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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儒家和谐思想

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代意义
$

%李长松!邹顺康#"西南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重庆!""#$%#

摘#要"!和谐"是儒家文化的特征#也是儒家文化的精髓$基于对儒家!和谐"思想的产生和主要内容的分析指出#科学地

借鉴儒家和谐思想资源#对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将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儒家%和谐%现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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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 为 中 国 封 建 社 会 的 稳 定 发 展 做 出 重 大 贡 献 的 儒 家

文化有着极其丰富的和谐思想!诸如政治和谐"人 际 和 谐"

天人和谐"身心 和 谐 等#从 谋 求 社 会 和 谐 发 展 的 角 度 看!

儒家的这些和谐思想!与目前我国构建以$民主法治"公 平

正义"诚 信 友 爱"充 满 活 力"安 定 有 序"人 与 自 然 和 谐 相

处%&$’为基本特征 的 社 会 主 义 和 谐 社 会!是 有 着 许 多 相 通

之处的#因此!对儒家文化中仍保有生命力且具有 现 代 意

义的和谐思想成分进行分析和探索!对于提高我们构建 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儒家%和谐&思想的产生及其主要内

容

##$和%本 作$!%!$!!相 应 也#%其 初 义 是 声 音 相 应 和

谐!$和!声相应%!后用作$和谐!协调!和 顺%之 意#如$和!

调也%($和!谐也%($和!顺也#%&D’春秋 时 期 的 晏 婴!最 早 提

出了$相济%"$相 成%的 和 谐 思 想!$和 如 羹 焉!水 火 醯 醢 以

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 不 济!以 洩 其

过#))先王之济 五 味"和 五 声 也!以 平 其 心!成 其 政 也#

))君 子 听 之!以 平 其 心#心 平!德 和#%&F’后 来!史 伯 以

$和实生物%观点深化了和谐的内涵!$夫和实生物!同 则 不

济#以他平他谓 之 和#故 能 丰 长 而 物 生!若 以 同 裨 同!尽

乃弃矣%#&!’只有 承 认$不 同%!在 不 同 的 基 础 上 形 成$和%!

才能促进事物发展#此后!$和谐%这一概念得到诸 多 学 者

的认可和运用#

儒家学说产生于我国封建社会大变革的年代!社 会 的

动荡不安"$礼 崩 乐 坏%和 原 有 社 会 和 谐 机 制 的 崩 溃!致 使

和谐与稳定成 为 儒 家 学 说 关 注 的 核 心#为 寻 求 新 的 社 会

和谐机制的 形 成!恢 复 社 会 秩 序 由$无 道%转 向$有 道%!实

现新的社会和谐与稳定!以孔"孟"旬为主要代表的 儒 家 学

者!在继承和 发 展 前 人$和 谐%思 想 的 基 础 上!将$和 谐%思

想扩展到人类社会的多个层面!并对$和谐%思想的主要 内

容做出了自己的规定#

’一(政治和谐

实现政治和谐!是儒家和谐思想的最高 层 次#儒 家 认

为!民乃万世之本!国 以 民 为 本!社 稷 以 民 而 立!国 家 的 兴

衰存亡全在于是否顺民意"得民心#$桀纣之失 天 下 也!失

其民也(失其民 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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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 家 要 求 为

政者从$民本%立场出发!以$德治%和$仁政%来调节君民 之

间的关系!以实 现 政 治 和 谐#孔 子 说*$为 政 以 德!譬 如 北

辰居其所 而 众 星 共 之#%&@’孟 子 则 说*$尧 舜 之 道!不 以 仁

政!不能平治天 下#%&#’儒 家 反 对 刑 政 虐 民!孔 子 将$政 刑%

与$德治%相 比 较!指 出*$道 之 以 德!齐 之 以 刑!民 免 而 无

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E’$德治%使 民 有 知 耻

之心"自觉从善!从 而 能 收 到$政 刑%收 不 到 的 效 果#儒 家

要求为政者 以 重 民"爱 民 为 先 务!主 张 乐 民 之 乐"忧 民 之

忧!将更多关注 点 投 向 人 民 的 利 益 上#孔 子 认 为*$足 食!

足兵"民信之矣%#&B’孟 子 则 强 调$爱 民%就 要 使 之 富 裕!主

张$制民之产%!并 且 做 到$省 刑 罚!薄 税 敛%#&$"’此 外!儒 家

还指出和谐政治 的 实 现!在 于 当 政 者 能 否 率 先 端 正 自 己!

+$+

$ 收稿日期"D""%C"!CD#
作者简介"李长松’$B#BC(#男#山东招远人#西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

政治教育研究$



!
哲
学
!

政
治
学

期
六

第
年

五
"

"
二

#
#

#
#

#
#

#
#

#
#

#
#

#
#

#

重
庆
邮
电
学
院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

$政者!正也#子 帅 以 正!孰 敢 不 正,%&$$’$其 身 正!不 令 而

行(其身不正!虽 令 不 从#%&$D’$一 正 君 而 国 定 矣#%&$F’他 们

主张为政$修身%!以培养高度的道德自律和树立规范的 执

政意识(主张 为 政 廉 洁!廉 洁 非 为 政 之 极!而 为 政 必 自 廉

始!廉洁则欲寡!欲 寡 则 必 公(主 张 勤 政!只 有 勤 政 才 能 体

察民情了解民意!才能取信于民治理好国家#

’二(人际和谐

儒家把$仁爱%看 作 是 人 与 人 之 间 获 得 安 定"团 结"友

爱的最高准则(主张从$仁爱%观点出发追求人与人之间 关

系 的 和 谐 发 展!并 希 望 以 人 际 和 谐 为 基 础!通 过$泛 爱

众%&$!’!达到社会和谐#$仁 爱%作 为 儒 家 处 理 人 际 关 系 的

一般原则!它要 求 人 们 以$仁 爱%之 心 对 待 一 切 人!建 立 人

与人之间的相 亲 相 爱 的 和 谐 的 人 际 关 系#孔 子 说*$夫 仁

者!己欲立而立人!己 欲 达 而 达 人#%&$%’孟 子 说*$人 皆 有 不

忍人之心#%&$@’而$仁爱%的 深 厚 根 源 即 是 家 庭 血 缘 的 亲 情

之爱!$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亲情之爱孕育了对他

人的爱心!儒家希望人们能够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 吾

以及人之幼%&$E’的$推己及人%原则来处理人际关系#但儒

家讲仁爱!坚持爱人符合一定的原则!必须爱人以 德!爱 人

以道!而不是追求无原则的一团和气#同时!儒 家 认 为!如

果全社会的人都能扩充白己的$仁爱%之心!以$仁爱%为 己

任!在人与人地交 往 过 程 中 能 够 将 心 比 心!推 己 及 人 的 多

为他人着想!那么人类社会就会成为一个洋溢着博大之 爱

的和谐社会#

’三(人与自然和谐

$天人合一%是 儒 家 和 谐 思 想 中 的 一 个 重 要 命 题#强

调天道与人道"自 然 与 人 为 的 和 谐 统 一!是 儒 家 处 理 人 与

自然关系 的 基 本 思 路#儒 家 认 为!人 是 自 然 界 中 的 一 部

分!存在于天"地之 间!与 自 然 节 奏 息 息 相 关!人 不 应 去 征

服"改造自然!而应是认识"尊重"利用自然!追 求 人 与 自 然

的和谐统一#孔 子 说*$天 何 言 哉, 四 时 行 焉!百 物 生 焉!

天何言哉,%&$B’肯定了人与自然的统一(孟子提出*$尽其心

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D"’人的心"性与天同出

一源(.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D$’!万事万

物的发展变化 是 相 互 联 系"和 谐"平 衡 的 运 动#人 与 自 然

的这种依赖关系 使 儒 家 认 识 到!人 类 应 尽 物 之 性!节 制 欲

望#孔子说*$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DD’孟子

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 鳖 不 可 胜

食也(斧斤以时入山 林!材 木 不 可 胜 用 也#%&DF’充 分 表 达 了

儒家使民以时"节 制 自 然 资 源"维 持 生 态 平 衡 的 思 想#在

强调人与自 然 和 谐 的 同 时!儒 家 也 不 否 认 人 的 主 体 能 动

性!主张把人 的 主 体 能 动 性 与 对 自 然 规 律 的 尊 重 结 合 起

来!人既要参与 自 然 的 变 化!又 不 破 坏 毁 灭 自 然!做 到$尽

人之性%而$与天地参%#

’四(身心和谐

儒家重视人的身心和谐与个体的人格完善!并 把 它 作

为实现社会"人"自 然 三 者 和 谐 统 一 的 基 本 途 径#儒 家 要

求人们首先要妥善处理义与利"精神追求与物质追求的 关

系#他们一方面肯定物质生活的重要性!认为追求 物 质 利

益是人的天性#孔子云*$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D!’孟子

亦云*$人亦孰 不 欲 富 贵,%&D%’!$欲 贵 者!人 之 同 心 也#%&D@’

但儒家在对正当欲望的合理满足加以适当肯定的同时!反

对非义之利"唯 利 是 图!反 对 放 纵 所 欲!片 面 追 求 物 质 利

益#在儒家看来!$义%才 是 安 身 立 命 之 根 本!道 德 价 值 高

于物质利 益!人 的 精 神 生 活 远 比 物 质 需 要 有 意 义#孔 子

说*$饭疏食饮 水!曲 肱 而 枕 之!乐 亦 在 其 中 矣#不 义 而 富

且贵!于我如浮云#%&D#’合乎道义的生活!即使是贫贱困苦!

也使人感到精 神 充 实"快 乐#其 次!儒 家 非 常 注 重 人 格 完

善和人生价值追求!主张人们以仁为本!以义为上!淡 薄 名

利!洁身自好!保持一种自得自适的和谐心态#孔 子 与.中

庸/以$仁%"$智%"$勇%"$真%"$善%"$美%为 标 准!要 求 人 们

以理节欲"以义制 情!充 分 发 挥 存 在 于 人 性 中 的 善 端 和 智

慧!树立和培养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的人格主体!以 提 高

生命价值!成就完美人格#

##二!儒家和谐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的现代意义

##人类社会的相对和谐与稳定!是一个社会获得发展 的

基本保证#儒家和谐思想适应了当时封建统治的 需 要!为

中国封建社会 的 稳 定 发 展 做 出 了 突 出 贡 献#抛 开 时 代 和

阶级的局限性!儒家和谐思想所包含的理性颗粒和科学 成

分!为我们今 天 构 建 社 会 主 义 和 谐 社 会 提 供 了 方 法 论 借

鉴!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0一1儒家和谐 政 治 思 想 虽 过 分 夸 大 了 道 德 手 段 的 作

用!但它以追求政 治 和 谐 稳 定 为 目 标!并 围 绕 这 一 目 标 提

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这对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

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首先!儒家的$民唯邦本%与 构 建 社

会主义和谐社 会 的 政 治 需 求 是 一 致 的#在 任 何 时 代 任 何

国家!人民群众始 终 是 物 质 财 富 和 精 神 财 富 的 创 造 者!是

社会的主 体!是 社 会 存 在 的 根 本(其 次!儒 家 的$民 贵 君

轻%"$庶人安 政%等 重 民"富 民"爱 民 思 想 也 具 有 极 为 重 要

的现实价 值#历 史 发 展 证 明!重 民"富 民"爱 民 的 执 政 思

想!是社会和谐"安 宁 与 稳 定 的 重 要 基 础#我 国 社 会 主 义

事业之所以获得了伟大的成功!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党和 国

家把社会主义发展目标选择在全心全意地为民谋利上!并

实行一系列的重 民"富 民"爱 民 政 策 的 结 果(第 三!儒 家 的

正人正己"修 己 以 安 百 姓"政 自 廉 始"勤 政 为 民 的 官 德 建

设!是我国古代政 治 文 明 的 精 华!也 是 我 国 社 会 主 义 政 治

文明和官德建设应汲取的积极因素#在现代化建 设 中!官

风决定民风!官德与自律显得更为重要#当政者只 有 做 到

乐以天下"忧以天 下"执 政 为 民"为 政 清 廉 的 要 求!才 能 实

现民心安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和谐社会目标#

0二1儒家的人 际 和 谐 思 想 对 于 如 何 处 理 好 社 会 主 义

现时代条件下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也是有启迪的#$和

谐社会的核心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社会关系的和谐 是

和谐社会的根本#%&DE’儒家以$仁爱%调节人际关系!主张人

与人之间相亲 相 爱"互 相 帮 助#提 出 了 一 条 以 家 为 中 心!

视人若己!由家及 国!把 自 我 的 道 德 自 觉 和 对 父 母 兄 弟 姐

妹的血缘 亲 情!推 及 到 他 人 的$仁 爱%途 径#儒 家 的 这 种

$仁爱%要求$推己%首先必须$正己%!并在此基础上建立 和

谐的人际关系!通 过$亲 亲 而 仁 民!仁 民 而 爱 物%的 泛 爱 思

想!达到整 个 社 会 的 和 谐 有 序#儒 家 的 这 种 人 际 和 谐 思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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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在人类社会生 活 实 践 中!具 有 求 同 存 异"化 解 敌 意"合

众为2的功能#有利 于 人 与 人 的 友 好 交 往"平 等 相 待(有

利于群体间的和 平 共 处"精 诚 团 结(有 利 于 各 民 族 互 相 交

流"和睦融通(有利于社会稳步前进"和谐发展#

0三1儒家的$天 人 合 一%思 想 对 于 我 们 建 立 人 与 自 然

的和谐关系也 具 有 十 分 重 要 的 现 实 意 义#人 与 自 然 界 的

关系!是实现人类社会和谐发展必须予以认真处理的基 本

关系#儒家 的$天 人 合 一%思 想!已 认 识 到 人 与 自 然 的 和

谐"平衡关系#他们认为人之本于自然!人要 依 赖"遵 循 自

然的客观规律!同 时 人 也 不 只 是 被 动 地 去 适 应 自 然!而 是

要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认识自然"利用自然#不 可 否

认!儒家强调天人 和 谐 的 目 的 在 于 追 求 和 谐 的 人 生 之 道!

然而这种崇高的和谐之道!对于我们今天重新审视人与 自

然的关系"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却具有重要 意

义#儒家认为!人 与 自 然 的 关 系 不 应 该 是 谁 征 服 谁 的 关

系!而应是和谐共存发展的关系#人既然是自然界 的 一 部

分!就应该改变 人 类$主 宰 自 然%的 心 态!建 立 人 与 自 然 的

新型关系222把自然视为人类的好朋友#当 然!这 种 新 型

关系的建立有赖于人类思维方式的转变#儒家强 调 综 合"

整体意识!主 张$节 用%"$使 民 以 时%#只 有$节 用%才 不 至

于无限度地开发自然资源!只有$使民以时%才能实现自 然

资源的良性循 环#这 使 人 类 认 识 到 在 人 与 自 然 相 互 异 化

而达到危害自身生存的情况下!如何用人的眼光来审视 自

己的活动!认识到 只 有 做 到 人 类 与 自 然 界 的 和 谐!才 能 为

人类本身的和 谐 开 辟 道 路#这 些 思 想 为 我 们 构 建 社 会 主

义和谐社会提供了丰富的生态智慧#

0四1儒家和谐 思 想 中 所 包 含 的 身 心 和 谐 观 念 对 于 现

代人的心志调节!实现身心合谐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 义#对

于儒家身心和谐的思想!我们应弃其某些压抑人性的负 面

因素!高扬其 关 怀 身 心 和 谐"追 求 完 美 人 格 的 合 理 内 核#

儒家合谐思想重视人的身心和谐发展!追求精神价值与 物

质价值的统一(它 告 诉 人 们 要 学 会 善 待 自 己!既 要 实 现 自

己的人生价值!又 要 保 持 健 康 的 身 心!体 现 了 对 生 命 的 重

视和对人的关怀(它要求人们重内轻外"重身而轻 物!看 淡

生死富贵!破除官场名利!着重于道德修养和内心 自 敛!保

持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它提倡$内省%"$自讼%"$克 己%和

$反求诸己%"$养浩然之气%的身"心修养方法!倡导 人 们 求

真"行善"崇美!脱离片面追求物欲满足的低 级 趣 味#所 有

这些思想!为我们 现 代 人 拓 宽 胸 襟!扩 大 眼 界!跳 出 俗 见!

摆脱物欲困扰!确立起健康的人生态度!实现身心 和 谐!具

有重要的意义#

贺麟先生曾说*在 思 想 和 文 化 的 范 围 里!现 代 决 不 可

与古代脱节#任何 一 个 现 代 的 新 思 想 如 果 与 过 去 的 文 化

完全没有关系!便 有 如 无 源 之 水!无 本 之 木))在 构 建 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儒家和谐思想与构建社会主义 和

谐社会有着许多相吻合的思想资源!在剔除那些封建落 后

的糟粕以后!它对建构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具有十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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