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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儒家思想以“仁爱”“和谐”为核心，强调家庭与社会秩序的和谐及人与自然的共生，其历史影响深远；

马克思主义以阶级分析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追求社会公正和人的全面发展，并在不同国家的社会主

义实践中得到了探索。两种思想在均强调社会公正和人民幸福，注重道德建设和社会改革，二者的契合

性在全球化与多元化背景下，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对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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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fucianism, with “benevolence” and “harmony” as its core, emphasizes the harmony between family 
and social order, as well as the symbiosis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Its historical influence is 
profound; Marxism is based on class analysis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pursuing social justice and 
comprehensive human development, and has been explored in socialist practices in different coun-
tries. Both ideologies emphasize social justice and people’s happiness, and focus on moral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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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ocial reform. The compatibility between the two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
ance for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and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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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作为东西方两大思想体系，在全球及中国历史上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儒家思想以“仁爱”“和谐”为核心，深刻影响了中国乃至东亚社会的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而马克思主

义则以其独特的阶级分析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

今天，探讨儒家与马克思和谐社会思想的契合性，不仅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两种思想体系的理解，更具有

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旨在分析儒家与马克思和谐社会思想的共通点，探究其当代价值，以

期为构建更加和谐的社会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2. 儒家和谐社会思想概述 

2.1. 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思想内涵。其核心理念主要体

现在对仁爱、和谐以及中庸之道的追求上。仁爱，是儒家思想中最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它强调人与人之

间的相互关爱和尊重。儒家认为，通过展现对他人的关爱与尊重，个体不仅能够完善自身，还能促进社

会的和谐与进步。和谐，是儒家对于社会秩序的理想追求。儒家认为，一个和谐的社会应当是建立在人

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处的基础之上。这种和谐不仅体现在个人行为的规范上，

更体现在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公正上。中庸之道，则是儒家思想中的一种平衡之道，它是儒家的伦理道德

学说，也是处理事务的基本原则和方法([1]: p. 9)。它要求人们在处理问题时能够保持中道，不偏不倚，追

求整体的和谐与平衡，它不仅是一种方法论，更是一种人生态度和哲学境界。 

2.2. 儒家和谐社会思想的具体内容 

儒家关于和谐社会思想的具体内容，涵盖了家庭、社会和自然三个层面。在家庭层面，儒家强调家

庭和睦的重要性，倡导“家和万事兴”的理念([2]: p. 5)。儒家认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的和睦对于

整个社会的和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儒家提出了诸如“孝道”、“夫妻和睦”等家庭道德规范，

以维护家庭的和谐稳定。在社会层面，儒家主张“礼治”，即通过礼仪制度来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儒家

认为，礼仪制度能够规范人们的行为，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同时，儒家还强调诚信、公正等道

德观念，以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在自然层面，儒家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认为人类应当顺应自

然规律，与自然和谐相处。儒家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人类与自然的统一性和共生性，倡导人

类尊重自然、保护自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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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儒家和谐社会思想的历史影响 

儒家思想在中国及东亚国家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儒家思想自汉代以来被确立为官方

哲学，成为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的指导思想。儒家强调的仁爱、和谐和中庸之道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

的各个领域，形成了中国特有的社会风尚和文化传统，对于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稳定、推动社会进

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东亚国家，如日本、韩国等，儒家思想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4]。这些国家

吸收了儒家思想中的仁爱、和谐和中庸等价值观念，并将其融入自己的文化体系中。儒家思想在这些国

家中不仅成为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对于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

为这些国家的社会稳定和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 

3. 马克思和谐社会思想概述 

3.1.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结构、历史发展及阶级斗争的基本观点，是其对人类社会全面而深入的理解的

集中体现。首先，在社会结构方面，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是由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等多个层

面构成的复杂系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两者相互作用、相互制

约。此外，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意识的一部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其次，在历史发展方面，马

克思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即历史的发展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遵循着一定的客观规律，由生产力

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的。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生产关系的变革，而生产关系的变革又反过来影响

生产力的发展，从而推动社会历史的不断进步。最后，在阶级斗争方面，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斗争是历

史发展的直接动力。无产阶级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将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逐渐成熟并夺取政权，

最终实现社会的根本变革，建立起一个无阶级、无剥削、无压迫的和谐社会。 

3.2. 马克思和谐社会思想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关于和谐社会构建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共产主义理想和人的全面发展两个方面。首先，

共产主义理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追求，它描绘了一个没有阶级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共同富裕

的和谐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们的精神需求得到充分满足。“社

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为消除人们根本利益的对立奠定了制度基础，从而为建构和谐社会提供了可能

性。”([5]: p. 65)共产主义理想为马克思主义和谐社会思想提供了目标和方向，激励着人们为实现这一理

想而努力奋斗。其次，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要义。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发展是“人

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6]，并认为人的发展是社

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实现了人的全面发展，才能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因此，社会应该为每个人

的全面发展提供条件，使人们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得到全面提升。人的全面发展不仅是个人的需要，

也是社会的需要，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 

3.3. 马克思和谐社会思想的实践探索 

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实践探索，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特别是在

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经验中，马克思主义和谐社会思想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正是马克思主义和谐社会理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需要。”([7]: p. 219)首先，在苏联、中国

等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得到了广泛传播和实践。这些国家通过革命斗争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

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为实现和谐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各国积极探索适合

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努力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协调发展。其次，这些国家也面临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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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挑战和困难，如生产力水平不高、社会分配不公、民生问题突出等。在应对这些挑战和困难的过程

中，各国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这些实践探索为马克思主义和谐社会思想

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案例，使我们对如何构建和谐社会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和理解。 

4. 儒家与马克思和谐社会思想的契合性分析 

4.1. 价值观共通点 

儒家与马克思和谐社会思想在价值观层面展现出显著的共通之处。“它们所倡导的和谐社会状态是

具有内在相通性的，虽然表述方式不同，语言形式各异，但其内涵本质是趋同的，二者皆勾勒出了平等

相济、和谐共进的人类生活状态与相处方式，它们彰显了一致化的社会理想与社会目标。”([8]: p. 10)首
先，两者均深刻强调社会公正的重要性。儒家文化中的“仁爱”理念和“礼治”思想，体现了对社会公平

和正义的执着追求。儒家认为，一个理想的社会应当是每个个体都能享有平等权利和机会的环境，这种

观念与马克思主义强调的社会公正不谋而合。马克思主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旨在根除阶级剥削和压迫，

从而达成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公平和正义。其次，两者都将人民幸福视为核心目标。儒家“民本”思想把

人民的福祉作为治理国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认为国家的繁荣稳定应以民众的幸福生活为基础。而马

克思主义则更为广泛地致力于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其终极目标是追求全人类的幸福与解放。“争

取人民解放、实现人民幸福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和精神品格。”([9]: p. 15)这
些价值观的共通点，不仅揭示了儒家与马克思和谐社会思想在理念上的契合，也为现代社会构建提供

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4.2. 实践路径相似性 

“儒家与马克思和谐社会思想，都对未来的和谐社会做过描述，都以实现社会的和谐为其共同的追

求。”([10]: p. 25)在实践路径上，儒家与马克思和谐社会思想同样表现出引人注目的相似性。首先，它们

都高度重视道德建设在社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儒家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将个人品德的修养

视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这一理念强调了个人道德修养与社会和谐之间的内在联系。与此同时，

马克思主义也充分认识到道德在社会发展中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不同于资产阶级旧道德和伪道德，马

克思主义追求的是立足历史唯物主义、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道德观。”([11]: p. 99)，认为共产主义

道德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其次，在推动社会变革方面，儒家和马克思主义均表现出积极的姿态。

儒家主张通过实施“礼治”来规范社会秩序，以期达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而马克思主义则通过无产阶

级革命来推翻旧有的社会制度，建立更为公正合理的新秩序。这种对社会改革的共同追求，不仅体现了

儒家与马克思主义在实践路径上的相似性，也为我们今天的社会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4.3. 当代价值探讨 

在当代社会背景下，儒家与马克思和谐社会思想依然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

不断推进，社会公正和人民幸福已然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焦点。儒家与马克思和谐

社会思想所强调的价值观，不仅为现代社会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更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在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这些思想的实践路径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例如，在加强道德建设

方面，我们可以通过提升国民素质来促进社会和谐；在深化改革方面，我们可以借助这些思想来推动经

济发展和实现社会公正。此外，在全球性问题和挑战日益增多的今天，儒家与马克思和谐社会思想所倡

导的公平、正义、和谐等理念更显得弥足珍贵。它们不仅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方案，也为我

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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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在全球化与多元化背景下，儒家与马克思和谐社会思想的契合性分析为我们提供了跨时空、跨文化

的新视角。儒家强调仁爱、和谐，而马克思主义深刻剖析社会结构、历史发展与阶级斗争，两者在追求

社会公正、人民幸福上共通。儒家注重道德建设，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改革，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理论

资源和实践指导。新时代下，两者契合性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需继承发展，探索符合中国国

情的和谐社会建设路径。加强道德教育、推动社会改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展望未来，契合性研究将持续深入，为构建更加和谐、美好的社会

提供坚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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