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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和谐思想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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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和谐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观念,它既是一种哲学思想,又是一种政治思想。中国传统和谐思想

包括天人和谐的哲学价值观、天人和谐的政治思想、天人和谐的自然生态观和以仁者爱人为基础的以己度人、推

己及人、成己成人的人际关系和谐,同时还包括君臣和谐、君民和谐、社会政治结构和社会等级秩序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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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谐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核心观念。
早在西周时代,中国就有了和谐的观念。西周末期

思想家史伯关于“和实生物”的论述,是我国最早以

文字记载的和谐观念。春秋末年晏婴又发展了这

一思想,提出了“和谐成其政”的观点。其后不断发

展、衍化,由一种认识论观点发展成其为社会政治

思想、伦理思想和德治社会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
形成了天人和谐、人际和谐、社会政治结构和谐的

系统观念。

一、天人和谐思想

中国天人和谐的观念,最初是由天人关系不和

谐的现实发展而来的。在天人关系中,由于人作为

弱者,对天的敬畏和恐惧,必然萌生与天和谐相处

的要求。天人和谐观念经过长期发展,到汉代,董
仲舒明确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思想。宋代以

后,天人合一的观点几乎为各种思想流派所接受,
成为中国的一种普遍社会心理。

(一)天人和谐的哲学价值观

关于天人关系,中国哲学有一独特的理论,即
“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理论基点是天人相通。

所谓天人相通,是指天道与人道的相互联系、

相互贯通。“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

教。”(《中庸》)人是禀受天之德性的,天之德性,就
是人的根本德性。“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
则知天矣。”(《孟子·尽心》)由于人之性又是由天

所授,所以人之性也就是天之本质,因而知其性就

可以知其天。天性一贯,性不外于心。
张载认为:“天人异用,不足以言诚;天人异知,

不足以尽明。所谓诚明者,性与天道不见乎小大之

别也。”(《正蒙·诚明》)在他看来,天与人不是根本

对立的,也不是截然分离的,天人在本质上是统一

的。天的本性也就是人的本性,天道与人性实通一

而无二。程颐认为:“人与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

之,何耶?”“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语录·十

一》)程颢也认为天人一道。天道与人道,只是从不

同的侧面说的,实质是一致的。“道未始有天人之

别,但在天则为天道,在地则为地道,在人则为人

道。”(《语录·二上》)“安有知人道而不知天道者

乎? 道一也,岂人道自是一道,天道自是一 道?
……天地人只是一道也,才通其一,则余皆通。”
(《语录·十八》)人之心性与天道是相互贯通的,人
受性与天,天之根本就存在于人的心性之中。

这种天人相通的理论,其实质是说明和论证宇

∗ 收稿日期:2011-02-12



宙之根本乃是人伦道德之最高准则,道德原则乃是

宇宙根本在人类社会的具体展现。其目的就是要

把人伦道德上升为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天理),以加

强道德的权威性。
(二)天人和谐的政治思想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天人合一”的哲学价值

观的支配下,对于政治活动提出了一套独特的范畴

和解答方式,这就是“以德配天”。
所谓“以德配天”,一方面是把王权神圣化,以

建立一种“天子受命于天的”权力格局;另一方面它

又对王权给予道德和宗教的约束,使封建统治者有

所畏惧,有所依循。这就是所谓的“天降下民,作之

君,作之师。”(《孟子·梁惠王下》)“唯天子受命于

天。”(《春秋繁露·为人者天》)“故号为天子者,宜
事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春秋繁露·深察名

号》)所以“天子不能奉天之命,则废而称公。”(《春

秋繁露·顺命》)天既然可以授权于天子,自然也有

权收回这种授命;天子既然从天那里获得了权利,
自然负有对天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天子必须

警惧自省,自觉地按照天意治理国家,而不能放纵

自己,胡作非为。这实际上是给皇权加上了一种天

道的警戒,亦即道德的约束。
同时,“天意”又是民意。“天聪明,自我民聪

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尚书·皋陶谟》)“天
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太誓》)天的

意志即为民的意志,听命于天,实际上是听命于民,
受命于民。反过来,“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桀纣

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也,失其心也。得

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

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因此,所谓的“以
德配天”,其目的是为了论证和说明天、君、民三者

之间的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民从君,君从天,天从

民,三者相互制约、相互平衡,以求得其政治的

和谐。
(三)天人和谐的自然生态观

中国传统天人和谐观念,是一个整体性的大生

命观,它把宇宙看成是一个整体性的超级生命体。
其基本思路是天人相通、以人补天。“夫大人者,与
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裁
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易传》)。

《中庸》认为,人的作用在于使天地正常运转,
万物健康发育。这就是所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
物育焉”。人性最完美的境界是通过成己成物,达
到“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的水平。“与天地

参”不仅把人看成是宇宙自然的一部分,更重要的

是,强调了人要参与宇宙生命的创造进步。这表明

中国天人和谐的自然生态观它是一种宇宙境界。
它充分肯定了人在宇宙中进化中的伟大作用,既避

免了“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的偏向;又
不把自然仅仅看成是被征服的对象,自觉地把宇宙

万物的发育流行同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结合起来。
这就是所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

心上》)。
这种天人和谐的自然生态观念,至宋明时期有

了一个大的提升。程颢主张“仁者浑然与物同体”
(《宋元学案·明道学案》),张载提出了“民吾同胞,
物吾与也”(《张载集·西铭》)的命题。把天人和

谐上升到了“仁”学的高度,把对待生命的态度,作
为区别仁与不仁的根本标准。主张治国之道要兼

治人事与天时,不单是富国安民,还要治灾消异,使
之风调雨顺。人的生命活动不仅要有道德的意义,
亦即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要有超道德的

意义,即调整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故人生的最

高理想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

学,为万事开太平。”(《张载集·西铭》)这种人生理

想是一种宇宙理想,它包括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

双重和谐。

二、人际和谐思想

人际和谐思想的核心就是孔子提出的“仁者爱

人”。“仁者爱人”的具体解决方式和实现形式就是

“忠恕”之道。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

道德的核心内容之一,是我们文化传统中比较优

秀,且很有积极意义的层面。它包含了对人的尊

重,对人的权利的尊重,对人的个性、爱好、选择的

尊重。
(一)以己度人的群体认同观念

中国传统思想形式中的基本要素之一,就是要

将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冲突的成份都融入到一种普

遍和谐之中。因此,忠恕之道在处理人际关系时,
首先要求人们以己度人,不仅以承认人们有共同的

情感需要为前提,而且要求对这种情感采取肯定的

态度。“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而已矣”。“忠者

天道,恕者人道。忠者无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
(《四书集注·里仁》)人与人之间,若以忠恕的行为

法则相交互动,则开通了个体间仁的脉络,通过以

升华自我的仁心,与人为善,就能成人之美。忠恕

之道的意义就是要促成人类群体意识的自觉,唤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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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胞之间的爱和群体认同,唤醒公共良心及公众意

识。也就是说,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首先

必须正确地对待自己。“己恶饥寒焉,则知天下之

欲衣食也;己恶劳苦焉,则知天下之欲安佚也;己恶

衰乏,则知天下之欲富足也。知此三者,圣王之所

以不降席而匡天下。故君子之道,忠恕而已。”(《韩

诗外传》)孔子认为:“躬自厚而薄债于人,则远怨

矣。”(《论语·卫灵公》)《礼记·表记》更是明确提

出要“卑己而尊人”,“不自尚其事。”要求人们在处

理人际关系时,要礼让三分,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因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
离娄下》)只有兼相爱,才能交相利,以己度人是人

际关系和谐的基础。
(二)推己及人的道德平等观念

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在政治制度上是封建等级

制,但在道德领域却主张独立人格,有一种道德平

等意识。这种道德平等观念主要体现在忠恕之首

的推己及人上。所谓推己及人,它的基本要求是:
“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

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以右,毋以

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其核心是“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这应该属于一种道德的平等意识,
因为它不涉及客观对象的实际归属,不涉及物质利

益的实际调整,只涉及人们对待他人的态度。所

以,推己及人它包含着对人的人格尊重、对人的权

利的尊重。推己及人在道德实践中的具体要求就

是:“温”、“良”、“恭”、“俭”、“让”。人际和谐的前提

是谦和礼让。有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
学而》),礼的作用就在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
“德不孤,必有邻”(《论语·里仁》),“出入相友,守
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孟子·滕文

公》)。子贡特别赞偿孔子温良恭俭让的品德,认为

孔子的威望是靠温和、善良、恭敬、节俭、谦逊取得

的(《论语·学而》)。“宽则得众”(《论语·尧曰》),
这是人际关系和谐的关键所在。

(三)成己成人的协同发展观念

成己成人是以己度人和推己及人的归宿。也

就是说,一个人不仅要看到别人具有与自己一样的

情感和需要,不仅应该承认别人具有实现与自己同

样要求的权力,而且还要尽力帮助别人实现其要

求。这就是所谓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

人。”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就是说一个人要想在社

会上立足,实现自立,首先要帮助别人在社会上自

立。所谓“己欲达而达人”,讲的是一个人不仅要在

社会上实现自己的价值,而且还要帮助别人实现他

们的价值。由此可见,“忠恕之道”,实际上是待人

之道,即“立人达人”之道。“己欲立”和“己欲达”,
只不过是“立人达人”的条件。如果没有“立人达

人”的态度和行为,就谈不上对“忠恕之道”的实行,
这一点与“仁者爱人”的基本命题是一以贯通的。
“己欲立”,必须归结到立人,“己欲达”必须归结到

达人;通过立人才能自立,通过达人才能自达。这

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人们成己成人途径的设计,也
是实现人际和谐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值得一提的是,以忠恕之道为核心的人际和谐

思想,它并不仅仅只是一种处理人际关系的原理和

方法,更是包含人类一切行动、目的以及方法的

“道”,是达到普遍和谐的推动力。

三、社会政治结构和社会等级秩

序的和谐

中国传统文化把君臣一体,万众一心作为其政

治理想,企图通过君臣上下的和谐,君民之间的和

谐,以及政治结构的和谐来巩固其社会秩序。
(一)“君义臣忠”的君臣和谐思想

中国传统政治理论从“性善论”的理论前提出

发,主张“和衷共济”的君臣关系。实现这种关系的

基本要求,就是“君义臣忠”、“君臣一体”。
所谓君义,就是君使臣应遵循“礼”的规范。

“凡为天下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亲宗也,敬大臣

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
(《礼记·中庸》)这就是说,君主要以精诚、信义待

下,要宽肃宣惠。君臣关系中,君处于主动地位,上
行下效,君对臣的态度决定了臣对君主的态度。只

有君使臣以礼,臣才能事君以忠。所以为人君者,
应该“以礼分施,均遍而不偏”(《荀子·君道》)这才

是为君之道。
所谓“臣忠”,就是臣下要以道事君,有犯无隐,

要“从其义而不阿其惑”。“以德复君而化之,大忠

也;以德调君而辅之,次忠也;是以谏非而怒之,下
忠也;不恤君主之荣辱,不恤国之臧否,偷合苟荣以

持禄养交而已耳,国贼也。若周公之于成王也,可
谓大忠矣;若管仲之于桓公,可谓次忠矣;若子胥之

于夫差,可谓下忠矣;若曹触龙之于纣者,可谓国贼

矣。”(《荀子·臣道》)这就是说,为人臣者,要“以礼

待君,忠顺而不懈”。(《荀子·君道》)只有君义臣

忠,才能上下一体,君臣和谐。
魏征对君臣和谐的意义作了非常深刻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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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
竭诚则胡越为一体,傲物则为行路。虽董之以严

刑,振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
愿不在天,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

索,其可忽乎?”(《旧唐书·魏征传》)由此,魏征得

出的结论是:国家的兴衰存亡,不能怨天,而要咎

人,特别是要归因于最高统治者君主的待臣之道。
国君主能否“竭诚以待下”,直接决定国家能否“胡
越一体”。

(二)“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的君民和谐

思想

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理论中,君民和谐的核心

是“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礼记·缁衣》)其
理论基础是民本主义。

君民和谐,首先是君主要对民负责,要以民为

本,把爱民、重民、富民作为其治国的基本方略。
“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民,使民以时。”
(《论语·尧曰》)孟子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主

为轻。”没有民心的安定,就没有社稷的稳固,也就

没有君主的权位。荀子认为,君民和谐的关键在于

“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故君人者,欲安,则
莫若平政爱民。”(《荀子·王霸》)汉代思想家贾谊

总结秦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时指出:“闻之于政也,
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主以为本,吏以为本。
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
此之谓民无不为本。”(《新书·大政上》)唐太宗从

君、国、民三者关系上阐述了“君依于国,国依于民。
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

亡。”(《资治通鉴·卷一九二》)的道理。宋代理学

家二程认为,君主治理国家的首要问题是民志有

定。“民志定,然后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天下不可

得治也。”(《周易程氏传·卷一》)
君民和谐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庶民安政”。作

为被统治者的民则要各安其位,要忠君爱国,对君

主和国家要有责任感、义务观念和奉献精神。
(三)“礼之用和为贵”的政治结构和政治秩序

和谐思想

“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这是中国

传统政治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无论是“君臣和

谐”还是“君民和谐”,最终都要归结为以礼、义规范

为根本的尊卑有序的封建政治结构和政治秩序的

和谐。
政治结构和政治秩序的和谐的根本是“礼”的

普遍运用。《礼记·曲礼上》:“礼者所以定亲疏,决
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管子·五辅》:“上下有

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凡此八者,礼之

经也。”《荀子·荣辱》:“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以分之,
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

事而长时其宜。”《春秋繁露·奉本》:礼者“序尊卑、
贵贱、大小之位,而外内、远近、新故之极者也”,“制
度文采玄黄之饰,所以明尊卑,异贵贱,而劝有德

也。”《汉书·公孙弘传》:“进退有度,尊卑有分,谓
之礼。”礼“别尊卑,明贵贱”的具体要求是“名位不

同,礼亦异数。”(《左传·庄公十八年》)礼强调的是

一种与等级名份相应的社会规范。
礼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理想状态的“和”,不仅表

现为上下之间的等级和谐,而且还有更为广泛的社

会职分的要求。“君臣上下,贵贱长幼,莫以是为隆

正。然后皆内省以谨于分,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礼

法之枢要也。然后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

分事而功,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

守,三公摠方而议,则天子共己而止矣。出若入若,
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礼法之大

分也。”(《荀子·王霸》)荀子这里所描绘的是一幅

“合礼”的和谐社会理想图画,它与孔子的“大同”社
会理想一样,都是一种等级制度下的和谐状态。而

实现和维持这种和谐的唯一途径,就是礼治。因为

“夫人必知礼然后恭敬,恭敬然后尊让,尊让然后少

长贵贱不相逾越。少长贵贱不相逾越,故乱不生而

患不作。”(《管子·五辅》)由此可见,这种以礼为核

心的尊卑有序的等级和谐,既是一种道德的和谐,
也是一种和谐的道德。“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

德则民合,和合故能习,习故能偕,偕以备,莫之能

伤。”(《管子·幼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和谐思想

是一种普遍和谐的思想,虽然它具有极其浓厚的理

想主义色彩,但这种理想主义是建立在对现实社会

不和谐状况的理性认识基础之上的,其目的是要克

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不和谐现象,
用理想来纠正现实,使现实合于理想。和谐思想作

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价值,其中所蕴含的丰富

的生存智慧与政治智慧,对于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责任编辑:陈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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