最为突出，成为中华文明由多元最终

在中原走向一体的文化基础。据张海分析，仰

韶文化晚期，中原核心区大量接受东方的大汶

口文化、南方的屈家岭文化因素，形成本地个性

鲜明的仰韶文化秦王寨类型。仰韶晚期晚段至

龙山文化早期，中原核心区主要受到晋南豫西

的西王村类型和庙底沟二期文化控制。公元前

2300 年，中原核心区汇聚了东、南、西北三大区

域系统的文化因素，呈现出最具鲜明特色的复

杂鲜活的局面——多元周边文化融入中原共同

发展的繁荣局面。二里头文化才将中原核心区

整个纳为一体⑦。二里头文化也是中原王湾三

期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西北齐家文化甚至部

分石峁文化因素交融之后诞生的。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突出表现为文武之道

中“垂衣裳以来远人南面而治”“豮豕之牙”的

“上政”和合政治理念，“橐弓矢以伏天下”的“次

政”理念，以及“德”的核心价值体系当中家国一

体、与人为善、团结互助、和平共处、和而不同、

融合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其中，治国理政以

和合上政为主，以武力次政为辅；次政的目的是

以戈止武，以暴抑暴。陶寺早期的文武之道，图

示化表达于王墓随葬的彩绘龙盘上，疣鼻天鹅

龙头标志着和合政治的各种美德，包括爱好和

平、高瞻远瞩、重土慎迁、尊祖敬宗、洁身自好、

少言实干、守信忠贞、爱家孝悌等。赤链蛇身表

达武力次政理念，包括蛰伏时韬光养晦，先礼后

兵，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惹事、不怕事，“人不犯

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咬定青山不

放松”等理念。当周围政治局势比较危险时，龙

盘中的蟠龙疣鼻天鹅头被换成比较凶猛的鳄鱼

头⑧。陶寺中期的文武之道，完美地表现在中期

王墓 IIM22 的墓壁上。IIM22 头端墓壁上，以掰

断犬齿的公猪下颌骨为对称轴，左右各摆放三

柄未开刃的精美玉石钺，是为“豮豕之牙”上政

图示。IIM22 南侧墓壁摆两张折断的漆木弓，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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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八布袋（箭箙）去杆鹿角三棱镞，明确表达“橐

弓矢以伏天下”的次政图示⑨。此乃四千多年前

尧舜时期“天下大同”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基本内

涵，是今天我们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的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智慧源泉。

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中华文明的文化精

髓内在的精神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总结的中华文

明五个突出特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

容性、和平性；外在的表现是家国一体、克明俊

德、百姓安康、民族团结、协和万邦、绵延永昌。

二、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内涵

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应当是最能体现中华

文明文化精髓的精神之物化载体，既可以是图

形象征符号，也可以是一个具象的物件，让人一

目了然，记忆深刻。

（一）“中国龙”作为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的

问题

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大家很可能会首选

“中国龙”。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形成的模式大

致相仿，中国龙也经历了一个多元一体的发展

过程。从红山文化的玉猪龙、凌家滩文化的 C
形龙、濮阳后冈类型西水坡 M45 的蚌塑鳄形龙、

良渚文化的龙形镯，到肖家屋脊的 C 形勾龙，再

到陶寺文化蟠龙，开始形成形态比较固定的“中

国龙”，经新砦期龙形纹饰、石峁皇城台龙纹石

雕，而后被二里头文化绿松石龙形牌饰所继

承。中国龙的身影，在商周青铜器纹饰、玉器纹

饰中始终延续，秦汉以降，中国龙的基本形态固

定，即虎首、鹿角、蛇身、鳄鱼爪。

中国龙作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当然具有

较强的合理性，但是笔者认为存在两个问题。

其一，中国龙的象征含义过于丰富，在中国

传统文化中龙的表象也存在着善恶两面。单就

善的一面讲，在陶寺文化“中国龙”成形之前，各

区域文明中龙的象征含义主要是作为巫师或君

王沟通天地的动物蹻，其核心价值属于宗教性

的。从陶寺文化蟠龙开始，中国龙的核心价值

体系肇端，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道德、

伦理等诸多方面的核心价值观体系、基本原则

与社会心理基本取向，但核心内涵是文武之道，

包括诸如文德之治上政，弓矢次政，先礼后兵，

等等⑩。二里头文化的龙又基于龙的行云布雨

水神神格，被赋予了象征大禹的特殊含义。秦

汉以降，龙则更多地用以表示帝王皇家的身

份。诚然，陶寺蟠龙开创的“中国龙”核心价值

体系，也被后世贯彻于“齐家、治国、平天下”之

中，铸就了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如《周易·
乾卦》从“初九，潜龙勿用”至“用九，见群龙无首，

吉”，冯时指出，它们是古人对自角至尾六宿龙

星于不同季节天球位置变化观测过程的记录。

《周易·乾卦》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足见，中国龙的精神核心是立足于文武之道的

“自强不息”精神。这当然是中华文明文化精髓

的一部分，但并不全面。因此，尽管我们说中国

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中国人世世代代

传承的是“中国龙”精神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

我们称自己是“龙的传人”，然而以中国龙作为

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或许不能全面涵盖中华

文明的文化精髓。

其二，在西方话语体系和文化传统中，龙

（dragon）几乎都负面的、恶的象征。这一文化差

异，很难消弭。假如我们以龙为中华文明的精

神标识，恐怕不利于中华文明在国际上尤其是

在传统西方世界的宣传与传播。

（二）华表喻德：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论

从中华文明文化精髓的分析角度看，中华

文明文化精髓的核心是“德”的核心价值体系，

这是中华文明所特有的。虽然“德”的具体内

涵，在中国史前时期至后世各个历史时期，都有

所变化与发展，但万变不离其宗，其核心宗旨是

家国一体、与人为善、团结互助、和平共处、和而

不同、融合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并渗透到每

个中国人的血液里。因此，中华文明的精神文

化标识内涵就是“德”。

“德”作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之物化表现

形式就是华表，其历史的原型是路标即诽谤之

木。“德”字的本义是用眼直视路标标杆，就是看

齐、表率之意。其最初来源于圭表测影的立表，

立表转为十字路口的木柱路标。刘源认为，西

周金文的“德”字之初文，就是甲骨文中的“徝”

字。“徝”从“彳”“直”，“直”作 ，许慎《说文解

字》“直”训为“正见也”，也就是用眼瞄远处的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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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是否正垂直。加上街道十字路口“彳”，还是

表达在十字路口看标杆，因此甲骨文“徝”的引

申含义是前往、直前。李孝定等学者释此字为

“循”，孙诒让和罗振玉释为“德”。笔者认为，

甲骨文该字虽隐含“循”意，但是释为“徝”比较

贴切，引申为“德”意思是说得通的。冯时曾对

两周时期贵族墓葬中随葬的青铜方座柱形器进

行功能分析，根据河南淅川和尚岭春秋晚期墓

出土的青铜方座柱形器 HXHM2 ∶ 66 自铭“祖

埶”，当解读为“槷”，为“槷表”，即圭表测影用的

立表之名。他认为“祖槷”取祖槷本身的圭臬、

法度之义，“故祖槷或赠予夫人，或为夫人特制，

目的皆在体现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对寡妻严守

礼法、谨恪妇德的基本要求，是为以器喻德”。

如果仔细观察冯时所举两周时期铜祖槷的

实例，便不难发现，这些所谓的祖槷并不能用于

实际圭表测量实操，却完全可以作为十字路口

的铜柱或木柱路标的模型。

十字路口的方向标杆除了为路人指明方

向，还可以在晴昼让路人根据标杆阴影的移动

位置，大致判断白昼的时间段，即粗略的“日

晷”。这一功能，天文测量仪器槷表单独使用，

也可以实现。据此，冯时提出“以槷喻德的本质

在于由时间引申出的诚信思想”［3］。笔者认为，

首先是依据“互渗律”，将天文仪器槷表移植到

十字路口作为方向标，从槷表的空间与时间测

量的功能，转移至十字路口中的时间与空间的

指示标杆，这才是“德”的本意。

陶寺遗址经过四十余年的考古发掘与研

究，已经建立起以考古证据为主体，拧合文献、

人类学证据链绳股，所有证据皆指向陶寺都城

遗址为尧舜之都 。陶寺遗址早期王族墓地

M2200 出土了红彩木质立表，中期王墓 IIM22 出

土了圭尺以及测量日影用的玉质配件游标、景

符、垂悬等，表明尧舜的陶寺邦国已经拥有了成

套的圭表测量仪器。据考古调查与勘探，陶寺

都城的中心十字路口，大约在今天我们设定的

陶寺遗址中心控制点北侧的中梁沟岔口。因

此，陶寺测日影的立表衍生出都城中心十字路

口的路标含义，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吕氏春秋·自知》云：“存亡安危，勿求于

外，务在自知。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

汤有司过之士，武王有戒慎之鞀。”“尧有欲谏之

鼓”高诱注：“欲谏者击其鼓也。《淮南·主术训》

作‘尧置敢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高诱注：

“书其过失以表木也。注‘以’字，《淮南》注作

‘于’。”［4］陶寺早期王族墓地大墓里确实随葬了

陶鼓和鼍鼓，因与石磬为伍，以往学界都重视

其礼乐器组合功能，我们无法确定这些鼓是否

兼用做谏鼓。高诱注说舜立诽谤木就是让百姓

将意见写在“表木”上，指明了诽谤之木与木质

立表的关联性。从陶寺早期 M2200 出土的实用

立表看，立表直径很小，不适宜书写。那么书写

意见的表木当系都城中心十字路口的路标木柱

表木，则更加合理。足见，在路标表木上提建

议，更可能是在路标诽谤木附近发表谏言，在陶

寺中期即舜王族掌权时期很可能已经形成了

“纳谏制度”。该制度的发端有可能上推到陶寺

早期即尧王族掌权时期。

由此可见，尧舜时期，由观测日影的圭表测

量仪器中立表衍生出来的路标，因其附加的纳

谏功能，引导人们向其“瞩目”，陶寺的君王因立

诽谤之木建立了纳谏制度，成为当时林立邦国

的表率，周边邦国的君王则以尧舜纳谏制度为

“榜样”，向陶寺的“诽谤之木”“看齐”，由此构成

了“德”“徝”字的本意。

当然，尧舜之德的内涵，绝不仅仅是“纳谏”

的美德，纳谏的目的是广泛听取民众的意见和

建议，不断改革弊政，守正创新，从而做到《尚

书·尧典》所说的：“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

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1］250“克

明俊德”起于“以亲九族”，终于“协和万邦”，体

现出家国一体的理念。与人为善、团结互助方

能“九族既睦”。和平共处、和而不同、融合发

展、合作共赢，才能“平章百姓，协和万邦”。

尧舜之诽谤木，作为尧舜懿德的标志物，也

作为中华文明最核心的精神文化遗产，成为今

天伫立在北京天安门前的华表的历史原型。晋

人崔豹《古今注·问答释义》：“程雅问曰：‘尧设

诽谤之木，何也？’答曰：‘今之华表木也。以横

木交柱头，状若花也，形似桔槔，大路交衢悉施

焉。或谓之表木，以表王者纳谏也，亦以表识衢

路也。秦乃除之，汉始复修焉。今西京谓之交

午木。’”［5］北魏人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龙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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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载：“宣阳门外四里，至洛水上，作浮桥，所谓

永桥也。……南北两岸有华表，举高二十丈。

华表上作凤凰似欲冲天势。”［6］《文选》收录的三

国魏人何平叔作《景福殿》曰：“故其华表则镐

镐铄铄，赫奕章灼。”注：“华表，谓华饰屋外之

表也。”［7］宋词中，通常用“华表”代指京城。可

见，自尧舜创立路标诽谤木之后，历代王朝都沿

用了其形式，竖立在京城重要路口或宫殿前，提

醒古代帝王勤政为民，名之为华表。因此，笔者

认为，华表作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物是最佳

选择。华表中庸的结构，庄严的造型，已有的广

泛认知基础，都有助于其作为中华文明的精神

标识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与认可。

应当说明的是，华表作为中华文明的精神

标识，虽然源自中华传统精神文化的遗赠，但是

必须有新时代守正创新性的解读。

首先，华表这一名称，原本字面意思为“华

丽的木表或石表”，在当今的解读，则可称为“中

华文明的代表”，就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名

符其实，简称“华表”再合适不过。

其次，华表不仅是传统意义上“提醒古代帝

王勤政为民”的象征物，而且华表喻德，标志着

中华文明“德”的核心价值体系，也就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传统文化源头。从

这个意义上讲，华表不仅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

识，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的标志物。

再次，华表隐含着圭表测影的原始功能，隐

喻经天纬地的时空政治文明。若再于其外表附

着攀天而上的“东宫苍龙”星宿图像，暗喻中华

文明自强不息的精神和上政、次政的文武之道

理念，加之华表端庄的外在仪态象征的中华文

明的礼制特征，那么华表就能够全面表达中华

文明的文化精髓：以“德”为体，以经天纬地、文

武之道为用，以礼制为纪。同时，“东宫苍龙”四

季运行，与中国古代的农时密切相关，其中房宿

星被称为“农祥星”，心宿二被称为大火星，可用

以观测制定“大火历”。所以东宫苍龙星象，又

象征着中华文明是农业文明，以农为本。华表

顶端蹲兽“望天犼”可以保留，暗示着倾听百姓

的呼声，以民为本。这也是中华文明重要的文

化精髓之一。

最后，作为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的华表，其外

在表现形式，可能还需要考虑汉字的加入。有

学者认为汉字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之一，不

无道理。汉字自陶寺文化首创之后，沿用至

今，确实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载体之一。它与汉

语相结合，延用四千余年，在其他民族语言不断

融入华夏汉语，形成不同方言的情况下，仍然不

断迭代，发挥着民族融合、文字统一、文化认同

的重要作用，是赓续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由

是，笔者建议，在华表身上可以镌刻中华民族的

最高理想“文明天下大同”。“文”字可采用陶寺

朱书文字“文”字体，“明”字采用甲骨文字体，

“天”字采用金文字体，“下”字采用战国文字字

体，“大”字采用汉隶字体，“同”字采用唐楷字

体，以此表达汉字一脉相承，沿用至今。

（三）“陶楔祖宗塔”：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的

世界性话语表达

华表以物喻德，是中华文明精神标识之中

国话语体系的表达方式。我们还可以用另外一

套世界性的话语体系来表达，那就是源自陶寺宫

城祖庙前搭建的装置艺术“陶楔祖宗塔”（图 1）。

在陶寺宫城范围内遗址的清理过程中，我

们曾经发现一定数量的弧缘三角形陶板，多数

底边微弧，底边唇缘多戳印纹饰，且外缘较厚，

尖端较薄，可称之为陶楔。2013 年冬季，我们在

陶寺宫城东墙 Q10 的解剖工作中，在城墙破坏

基槽的表界面上即 ITG35③A 层底界面上，发现

一圈陶楔，有数件完整者，形同等分的披萨饼。

若将这些三角楔形陶板平铺在地上，在同一平

面上拼圆形（图 1.1），进而上下层叠摞起来（图

1.2），这些组件水平摆放和向上码放，可以得到

一个“且”（祖）的造型（图 1.3）。

陶寺三角楔形陶板码出的“且”造型，与甲

骨文中象形“祖”字即“ ”如出一辙。“ ”，尖锥

顶，底部封口线长，象征地面。体部象形画两道

横杠，说明“祖”是在地面分层搭建的。

笔者推测，由陶寺王族各有资格的家族，每

家族贡献一片三角楔形陶板，共建一个“且”，强

调的是认同一个王族祖先，并归入同一宗法体

制内部。每一个家族都是王族的一分子，缺一

不可，共同支撑王族存在于世，并且孝敬共同的

祖先。构建的“且”顶象征着王族的共同祖先。

华表喻德：浅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及其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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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个祖先，逐步分支出以下的各大宗、小宗家

支、家族乃至核心家庭，形成宗法关系塔形模

式。所以陶寺的三角楔形陶板，原本很可能用

于宫城祖庙内，王族共建“且”造型象征物。

如果我们借用陶寺“陶楔祖宗塔”的创意，

作为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的国际话语体系，则可

以用装置艺术的形式，用每一片陶楔，代表每个

个体、每个家庭、每个民族、每个种族、每个国

家，团结共建一个超越国家、种族、民族、宗教信

仰的，天下大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象征塔。

三、“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

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的重大意义

从国内层面看，“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

标识和文化精髓”的重大现实意义在于，用中国

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上升为中国

理论，坚定文化自信，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

中华文明的文化精髓“德”的核心价值体系，讲

的就是中国道理。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瓜瓞绵

绵，夏商周三代以来至今，统一多民族的中国是

历史发展的主旋律，依靠的就是“德”的核心价

值体系。中华文明文化精髓“德”的核心价值体

系是国家与民族可持续发展的生生不息的理

论依据。这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最重要

的核心精神文化，是每一个中国人精神独立自

主的基石和民族自信的充分理由。

因此，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

化精髓，并让每一个中国人都懂得这些标识和

文化精髓，让每一个中国人发自内心地实现精

神独立自主，真正做到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

度自信、文化自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便有了

强大的社会心理基础和动力。

从国际视野来看，西方文明推崇的“丛林法

则”，片面强调竞争与冲突，合作只是权宜之计，

过分迷恋武力和个人利益最大化，这些都与中

华文明的文化精髓“德”的核心价值体系背道而

驰，是当下世界矛盾极度激化、世界和平受到严

重威胁的总根源。西方的“丛林法则”与中华文

明文化精髓“德”的核心价值体系的冲突，被某

些西方学者误导，冠之以“文明冲突论”，他们没

弄明白，其实是西方奉行的“丛林法则”与中华

文明“德”的核心价值体系之间在精神文化观念

方面发生了冲突。但是，人类共同的本性“真善

美”，决定了中华文明的文化精髓“德”的核心价

值体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正道，“德”的核心价

值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我们倡导的理念，

才是最终解决当下世界乱象的最佳“中国方

案”。因此，让世界懂得中华文明的文化精髓

“德”的核心价值体系及其精神标识，明白其作为

解决当下世界冲突的最佳“中国方案”，至关重

要！而“人类命运共同体”象征塔，以装置艺术形

式，超越任何语言，让全球人都能看明白——地球

村人类大家庭，需要每一分子参与共建，团结合作

共赢，方能生存！

莎士比亚名著《哈姆雷特》中有一句经典名

言：“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中华文明的

文化精髓“德”的核心价值体系，是解决这个难题

的最佳“中国方案”。但是近代西方世界推崇的

“丛林法则”毕竟影响了几个世纪，若想让世界摒

弃它，理解中华文明文化精髓“德”的核心价值体

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肯定不可

1.1陶楔平铺在地上 1.2陶楔层叠摞起来 1.3陶楔码砌成“且”

图1 陶寺宫城内出土“陶楔祖宗塔”复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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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需要经过一个比较

漫长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我们必须尽快行

动起来，去努力推动宣传，而不是坐等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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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biao as the Sign of Virtue: On the“Spiritual Mark and Culture Essenc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and Its Significance

He Nu

Abstract: The cultural essence of the inter spirit about Chinese Civilization is five extraordinary attributes
categorized by the Chairman Xi Jinping: successive, creating, unity, inclusive, and peaceful. Its external manifestations
are exhibited as family united with country, enlighten the great virtues, making peace and happiness for the people,
national unity, all nations live together peacefully, successive and prosperous. The distinct cultural cor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s composed with the “virtual value system”. Huabiao, the monumental stone pillars of Chinese spirits
usually standing in front of the palace gates which derived from the road sign used as the complain and suggestion
pole in prehistoric and legendary China, could work as the physical symbol of that cultural core. Huabiao, the spiritual
mark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s the heritage from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t should be innovated with adherence
to its integrity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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