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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第一章 和谐思想的
历史渊源

和谐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人和谐、家和谐、组织和谐、
社会和谐、人与自然和谐，是人类的美好理想。研究和谐问
题，中外有着丰富的思想资源。挖掘和谐思想的历史渊源，厘
清和谐思想的发展历程，从而揭示和谐概念的本质与特征，才
能准确理解和谐社会，为市场经济下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
提供理论支持。

一、中国文化中的和谐思想

中国的和谐思想、和谐文化源远流长，从一定意义上说，
中国文化就是和谐文化，中华民族是以 “和”为贵的民族，
中国人是从“和”而来，为 “和”而来的人。由于中国文化
是儒释道合一的文化，所以，其和谐精神包含在儒释道三家的
思想之中。不管是儒家的修身正己、仁爱忠恕、孝悌信义、天
人合一等思想，或者是佛家的缘起性空、众生平等、慈悲利他
等思想，还是道家的清净无为、道法自然等思想，无不贯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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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和谐”的基本精神。

( 一) 儒家的和谐思想

作为主张“入世”，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其思
想中和谐的内容最为丰富。儒家在强调抓住修身这个根本之
外，也特别注重人与家庭、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并提出
了处理这些关系使之达到和谐的一系列准则。

1． 修身正己 儒家思想认为修身是根本， “自天子以至
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四书》之一的 《大学》提出
了儒学三纲八目的追求，三纲指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
目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这八个条目既是实现三大纲领的方法和步骤，又是儒家
设计的人生进修阶梯。而在这八个条目中，修身是根本，是关
键，又是枢纽，它与前面四级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
等“内修”项目连在一起就是“独善其身”; 与后面三级 “齐
家、治国、平天下”等“外治”项目连在一起则是 “兼善天
下”，没有修身这个根本，一切都无从谈起。修身是要先解决
人自身的和谐问题，儒家认为，人可以通过不断加强道德修
养，成为人格完善、品德高尚的君子甚至圣人，达到至善的境
界，实现人自身的身心和谐。自己的修身搞好了，自己正了，
才能去管别人，正己，然后正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曾
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 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其身正，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阐明从从政执
政的角度修身正己的重要性。

孔子认为，君子的自我道德修养是有标准的，“君子有三
戒: 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 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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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在斗; 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① 是说，年轻的
时候莫贪恋女色，到壮年的时候别好斗争强，到老年的时候勿
贪得无厌。“君子有三畏: 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②

是说，君子要敬畏天命，要敬畏位高德隆的人，要敬畏圣人说
的话。君子还要有五行: “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
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③ 是说，
庄重则不会受到侮辱，宽厚则会受到众人的拥护，诚信则会得
到别人的任用，勤敏则会有高的工作效率，慈惠则能够使唤别
人。君子还要有五美: “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
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④ 君子予人恩惠而自己却没有什
么耗费，役使老百姓，他们却没有怨恨，有欲望却不贪婪; 泰
然自若却不骄傲; 威严却不凶猛; “君子有九思: 视思明，听
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
见得思义”⑤。君子有九件用心思虑的事: 看时要想到看明白
了没有，听时要想到听清楚了没有，待人的脸色要想到是否温
和，对人的态度要想到是否恭敬，言谈要想到是否忠诚，做事
要想到是否认真敬畏，有了问题要想到如何向人请教，遇事发
怒时要想到是否有后患，有利可得时要想到是否理所该得。孔
子认为这样就符合“仁”，符合“礼”了。
《大学》 《中庸》都特别强调修身中要 “慎独”，也就是

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也要谨言慎行，注意修养自己，而不能放纵
自己，做到人前人后一个样，不自欺欺人。同时，每个人都要
自觉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从主观上
努力修养自己、克制自己。所以，儒家还强调 “为仁由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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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修养原则。
通过修身正己实现了人自身的和谐，就可以此为起点进一

步实现人与人的和谐。
2． 仁爱忠恕 在人自身和谐的基础上，儒家的和谐思想

尤为注重人际关系的和谐。社会的主体是人，和谐社会的主旨
是人际关系的和谐。儒家人际和谐理论的出发点是仁爱，而处
理人际关系的道德准则是忠恕之道。

儒家认为，如果一个社会人人兴仁爱，那么这个社会就会
和谐，反之，人人凶暴残忍、贪得无厌，社会就会陷入混乱，
人们就无法正常生活。所以，“仁爱”是社会和谐的根本。孔
子把“仁”定义为“爱人”①，孟子也说， “仁者爱人”②。他
们所说的“爱人”不仅仅是爱自己的家人亲人，而且是要爱
他人，关心他人，尊重他人，爱所有的人，用仁爱之心对待所
有的人，甚至扩展到爱万物。从 “爱人”出发处理人际关系，
爱家人，爱他人，再到爱万物，以至万物一体，天下一家，万
国一人，不仅可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而且可实现社会和谐、
人天和谐。

当然，儒家还认为“爱人”不是不分善恶是非，对于为善
之人、有德之人要爱之，对于为恶之人、无德之人则要恶之。
因此孔子才说， “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意思是说，只有
仁人，才能够公正地喜爱应当喜爱的人，才能够公正地厌恶应
当厌恶的人。

忠恕之道是儒家处理人际关系的最重要的道德准则。曾参
曾说: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③ 忠恕之道又可分为 “忠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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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和“恕道”。“忠道”就是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
人”①，意思是说自己想立足时也帮助别人立足，自己发达时
也帮助他人发达。这是从积极方面来看的推己及人，也是
“仁”的实践途径与方法。根据自己内心的体验来推测别人的
思想感受，就可达到推己及人的目的。“恕道”则是从消极方
面来看的推己及人，是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②，意思是说
自己不想要的，也不要强加给别人。这是儒家处世准则的一个
问题的两个方面，“忠”是“恕”的高标准，是从积极意义上
实践“仁”，推己所厌及他人而不恶加，是 “恕”的低标准，
是从消极意义上实践“仁”。实现这两个方面，就需要心底无
私、心胸宽广、将心比心、换位思考、人己一样，就可以实现
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忠诚、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宽容、相
互信任，从而达到人际关系的理想境界。

3． 孝悌信义 可将孝悌和信义分开来分析。
( 1) 孝悌。百善孝为先。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而仁的

根本则是孝悌。孝是指由子女的孝心而引发的对父母的尊敬、
孝爱与赡养。悌是指弟弟对兄长的恭敬。从广义上讲，悌也包
含在孝中，是孝的重要内容，是孝的延伸。中国的 《孝经》
还把孝亲与忠君联系起来，认为 “忠”是 “孝”的发展和扩
大，并把“孝”的社会作用推而广之，认为 “孝悌之至”就
能够“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 《大学》中也说，
“孝者，所以事君也; 悌者，所以事长也; 慈者，所以使众
也。”意思是，对父母的孝顺可以用于侍奉君主; 对兄长的恭
敬可以用于侍奉官长; 对子女的慈爱可以用于统治民众。
“孝”是一个大概念，其基本内容可以归纳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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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养生送死，孝不违礼。孔子就阐述了子女对父母双
亲从生到死的孝，“子曰: 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
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
然后能事亲。”① 意思是，孔子说，有孝心的子女们，都要孝
敬自己的父母双亲，日常在家里的时候，要尽恭敬的孝心，不
可有些怠慢。养亲的时候，要有和乐的心情，和颜悦色，言笑
承欢。双亲患病时要有忧虑之心，求医诊治。父母去世的时
候，要尽哀悼之心，悲痛哭泣，遵礼治丧。死后的祭祀，要尽
思慕父母之心，庄严肃静。以上五件如果做到了，方才可以叫
做能够奉祀双亲。“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是儒家认为的最起
码的孝。孔子强调的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②，也是
为了在父母健在时照顾他们的生活，尽量不要长期离家在外，
即使要出门也要告诉父母去到哪里，不要让他们忧虑担心。

第二，发自内心，敬爱父母。孝道的根本是孝心，如果不
是发自内心的孝，对父母没有恭敬心，只在物质上赡养父母，
这和养狗马之类又有什么区别呢? 孝心会直接表现在脸上，孝
心和态度是一个问题的内外两个方面，所以孔子在论述孝时有
“色难”之说， “色”是指 “和颜悦色”，是对待父母长辈应
常持有的温文态度，“难”是困难，“色难”总的是指对父母
( 长辈) 尽孝时要做到时时态度好很难 ( 也有说是要让父母时
时脸色好看很难) 。孝爱的态度正是孝心的反映。不管你是否
拿好吃的给老人吃，也不管你是否为老人做事，只要你不是发
自孝心，内心不恭敬，态度不好，脸色难看，就是失去了孝道
的根本。只要想想你生病的时候父母那种为你担忧的心情以及
表现出来的态度，你就知道你的孝心应该如何表现，就知道如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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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尽孝道了。
第三，孝不忘义，孝义结合。儒家讲孝，并不是要求儿

女、晚辈对双亲、尊者、长者一味无原则地奉迎，而是要求儿
女在父母有过错时要反复婉言相劝，促其改正，若父母仍一意
孤行，子女也不能滋生怨恨之心，而应一如既往地孝敬双亲。
如果子女在父母有过错时还曲意顺从，就会陷父母于不义，那
不是孝而是大不孝。

第四，珍爱自身，彰显父母。 《孝经》说: “身体发肤，
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做子女的珍爱自己的身体，
也是对父母的孝，而且是孝的起点。如果做子女的不珍爱甚至
损伤自己的身体，让父母担忧，那是不孝。当然，做子女的道
德高尚、奋发有为、受人尊敬，给父母、家庭、家族增光，那
更是真正的珍爱自身，更是真正的孝。“立身行道，扬名于后
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①

第五，仁爱尽忠，使孝广大。在中国文化中，一个 “孝”
字可以概括伦理道德规范的全部，因为从孝道中可以延伸扩展
出伦理道德规范的其他方面。儒家把孝亲与忠君联系起来，认
为“忠”是“孝”的发展和扩大，要求以孝事君。孝延伸到
政治领域，就是“忠孝之道”。朱熹认为“尽己之谓忠”。忠要
求办事尽心尽力，死而后已。对君主当然要这样，即使是对不
是君主的人也要尽力帮助。“孝悌”首先是要求将爱施予有血
缘关系的人，进一步，还要推及到其他人身上。“孝悌”向外
展开，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②

儒家宣扬的孝不仅是家庭关系的伦理道德准则，而且是一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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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社会伦理道德的根本，“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①

“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② 因而，孝不仅具
有和谐家庭的功能，而且还有和谐社会的功能。在家庭中，应
该做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 “父子笃，兄弟睦，
夫妇和，家之肥也”③。按照孝的原则处理父子、兄弟、夫妻
关系，家庭关系就会和谐，就会建成和谐家庭。孝进一步向外
延伸扩展，就有了忠君 ( 忠于君父，在朝做忠臣和在家做孝
子是一样的) 、尊师、敬长、尊老、爱幼，进而还有了要求君
主实行“以孝治国”、“以孝治天下”的社会管理模式。这样，
在和谐家庭的基础上，就可实现社会和谐稳定。

( 2) 信义。诚实守信是儒家强调的做人的基本品质，“人
而无信，不知其可也”。④ 做人如果不守信用，那么任何事也
做不成。交友更是要注重诚实守信:“与朋友交，言而有信”。⑤

以致曾子在每日三省时要反省“与朋友交而不信乎?”⑥即和朋
友交往是否不够诚信? 就诚信而言，按照 《说文解字》的说
法，两字互相训解，“信，诚也……诚，信也。”但 “诚”更
多强调的是内向的追求，追求内心的至诚，是道德主体的内在
追求; “信”则是内诚的 “外化”，更多强调的是外信于人。
孔子曾告诫自己的学生，“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
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⑦ 意思是说，
讲话忠诚守信，行为笃实严谨，即使在异国他乡，也能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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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⑦

《孝经·开宗明义章》。
《孝经·三才章》。
《礼记·礼运》。
《论语·为政》。
⑥ 《论语·学而》。
《论语·卫灵公》。



第一章 和谐思想的历史渊源

达。讲话不忠诚守信，行为不笃实严谨，即使在本乡本土，也
是行不通的。同时，孔子认为信又是 “仁”的一种表现，在
《论语·阳货》中，“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 ‘能行五者于
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 ‘恭、宽、信、敏、惠。’”

在儒家思想中，言信必言义，因为 “信近于义”。① “义”
是指公正合宜的道理或举动。 《礼记·中庸》对义的解释是:
“义者，宜也”，说义就是 “合宜”的意思。孟子则把义定义
为人们的正确道路，“义，人之正路也。”② 孟子还把义与其仁
学思想联系起来，常常“仁义”并称。孟子认为，仁是人心，
义是人路。有人心知道，才可行路。仁是安宅，义是正路。有
安宅归居，行路才有必要。一切合乎仁德的行为，都是适理、
合宜的，也即符合义的精神。如此，仁和义均内在于心，成为
道德实践的内在原则和根据。仁是最高的道德理想，义是通向
仁的必由之路。我们从仁是 “人心”、是最高的概念来看，仁
可以说包含了义; 而从义是具体的行为准则和规范来看，仁又
生发出义。所以， “居仁由义”本质上是一种道德自律的思
想。人的一言一行都合乎“仁”、“义”的要求，那他就是道
德高尚的君子了。

4． 和为贵 “和”指事物之间和谐、协调的状态，还有
和顺、平稳、和缓、关系好、均衡、调和、和解、相应之义。
和为贵是儒家倡导的道德实践的原则， 《论语·学而》中说，
“礼之用，和为贵。”意思是说，礼的作用，以和谐为贵。言下
之意是，一切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的制定，都是为了使人与人
之间的各种关系能够恰到好处，使社会能够和谐。过去的圣王
明君，都以此作为自己安邦治国的宗旨，使人们能够根据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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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论语·学而》。
《孟子·离娄上》。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