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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儒家和谐思想底蕴深厚，滋养了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民族性格。儒家和谐思想的产生是在当时特定的历

史条件下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国传统的农耕经济孕育了保守平和的民族文化心态，这是儒家和

谐思想产生的社会根源；它是思想家应时代召唤对没落宗法等级制度进行总结提炼的产物；在思想领域，

百家争鸣的繁荣学术氛围为其提供了文化前提。儒家和谐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个人身心和谐、人际和谐

以及人与自然和谐三部分，按照由内而外的维度展开。现如今对儒家和谐思想展开探讨，其蕴含的内在

理性和智慧仍有深刻的现实价值与启示。在个人层面，它关注人的个人修养，使人获得人的身心和谐；

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儒家对“天人合一”境界的追求，有利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人际关系方面，

崇尚“和而不同”，有助于达成人际和谐的交往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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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fucian harmonious thought has a profound connotation and nourishes the peace-loving 
national character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emergence of Confucian harmonious thought is the 
result of the comprehensive effect of multiple factors under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conditions at 
that time. The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economy in China gave birth to the conservative and peace-
ful national cultural mentality, which is the social root of the emergence of Confucian harmon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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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 It is the product of the thinkers summing up and refining the hierarchy of the declining 
patriarchal system in response to the call of the times. In the field of thought, the flourishing aca-
demic atmosphere of a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 provides a cultural premise for it. The main 
content of Confucian harmony includes three parts: individual physical and mental harmony, in-
terpersonal harmony and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which are developed from the inside 
out. At present, the discussion of Confucian harmonious thought still has profound realistic value 
and enlightenment in its inherent rationality and wisdom.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it pays attention 
to people’s personal cultivation, so that people can get the harmony of body and mind; On the re-
lation between man and nature, the Confucian pursuit of “unity of heaven and man” is conducive 
to the realization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advocating “harmony without difference” is helpful to achieve a harmonious interpersonal com-
munication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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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华民族历来讲究以和为贵，“和”是中华民族几千年以来至高的价值追求。和谐思想是中华传统

文化中的重要范畴，也是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家思想的思想灵魂。几千年来，儒家和谐思想的光

辉不曾因时代发展而隐没，探究儒家和谐思想何以生成，它的价值体现在何处，以及对当代社会有何值

得借鉴之处是当下应当思考的重要课题。 

2. 儒家和谐思想的生成逻辑 

2.1. 小农经济孕育了保守平和的民族文化心态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儒家和谐思想在西周的文化背景下产生，中国古代传统的小农经济是当时

的主导经济，小农经济以自给自足、男耕女织的家庭协作模式为主要特征，具有高度的稳定性与保守性。

在这种农业经济下，农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具有浓厚的农业社会的特征。基于

当时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工具的限制，小农很容易破产，脆弱性极高，他们希望风调雨顺，天与人可

以和谐相处，他们厌恶战争与徭役，企求和平安稳的生活环境。封闭保守的自然经济培养了民众安稳求

和的心态，这是儒家和谐思想得以产生的经济根源。 

2.2. 对崩坏的宗法等级制度进行总结的产物 

春秋时期，随着周王室势力的衰微对诸侯的控制力日益减弱，诸侯日益强大，对周王室构成的威胁

日渐严重，也不再向天子缴纳贡赋，周天子的天下共主的地位只成为象征符号，嫡长子继承制逐渐被弃

用，宗法等级制度逐步瓦解，礼乐制度也开始崩溃。天子专享的“八佾舞”，士大夫也“八佾舞于庭”，

此类僭越国君之礼的现象频频发生，礼乐制度趋于崩坏。宗法等级制度和礼乐制度的崩坏是封建制度取

代奴隶制的必然结果，社会制度的更替要求对崩坏的宗法等级制度及礼乐制度进行总结，先秦儒家承担

了这一任务，这使得“礼”成为儒家和谐思想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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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百家争鸣的局面提供了文化氛围 

春秋战国时期战乱频发，诸国对思想领域的控制有所减弱，思想文化氛围相对宽松，出现诸子百家

自由发表政治言论见解，提出不同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追求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诸子百

家思想进行激烈的碰撞与交流，为新的社会秩序的调节机制的出现塑造了浓郁的学术文化氛围。在这种

氛围下，先秦儒家以仁爱思想为核心创立了儒家和谐思想，提倡“仁者爱人”，主张仁政。 

3. 儒家和谐思想的基本内容 

3.1. 人与自然：天人合一 

儒家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将“天人合一”作为价值目标。儒家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认为

人与自然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辩证统一关系，天地先万物而生，人由自然创造产生，人与自然共同

构成宇宙的统一整体。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1]自然界四时运行，万

物生长，人处于自然界中也照常生长，孔子曾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通过对大自然的特性的感悟

可以体悟到人性，说明了人与自然在某些方面的一致性。 
要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有两个主要要求，一是保护自然事物的多样性，多样性的统一是维持人

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基础，人与自然是不可分离的密切关系，人应该像自然一样对待万物，“民爱物”，

保护万物的多样性，与万物和谐共生。其次，尊重自然规律。《周易》有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

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2]人类的活动不能违背四时次序，要探索自然

活动内在的规律性，掌握自然规律，实践以及改造自然的活动应该在遵循规律的基础上进行。在尊重自

然规律的前提下，荀子提出“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人是天地间的能动主体，人在遵守自然规律

的同时应该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自然规律做事，做到尊重自然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统一，实现人

与自然的和谐共生[3]。 

3.2. 人与自身：修身养心 

个人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修养己身是一切和谐的源头。儒家文化极为重视个人自身的修养，对修养

自身的意义、途径、目标进行了较为完善的阐发，建立了一套系统的个人身心修养规范。在儒家文化中，

修身是置于首要位置的，《礼记·大学》中提到，明德于天下者，需先治国，欲治国先齐家，欲齐家先

修身，孟子也说，身为家之本，身修方可家齐国治天下平。唯有先修好己身，修养好自身的德行，才能

知晓如何处理人际关系，进而懂得治国之道。 
要达到身心内外和谐，儒家提出以德润身，通过不断完善道德修养将道德内化，并且提出了在修身

过程中面对矛盾时的一系列思想规范[4]。在义利观的问题上，儒家文化认为义与利都是人所追求的，但

义应该是人更高层次的追求，经济行为应该在合乎道德规范的范围内进行，正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而当义利发生冲突时，人应该以义为先，舍利取义。在贫富的问题上，儒家肯定人对富贵的欲望，对富

贵的追求应该通过合理有序的途径进行，对待贫富，主张以平常心对待，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3.3. 人际交往：以和为贵 

良好的社会秩序依靠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状态维护，人与人之间相处以“和”作为最佳状态，即“以

和为贵”。儒家认为“仁者，人也”，人际间的和谐状态应该通过人人相互理解、相互关爱、相互体谅

得以实现，以仁爱作为人际交往的基本原则。“仁”之发端在亲父母、亲子女，亲血缘关系，由个人血

缘亲情扩展开来推广至他人，即“泛爱众”。儒家认为处理人际交往关系的逻辑为推己及人，在与他人

的相处之中做事时代入他人感受，理解他人处境，为他人着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将自身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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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强加到他人身上。人与人的交往过程中，以“和而不同”作为交往的准则，尊重他人的差异性，做到

既坚持自身的立场，又能倾听不同的声音[5]。 

4. 儒家和谐思想的现实价值意蕴 

4.1. 注重人的个人修养，获得人的身心和谐 

儒家文化将“内圣外王”作为核心追求，注重自身的修身养德，修养好主体再将主体推广到自身以外

的范围，尊崇“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将修养个人的身心作为成就大业的起点，把个人身

心的培养摆在优先地位。儒家认为，只有先将个人修养完善好，才能为社会建设打下良好基础[6]。当今

社会人才的培养将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按照立德为先，修身为本的成长逻辑培育人才，可见将个人修

养置于首位，方可维持个人身心健康，具备人的基本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而促进社会发展。 
获得身心和谐，提升自我修养，是对他人进而推及到社会层面发挥重要价值的基石，而且对于个人

自身而言意义重大。如今时代飞速发展，对个人的要求逐步提高，激烈的社会竞争，愈来愈快的生活节

奏，使现代社会中的人面临前所未有巨大压力，导致心理问题与心理疾病发生的概率也大为增长。儒家

在个人身心修养与价值实现方面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

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7]儒家主张中庸之道，认为为人处

世要做到执中守正，折中调和、不偏不倚才为最高境界的人生态度。儒家的这种人生态度教导我们以平

常心应对生活中的起伏，以淡泊的心态看待名利，以儒家的和谐思想作为指导准则来调和我们的内心，

排解当下人们所处的压力，具有重要借鉴价值[8]。 
再者，当今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物质财富迅速增长，但一定程度上人们的精神文明却滞后于物

质文明，物欲横流，人心浮躁，骇人听闻的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老人扶不扶”等类似的道德问题

发人深省，这些问题的本质在于当代社会的道德滑坡，社会道德底线在不断降低。儒家思想以“君子慎

独”作为人的重要行为准则，认为人应“从心所欲，不逾矩”，追求“孔颜乐处”的淡泊名利、荣辱不

惊的人生态度，正确处理精神追求与物质追求的关系。儒家和谐思想包含着关于个人身心修养的丰富内

容，这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与处理当今的道德问题具有重要启示。当代社会，文明礼仪越来越为人们所重

视，儒家和谐思想中尊礼尚礼精神依然为当今传承借鉴，在很多公共场合，自觉排队、礼让斑马线、在

公交车上主动给老弱病残孕让座等成为人们的基本素养，时至今日儒家和谐思想对增强人们的自律意识，

培养良好的道德习惯仍然产生着重要影响。 

4.2. 追求“天人合一”，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和维系的基础，人类的认识与实践以及认识与改造世界的一切活动都需要建

立在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的平衡与协调的基础上进行，人类离不开自然，同时自然依靠人类才能最大程

度的实现它的价值，人与自然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关系决定了人必须与自然和谐相处。 
然而，过去一段时间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一定程度上以牺牲生态环境和大量自然资源的消耗为

代价，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带来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森林覆盖率急剧下降，土地荒漠化面积快速扩

散，自然资源更加紧缺。儒家文化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对待二者关系上主张“天人合一”，孔子提

出“取物有节”的思想，砍伐树木、狩猎都应该在规定的时节进行，孟子在此基础上提出“取物以时”，

“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9]合理持续利用自然资源，

保护生物的多样性，人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同时要考虑到自然的承受力，尊重自然规律，即“顺天者

存，逆天者亡”。儒家文化关于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对当今我们如何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实现

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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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渗透到了当今社会的方方面面，比如它对中医学产生了深刻影响，根据中

医学，养生重在人与自然的和谐，气候的变化对人类健康产生了严重危害，“天人合一”的思维为如今

人们治病养生启发了很多思考。 

4.3. 崇尚“和而不同”，达成人际和谐的交往状态 

马克思曾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社会属性是人的根本特性，人在社会中生存不

可避免的会产生与他人的接触，形成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处理好人际关系是人生处世的重要课题。

在当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人们享有更高层次的自由与解放，每个人的个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彰显，以

及激烈的社会竞争加剧了人们对自我利益、个人权利的关注，人际关系较以往变得更加冷漠疏离，人们

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也有所增加。 
在人际关系方面，儒家推崇“以和为贵”的价值观念，重视与他人的和谐相处，主张推己及人，做

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做事之前能够换位思考，站在他人角度思考他人感受，使人与人之间相互

理解，相互帮助。至于个人的差异性，儒家文化主张“和而不同”的观念，尊重人与人之间个性的差异

性，在处理问题时可以交换彼此的观点，既正视他人的见解，又勇于坚守自己的立场。儒家文化认为人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应尊重他人的差异性，保持谦虚的态度，要善于学习他人长处，完善自己[10]。
另一方面，儒家文化主张“仁者爱人”，将“仁”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通过仁爱达到人际关

系的和谐，尊重、关心他人，以仁德为原则与他人相处，由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

儒家文化关于维持和谐的人际关系的思想蕴含的理性与智慧不因时代变迁而泯灭，我们要汲取其中的精

华，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和而不同”是当今社会为人处世的大智慧，如今很多学校秉承“和而不同”

的治校理念，在管理中集思广益，尊重了学生的个体差异，在管理中做到了人性化与创新发展，构建了

和谐的校园文化氛围。 

5. 结语 

和谐是人类所追求的理想的社会状态，发源于先秦的儒家和谐思想以注重个人修养，追求人的身心

和谐为起点，从个人身心修养扩展至自然、人际而至社会的和谐，构建了一套内涵丰富、蕴涵深刻的思

想体系，探究儒家关于处理个人身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从中汲取营养，对于当代人解决矛

盾与冲突，寻找人生处世的最佳答案具有重要的思想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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