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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儒家伦理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大理论价值（黄 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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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儒家伦理是中国传统伦理的主干。它的优秀成果，集真、善、美于一体，光彩四射，引人入胜。特别是

“中和”观、“仁爱”观、“尚公”观、“忠信”观、“自强”观、“廉政”观、“民本”观等，过去对于弘扬优秀

中华民族精神，陶冶人们高尚情超，培育国民美好品行，调节社会各方面人际关系，都发挥过无比重要的理论影响，

即使到了今天，仍有不可低估的重大理论价值。特别是在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可以给我们以许多重要的理

论启迪。 

  ［关键词］儒家伦理  和谐社会  理论价值 

  儒家伦理是中国传统伦理的主干，不仅对中华民族过去的文明进步，产生过无比积极的历史影响，而且在当今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中，也具有不可低估的现实价值。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任务，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具

体运用，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优秀成果特别是儒家伦理的优秀成果的合理借鉴。胡锦涛同志于2005年二月《在省部级

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 

  “我国历史上就产生过不少有关社会和谐的思想，比如，孔子说过‘和为贵’；墨子提出了‘兼相爰’、‘爱无

差等’的理想社会方案；孟子描绘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社会状态；《礼记•礼运》中描绘

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

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样一种理想社会；太平天国运动的领袖洪秀全提出要建立‘务使天下共

享’、‘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社会；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

出要建立一个‘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这些思想虽然带有不同时代和提出者阶级地位的烙

印，但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然，在存在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旧制度下，这些

设想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胡锦涛同志在这里列举的我国历史上“有关社会和谐的思想”，其中就有三项（即孔子、孟子和《礼记•礼运》

篇）属于儒家学者的理论创造。可见，儒家伦理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确有其不可忽视的重大理论价值，值得我们

好好发掘，认真总结。本文拟就这一问题，略陈管见，以就教于海内外大方之家。 

  在儒家伦理中，有许多优秀成果，集真、善、美于一体，光彩四射，引人入胜。特别是儒家的“中和”观、“仁

爱”观、“尚公”观、“忠信”观、“自强”观、“廉政”观、“民本”观等，对于弘扬优秀中华民族精神，陶冶人

们高尚情超，培育国民美好品行，调节社会各方面人际关系，都发挥过无比重要的理论影响，即使到了今天，仍有不

可低估的重大现实价值。特别是在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可以给我们以许多重要的理论启迪。 

  （一）、儒家的“中和”观，倡导“尚中贵和”理念，启迪人们在社会交往中，自觉化解社会矛盾，促进人际关

系和谐有序发展。 

  崇尚“中和”，是儒家伦理的优秀成果。“中和”包括“中”与“和”两个方面。 

所谓“中”，一般指的是适中、中正，《中庸》所谓“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即是其本义。《论语•先进篇》

载：“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这

里讲的“过犹不及”，其意是说，“过”（即超过“中”）与“不及”（即未达到“中”）都不符合中道，表达了崇

尚“中正”的观念。儒家所谓“中庸之道”，集中地体现了“尚中”的道德追求。孔子曾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

矣乎！”⑴其意是说，“中庸”作为一种“德”，已达到了很高境界！ 

  所谓“和”，指的是和谐、协调之义。早在西周末年，史伯就说过：“以他平他谓之和。”⑵ “以他平他”，

指的是用一种事物去协调、平衡另一种事物，以促使两种不同事物达到矛盾的统一、融和状态。史伯还说：“和实生



物，同则不继”⑶。其所谓“同”，指的是一种事物对他种事物的绝对排斥状态，故又将之称为“剸同”。这些都表

达了重和的思想。儒家创始人孔子继承并发挥了这些思想，他明确提出“和为贵”⑷的命题，认为“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⑸ 

  “中”与“和”结合起来，称之为“中和”观。《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其意是说，达

到了中和境界，天地便各得其位，万物乃生长发育。该篇又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

也。”明确把“中”视为“天下之大本”；把“和”看作“天下之达道”。这都鲜明地表达了我们祖先对“中和”的

理想追求。 

  崇尚“中和”，就是主张人们在社会交往及为人处事中，要推行中正之道，坚持“和为贵”，与大家友好相处，

相互协作，共享祥和。这种“中和”观，对于引导人们建立“尚中贵和”理念，借以立身处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

盾、协调人际关系、促进全社会和谐有序发展，自觉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贡献，具有重大理论启迪价值，我

们应予以高度重视。 

  （二）儒家的“仁爱观”，倡导“仁者爱人”理念，启迪人们树立“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情怀，在社会生活

中，自觉地去关心人、爱护人。 

  儒家曾大力倡导“仁爱”观，《论语•颜渊》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孟子•离娄下》说：“仁者爱

人，有礼者敬人”。“爱人”，就是要关怀、爱护他人。具体说来，就是要做到“推己及人”。孔子所谓“泛爱众而

亲仁”（6）、“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7）、“己所不欲，勿施于人”（8）；

孟子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9）等，都从不同角度阐明了“仁者爱人”的理想追求。 

  “仁者爱人”，是中华民族人道主义或曰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它表达了我们祖先早在两千五百年前，就看到了

人的价值，强调对人的关爱。西方人文复兴时代的思想家们，在十七、十八世纪时曾大力宣讲“天赋人权”理论。这

一理论，虽亦表达了对人的关爱之情，但却比我们祖先倡导的“仁爱”观晚两千多年。作为炎黄子孙，我们既为我们

祖先在人文意识方面的创造性贡献感到自豪，更为自己继承这份遗产感到责任重大。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应当大力借鉴我们祖先留下的“仁爱”伦理，激发自巳的“仁爱”情怀，

真心实意地把“以人为本”作为自己立身做人的基本原则，在日常平凡工作中，实实在在地去关心人、爱护人，使互

相关心、互相爱护，成为全社会人们的自觉行动。若能如此，则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到来，就指日可待了。 

  （三）、儒家的“尚公”观，倡导“天下为公”理念，启迪人们确立对社会、国家、民族的责任和义务，从而消

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天下为公”一语，出自《礼记•礼运篇》，原文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

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天下为

公”，贵在一个“公”字，其旨意在于提倡以公义战胜私欲，强调人们对社会、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和义务。这种

“天下为公”的精神，是我们民族的爱国主义思想基础，已陶冶出千千万万以民族大义为重的贤哲志士。从孟子的

“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道德追求，到范仲淹的“先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绝唱，再到顾炎武的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报国意识，其中贯穿着一条鲜明的红线，那就是“天下为公”理念。 

  今天，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必须坚决抛弃与抵制那些不利于社会和谐的种种因素。这就尤其需要大

力发扬“天下为公”精神。因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种种矛盾。若能坚持“天下为公”，做到“不独亲其亲，

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那么许多社会矛盾，就有可能得到合

理解决。同时激发人们树立全局观念，养成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人民利益至上的道德情操，自觉舍弃个人小利，谋

求国家和人民的大利。有了这种感情，一切不和谐的音符，就可以被有效地抑止；一切和谐的曲调，就将自然出现。

因此，提倡“天下为公”，完全符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大局的要求，我们应当带头实施，身体力行。 

  （四）、儒家的“忠信”观，倡导忠实诚信理念，这对于纠正社会上的欺蒙拐骗邪风，培养人们淳厚朴实之德，

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导向作用。 

  “忠信”观，亦由儒家所大力倡导。“忠信”，包括“忠”与“信”两个方面。关于“忠”，《国语•晋语二》

释曰：“力有所能，无不为，忠也。”这是说，“忠”，就是尽心竭力去办事。那么，尽心竭力为谁办事呢？《左

传•文公六年》载：“以私害公，非忠也。”将这句话倒过来讲，“忠”，就是不“以私害公”。可见，“忠”，首

先要忠于“公”。《论语•公冶长》载：“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

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显然，孔子评价令尹子文具有“忠”德，也是称赞他对公事尽心

竭力。此外，在儒家那里，“忠”还含有为他人谋利尽心竭力之意。曾子所谓“吾日三省吾身”，其中就有一项：

“为人谋而不忠乎？”这个“忠”，无疑含有为他人谋利尽心竭力之意。因此，“忠”，就是为“公”与为他人谋利



都要尽心竭力。正是从这一基本含义出发，人们引申出许许多多与“忠”有关的道德意识，如忠于国家、忠于民族、

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朋友，等等。 

  所谓“信”，指的是诚实无欺，格守信誉。《辞海》释“信”第一条：“诚也。”可见，“诚”是“信”的重要

内涵。班固曰：“信者，诚也，专一不移也。”（10）《春秋谷梁传•僖公廿二年》载：“言之所以为言者，信也。

言而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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