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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是一个关系范畴。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关系只是对于人的关系。因此,构建和谐社会,从理论上

说,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便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具体说来,这个问题可以更加清楚地表述为:第一,为

了社会的和谐,是否应该牺牲个人的差异? 第二,如果一个和谐的社会还要留给个人自由的空间,那么,这

自由空间是否有一个边界? 
一 个人是和谐社会的最后目的 

社会的不和谐在表象上往往体现为个人之间的纷争。如果因此而把社会不和谐的原因归咎于个人差

异导致的纷争,那么就会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只有消灭个人的差异,社会的和谐才变得可能。为了社会

的和谐,果真应该牺牲个人的差异或有差异的个人吗? 
康德在哲学史上响亮地提出:“无论是对你自己或对别的人,在任何情况下把人当做目的,决不只是

当做工具。”[ 1 ]康德认为,人具有绝对价值,人的价值不是任何利害功用所能估量的。任何把人当做

社会的工具的观念和行为都是不道德的。“人是目的”这一命题是康德伦理学的一条最高原则和绝对命

令。我们认为,这个命题也应该成为哲学和伦理学对人的最确当的定位。人是这样一种存在:一方面他是

社会的,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生存下去;另一方面,即使在社会中,他也从来不想与他人的世界重合,永远有

一种偏离他人、与他人保持距离的倾向。当一个社会以和谐的名义来限制个人差异的发展时,对个体的

这种偏离倾向就不可能充分关注。任何人都有追求自由、个性的权利,没有任何人有权限制和责难别人

的自由。个人的存在在任何社会都具有不可超越的价值。人生如果一味地按照他人和社会的要求和愿望

来塑造,是违背人性的。和谐社会应该由不可重复的独立个人组合起来,在这种组合中每个人都拥有自己

独立的空间、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绝对的人格。充满个性的生活应该是和谐社会的固有特性,并且只

有和谐社会才能创造条件让人成为真正有个性的人,激发人们去追求和创造有个性的生活。 
其实,社会的发展本质上是人自身的发展和人的本质的生成过程,即人对人的本质的不断追求、不断

创造、不断实现和不断发展过程。因此,不断实现人的本质应该是和谐社会的深层意蕴。确切地说,没有

社会的人,只有人的社会。真正的哲学从来不相信在个人之上有一个作为实体的社会。不是和谐社会是

个人追求的目的,而是人本身的全面发展就是和谐社会最后的目的本身。和谐社会的终极目标是指向个

人生活的。也就是说,个人自由的实现恰恰是和谐社会的标尺,是和谐社会的最高追求。个人自由是理想

社会真切的起点,也是和谐社会理想的目标。理想社会与和谐社会必须建立在尊重个人自由的基础上。

公民永远是和谐社会的主人。著名学者贝塔朗菲指出:“人不仅仅是政治动物;他首先是个体,这是高于

一切的。人性的真正价值不等于生物实体的价值、有机体功能的价值或者动物群落的价值,而是由个人

思想发生的价值。人类社会不是蚂蚁或白蚁群落,被遗传本能所支配,受超级整体规律的控制。人类社会

是以个体的成就为基础的;如果个体成为社会机器上的齿轮,社会就要毁灭。”[ 2 ]只有个人发展了、

完善了,社会才能和谐、发展。 
从当代视野看,“人是目的”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每个人都是价值主体,绝对不可化约为别人或

社会的工具。每个人就是自己的主人,都是一个特殊的世界,任何人都不能以任何借口来限制别人的个性

发展。人类社会要充分发展,必须首先发展每个个体的独特性和自主权。不同的个人分享着不同的生命,

没有任何人可以为了别的什么目的而被牺牲。当代哲学家诺齐克明确指出:“个人是目的,而不仅仅是手

段;他们若非自愿,就不能被牺牲或者被用来达到其他的目的。”[ 3 ]不要个人的和谐社会是外在于人



的和谐社会。承认个人的和谐社会才是内在于人的和谐社会。其实,只有人才是社会的最终目的。生活

中仅仅只是因为这一目的受到极大的威胁而经常变得不可靠,人才通过契约关系组成社会,建立国家。个

体正是为了确保自己有最好的生存和发展可能才结成社会。这就是说,个人才是社会的意义和价值的源

泉。社会的形成和国家的建立,本来就是为了人这个目的的,本来就是为个人服务的。一个不以人为目的

的社会,是不需要的。一个社会只有以个人为本位,尊重人的个性,给个人留下开放多元的空间,让个人充

分扮演好自己的自由角色,为每个个体充分而自由的发展提供最佳条件,这个社会才有动态的和谐,才能

大踏步地前进。在和谐的社会,更是应该给个人的发展留下最大的空间。 
二 个人自由以社会公正为边界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4 ]自由的伸展程度丈量出社会历史的前进步

伐。任何一种进步都是把人的自由还给人自己。只有落后封闭的社会才会以国家、民族或集体的名义来

限制个体生活的发展,不给个体的自由留下生存的空间。在落后封闭的社会,人是社会的人,社会在逻辑

上比人更重要,因此个人的价值和目的总是受到排挤;在先进文明的社会,社会是人的社会,人在逻辑上比

社会更重要,因此个人的价值和目的才受到保护。从发生学的角度看,越是人类的早期,越是落后的的民

族,越不能从自然和社会中分离出来;越是往后,越是先进的民族,越能从自然和社会中分离出来。以独立

性为基础的自由解放是社会的现代化的标志,同时也是人的现代化的标志。问题在于:当人们一味强调个

人独立、个人自由、个人幸福的时候,必然牺牲他人的权利,造成彼此伤害,并使社会陷入无序。和谐的

社会不给个人留下自由的空间是不正义的,同样,和谐的社会不给个人的自由做出边际约束也是不正义

的。究竟是牺牲个人的发展以达到社会的平等还是以社会公正为边界来谋求个人的自由权利,这成了学

术界争论不休的话题。 
作为自由的主体,人总是要追求价值的,实际上人也一直在追求价值。而价值是多元的。不同的人有

各不相同的价值需求和价值目标。这样一来,一个人的价值追求很可能与别人的价值追求发生冲突。为

了化解价值冲突,达到社会和谐,自由的主体发展出对公共秩序的需求。社会公正的理论就是在这样的情

况下出现的。自由虽然意味着摆脱约束与限制,但并不等于不要任何限制的任性妄为。自由并不等于随

意行事,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真正的自由是对不合理的约束与限制的理性否定。自由冲破的是不合理的

限制,而不是取消一切限制,以至消解社会的正常而和谐的秩序。历史上几乎所有思想家都把自由看做是

有规则的、有边界的、理性的自由。在理性的指导下,每个人寻求他自己的自由,不仅不会导致对别人的

损害,而且对别人也最为有益。按照黑格尔的理解,不受理性制约的自由不是真自由,而是主观任性,是抽

象的形式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意味着,个人要求自由时,也尊重和不伤害他人的自由。也就 
是说,自由是所有人的自由,而绝对不是个别人的自由。从这一点出发,斯宾诺莎指出:“人要保持他的存

在,最有价值之事,莫过于力求所有的人都和谐一致,使所有人的心灵与身体都好像是一个人的心灵和身

体一样,人人都团结一致,尽可能努力去保持他们的存在,人人都追求全体的公共福利。由此可见,凡受理

性指导的人,亦即以理性做指针而寻求自己的利益的人,他们所追求的东西,也即是他们为别人而追求的

东西。”[ 5 ]马克思深刻地指出:“自由就是从事一切对别人没有害处的活动的权利。”[ 6 ]我们不

得不在要求我们自己有自由的同时也允许他人有自由,即维护社会的普遍自由。我们把自由作为我们的

目标,然而这只有在把他人的自由也作为一个目标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惟其如此,才是公正的。公民不

自由,就谈不上社会公正,公民不自由本身就是最大的社会不公正。但社会公正的目的就是要对人们的自

由做出适 
当的限制,进行边际约束,而不是取消自由。显然,在和谐社会,主张社会公正并不是对自由的否定,而是

对把自由作为某些人的特权的否定,它要求自由对所有人开放。如果没有公正普遍的自由,个人的自由也

就不可能存在,“人是目的”也容易变成一句空话。 
不过公正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不承认这种相对性,就必然将千差万别、丰富多彩的人的世界抽

象为一个苍白的平均值。真正的公正既承认权利平等又允许差异存在。从哲学的角度看权利平等就是人

格平等。在人格上没有一个人比另一个人多或少的问题。人作为人所具有的尊严在程度上是没有差异

的,全人类都平等地具有做人的尊严。但真正的公正并不抹杀人的个性差异。绝对的平均主义理想看上

去很均衡,实际上并不公正。因为它实质上是以形式上的公正掩盖着实质上的不公正。和谐社会要求的

不是结果上的平均而是起点上的平等,是在尊重主体人格和创造个性的前提下为人们参与竞争提供均等

的机会,并鼓励他们在自由竞争中发挥自由意志和创造才能。因此,社会公正给个人的自由划出一个边界

恰是对于每个公民人格独立与人格尊严的承认与尊重。个人的发展要以社会公正为基本边界,讲究公正

的和谐社会也把每个人全面自由的发展视为最崇高的终极理想。这样的公正既保护每个个体自由的自我

选择的先天平等权力,又尊重每个个人之间平等的自由的竞争关系以及结果的不平等。真正和谐的社会

一定是一个个人充分独立、充分自主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个人的独立自主不会妨碍社会的和谐统一,

社会的和谐统一也不会妨碍个人的独立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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