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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中华文化之智慧与精髓 ——写在胡锦涛主席访美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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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是东西方文明之间的握手。 

 近日有报道说，崛起中的中国或面临美国崛起时所遇到的“光荣孤立”。由于文化、语言及政治制度的缘故，对中

国的“孤立”或更久。这说明，让西方进一步了解中国多么重要。 

 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希望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这说明美国对中国有了新认识，也说明这种认识还不

够。 

 假如世界各国都遵从此道，做“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而不是只用来约束别人，那就太好了。 

 近200年来，中国经历了东西洋侵略者的凌辱，土地遭霸占、人民被屠杀。世界列强信奉的是达尔文主义的“弱肉强

食”，中国这块肥肉，自然也就成了他们的目标。 

 更在上述逻辑支配下，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人类付出沉重代价。 

 60余年前，世界尚未进入核时代。而今世界由于科学之飞速发展，若再发生侵略战争，人类将经历之惨痛就不是二

战可比拟的了。 

 人类需要发展，发展需要和平，和平是人类的灵魂。在当今之世界局势下，中国不仅成功地走出了和平发展的道

路，更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向世界传播着和平的理念。 

 中国人民在反侵略时的“强国富民，救亡图存”之理想，只有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才奠定了实现基础。中国之和

平崛起，乃事物发展之必然，先进国家应持正确心态对待。 

 中国对内建和谐社会、对外促和平，二者构成有机整体。（有人制造所谓“中国威胁论”，其实质是为其武力扩张

制造借口。） 

 中国是一个以道德伦理为基础的社会，中国人尊崇以追求世界大同为理念的儒家传统，“和合”是中华文化之精

髓。 

 “和合”之境界，是建立和平、稳定、互利、合作的世界；建立包罗物质、生态、精神、政治、社会文明的世界。 

 儒学强调克己，即约束欲望，服从更高的道德标准。中国人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提倡温、良、恭、俭、让，

此亦应为世人推崇的美德。 

 远在2000多年前，孟子（春秋时期思想家）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抑将有以利吾国乎？子曰：何必

曰利，唯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 

 看来，做“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以仁义为本，不只言一己之利，在中国2000多年前就已被推崇。 

 笔者以为，集以往人类遗留之思想精华，来指导今日世界，当是一条可取之途。传统儒家思想是中国的国粹，更是

一个对别国没有威胁的和平主义。 

 中国人爱学习，学古为今用、学洋为中用，取儒学之精华而弃其糟粕，无疑是一种正确的学习态度。而今有人将中

国崇尚儒学中有用之精髓，也拿来作为攻击中国之本钱，实令人嗤鼻。 

 弘扬现代儒学，把儒家思想重塑为与现代生活相适应的学说，将和平主义深植人类思维之中，完善成为一门强有力

的意识形态，将有益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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