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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求和谐之道 共建和谐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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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延东     

  2500年前，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告别都城喧嚷，骑青牛、出函谷，留下了千古传诵的不朽名篇《道经》。"紫气东

来"的传说、《史记》"老子修道德"的记载、周至楼观台的景观……都印证着古老的岁月和智者的足迹。物换星移，

沧海桑田，先人的思想却依然闪烁智慧的光芒。在21世纪的今天，古老的《道德经》所蕴含的理念与主张，对于我们

探求和谐之道、共建和谐世界，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道德经》不仅仅是中华文化宝库中一块绚丽夺目的瑰宝，而且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道德经》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经典，思想深邃，言简意赅，短短五千言，涵摄宇宙、自然、社会、人生各

方面，阐释万物之源、治国之术、为政之道、为人之本、立世之则，通篇贯穿着"道法自然"、"大道和谐"和朴素的辩

证思想，折射了中华民族祈盼和顺、崇尚和美、追求和谐的美好愿望，体现了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独具特色的无穷魅

力。 

  《道德经》认为"道生万物"，阐释了天人合一的重要思想。强调天、地、人等宇宙万物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

人类与自然万物之间有着共同的本源和法则。只有顺应万事万物发展的规律，才能达到天人和谐的状态。这些思想反

映了中国古代先贤认识世界、把握世界的深刻洞察力，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圆融无间、共生共荣，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

源。 

  《道德经》主张"无为而治"，阐释了爱民治国的重要理念。强调"以百姓之心为心"，不恣意妄为，不逆道而为，

达到"无为而无不为"。这些思想体现了中国古代先贤真挚深沉的"民本"情怀，成为中国政治思想的重要渊源，对后世

的治国安邦产生了重要影响。 

  《道德经》主张"为而不争"，阐释了和以处众的重要原则。强调作为个人要"谦下"、"德信"、"上善若水"，作为

国家要"不武"、"不怒"、"不以兵强天下"。这些思想对于中华民族形成与人为善、推己及人、合群济众的传统美德，

培育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爱好和平的民族品格，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道德经》主张致虚守静，阐释了立德修身的朴素哲理。强调把"德"作为操行的标准、人生的原则，倡导"见素

抱朴"、"少私寡欲"的态度和知足常乐、"清静无为"的境界。这些思想体现了中国古代先贤深层次的精神追求和行为

准则，渗透在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中，成为滋养人们精神家园的重要源泉。 

  《道德经》睿智的思想穿越时间和空间、跨越信仰和国度，经世而长存，历久而弥新。从敦煌卷子、马王堆帛

书、郭店竹简等出土文献的记载，到遍布全球30多种语言的400多种外文译本；从孔子问礼于老子的传说，到历代思

想家、政治家的悉心研究；从"东方智慧的结晶"、"永不枯竭的井泉"的赞誉，到老子被誉为世界百位历史文化名人，

无不说明了《道德经》的深远影响，无不体现了《道德经》的重要价值。《道德经》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

华儿女，影响了不同国度、不同肤色、不同民族、不同语言的人们，不仅是中华文化宝库中一块绚丽夺目的瑰宝，而

且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21世纪的今天，古老的《道德经》所蕴含的理念与主张，仍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 



  和谐是中华文明的重要价值观念，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不懈追求 

  在人类社会不断实现自身美好理想、迈向光明和进步的21世纪，国家的兴旺发达，越来越需要和谐有序的社会环

境；世界的繁荣发展，越来越需要和谐共存的国际环境。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作为深受"和谐"文化润泽和

滋养的礼仪之邦，中国的发展将为世界带来更多的机遇，中国永远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坚定力量。 

  当前，中国政府对内致力于加快构建和谐社会，对外致力于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共建和谐已经成为亿万中国人民

的共同追求。这种和谐应是以人为本的和谐，即坚持尊重人的尊严，关注人的价值，保障人的权益，重视人的生活质

量和发展潜能，努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种和谐应是包容多样的和谐，即坚持尊重差异，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维

护文明多样性和发展模式多样化，实现各美其美而又美美与共的良好状态。这种和谐应是公平正义的和谐，即坚持扶

正扬善，注重权利的平等、分配的合理、机会的均等，确保各方面的利益和诉求得到全面兼顾。这种和谐应是诚信友

爱的和谐，即坚持以诚相待，坦诚相商，诚实守信，更加关爱彼此，更加珍视情谊，更加融洽相处。这种和谐应是共

同发展的和谐，即坚持平等合作、互利双赢，实现持久和平、共同繁荣，使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惠及各国人民，共同

建设、共同享有属于全人类的美好未来。 

  深入研究和挖掘《道德经》的丰富内涵，使之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推进和谐社会、和谐世界，需要和谐的理念、和谐的文化。面对日益加快的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我们要始终坚

持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研究和挖掘《道德经》的丰富内涵，宣传和弘扬《道德经》的时代意义，遵循

客观规律、倡导和合友善、注重律己修身，使这一超越历史、超越宗教、超越国界的文化宝藏，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新

的生命力。 

  遵循客观规律，就是要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理念，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生存与

发展的最基础的关系。从工业化开始的现代经济，极大地增强了人改变自然的力量，但是也带来了生态破坏、资源枯

竭、环境污染等世界性难题。我们要通过研究和弘扬《道德经》，引导人们树立人与自然辩证和谐的发展观，合理而

有节制地开发、利用自然，与自然建立一种和谐共处、同存共生的关系，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的道

路。 

  倡导和合友善，就是要弘扬慈爱和同、为善尚义的传统美德，促进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是一个古

老而又永恒的话题。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趋于融洽，但社会上依然存在物欲膨胀、损人

利己、信用危机等问题，国际上依然存在以强凌弱、以富压贫、对抗冲突等现象。我们要通过研究和弘扬《道德

经》，推动人们坚持正确的是非观、善恶观、荣辱观，以慈善谦让的态度待人处世，多行善举，济困助人，努力形成

有利于社会和谐的社会风尚和行为规范。要通过研究和弘扬《道德经》，推动人们认识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重要

特征，不同文明之间应当相互包容、积极对话、兼收并蓄，不同国度之间应当讲信修睦、互惠合作，摒弃排斥、歧见

和隔阂，使世界各国在互信协作中谋求共同发展，使人类文明在和谐共存中更加丰富多彩。 

  注重律己修身，就是要培养淡泊宁静、贵德守真的品格，促进人的内心和谐。追求内心和谐，是人生的重大课

题，也是人际和谐与社会和谐的基本要求。在社会发展和转型中，一些人出现了虚华浮躁、精神空虚、信仰失落、道

德失范、心理失衡等问题，人们的精神生活面临着新的考验。我们要通过研究和弘扬《道德经》，引导人们从古人修

身思想中得到启发，净化和升华思想境界，从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出发，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观和义利观，崇俭抑奢，培功建德，不为物欲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所侵蚀；要理性认识和对待发展过程中

出现的利益和差距，把个人发展的目标和社会的大目标统一起来，合理表达情绪和诉求，采取积极的人生态度，以平

衡乐观的心态迎对挑战、战胜困难，去实现人生的和谐、安宁与幸福。 

（作者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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