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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矛盾是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不能仅仅依靠抓经济增长这一条途径来解决。只有树立科学的

发展观,从经济、政治、伦理、文化多重视角来寻求解决矛盾的思路,才是实现和谐社会目标的正确途

径。本文着重从家庭伦理的角度,探讨家庭伦理文化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和影响,以及和谐社会的理

念对于家庭伦理的导向与要求。 
一 家庭和谐幸福是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首先,家庭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社会的构成细胞,因此,

家庭的和谐幸福就构成了衡量社会是否和谐的一个重要维度,失去了这个维度,社会和谐就是片面的、不

完备的。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上还存在不小的偏差,习惯于把家庭矛盾从社会矛盾

总体体系中孤立出来加以思考,如所谓的“清官难断家务事”。其实,家庭内部与家庭邻里的矛盾纷争问

题,不仅关系到家庭的幸福和睦,而且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因而是一个与和谐社会目标直接相关的大

问题。事实上,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社会环境、社会观念的变化,家庭生活中的“不和谐音”越来越多,诸

如家庭暴力、婚外恋、家庭离散等等,都已经直接或间接地带来了很大的社会问题,影响到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目标的实 
现。因此,人们有必要修正原有的观念,重新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目标的高度,认识家庭与家庭伦理

问题,并主要借助于家庭伦理的力量,重塑现代人和谐幸福的家庭生活。 
其次,家庭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家庭不仅是社会的组成部分,而且是社会的原始模型。这一点,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儒家一向把“齐家”视为“治国”的前提条件,孟子说“天下之本

在国,国之本在家”;朱熹说得更明确:“家政修明,内外无怨,上下无怨,子孙世昌,移之于官,则一官之政

修,移之于国与天下,则国与天下之政理”。就是说,只有家庭关系和睦、“无怨”,才会有社会关系的和

谐、顺畅。现代社会中,和谐幸福的家庭生活,一方面使疲惫的现代人在家庭中得到身心放松和调整,并

为人们从事社会活动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另一方面也使家庭成员以和谐幸福的人际关系模式为蓝本,类

比性地推展到整个社会,从而构成和谐社会目标得以实现的逻辑起点与内在动力。 
最后,和谐幸福的家庭是社会矛盾的缓冲带。当今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带来了家庭功能的全方位

转换,家庭已日渐变为“社会人的摇篮”、“生活消费单位”、“心理文化共同体”。这说明,计划经济

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使得人们的生活节奏紧张多变,人际关系复杂尖锐,社会矛盾也更加深刻突出,家庭作

为一个“避风港”、“安乐窝”的价值更为突出,人们强烈需要一个和谐、温馨的家以缓解社会压力,疏

导社会矛盾,调和人际关系。如果家庭关系也失去了和谐稳固的基础,那么现代人很可能就失去了最后一

个栖息所。这样一来,家庭不仅不能化解人际矛盾和社会冲突,相反,家庭矛盾完全有可能转化成一种社

会矛盾,从而增加整个社会的不和谐因素。 
二 实现家庭和谐的现实途径 

(1)把和谐幸福确立为现代家庭的首要伦理价值。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家庭伦理生活都处在一

种振荡与摇摆的过程中,这与和谐价值的失落有很大的关系。改革开放以前,尤其是“文革”时期,在

“斗争”为纲的大环境下,家庭成员间的矛盾被人为地激化了,使得无数个家庭中夫妻反目、父子离心、

兄弟成仇。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的家庭伦理生活有了相当大的改观,争取个人利益,满足个人需要,追求

生活幸福,已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接受,这本来也无可厚非;但是,如果失去了和谐价值的协调,家庭成



员很可能会因为片面追求个人需要满足而陷入自我中心的误区,从而造成家庭关系的矛盾和冲突,甚至造

成家庭的破裂与解体。 
(2)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中汲取资源,并加以创造性整合。中国文化中有浓厚的“和合”

传统,儒家文化倡导的家庭生活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和为贵”、“家和万事兴”,但是由于它

主张的“和”是以家庭本位和等级差序为前提的,因此这种“和”往往是以牺牲家庭成员的自由和个人

权利为代价的。西方现代文化中有幸福主义的价值取向,它强调个人利益的满足、行为选择的自由以及

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但同时也为家庭生活的稳定和谐留下了隐患。所谓整合这两种资源,就是要在家庭生

活中以“和谐”为主导,达成现代价值与传统价值的“视界融合”,既要讲“慈”、“孝”,也要讲爱、

自由、平等、宽容。 
(3)注意个人、家庭、社会的和谐互动。在个人社会化的过程中,家与家庭伦理处在一个相当关键的

位置。家是人的社会跳板,是联系人与社会的纽带。因此,个人、家庭、社会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始终

处于一种动态的关系中。无论是家庭还是社会都是以人为本的,家庭和谐与社会和谐都是以人的自由活

动为前提的。家庭问题是社会问题,社会问题从根源上说也与家庭问题密不可分,因此,在建构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过程中,除了个人改造与社会改造这两个方面外,家庭伦理生活的改造是绝对不容忽视的。 
三 构建和谐家庭、和谐社会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和谐不能以牺牲个人的自由为代价。和谐社会是以个体自主为基础的个体自主与整体和谐有机

统一的社会,如果脱离了人的自由自主的活动,家庭与社会就会失去生机,变成一潭死水。 
(2)和谐价值不能与幸福价值相分离。如果离开了家庭成员与社会公民的幸福体验,把和谐仅仅理解

成秩序的整齐划一或表面的稳定,则是对和谐价值的曲解。在家庭生活中夫妻貌合神离,还平静地维持着

家庭的形式,这样的家庭不能称为和谐的家庭;一个社会中各种矛盾激化,人民怨声载道,但还用政治法律

手段维系着暂时的稳定,这样的社会不能称为和谐的社会。 
(3)和谐应该是富有张力的和谐。每一个家庭或社会成员只要有自主性就会有不同的价值选择,就会

有矛盾和冲突;但是每一个自由个体如果都能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互相补充就能和而不同,从而构成一

个富有张力的和谐的有机统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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