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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建设人文北京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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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已将建设“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作为推动首善之区各项事业进一步健康开展的

方向。建设“人文北京”的核心精神就是要在首都各项工作中全面落实“以人为本”的理念与要求。建

设“人文北京”，关键在于明确建设的理念与宗旨。“观乎人文，化成天下”，人文的核心就是“人”，而中

国文化所关注的中心也始终是“人”而不是“神”，即所谓“人为万物之灵”，“天地之间，莫贵于人”。“人

文北京”建设的终极目标，毫无疑义，就是为了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确保人民的基本权利，创造人

民的发展空间，满足人民的合理需求，提升人民的整体素质，鼓励人民的进取精神，营造人民的团结

氛围，实现人民的理想追求。而要做到这一切，就必须有一个基本理念来加以统率和指导，有一个具

体途径来加以遵循和践行。这个理念，这个途径，就是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 —“和谐”中

汲取智慧，启迪思维。  

  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理念与追求，是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是传统文化核心精神的高度凝炼。任

何时代，任何社会，社会政治生活的理想境界就是“和谐”，而“和谐”的本质属性则可以概括为四个方

面：即“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和而不同”的差异性；“刚柔相济”的互补性；“抑高举低”的平衡性。因

此，建设“人文北京”的实践，应该本着“以人为本”的战略思维，坚持不懈地把造就“和谐”的理想局面作

为行动的准则，从而卓有成效地实现博采兼容、理顺差异、相济互补、动态平衡的战略目标，使我们

首善之区的社会生活呈现出最大程度上的“和谐”。  

  兼容并蓄，宽容海涵。建设“人文北京”，要真正体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博大气象。这一

点，就领导决策层而言尤为迫切和重要。这就是要求它能以极其博大的襟怀与气魄，在依法决策与行

政之时做到海涵一切，虚怀若谷，宽容包纳。即在制定方针，实施政策时，能够不以一人之智为智，

而以众人之智为智，虚心听取各种意见，择善而从，将决策建立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之上，提高决策的

科学性；在领导干部个人道德修养方面，能够秉执“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从，其身不正，虽

令不从”的原则，廉洁奉公，以身作则，恪尽职守，谦虚谨慎，闻过则喜，在困难关头坚定奋进的信

念，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在人才任用上，能够不别亲疏，唯才是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让

更多的才俊之士发挥有益作用，为首都的建设事业贡献其聪明才智；在处理错综复杂、各种组织机构

和各种社会群体的关系上，能够从容稳妥，举重若轻，应对裕如，协调得体。要充分尊重和关照方方

面面的意愿与利益，积极争取和赢得方方面面的理解与支持。  

  和而不同，因事设宜。和而不同，和而不流，这是“和谐”的必有之义，也是建设“人文北京”的重

要环节。“和谐”不是无原则的调和，更不等于泯灭差别的简单同一。构筑社会的和谐，就必须以承认

差异与控制差异为基本前提，勇敢正视矛盾，有效解决矛盾。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就需要具备大智

慧，在管理思维的选择和管理艺术的运用上，全面体现“同则不济，和实生物”的特点，“百虑而一致，

殊途而同归”，存异求同，相辅相成。换言之，以互补的方式实现“和谐”，应该是我们在今天建设“人

文北京”中必须具备的战略意识和合理思路。表现在具体的“人文北京”建设上，首先是要注重充分挖掘

和借鉴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尤其是要珍重和利用首都特有的历史文明积淀和传统文化结晶。“问渠



 
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丰厚的传统文化资源，是建设“人文北京”的“源头活水”，是走向未来

的根基。如果我们真正能以现代意识致力于在“人文北京”的建设过程中汲取与借鉴优秀传统文化资源

的因素，真正把只有是地域的才是中国的、只有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意识落实在具体的工作中，那

么“人文北京”就有希望体现北京的精神，张扬北京的风采，形成独特的文化品格，具有无穷的文化魅

力。  

  文武并用，上下共济。文武并用，宽严相济，张弛有度，干群同心，上下协力，这是“和谐”文

化的重要组成，也是构筑“和谐”社会的基本途径。具体地说，就是要求领导干部与职能部门运用政治

智慧，借助于德刑、赏罚等多种管理手段的互补配合，相辅相成。同时也要求普通民众不断提高自己

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与文明境界，体现自己的公德水准与文化水

准。同心同德，上下一致，来保证“和谐”状态的基本稳定，“和谐”社会的长期持续。致力“和谐”，建

设“人文北京”是全体北京人民共同的事业。如果没有广大民众的积极响应和参与，再好的理想也无法

转化为现实。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同样的道理，“人文北京”的打造，也是每一位北京

市民“与有责焉”。而普通市民在建设“人文北京”过程中最急迫需要做的贡献，就是“修己以安人”、“兴

于仁”，致力于个人思想道德素质的进一步提高，个人文明品格修养的进一步升华，共同实现家庭、

社区乃至整个城市的和睦、和谐与和乐。以文明的风范展示首善之区的风貌，以健康的人格体现首善

之区的精神。就政府而言，固然要真正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而

就广大民众而言，也理所当然要真正做到为政府分忧解难，为家乡建设添砖加瓦，为提高城市文明程

度尽其所能。  

  仇必和解，允执其中。这是“和谐”社会的理想境界，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终极目标。提倡包

容，承认差异，强调互补，最终是为了实现平衡。对社会稳定和“和谐”构成最大威胁的，是社会生活

中尚有一定数量的不公平、不公正现象存在，在特定的条件下，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直接导致

了贫富悬殊，官民隔阂与疏离，如果不引起高度重视，不加以有效控制，就有可能激化社会矛盾。老

子早就对这类现象进行过提醒与警告，“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

余。”高明的领导，一定要充分意识到达到真正“和谐”战略目标的艰巨性与曲折性，一定要通过利益调

整机制，来抑制和克服这种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实现相对合理的平衡。  

  要实现社会的动态平衡，造就社会的真正“和谐”，使“人文北京”的建设有序坚实地得到推进，就

要求我们的决策机构与职能部门在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努力追求社会公平与公正，化解各种

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的矛盾，将可能引起社会冲突的危机控制在最低的程度。需要强调的是，在建

设“人文北京”过程中所追求的“平衡”与“和谐”，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

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不是凝固守成的，而是与时俱进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活力源

于锐意开拓，不断创新。“和谐”从本质上说就是创新的过程，就是创新的成就。古人有云：“与时迁

移，应物变化”。因此，应该以宏大的格局、果决的气慨、非凡的魄力、高明的智慧将“创新”的精神融

入“人文北京”建设的整个过程，在坚持根本战略方向的前提下，积极去面对各种新的情况、新的问

题，避免墨守成规，克服固步自封，防止志满意得，摒弃患得患失，根据形势的变化而在具体工作中

有所变通，有所调整，有所改进，使我们的“人文北京”建设始终处于生生不息、与时俱进的动态发展

之中。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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