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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因矛盾而激发的冲突，避免因冲突而导致的抗争是人类长治久安的当务之急。儒学中所体现的具有涵盖性的人文

精神是中华民族可以提供全球社群的丰富资源。因此，除了大家熟悉的普世价值如自由、法治、人权、市场经济、民

主政治和市民社会来自西方外，儒学中影响深远的儒家传统价值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推己及人”的

仁道，以及“和而不同”的共生共处之道亦是文明对话不可或缺的基本原则。这些儒学中的精华亦应成为普世价值，

而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和现代化做出贡献。儒学与西学的融合是在当代文化语境中传承和发展儒学，促使儒学走进新的

文化境界的重要途径。儒学的传统正因为受到了西方观念的冲击，其中的糟粕被批判，儒学才可能被现代化所参照，

它能够吸收西方的优秀价值，但亦要结合中国现代化的实际加以创新发展。因此，振兴儒学，要注重儒学的实践性，

离开了现代化社会的发展和构建当代和谐社会的实践的儒学是没有生命力的。  

  通过以上对儒学中的和谐思想之内涵及其时代意义的探讨和发掘，可见儒学不仅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为中

国社会与中国文化的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包括和谐思想在内的儒学之精华对于现代社会的发展，对于和谐

社会、和谐世界的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也就是说，儒学不是陈年旧说，它需要现代化，应把作为

传统文化的儒学融入现实社会之中，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相结合，与时俱进。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和谐思想、和的哲

学，以化解人类共同面临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心灵、文明之间这五大冲突和危机，而达到融合、和

谐之境，使整个社会、整个世界得到协调、有序、文明、健康、科学、民主和持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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