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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和谐观及其当代价值

李 蕾

(哈尔滨工业大学 图书馆 ,哈尔滨 150090)

　　摘 　要 : 儒家和谐观是一个内容丰富的思想体系 ,它包含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身关

系的和谐思想 ,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儒家和谐观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

借鉴儒家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伦理观 ,有助于正确解决当代社会存在的环境危机。儒家和谐观在维系

中国社会稳定、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 ,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国政府借鉴儒家“和而不

同 ”的宝贵思想来大力推进我国的和谐外交 ,从而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一个和平

稳定的国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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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儒家和谐观的历史背景

　　“和 ”的理念 ,最早孕育于远古的巫术礼仪

之中的“乐 ”和“礼 ”[ 1 ]。“乐 ”指的是乐、歌、舞

三位一体的和谐和匀称。“和谐 ”观念的形成与

“阴阳五行”、“天人合一 ”等观念的产生和发展

有密切关系。史伯将“五行 ”看做产生“百物 ”的

物质元素 ,即“和实生物 ”(《国语 ·郑语 》) ,突出了

“和 ”的作用。“天人合一 ”强调的是人与自然、

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儒家的和谐思想就是在

此基础上产生的。

　　春秋时期 ,社会出现大动荡 ,孔子着眼于社

会结构的基本情况 ,通过诠释仁与礼这对范畴 ,

积极地回应了当时的现实问题。“仁 ”的观念起

源于春秋初期 ,它是从德观念中分化出来的 ,但

却摆脱了德观念中祭天敬祖的神学成分。孔子

在研究礼学的过程中 ,抓住仁的观念大加发挥 ,

并把它作为自己思想的核心。孔子提倡“为仁

由己 ”(《论语 ·颜渊 》) ,对中国思想史的影响很

大 ,它使一切外在的戒律在很大程度上被否定。

“礼 ”的起源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与人的宗

教信仰、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均有关系。春秋时

期 ,礼坏乐崩。孔子基本赞扬、提倡和维护周礼 ,

为了救治礼坏乐崩的时局 ,他提出正名说。但他

并不顽固保守地对待周礼 ,而是体现了较多的变

通精神。他在礼学方面的突出成就是对礼的本

质的认识和纳仁于礼。孔子针对春秋时期动荡

的社会局面提出了一整套“为政 ”、“为人 ”的主

张。《尚书大传 》载孔子说 :为政者要“听民声 ”、

“察贫穷 ”、“哀孤独 ”,为民者不能“犯上作乱 ”,

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全社会都要“仁 ”,

实现仁政 ,社会就会安定和谐。

　　宋代以后的宋明理学将和谐思想逐步完善 ,

从而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北宋思想家张载

指出 :“太和所谓道 ,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

之性 ,是生氤氲相荡胜负屈伸之始。”(《正蒙 ·太

和篇 》)“太和 ”是道 ,是最高的理想追求 ,即最佳

的整体和谐状态。但这种和谐不是排除矛盾的

和谐 ,而是存在着浮沉、升降、动静、相感、氤氲、

相荡、胜负、屈伸等对立面的相互作用、相互消

长、相互转化的和谐。因此 ,这种和谐是整体的、

动态的和谐。正是这种整体的、动态的和谐 ,推

动着事物的变化发展 ,推动着社会历史的进步与

发展。周敦颐说 :“中也者 ,和也 ,中节也 ,天下

之达道也 ,圣人之事也。”(《周子全书 》)程颐说 :

“若至中和 ,则是达天理。”(《二程集 》)司马光说 :

“苟不能以中和养其志 ,气能浩然乎 ! ”(《温国公

文集 》)朱熹说 :“但能致中和于一身 ,则天下虽



乱 ,而吾身之天地万物不害为安泰。而不能者 ,

天下虽治 ,而吾身之天地万物不害为乖错。其间

一家一国 ,莫不然。”(《中庸或问 》)王阳明说 :“天

理亦有个中和处。”(《传习录上 》)。宋明性理学

的兴起和发展 ,确实在相当程度上恢复了儒学作

为伦理道德、身心修养层面的社会功能 ,从而与

作为政治制度层面的儒学相呼应配合 ,进一步强

化了儒学在社会政教两方面的功能。宋明理学

从物我和谐推及人我和谐 ,特别重视人与自然的

和谐 ,认为这是全部人生和谐的现实基础 ,是人

生修养的终极目标与境界。

　　二、儒家和谐观的内涵

　　和谐是儒家伦理思想的主要范畴 ,儒家和谐

观丰富而深刻 ,被视为处理好各方面关系 ,从而

实现社会普遍和谐的学说。儒家和谐观体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

　　1. 人与自然的和谐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

关系 ,在儒家表述为人与天地万物的关系。儒家

认为人和万物是天地所化生 ,人与自然乃是有机

的统一体 [ 2 ]。儒家主张天人合一 ,强调人类应

当认识自然 ,保护自然 ,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儒

家传统中关于“天 ”的具体表现为三种 :一是自

然之天 ;二是主宰之天 ;三是义理之天。儒家对

天的理解虽然有所不同 ,但有一点是共同的 ,都

认为人的最高理想是掌握宇宙间最高智慧 ,达到

完美的“天人合一 ”的境界。追求这一境界的过

程也即“内圣 ”的过程。

　　孔子提倡以“仁 ”待物 ,即“成物成己 ”(《礼

记 ·中庸 》)。孔子说 :“天何言哉 ,四时行焉 ,百物

生焉。”(《论语 ·阳货第十七 》)孔子极力倡导“钓

而不网 ,弋而不宿 ”(《论语 ·述而 》) ,即倡导不用

网打鱼 ,要用鱼竿钓鱼 ,不要涉猎夜宿的鸟类 ,强

调保护鱼鸟等自然万物 ,强调生态平衡 ,实质也

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中庸 》说 :“喜怒哀乐

之未发 ,谓之中 ;发而皆中节 ,谓之和。中者也 ,

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 ,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 ,

天地位焉 ,万物之焉。”这里主张“中 ”是天下一

切情感和道理的根本 ;“和 ”是对待天下一切事

物的普遍原则 ,达到了中和的境界 ,天地便各就

其位而运行正常 ,万物就各得其所而生长繁育

了 ,强调了天、地、人的和谐发展。孟子也强调指

出 :“君子之于物也 ,爱之而弗仁 ,于民也 ,仁之

而弗亲。亲亲而仁民 ,仁民而爱物。”(《孟子 ·尽

心上 》)“亲亲 ”、“仁民 ”、“爱物 ”等主张 ,也就是

要扩展“爱 ”,由己及人 ,由人及物 ,把仁爱精神

扩展到宇宙万物。宋代的张载也提出了“民吾

同胞 ,地吾与也 ”(《正蒙 ·乾称 》)的主张 ,这些都

强调的是人类应该正确处理和天地万物的关系。

“民胞物与 ”的思想包含着对人类价值的肯定 ,

在提倡尊重天地 ,视众生平等、万物平等的同时 ,

又注意了一定的层次和等差 ,对待人类是同胞关

系 ,对待万物是伙伴、朋友关系。程颐的“仁者 ,

浑然与物同体 ”(《二程集 》) ,主张人与自然在本

质上是一致的。

　　2. 人与人的和谐

　　儒家极力倡导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

《论语 ·学而 》说“礼之用 ,和为贵 ”,把礼乐教化

的作用归结为人与人和谐 [ 3 ]。对于社会整体来

讲 ,孔子讲“有国有家者 ,不患寡而患不均 ”(论语

·季氏 》) ,强调在财富分配上要力求做到“均 ”,

也就是在各阶层内部之间要均等 ,各阶层之间要

上下相安。《孟子 ·公孙丑下 》提出“天时不如

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 ”,强调了人际关系和谐的

重要作用。儒家认为 ,和谐的人际关系是人类存

在和发展的前提。荀子提出“和则多力 ”(《荀子

·王制 》) ,认为人协调好彼此之间的关系 ,团结

起来 ,就会形成强大的合力。儒家还强调“仁者

爱人。”(《论语 ·颜渊篇 》)“仁 ”是孔子确定的最高

道德准则 ,“仁 ”包括恭、宽、信、敬、惠、智、勇、

忠、恕、孝等方面的内容和要求 ,核心是“爱人 ”,

即对人的关心和尊重。忠恕是爱人的具体体现 ,

从积极方面讲就是“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

人 ”;从消极方面讲就是“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

(《论语 ·雍也 》)。孔子讲爱人是有差等的 ,“孝弟

也者 ,其为仁之本与 ”(《论语 ·学而 》) ,由亲亲扩

展到爱一切人 ,即“泛爱众而亲人 ”(《论语 ·学

而 》)。

　　儒家的社会和谐思想主要体现在处理人与

人之间关系的礼乐制度之中。在孔子看来 ,礼与

仁是统一的 ,礼建立在仁的基础之上 ,是人内心

道德情感的外化。孔子说 :“克己复礼为仁。”

(《论语 ·颜渊 》)孔子在《论语 》中所倡导的“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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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臣臣 ,父父、子子 ”对君臣、父子双方的要求

是对等的 ,即要求双方都要依“礼 ”行事 ,君要像

君 ,臣要像臣。孟子提出 :“恭敬之心 ,礼之端

也。”(《孟子 ·告子上 》)“礼 ”是指社会人生各方面

的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思想

观念 ,而“乐 ”则与“礼 ”相辅相成 ,从内心感化人

们对“礼 ”的认同 ,从而达到“治国 ”、“平天下 ”

的目的 ,保持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荀子说 :

“乐在宗庙之中 ,君臣上下同听之 ,则莫不和敬 ;

闺门之内 ,父子兄弟同听之 ,则莫不和亲 ;乡里族

长之中 ,长少同听之 ,则莫不和顺。”(《荀子 ·乐

论 》)儒家通过“礼乐 ”的形式把阶级社会中各等

级的权利和义务制度化、固定化 ,使社会秩序处

于相对稳定和谐的状态之中。

　　3. 人与自身关系的和谐

　　儒家主张“修身养性 ”(《礼记 ·大学 》) ,追求

人的身心和谐。心主要指心性、良心 ,身心可以

相互促进 ,修身能养性 ,以诚意、正心、修身、齐

家、治国的道德修养来实现身心的和谐。在儒家

看来 ,国家治乱的根本在于道德修养的好坏。如

果道德修养好了 ,则国家安定、天下太平 ,反之 ,

道德修养不好 ,天下、国家则会出现混乱。《大

学 》说 :“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 ,先治其国 ;欲治

其国者 ,先齐其家 ;欲齐其家者 ,先修其身 ;欲修

其身者 ,先正其心。”孔子认为 ,要达到身心的和

谐是一个人坚持不懈的事情。他说 :“吾十有五

而志于学 ,三十而立 ,四十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 ,

六十而耳顺 ,七十而从心所欲 ,不逾矩。”(《论

语 ·为政 》)儒家主张在现实生活中 ,要看淡生死

富贵 ,官场名利 ,高扬道德人格 ,通过精神修养 ,

保持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但并不主张放弃一

切欲望 ,孔子说 :“富与贵 ,是人之所欲 ,不以其

道得之 ,不处也。”(《论语 ·里仁 》)“富而可求也 ,

虽执鞭之士 ,吾亦为之。如不可求 ,从吾所好。”

(《论语 ·述而 》)孔子在对正当欲望合理满足加以

肯定的同时 ,强调以道德来规范和约束人的欲

望 ,反对非利之义 ,反对物欲的放纵 ,反对利益的

片面追求 ,应该追求精神价值与物质价值的统

一。孔子讲“义以为上”、“见利思义 ”(《论语 ·宪

问 》) ,要求人们面对物质利益时 ,首先考虑是否

合义。“不义而富且贵 ,于我如浮云。”(《论语 ·

述而 》)孔子尤其强调 :“君子惠而不费 ,老而不

怨 ,欲而不贪 ,泰而不骄 ,威而不猛。”(《论语 ·里

仁 》)强调人们的身心永远要保持在中和的状态。

孟子也说 :“天下之本在国 ,国之本在家 ,家之本

在身 ”(《孟子 ·离娄上 》) ,“爱人不亲反其仁 ,治人

不治反其智 ,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 ,皆

反求诸己 ,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 ·离娄

上 》)天下、国家的根本在“身 ”,如果行为没有达

到预期效果 ,则要“反求诸己 ”(《孟子 ·离娄上 》)。

因此 ,孟子认为如果自身端正了 ,那么天下的人

都会归服他。这些都说明只有每个人做到“修

身 ”,国家才能得到更好的治理。荀子主张以道

制欲 ,使每个人都按照理法的规定合理地追求自

己应该得到的物质财富 ,从而实现“养人之欲 ,

给人之求 ”(《荀子 ·礼论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

“修身 ”呢 ? 在儒家看来 ,“修身 ”的关键在于“修

心 ”。因为“身 ”是“心 ”的基础 ,“心 ”是“身 ”的

主宰。孟子说 :“夫志 ,气之帅也 ;气 ,体之充也。

夫志至焉 ,气次焉。”(《孟子 ·知言养气 》)“志 ”即

指“心 ”的作用 ,“气 ”则是“体之充 ”,“气 ”是从

属于“心 ”的。总之 ,儒家提倡求真、行善、崇美 ,

摆脱物欲的困扰 ,确立健康的人生态度 ,达到自

我身心的内外和谐。

　　当然 ,任何思想文化都没有绝对正确的 ,其

自身都包含着内在矛盾 ,儒家和谐观也如此 ,它

是一种社会理想 ,这种理想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实

现 ,因为它有其历史局限性 ,比如 ,儒家和谐观纯

粹依赖于礼乐制度来维系 ,把道德的作用绝对

化。儒家和谐观完全忽视了主体的独立性 ,要求

人们恪守“三纲五常 ”、“三从四德 ”等伦理法则。

　　三、儒家和谐观的当代价值

　　1. 重建生态和谐

　　孔子提出“知者乐水 ,仁者乐山 ”(《论语 ·壅

也下 》) ,孟子提出“亲亲而仁民 ,仁民而爱物 ”

(《孟子 ·尽心上 》) ,体现了儒家爱护大自然的生

态伦理情怀。这些反映了儒家主张对自然资源

实行保护性利用 ,反对掠夺式开发的生态节用爱

护观。这种主张“天人合一 ”、追求人与自然和

谐的观念 ,源于不把人看成与自然对立 ,而是把

人看作是和谐的自然中的一部分 ,这正是现代社

会应当继承和发展的生态伦理观 ,从而解决日益

严重的生态危机 [ 4 ]。当前 ,生态环境日趋恶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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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对人类的生存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如何协调

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 ,成为当前人们最关注

的全球性问题之一。

　　由于人类长期以来不情愿承认自己是大自

然的一部分 ,总是想方设法证明人类较之其他生

物更具优越性 ,并且在行为上轻蔑地对待其他生

命 ,自然万物不过是人类眼中的征服对象而已。

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 ,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提

高 ,忽视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存在资源短缺、

环境恶化、全球变暖等问题。借鉴儒家的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伦理观 ,有助于正确解决当代

社会存在的环境危机。我们应该正确处理好当

前与长远的关系 ,将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更好地

结合起来。

　　2. 建设和谐外交

　　儒家和谐观在维系中国社会稳定、推动社会

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 ,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

作用。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 ”(《论语 ·子路 》)

等理想社会伦理原则 ,倡导的就是人类在互助互

爱基础上的社会公平与和谐。由人际关系推及

到国际关系 ,我国古代早就有“世界大同 ”的理

想。儒家认为 ,只有“讲信修睦 ”(《礼记 ·礼运 》) ,

才能达到“天下大同 ”(《礼记 ·礼运 》)的理想境

界。在全球化的过程中 ,弘扬儒家和谐观具有极

其重要的意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在经济、社

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尤其是

经济增长速度上在全世界都处于领先地位 ,这大

大增强了中国的综合国力 ,扩大了中国在国际事

务中的影响力。

　　中国在倡导科学发展观 ,努力构建和谐社会

的同时 ,也提出了共建和谐世界的观点。和谐世

界观的外交理念包含了以下几方面的内涵 :第

一 ,各国和谐共处是和谐世界观的基础。第二 ,

不同文明的和谐进步是和谐世界观的最终目的。

针对目前的国际形势和重大矛盾 ,和谐世界观特

别强调了不同文化、地域、民族和国家之间进行

对话和加深理解的紧迫性 ,特别看重保持全球社

会的政治和文明形态多样性的必要性。第三 ,全

球经济和谐发展 ,实现共同繁荣是和谐世界观的

核心。发展事关各国人民的切身利益 ,也事关消

除全球安全威胁的根源。第四 ,和谐世界观既是

现实国际关系认识的结果 ,也是对未来国际关系

的美好追求。和谐世界观的提出及其实践 ,是对

儒家和谐观的继承与发展 ,体现了我国对人类未

来发展的高度责任感和深刻思考 [ 5 ]。

　　3. 构建和谐海峡

　　在解决海峡两岸问题上 ,邓小平提出了“一

国两制 ”的构想 ,充分体现了儒家和谐观的智

慧。一是“和为贵 ”(《论语 ·学而 》)的智慧。“一

国两制 ”的价值前提就是“以和为贵 ”,用和平的

方式来解决问题 ,寻找当事各方都可以接受的方

案。二是“和而不同 ”(《论语 ·子路 》)的智慧。邓

小平指出 ,“一国两制 ”也要讲两个方面 :一方

面 ,社会主义国家里允许一些特殊地区搞资本主

义 ;另一方面 ,也要确定整个国家的主体是社会

主义。三是“和则多力 ”(《荀子 ·王制 》)的智慧。

实行“一国两制 ”:一方面 ,中国大陆可以更好地

借助台湾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技术

力量 ,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另一方面 ,台湾

同大陆统一了 ,也可以充分利用广阔的内地市

场 ,从而更加有利于自身经济的发展 [ 5 ]。我们

的台海战略 ,固然必须坚决揭露、遏制、打击岛内

外台独势力分裂中国的图谋 ,但重点还须放在坚

持“一国两制 ,和平统一 ”的方针 ,坚持两岸人民

“平等协商、互利双赢 ”的原则。而儒家和谐观

是海峡两岸人民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 ,我们通过

对和谐文化的弘扬 ,使两岸人民理性了解“和为

贵”(《论语 ·学而 》)、“和而不同 ”(《论语 ·子路 》)

的大道理 ,明白海峡两岸“和则两利 ,分则两伤 ”

的利害关系。

　　4. 完善社会主义道德规范

　　儒家认为 ,仁义道德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和

发展的根本原则 ,失掉了仁义道德 ,人类社会必

将陷于混乱。儒家修身的最高标准是仁、义、礼、

智、信 ,核心是仁 ,而仁的基调是“和 ”。一个社

会是否和谐 ,一个国家能否长治久安 ,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 [ 6 ]。道

德是调整社会关系、规范人们行为的基本准则 ,

是形成良好社会风尚和人际关系的重要保证。

没有共同的道德规范 ,失去了普遍遵循的行为准

则 ,就无法有效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 ,协调不同

利益主体的相互关系 ,也就无法实现社会和谐。

在新的历史时期 ,我们所倡导的“八荣八耻 ”,可

以理解为儒家和谐观中的道德最高标准的继承

和发展 ,是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对每个

社会成员道德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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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面临的一个困境 ,是非道

德主义的存在。非道德主义 ,其实质是极端个人

主义 ,它主张现代道德建设要以个人主义、个人

本位等原则来代替为人民服务和集体主义原则。

而个人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观念 ,是资本主义经济

关系的产物 ,是一种一切以个人为中心 ,一切从

个人出发 ,一切为满足个人欲望和需要的道德原

则。很显然 ,在个人主义观念指导下 ,一个人很

难具有为人民服务和集体主义的思想和行为 ,整

个社会很难形成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

要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集体主义观念 ,使社

会主义社会健康有序地发展 ,就必须否定个人主

义 ,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社会的关系。那种片

面强调个人利益追求的道德 ,不利于形成社会主

义社会健康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儒家文化

的整体主义精神与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在本质上

不同 ,但批判地继承传统整体主义精神 ,并予以

创造性转化 ,有利于建立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

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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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uc ian Concept of Harm ony and Con tem porary Va lue

L ILei

(L ibrary,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rbin 150090, China)

　　Abstract: Confucian concep t of harmony is a rich content of the thought system. It includes the harmony of human and

nature, the harmony between peop le and their relations. It occup 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Confucian harmonious

outlook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ist harmonious society has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Confucian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of ecological ethics help s to solve the environmental crisi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Confucian concep t of harmony

in maintaining social stability and p romoting China’s social historic course p layed an irrep laceable role. Our government refer2
ences p recious thoughts of Confucian to p romote the harmonious dip lomacy in China and creates a peaceful and stable interna2
tional environment for China’s reform, opening up and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Key words: Confucianism; concep t of harmony; contemporary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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