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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导　论　穿越历史的政治和谐思想

第一节　政治和谐思想的历史探微

解读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读懂历史才能开辟未来。政治和谐作为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的现代衍生概念，要研究清楚它似乎并不困难。不过，聚焦于“和

谐”之上的积淀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厚重的伦理学、社会学研究背景，政治学科产生

的滞后，以及“政治”概念内涵与外延的复杂性等多种原因，却又致使讲清楚什么

是政治和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现在，我们就拂去尘埃，穿越历史，走向古人的智慧。

一、孕育于中国社会文明的政治和谐思想建构与变革

思想是概念产生的先机。在我国，作为“概念”的政治和谐始见于现代，但以

“和合”文化为主导价值的中国传统文化，决定了我们可以从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

中寻找到大量政治和谐思想的活跃身影。从现有研究资料看，作为“思想”的政治

和谐早在几千年前有政治思想文字可考的商朝就已经存在了。① 如殷王很注重

从上帝、祖先、自身三者关系的协调中来获得权力的合法性。虽然这三者之间究

竟存在何种关系还需进一步研究，但从政治角度看，刘泽华先生认为这三者是统

一的。上帝和祖先庇佑殷王，殷王又借助上帝、祖先崇拜而强化自己的权力，强调

① 关于“政治和谐”思想源头，也有学者从帝尧提出的“百姓昭明，协和万帮”（［清］孙星衍：《尚书
今古文注疏》，《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第８－９［－１］页），以及帝舜希望的“八音克协，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第７０［－２］页）的政治理想，表达出可溯源到原始
社会后期之意（参见饶恒久：《太史伯政治“和同”论的源与流》，《中共中央党校学报》２００６年第６期）。
本研究则采纳刘泽华先生以政治思想文字可考为政治思想研究起点的标准，从商朝开始研究，详见刘泽
华：《中国政治思想史》（先秦卷），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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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合法性，以此达到一统天下的政治目的。所以到商朝晚期，帝、祖、王已合

而为一。在卜辞中，对死去的王有时也称帝，如“帝丁”、“帝甲”、“文武帝”，或泛称

“王帝”、“帝”、“下帝”。殷纣王自称“帝辛”。既然上帝与王同为帝，王就具有了人

神结合的性质。所以在卜辞中，王又自称“余一人”，表示天下之大，四海之内，“余

一人”为最高。①

到西周末期，伯阳父在与郑桓公讨论周王室的命运时，运用比喻对比的手法，

从哲学上的“和同”论引申出政治“和同”论，提出了他的政治和谐观。这可以说是

中国历史上出现最早、最直观系统的政治和谐思想。伯阳父（甫）为周幽王时的太

史，又称史伯。伯阳父认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

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② “以他平他”就是指各种不同事物的配合与

协调，“同”即事物的同一性。伯阳父认为，事物要和谐平衡发展，就应该使相对或

相反的事物、因素、力量共处一体，相互对立又各自不相逾越，形成相反又相成的

协同局面或协调状态，这就是“和”。单一的事物缺乏对立面的比较就不能知其优

劣长短，就不能长久发展，因为“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如果

只是一种声音就没有听头，只是一种颜色就没有文采，只是一种味道就不成美味，

只有一种材料就不能建造、制作任何东西。③ 进而讲到政治，也应提倡“和”，“故

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故王者居九咳之田，收经入以食兆民。

周训而能用之，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④ 这里，史伯鲜明地表达了他的

和谐政治观，即只要像先王一样，善于发挥不同类事物的特长，使之“杂”处而产生

丰富多样的事物；注意协调各方面的关系，使之形成统一的有机和谐体：处理好

“王者”与“兆民”、“万官”的经济利益关系，息养庶民，使各级官吏都能从政府的税

收中得到适当的衣食用度，这样就能使天下和睦安乐、心思如一，达到“和之至”的

最佳政治境界。从这个原理来看周王室，它必将灭亡，因为幽王反其道而行之，奉

①
②
③

④

此研究可参阅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先秦卷），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９页。
《国语·郑语》。
徐元诰的《国语集解》引俞樾之说，认为“讲”通“构”，乃合集之意。转引自饶恒久：《太史伯政治

“和同”论的源与流》，《中共中央党校学报》２００６年第６期。
《国语·郑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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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去和取同”的政治路线。

史伯之后，这种尚“和”去“同”的政治和谐理念不断得到重申。周景王二十四

年（公元前５２２年），乐官州鸠劝阻景王铸造巨型编钟说：“夫政象乐，乐从和，和从

平”，“大昭小鸣，和之道也。和平则久，久固则纯，纯明则终，终复则乐，所以成政

也，故先王贵之”。① ２５０年后，齐国的晏婴直接运用史伯的政治和谐原理分析君

主专制下的君臣关系，阐述了中国传统政治的一个关键原则：君臣应相“和”而非

相“同”。晏婴认为，“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

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② 也就是说，尽管国君大多都

是英明的，但其决策、意见常常免不了有不正确、不周到之处。臣子的职责就是及

时而真实地向国君提出参考的、批评的、修正的意见。这样才能及时而准确地纠

正或调整国家的失误、偏差，保证政治的和谐平稳，民众也就不会感到社会不公正

而生争斗之心。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州鸠的“和平”之说，还是晏子的“政

平”之语，都同样鲜明地表达了他们对政治和谐的推崇、认识和判断。

历史发展到春秋战国之交，社会矛盾更加激化，诸子百家纷驰其说，争相言

“治”。在以道、儒、墨、法为代表的诸多政治和谐探讨中，其治国之道虽然各有长

短，但都是围绕着如何实现一人在上、万人在下的君主专制政治“和谐”所作的理

论思考和政治设计，不同的只是思考侧重点及实现路径。道家认为，政治和谐就

是法自然的无为而治，没有政治是最大的和谐，不干涉百姓事务，被百姓遗忘了的

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与道家的消极治世不同，儒家开辟了一条积极的政治和谐进

路。以孔子为代表，认为人不应遁入自然，而应回到社会，用礼仁两手积极救治社

会，一是建立一个贵贱有别、等级有分的政治关系和政治秩序，二是为政以“和”，

善于寻求处理政治关系的适度点，把矛盾对立的关系转化为和谐关系，这样才能

使矛盾双方既得到节制，又得到适当的满足，宽猛相济，和而不同，最终达到政治

和谐的境界。墨、法两家师出儒家，也持积极救世之道。不过，墨家讲和谐，则着

重在“兼相爱”的互助精神；而法家讲和谐，着重在法制的制定与实施，由此呈现出

①
②

［三国·吴］韦昭：《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３７页。
《左传·昭公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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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不同特点的政治和谐认识。

一是儒墨提倡的伦理型政治和谐。即把天下治乱看做是人的主观意志的产

物，相信依靠圣人、明君的设计，能够创造出一个理想的社会来，社会发展之道不

在社会的自然演化中，而在尧、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等圣人心中。所谓“政者，

正也”，政治的功能在化人，而非治人，更非治事。国家的目的不仅在人民丰衣足

食，更重要的在于使民有美善的品性与行为，这样才甘于君臣贵贱有等的谐和秩

序。伦理型政治和谐思想表达的是试图通过伦理世界的改变，一劳永逸地解决社

会的各种政治难题的观点，因而提升伦理精神，将复杂的社会纳入家族与宗法之

中，把政治与历史伦理化，使整个社会结构被固定在人伦纲常的伦理框架中，把伦

理问题作为解决政治问题的关键成为这种政治和谐思想的主要特点。

伦理型政治和谐提倡掌政者要以身作则，要注重德性修养，并对君主提出了

标准和要求，这在君主专制体制下无疑对君主能起到一定的制约和督促作用，具

有历史的进步性和合理性。但是，无论是儒家礼仁共治的等级和谐，还是墨家兼

爱交利的无差别和谐，都没有抓住政治和谐的根本，即权力的实施只有制度的力

量才能根本对治，即便在君主专制体制下，专制的君主地位也不是仅靠道德来维

系的。强大的国家机器是君主实行专制的前提条件，撇开这个前提，光谈个人修

养是不切实际的空论。因此，过于看重个人力量，而不是制度的力量，过于强调伦

理关系的和谐，而不是政治关系和谐，这使得伦理型政治和谐理想一方面高远唯

美，影响深远，如《春秋公羊传》“所传闻、所闻、所见”三阶段说、东汉何休、北宋张

载的“井田制”规划、魏晋鲍敬言的“无君无臣”的构想、历代农民革命提出的“平等”、

“平均”、“均贫富”、“等贵贱”等口号、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王禹笔下的“海上桃花

源”、康与之所说的“西京山中”世外隐乡，李汝珍虚构的“君子国”，等等，莫不深受其

影响。我国近代洪秀全、康有为和孙中山设计的三大理想社会蓝图，也都从古代

“大同理想”这一代表性政治和谐设计方案中汲取了营养。① 但另一方面，伦理型

政治和谐构思的唯美与现实的残酷，由于缺乏制度的架构而无法握手言欢，它造

就了一个又一个精彩绝伦的政治思想家，却疏于培养出一个成功的政治改进者。

① 王越霞：《中华民族的理想社会及其当代启示》，《河南社会科学》２００１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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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法家主张的法制型政治和谐。这种认识立足于活生生的社会政治现实，

而不是个人内心道德修养，主张以严明法令、严刑重罚为治国要素，力求通过专用

刑罚之械数来维护封建君主专制体制。它没有儒家那样的以人民获得幸福生活

为政治目的的乌托邦式的构想，而是直接以尊君为政治目的，通过立法来治民定

国，通过运术来安臣驭臣，两者相辅以达成政治和谐。法制型政治和谐的贡献主

要在法律制度，其关注的主要是政治领域而非道德领域，因而现实性与实践性均

强于伦理型政治和谐。可惜的是，法家的“法”，包括后来其思想的发展都没有突

破以君为主体、以法为工具这一认识框架。虽有商鞅提出“壹刑”，内含近代法律

平等原则，《管子》也深知“法之不行，自上犯之”，教君主要以身作则，可惜他们均

未立制君之法。到韩非说法，只管臣民是否守法，而君主位居法律之上，则离“王

在法下”的现代法治精神相距更远了。也正因如此，法家虽重视以法治国，但却只

能归为“法制和谐”，而不能称之为“法治和谐”。法制型政治和谐观崇尚的仍然是

君主政治，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它最大的实践业绩是开出了秦帝之政———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集权专制帝国。也正因为自李斯致用之后，它逐渐沦为实

用之术，而理论上终止发展，所以秦汉之后，“虽间有法家之言，终不能预于显学之

列，足与儒家相抗衡。专制政体得先秦法家之助而长成，乃旋即弃之不顾，使归于

微弱，纵非枭食其母，亦似得鱼忘筌”。① 不过，法家重法重刑的思想逐渐与儒家

礼治结合，成为秦汉以后各国为寻求君、臣、民三个政治角色之间的协调关系以保

君主专制统治的主流制度设计原则。

先秦盛况空前、睿智前瞻的政治和谐探讨，深刻而持久地影响着秦后几千年

中国封建专制社会和近代中国社会的政治和谐追求。封建专制下的天下为公与

小康之家、太平之世构想、井田制规划、世外桃源与君子国构想，近代中国出现的

太平天国构想、大同社会构想，乃至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构想，无不深深地

烙上了先秦政治和谐思想的印记。不过，到孙中山时，近代中国对政治和谐的追

求已经从思想到实践开启了彻底摆脱以伦理治国，从伦理等级关系中取得权力的

合法性、制定权力规则、控制权力行使的传统政治和谐模式的帷幕，开始引导中国

① 语见《庄子》。转引自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新星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８页。

5



步入现代政治和谐模式的设计之中。这主要体现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政治和

谐构想中。

第一，“争平等”是未来社会政治和谐的核心价值追求。“三民主义”的核心和

精华是“争平等”。１９２４年孙中山曾在一次演讲中明白无误地说道：“简单言之，

民族主义是对外人争平等的，不许外国人欺负中国人；民权主义是对本国人争平

等的，不许有军阀官僚的特别阶级，要全国男女的政治地位一律平等；民生主义是

对于贫富争平等的，不许全国男女有大富人和大穷人的区别，要人人都能够做事，

人人都有饭吃。这就是三民主义的大意，诸君要详细研究。”①这表明孙中山提出

三民主义的目的在于实现民族平等、政治平等与经济平等，建立一个民族独立、民

权自由、民生幸福的民主共和国。民族独立，即平等的第一要义是反对帝国主义

的侵略，争取民族生存权，不做外国人的奴隶。从这个角度而言，孙中山曾给“三

民主义”下了一个更为简明的定义：“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因三民主义促

进中国之国际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经济地位平等，使中国永久适存于世界。

所以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②民权自由，即平等的实质是荡平不平的阶级，求

得人民在政治上的平权。孙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所主张的自由权利，“为一般平

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③ 民生幸福，即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中

国的工业化，同时通过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两大原则实现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这

里蕴涵了平等是避免贫富悬殊与两极分化的深层含义。

第二，经济平等是实现政治和谐的关键。孙中山认为，贫富不均是社会的最

大悲剧，也是历次动乱和发生革命的原因。要防止以后再发生革命，就应该从根

本上解决贫富不均这个重大课题，所以他十分重视民生。孙中山认为，“民生”二

字早已有之，但把“民生”运用于政治经济则是他的发明。民国初年，孙中山明确

定义他的民生主义是“国民对于国事发生直接之兴趣”，“全国人民皆享受其生产

之结果”的“一种制度”。它的主要特征是“人民共享”，通过人民“共享”社会物产

①

②
③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９０３页。转引自崔敏：《试析孙中山的平等观》，《现代
法学》１９９４年第１期。

《谢觉哉文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３１３页。
《谢觉哉文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４０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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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利用物产所产生的成果，达到经济的平等，由是解决社会问题，“防止富人以其

富专制毒害贫民”，“防止资本家之专制”，最终进入“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

作，各得其所”的理想社会。① 在《建国方略·孙文学说》中，孙中山强调：“物种以

竞争为原则，人类以互助为原则。”②在《三民主义》中他又说：“社会之所以有进

化，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不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

益有冲突。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就是为大多数谋利益。大多数有利

益，社会才有进步。”③这些观点，都体现了孙中山的经济利益平等是政治和谐的

重要基础与核心价值这一思想。在这个思想基础上，孙中山进一步将民生主义与

社会主义有机地联系起来，构思了一个主观社会主义理想：

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应该集种种物产归为公有；应使每个社会成员的教育、就

业、生老病养有保障；应使人民有充分的自由权利，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起平等、友

爱的新型关系。④

在孙中山看来，“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⑤

孙中山认为，民生主义的性质与社会主义一样，二者的共同点主要表现在：（１）“目

的是在打破资本主义”，用一种新的制度替代旧的制度；（２）实行“国有”、“公有”，

“土地及大经营皆归国有，则其所得，仍可为人民之公有”；（３）社会分配采用“公平

方法”，在实行“贫富相均”的基础上，达到“利国”、“福民”，人人平等。

为了实现上述构想，就要采用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振兴实业等方式。平均地

权就是通过核定地价、照价纳税逐渐达到土地国有，实现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

夫不获其所。节制资本就是在节制私人大资本的同时，由国家兴办经营交通、矿

产、工业等足以操纵国计民生的大型企业。孙中山认为，只要平均地权、节制资

本，大同主义就指日可待了。后来他又将平均地权思想发展到耕者有其田的高

度，以社会主义为依归。孙中山认为，“‘民生’二字，实已包括一切经济主义”，因

此凡提倡“国有”而顾及“民生”的社会制度，他都称之为“社会主义”，即“民生主

①
②
③
④
⑤

《孙中山论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中山日报》２００６年５月２５日。
《孙中山全集》第６卷，中华书局１９８１—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９５—１９６页。
《孙中山全集》第９卷，中华书局１９８１—１９８６年版，第３６９页。
《孙中山全集》第２卷，中华书局１９８１—１９８６年版，第５２３—５２４页。
孙中山研究会编：《孙中山文集》，团结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２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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