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０９年４月
第２５卷　第２期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ｉ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Ｅ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ｐｒ．２００９

Ｖｏｌ．２５　Ｎｏ．２

［收稿日期］２００８１２１６
［作者简介］周建标（１９６４－），男，福建平潭人，中共泉州市委党校副教授，主要从事文化学、管理学研究。

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汲取中华传统

文化的和谐思想

周 建 标
（中共泉州市委党校，福建 泉州 ３６２０００）

［摘　要］中华传统文化以儒家为主体，以道家和释家为两翼。儒、道、释三家从不同的角
度出发，对人生的智慧进行了阐释，儒、道、释三家的阐释虽然有所差异，但殊途同归，都是要导

引人们达到和谐人生。儒、道、释三家都强调从自我的修炼做起，使自己成为高尚的人、智慧的

人、快活的人、有趣的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汲取中华传统文化的和谐思想，特别是

汲取“知天、知人、知己”的道理，促进天人和谐、人际和谐、身心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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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遵循民主法治、公平
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

相处的原则。其中，“民主法治”讲的是政治和谐；

“公平正义、诚信友爱”说的就是人际和谐；“安定有

序、充满活力”讲的是社会整体和谐，它需要建立在

每个人的身心和谐与人际关系和谐的基础之上；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讲的是天人和谐。为此，必须

把“民主法治”作为制度建设的努力方向；把社会的

“公平正义”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标尺，把“诚信友

爱”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把“安定有序、

充满活力”作为和谐社会构建的整体目标，构建“充

满活力”的和谐社会，要求激发每个人的活力，让全

社会的创造力都能得到充分发挥。

由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和谐思想具有较大的心理

调适功能，因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需要汲

取中华传统文化的和谐思想，特别是汲取“知天、知

人、知己”道理，促进天人和谐、人际和谐、身心

和谐。

一、中华传统文化的和谐思想具有心理调适

功能

中华传统文化融儒、道、释为一体。儒家讲入

世，强调以天下为己任，刚健有为，自强不息，追求快

乐人生；道家讲忘世，强调清静无为，精神超脱，以柔

克刚，安时处顺，追求延年益寿，追求长生不老；释家

讲出世，强调万物皆空，排除烦恼，自度度人，追求来

生幸福。儒、道、释三家相互激荡，相互交流，相互补

充，为中国人的快乐人生、长生不老、来生幸福提供

了不同层次的精神需求，出现了“三教同流”、“三教

合一”的现象，“以佛修心，以道养身，以儒治世”，成

为中国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人生智慧。儒、道、释三

家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人生的智慧提出了一些具

有启迪性的主张，这些主张虽然有所差异，但却各有

特色，殊途同归，都是要达到和谐人生。

中华传统文化的和谐思想具有心理调适功能。

古代中国人在顺利和成功的时候，就会坚持“以天

下为己任”的儒家思想，讲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一旦受到挫折和失败，处于逆境的时候，也会

接受“顺其自然”的道家思想，甚至看破红尘，相信

“一切皆空”的释家思想。

许多古代中国人在他一生的不同时期，会接受

不同的思想。在青壮年时期，有志向有抱负，肯奋斗

有作为，往往接受“建功立业”的儒家思想；到了中

年时期，往往会接受“功成身退”的道家思想；到了

老年时期，往往会接受“积德行善”的释家思想，觉

得人生苦短，不再留恋红尘。这就是中华文化和谐

思想的心理调适功能。因此，许多古代中国人往往

遇到问题时比较冷静，可以有不同的价值选择，可以

有回旋的余地，由此形成了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审美



情趣。

二、中华传统文化的和谐思想之境界

中华传统文化的和谐思想的理想境界，简单地

说，就是要实现“和谐社会”，包括天人和谐、人际和

谐、身心和谐。用宋代大儒张载的话来说，就是“为

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

平”。［１］３２０对张载的上述主张也可以理解为：“为天

地立心”，就是要重建天人和谐的生态观，与自然和

谐相处；“为生民立命”，就是要调整人类的价值观，

要改变人类过分追求物质享受而精神空虚的生活品

质，要实现物质富裕和精神幸福；“为往圣继绝学”，

就是要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

家园；“为万世开太平”，就是要发扬中华传统文化

的和谐思想，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和谐世界，使人类

永久摆脱生态危机、人文危机、精神危机，实现人类

真正的和谐相处、永久和平。解读中华传统文化的

和谐思想中蕴涵着的境界，可以发现如下内容。

（一）倡导天人合一，追求天人和谐

中华传统文化倡导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的

统一，认为人的精神和行为要与自然相一致，才能达

到天道（自然规律）与人道（伦理道德）的统一，才能

实现天人和谐，才能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要处

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就要“知天”、“顺天”。纵

观中华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观，一是道家“回归自

然”的“天人玄同”说；二是儒家的“天人相通”说。

两种观点虽然有差异，但主张天人和谐是一致的，在

儒道两家看来，天与人、天道与人道、天性与人性是

相通的，是可以统一的。

１．道家的“天人合一”观主张从天道入手来把
握人道

老子从现实和理想两个层面论述了天道与人道

的关系。从现实层面说，老子认为天道与人道并不

一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

不足而奉有余。”（《道德经·七十七章》）从理想层

面说，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

然。”（《道德经·二十五章》）老子认为，人道必须服

从天道，才能求得天人合一。他要求人们放弃一切

违背天道的人为行动，而应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

敢为”。庄子作为老子的继承者，视天道为人道的

最高准则。庄子反对以人为行动对抗天道，强调人

们做事必须服从自然之道，做到游刃有余。他用

“庖丁解牛”的寓言，生动地表达了人道（主观能动

性）与天道（客观规律性）相统一的思想。

２．儒家的“天人合一”观：从人道入手来把握
天道

“天人相通”说是正统儒家的天人合一观。儒

家认为，人所遵循的伦理道德规范源于自然规律，从

这个意义上说，天道与人道是相通的。儒家认为，要

达到天人合一，就要认识自然，顺应自然，模仿自然，

修身养性，达到天人和谐的境界。儒家把大禹治水

的智慧，看作是顺应自然的典范。儒家认为，人如果

能够不断地进行自我修炼，就能够与天道相契合，就

能够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人生境界。

３．亲近自然，爱护自然
中华传统文化认为“万物都有思想感情”。“万

物有情”的思想，充分体现在许多美丽的传说中，人

们想象各种自然物都可以化作精灵，达到物我交融

的境界，与人类和谐相处，帮助人类克服困难、战胜

困难。遗憾的是在“大跃进”时代，因“左倾”思想盛

行，曲解荀子“人定胜天”的思想，高喊“人有多大

胆，地有多大产”，滥伐森林，破坏植被，开荒种地，

填湖造田，违背自然规律，结果遭到大自然的惩罚。

中华传统文化主张亲近自然，爱护自然，这与现

代生态学不谋而合。现代生态学的产生，为人类社

会提供了思索生命的新方法。现代生态学，让“天

人合一”的宇宙观出现新的生机，焕发出智慧的

光芒。

（二）倡导仁义道德与中庸尚和，追求诚信友爱

和安定有序

在人际关系上，孔子主张“修己以安人”、“修己

以安百姓”（《论语·宪问》），通过自我完善，和谐相

处，促进人际间互相尊重、互相信任，最终实现社会

和谐、稳定发展。儒家的和谐思想，可概括为“仁义

道德”和“中庸尚和”。

１．“仁义道德”
学者们用“仁义道德”四个字来概括儒家的基

本精神。在《论语》中，讲“仁”有１０４次，可见“仁”
的重要性。但是，孔子的“仁学”思想，没有理论说

明，只有具体的教导，而且答案是因人而异的。

“仁”是儒家哲学思想的核心范畴。在儒家看来，

“仁”是最高的道德境界，但“仁”却源于人最朴素最

自然的情感，发于人的本心。儒家把“孝悌”看成

“仁”的核心。孔子说，仁者，人也。孔子把“仁”作

为人的根本。孟子说，亲亲，仁也。他认为父母与子

女之间的情感，就是“仁”。孔子的弟子有若说：“孝

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孝”即

对父母的爱，“悌”则是对兄长的爱，儒家把以“孝

悌”为主要内容的亲情之爱，看成是“仁”的核心，也

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首要内容。

儒家倡导把亲情之爱扩展到人际之爱。“樊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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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在这里，

孔子把“爱人”作为“仁”的定义。孔子还要求他的

学生要从亲情之爱扩展到人际之爱，要博爱大众，他

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如何才能做

到博爱呢？孔子认为实现博爱的途径是：“夫仁者，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

方也已。”（《论语·雍也》）由此看来，孔子所说的

“仁”，不仅指人们心里要想到他人，而且在行动上

也要尊重他人，爱护他人，所以孔子说：“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充满博爱的人间将

是什么样的情景呢？孔子认为，充满博爱的大同世

界应该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

语·公冶长》）

孔子“仁学”思想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１９９３
年８月，“第二届世界宗教议会”在芝加哥召开，通
过并发表了《世界宗教议会走向全球伦理宣言》，该

《宣言》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确定为“全球伦

理”，并指出“这个终极的、绝对的标准，适用于人生

各个范畴，家庭社会，种族、国家和宗教。”［２］８０这意

味着中华传统文化的人生智慧已经被世界各国的有

识之士所接受。

２．中庸尚和
儒家为了实现人际和谐，提供了两大法宝：一是

“中”，二是“和”。孔子提出“中庸”概念，子思进一

步阐述了中庸之道，并融入“尚和精神”，写成《中

庸》。《中庸》对“中”与“和”做了这样的解释：“喜

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执

两用中”出自儒家经典《中庸》“执其两端，用其中于

民。”中庸之道是儒家人生智慧的核心理论，也是处

理人际关系的一种思维观念和行为准则。“中”是

“中间”的意思，“庸”是“用”的意思，“中庸”是“用

中”的意思，孔子强调要把握适当的“度”，要恰如其

分。但要把握这个度，并不容易，因此，孔子在《论

语·雍也》中感叹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

鲜久也。”意思是：中庸作为道德标准，是最高的，百

姓缺乏这种道德已经很久了。因为许多人总是喜欢

走极端，而孔子则认为“过犹不及”。

中庸之道，经过儒家的不断发扬光大，已经成为

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也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

思想观念。中庸是儒家的重要学说，但道家和释家

也有中庸思想。老子在《道德经》中讲到人生的许

多矛盾现象，如进与退、福与祸、智与愚，在人生旅途

中，不是得此，就是失彼；不是太过，就是不及，很难

达到均衡的状态，因此造成社会紊乱、不和谐的种种

弊端。针对这些现象，老子警告人们：欲进故退、欲

擒故纵、福祸相依、大智若愚。这些充满智慧的提

示，贯穿着中庸的人生哲学。释迦牟尼说：精进太

急，增其掉悔；精进太缓，令人懈怠。是故汝当平等

修习摄取，莫着急、莫放逸、莫取相。释迦牟尼要求

的是修习“中道妙理”，这与儒家的中庸之道异曲

同工。［３］１２７

值得注意的是，古代中国和古代印度的圣贤们，

为什么都异口同声提倡中庸之道？究其原因，在于

中庸之道为人类提供了一种生活理想，在两个极端

之间选择“中和”的内容，是人类获得和谐生活的途

径。人类社会依赖中庸之道，才不至于完全崩溃和

毁灭。

中华传统文化提倡尚和精神。孔子说：“礼之

用，和为贵”。主张借礼制的作用来保持人际和谐。

孟子也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表达

了对人际和谐的追求。将“和”用于人生，以宽和的

态度待人，就会取得众人的信任，就会上下通达、左

右和谐。儒家重视自身修养，将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视为君子与小人的分水岭，体现了一种道德境界和

人文涵养。宽以待人，厚德载物，对他人不求全责

备，从善意的角度出发推测他人，既要容人之恶，又

要成人之美。换一个角度来看，这其实也是在解脱

自己、善待自己。

中华传统文化以“中”求“和”的人生智慧，是营

造和谐人际关系、创造和谐人文环境的基本原则。

它作为一种调节社会矛盾、达到中和状态的深刻哲

理，为人们保持人际和谐、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极

有价值的精神资源。

（三）倡导修身养性，追求身心和谐

要追求身心和谐，就要处理好人与自我的关系，

就要磨练自我、提升自我、善待自我，做到“穷则独

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要磨练自我，使之充满活

力。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是实现自我价值的前提，

也是安身立命的问题。

儒家的理想人格，不仅要自身修炼，更重要的是

要担负起济世安民的责任。儒家真诚关怀家事国事

天下事，努力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建功立业，心系

百姓疾苦和国家兴亡。孔子为人们树立了刚健有

为、自强不息的典范。孔子告诉他的学生：“吾十有

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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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一生致力于为理想而奋斗，他鄙视饱食

终日、无所用心的人生态度，他“发愤忘食，乐以忘

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因而，他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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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苦学习，不甘人后，“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

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中庸》）

提升自我，从精神层面上来说，是从精神上对生

命、生活和生存方式的升华，是中华文化和谐思想所

追求的理想人格的最高境界。儒家提倡“孔颜乐

处”、自得其乐。孔子有两段著名的语录讲到“乐”：

一句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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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述而》）另一

句是“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

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

也》）这两句被北宋周敦颐称为“孔颜之乐”，它几乎

贯穿于整个宋明理学之中。孔子周游列国，颠沛流

离；颜回一箪食，一瓢饮，穷居陋巷。这本身并无快

乐可言，但孔子和颜回自得其乐，善待自我，淡化了

身处逆境或物质匮乏所引起的外在困难，体悟到一

种理性的快乐。

善待自我，知足常乐。世界上的事物都有其正

面和反面，人生也是如此，有得就会有失，有顺就会

有逆，有胜就会有败，有进就会有退。顺境易处，逆

境难为，关键在于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顺境和逆

境，中华传统文化为人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孟子

讲：“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

上》）这种思想把慎独和旷达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

积极达观的人生态度，几千年来其影响始终不衰。

淡泊名利，清心寡欲。人生的难题，不外乎名与

利，然而，仅仅在名利两方面寻求满足，则难以提高

人的道德修养，因为名利只是人生私欲，离不开一个

“我”字，而要达到高尚的道德修养，就必须超越这

个“我”。名与利都可以归结为一个“欲”字。名望

欲，物质欲，还有从这两种欲望衍生出来的权利欲、

金钱欲和色欲等，这些欲望的满足是无止境的。如

何应对呢？那就是“知足常乐”。道家说：“甚爱必

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

久。”（《老子·四十四章》）儒家说：“养心莫善于寡

欲。”（《孟子·尽心下》欲望少了，人就不会被外物

所纠缠，身体就会轻松愉快，心灵才能得到滋养。释

家禅宗讲“放下执着”，释教要求人们不可执“有”，

也不可执“空”。面对名利，儒、道、释三家都提出了

各自的解脱之道。他们开出的药方，虽然可以“治

疗心病”，但缺乏“济世安民”功效，人们不可能完全

摆脱名和利，该忙碌的依然要忙碌，该追求依然要追

求。不过，在物欲张扬、充满诱惑的今天，劝人把名

利看淡一点，给自己留块方寸净土，清心寡欲，在清

静中寻找乐趣，把自己调剂到怡然自得的状态，从这

个角度看，儒、道、释三家之说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中华传统文化主张但求心安，达观超脱。修身

之本在于安心。禅宗主张凡事都要坚持平常心，不

过分追求、不过分祈盼、不过分喜怒哀乐，顺其自然，

但求心安。如此一来，繁杂的人生问题，就会变得比

较简单明了。

在任何环境中，人生还有一种最后的自由，就是

选择自己的心态。良好的心态，有利于正确对待客

观事物，对健康也是有益的；不良的心态对健康有

害，甚至导致疾病。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全球完

全没有心理疾病的人口比例只有９５％。据中国卫
生部报告，目前中国每年有２５万人自杀身亡。自杀
是中国第五位重要的死亡原因，是１５～３４岁人群的
首要死亡原因。①自杀的主要原因是精神抑郁症。

预防抑郁症的主要办法就是要缓解压力，及时调整

心理上的不平衡，消除和改变不良心态，做到知足常

乐、达观超脱、宣泄疏导、自得其乐。

当前，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和

谐思想，目的就是实现和谐人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文化，促进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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