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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89_BF_E4_BC_98_E7_c39_56599.htm 我们正在构建的和谐社

会，既要有人类社会理想的共性，也应该有中华民族的特性

。只有把构建和谐社会建立在中国历史文化和中国具体国情

的基础之上，才不至于使和谐社会失去坚实的基础。正是在

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充分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为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思想文化资源。 首先，要从认识上

高度重视中国历史文化对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不管人

们对和谐社会的涵义和标准做怎样的理解，从历史文化角度

看，和谐社会概念既承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涵，又赋

予了新的时代意义。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几千年的社会

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行为

规范。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发展，在着力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时，我们不能忽视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而是应该

把构建和谐社会建立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础之上。只有这样

，才能使和谐社会构建有历史的和文化的根基，才能彰显和

谐社会的中国特色。 其次，要从中国的历史文化方面去理解

和谐社会的内涵。关于什么是和谐社会，人们多从现代的角

度进行阐释。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既然是在中国

历史文化基础上构建和谐社会，那么从传统文化方面认识和

谐社会的内涵就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视角。“和”是中国传统

文化的核心概念，也是和谐社会重要的文化内涵。作为传统

哲学范畴的中庸，其完整意义包括中、和两个方面。“中”

表示采取正确的方法，“和”反映达到理想的目的。《中庸



》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所谓“执中致和

”，就是通过正确方法，实现美好理想，达到事物发展的最

佳境界。故此，和谐社会应该是社会的各种要素相互协调，

社会结构合理，社会运行有序，社会中的各种事物具有良好

的生长和发展环境的社会。“和”的本义是风调雨顺。《说

文解字》中“和”也写作“”，从口禾声，从口表示入口的

食物或发自口中的声音。禾声，则反映它来源于农作物之禾

。只有风调雨顺，禾苗才能茁壮成长并喜获丰收，所以殷周

时期有大量向天帝卜禾的记录。从此来看，“和”也就是顺

。和谐社会应该是人各得其所，地各得其用，物各得其流的

社会。《说文解字》段玉裁注又说，因为“和”字流行，从

而使得“”、“”二字皆废，这说明在上古时期，“和”也

写作“”、“”。五味调和曰“”，五音调和曰“”。“和

”用调味器“”与乐器“”作为象征，说明“和”的状态不

仅要让人感受口味好(生理上的快乐)，还要悦耳(精神上的愉

悦)。因此，和谐社会不仅仅在于它的物质意义，更在于它的

精神意义，不仅要物质丰富，更要让每个社会成员之间互相

认同和接纳，身心愉快。孔子的学生有若说：“礼之用，和

为贵。”从有若的话来看，以“和”为原则的人际关系在尊

尊、长长和男女有别的前提下，融入了亲亲意识，在身份和

等级不能完全消除的情况下，不同身份、不同等级的人之间

，用亲情、友情、温情连接着。所以从伦理的角度看，和谐

社会又应该是一种充满仁爱，到处洋溢着温情、善良和互相

帮助的社会。虽然古代的“和”没有反对等级和差别，也没

有指望消灭不平等，反而在一定意义上肯定了等级和差别的

合理性。但孔子又说“君子和而不同”，用“和”与“同”



相对立，否定了单一排他所造成的发展机能萎缩。所以“和

”又有反对绝对同一，反对简单服从，主张思想文化上的多

元化的意义。因此，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思想活跃，包容万

芳，多种文化共存的社会。 其三，要重视中国古代思想家对

建立理想社会提出的许多精辟的论述和设想。在中国历史上

，曾有多种社会和谐的设想，如儒家的“天下为公”理论、

“大同之世”理论，道家的“小国寡民”和“至德之世”理

论等等。他们从不同侧面，为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

供了可供借鉴的思想资源。社会和谐问题说到底是人与人的

关系问题，而人际关系问题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着力要解决的

，因而中国传统文化中这部分内容的现代价值值得深入发掘

。在儒家的和谐社会观念里，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更是社

会和谐的主体，离开了人的交往关系，社会和谐就无从谈起

。儒家讲人伦的和谐是依靠礼乐制度来保障的。重视道德教

化、纲常名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强调道德自觉与

追求理想人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属性，而孔子的仁礼学

说，孟子的性善主张，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逻辑起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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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

渊》http://www.stu51.com)，这些修身立德的金玉良言显然具

有其普遍长久的价值和意义。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社会和谐的

另一个重要问题。道家人与自然的和谐思想为和谐社会提供

了理想的生存空间。老子把“小国寡民”作为他的和谐社会

理想，庄子所构想的和谐社会里，有“至德之世”、“建德

之国”、“至治之世”等等。在老、庄这些理想的和谐社会

之中，人的文化本性同样被充分地解构，剩下的只有人的自



然本性。人生以回归自然为主要目的，人摆脱了一切文化的

羁绊，与自然和谐相处，与万物融为一体。这样，在道家看

来，和谐社会是人与自然的统一，是人对自然的顺从，并把

自我意识看作是不和谐的根源，是自我意识造就了自身与自

然的对立。这种取消自我意识与物融为一体的和谐，并非是

真正意义上的和谐。但道家的和谐观为我们建设和谐社会必

须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思想借鉴。 其四，我们还应

看到，在中国几千年的漫长岁月里，长治久安的太平盛世虽

不乏其例，周期性的社会动荡和农民起义也屡见不鲜。社会

不和谐及社会动荡的原因何在？我们既要从正面弘扬中国传

统文化的精华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还要认真地从反面探讨

中国历史上社会出现不和谐的原因。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古

代思想家的许多“盛世危言”及他们对社会不和谐状况及其

原因的指陈和披露，也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理论参照和历史

教训。在这个意义上讲，要构建现代和谐社会，对此进行总

结和研究也很有必要。总之，发掘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

华，探索中国历史上社会不和谐的原因，对我们今天构建现

代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当然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复杂的

系统工程，这个工程成功与否，还有待于诸如现代民主政治

与法治社会的建立。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阐述“和谐社会”

的特征时所强调的，我们今天着力构建的和谐社会首先是要

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这显然极具政治眼光和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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