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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和合 ”思想精髓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的启示

3

詹玉华

(合肥学院 , 安徽 合肥 230022)

　　[摘要 ]在儒家传统的“和合 ”文化体系中 ,“仁 ”、“礼 ”及“中庸 ”是其思想精髓 ,其中 ,

“仁 ”是思想基础 ,“礼 ”是手段 ,“中庸 ”则是哲学方法论 ,三者统一于追求“和 ”的境界。返本

方可开新 ,今天 ,我们继承和弘扬儒家传统“和合 ”思想的合理内核 ,从传统文化的源头引出活

水 ,做到古为今用 ,充分发掘其理念蕴含的当代价值 ,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

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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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个世纪 90年代中期起 ,中华古老的“和

合 ”思想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 ,并逐渐成为理论界

的一个热门话题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之后 ,和合思想的现代价值进一步

凸显出来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和谐

文化 ”的概念 ,将其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导向

和价值目标。立足于现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

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

深入研究和梳理传统思想的哲学根基与理论内涵 ,

充分发掘、借鉴、吸收和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

合 ”思想的宝贵资源 , 对于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和合 ”思想的内涵及其精髓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有着十分丰富的“和合 ”

思想 ,“和合 ”是中华民族独创性的哲学词汇与文

化理念。“和 ”“合 ”这两个字 ,早在甲骨文和金文

中就已经分别单独出现了 ,《说文解字 》解释为 ,

“和 ”的本义是“相应 ”,乃“彼此心声相应 ”、“彼此

顺而相从 ”之意 ,引申为调和、谐和 ,“合 ”字的本义

是指人口的上唇与下唇、上齿与下齿的合拢 ,引申

为协调一致。殷周的时候 ,“和 ”与“合 ”是单独的

概念 ,还没有联合起来应用 ,“和合 ”作为认同性极

强的话语则最早出自《国语 ·郑语 》中 ,“商契能和

合五教 ,以保于百姓者也 ”。所谓“和合五教 ”,是

指商契能使“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 ”五教和

合 ,使百姓安身立命 ,因而说 ,“和合 ”的最初含义

是指调整社会各种伦理规范关系和治理国家管理

百姓的方式。“以和邦国 , 以统百官 , 以谐万

民 ”。[ 1 ]这里说的是周代大宰职掌建邦之六典中的

第三典“礼典 ”的内容 ,目的是佐王治邦国 ,以达社

会和谐。到了春秋时期 ,“和 ”、“合 ”二字正式联用

并举 ,构成了“和合 ”的范畴 ,并且得到了百家争鸣

中各家、各派的广泛认同 ,产生了和合思想的种种

真知灼见。先秦诸子中很多都借用了“和合 ”概念

来阐发他们的思想和理念 ,如《管子 》一书中曾对

“和合 ”这一概念加以表述 ,“畜之以道 ,养之以德。

畜之以道 ,则民和 ;养之以德 ,则民合。和合故能

习 ,习故能偕 ,偕习以悉 ,莫之能伤也。”它把百姓

“和合 ”作为百姓道德的集中体现 ,和合是民众的

道德 ,学习和合就是学习道德 , 认为百姓只要能够

做到“和合 ”, 就能产生出“莫能伤 ”的强大力量。

秦汉以后 ,和合概念被普遍运用 ,中国文化的发展

也呈现出融合的趋势 ,各类文化在发扬各自特色的

同时 ,相互融合、由此促进了中国文化的持续繁荣

与发展。

孔子关于“和合 ”的思想内涵丰富、博大精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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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继承了我国历史上的“和合 ”思想 ,并对它加以

阐明和发展 ,形成了系统的“和合 ”思想体系。武

汉大学邱国勇博士认为孔子之“和 ”主要有四种不

同含义 (论语 ·学而 ) :第一种含义为和谐、恰当、

恰到好处 ,如“礼之用 ,和为贵。”(论语 ·子路 ) ;第

二种含义“和 ”与“同 ”相反 ,其含义是求同存异 ,如

“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论语 ·季氏 ) ;

第三种含义是和睦、团结 ,如“丘也闻有国有家者 ,

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 ,和

无寡 ,安无倾。”(论语 ·述而 ) ;第四种含义是声音

相应 ,如“子与人歌而善 ,必使反之 ,而后和之 ”(论

语 ·季氏 )。概言之 ,“和 ”就指不同事物和谐共

处 ,“合 ”就指不同事物互补统一 ,“和合 ”是指自

然、社会、人际、心灵等中诸多要素的协调、结合、融

会与和谐 ,是把彼此不同的事物统一在一个相互依

存的和合体中 ,并在它们和合过程中吸收各个不同

事物的优点和长处 ,以达到最佳组合。“和合 ”思

想从本质上讲就是对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自然

宇宙等关系的一种和解式的认识 ,是自然、社会、人

际、心理各要素的相互冲突融合 ,以及在冲突融合

过程中各元素的优质成分和合为新的结构方式、新

的事物的总和 ,是多样性的统一 ,反映了客观事物

的状态和运动规律。作为一种道德规范 ,“和合 ”

思想更多地表征为化解矛盾、稳定与调和各种关

系、以不偏不倚的态度处世等理念。

儒家传统的“和合 ”思想作为对普遍文化现象

本质的概括 ,成为中国文化的精髓和被普遍认同的

人文精神。几千年来 ,“和合 ”精神已经深深地烙

印在中华民族成员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之

中 ,这种理念能够引导我们树立融合、和谐、和睦、

平和的思想和观念。“和合 ”在中国古代是以“和 ”

的范畴出现的 ,“和 ”体现了一种亲和力、凝聚力 ,

本身就不失为一种很好的和谐社会调节剂 ,“和

合 ”思想贯穿于中国思想发展史的各个时期 ,为古

代哲学的核心范畴之一 ,也是维系中国五千年历史

不中断分裂的坚韧纽带。在孔子“和 ”文化思想的

体系中 ,“仁 ”是其思想基础 ,“礼 ”是实现“和 ”的

手段 ,而“中庸 ”之道则是其重要的哲学方法论 ,三

者统一于其追求“和 ”的理想境界。

二、发扬“仁爱 ”思想 ,促进社会和谐
“仁 ”乃儒家的核心思想 ,孔子从人的情感和

心理层面发现人性中诸多与“和 ”相通的积极因

子 ,并将其升华为一个哲学范畴 ———“仁 ”。“和 ”

的核心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但由于人的嫉妒、贪

婪、私欲等 ,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又是很难达到的 ,对

此 ,儒家认为要用“仁 ”来医治。儒家认为 ,“仁 ”之

所以通于“和 ”,因为它植根于人类至亲的血脉联

系 ,人首先是家庭中的人 ,孔子的“仁爱 ”必须从血

缘关系的亲属开始 ,爱人首先是爱亲人 ,“孝悌也

者 ,其为仁之本欤 ”(论语 ·学而 ) ,孝是对父母的

敬爱 ,悌是对兄长的敬爱。孔子说“仁者 ,人也 ,亲

亲为大 ”(礼记 ·中庸 ) ,比如 ,有人偷羊 ,就应当举

报 ,“见义不为 ,无勇也。”(论语 ·为政 ) ,就是说如

果不举报 ,就是不义、不勇 ,但如果是父亲偷了羊 ,

孔子认为应该“子为父隐 ”(论语 ·学而 ) ,如果举

报就是不孝 ,儒家认为这是一种最为纯洁最为积极

最为可贵的人类情感 ,由此进一步提出“仁者爱

人 ”(礼记 ·中庸 )的著名论断。人的矛盾冲突首

先是在亲人、同族之间 ,儒家用“亲亲 ”原则 ,即

“仁 ”来解决 ,由此推而广之于整个社会 ,于是 ,人

与人之间的和谐、社会的和谐也就有了坚实的思想

基础和社会基础。“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 ,

以及人之幼 ,天下可运于掌 ”(论语 ·为政 )。这让

人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了“仁 ”是如何通过人类的亲

情关系 ,来促成整个社会步入和谐状态的。儒家正

是由于看到了“仁 ”与“和”的内在联系以及由此形

成的巨大社会思想能量 ,他们才不遗余力地倡导

“仁 ”的思想观念。

张载说 :“有象斯有对 ,对必反其为 ;有反斯有

仇 ,仇必和而解。”(正蒙 ·太和 )由对立到统一 ,这

既是宇宙的正常状态 ,也是人类社会的正常状态。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 ,

“和平共处原则不仅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 ,而且

在一个国家处理自己内政问题上 ,也是一个好办

法 ”[ 2 ]
,在新的国际形势下 ,他提出了用“一国两

制 ”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统一大业的新思路 ,“采取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解决香港问题 ,不是一

时的感情冲动 ,也不是玩弄手法 ,完全是从实际出

发 ,是充分照顾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的 ”, [ 2 ]

上世纪 90年代香港、澳门结束殖民地历史而回归

祖国的事件 ,在国人和全世界面前树立了实践“一

国两制 ”战略决策的成功典范 ,是“和而不同 ”思想

的最好诠释 ,是“仇必和而解 ”的最直接印证。我

们的台海战略 ,固然必须坚决揭露、遏制、打击岛内

外台独势力分裂中国的图谋 ,但重点还须坚持两岸

人民“平等协商、互利双赢 ”的原则。在本世纪 ,两

岸人民与两岸当政者也应当本着“和为贵 ”、“和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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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 ”的多元和谐精神来化解各种分歧 ,为两岸人

民带来福祉 ,以开创“互利双赢 ”的和谐共荣新局

面。邓小平同志指出 ,允许两种制度并存 ,即“不

是大陆把台湾吃掉 ,当然也不是台湾把大陆吃

掉 ”[ 2 ]中华和谐文化是台海两岸人民共同拥有的

精神财富 ,我们通过对和谐文化传统的弘扬与传

承 ,使台海两岸人民理性了解到“和则两利 ,分则

两伤 ”的利害关系 ,而台海两岸问题的和平解决 ,

必将加速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必将促进东亚地区

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然而 ,世界和合体总是充满了矛盾和斗争的 ,

它并不表现为一种无矛盾的太平景象。当前 ,霸权

主义和强权政治是世界经济和政治不平衡发展的

产物 ,它不会自动地退出历史的舞台 ,因此 ,在提倡

建立和合的系统战略思维的时候 ,要防止从一个极

端滑向另一个极端。对于现实中不可避免的战争 ,

儒家提倡“以至仁伐至不仁 ”(孟子 ·尽心下 ) ,就

是我们常说的“仁义之师 ”,救无辜之民众于水火

之中 ,这是施爱于民 ,是符合正义的 ,说明世界上的

许多矛盾必须通过斗争才能加以解决 ,矛盾的斗争

是推动事物向前发展的原动力 ,斗争的最终结果却

是为了谋求更高层次的“和合 ”,这也是中华和合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吸收“礼制 ”合理内核 ,保障社会

和谐
儒家在强调“和 ”的同时 ,也注重“礼 ”,“礼 ”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和 ”与“礼 ”是统一

的 ,“礼之用 ,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 ,小大由

之 ”(论语 ·学而 ) ,强调的正是“礼 ”与“和 ”的辩

证关系。如果说儒家提出的“仁 ”主要是通过人的

内在道德修养来实现“和 ”的话 ,那么“礼 ”则更多

地是通过人的外在行为规范来实现“和 ”的。所谓

的“礼 ”就是等级的适当、合适 ,孔子非常明确地将

“礼 ”定位于一种“用 ”,即手段 ,而同时又突出强调

了“和 ”是目的 ,孔子将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佳状态

确定为“和”,但他所强调的“和 ”并不是没有边际、

没有原则的 ,如果不符合“礼 ”规定的原则 ,是不能

去“和 ”的 ,“礼 ”之作用最珍贵的地方就在于它可

以使社会达到和谐的状态。孔子提出了维护社会

秩序以实现社会和谐的要求 ,并通过“克己复礼 ”

来达到社会的有序状态。

在治国方面 ,儒家的“礼 ”学认为 ,必须建立一

套行之有效的约束和规范机制才能实现“王政 ”。

中国古代社会是以家的模式建构起来的 ,国家是以

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贵贱有别、尊卑有序的宗法制的

放大 ,所以 ,“君臣 ”就是“父子 ”的延伸 ;“忠 ”就是

“孝 ”扩大 ,只有做到“齐家 ”才能“治国 ”、“平天

下 ”。中国古代就是用这样一套“礼义 ”治理社会

和国家的 ,西周社会的战争与冲突皆是因为“礼崩

乐坏 ”。古人主张合理的社会分工 ,提倡爱有等

差 ,礼有上下 ,认为正确理解事物的差异 ,并利用这

些差异采取不同的对策 ,是实现和谐的重要手段。

《论语 ·颜渊 》记述子夏的话说 :“君子敬而不失 ,

为人恭而有礼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所以 ,人们只

有“非礼勿视 ,非礼勿听 ,非礼勿言 ,非礼勿动。”

(论语 ·颜渊 )才能实现人人和谐、社会安宁、天下

太平。孔子正是看到了“礼 ”在建立政治秩序和规

范社会行为中这样广泛而重要的作用 ,才把“礼 ”

作为引导社会走向和谐的重要手段。“礼者 ,君之

大柄也 ”,“治上安民 ,莫善于礼 ”(礼记 ·经解 )。

治理好国家 ,一切都要先从“礼 ”的整肃开始 ,行

“礼 ”,就是通过建立一种合理的社会体制、秩序等

等 ,规范人们的行为 ,从而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

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有序发展。“礼 ”的本质是

对合理的社会结构、社会差别的制度化、秩序化 ,

“和合 ”思想表现在社会政治层面则强调在“礼 ”中

的和谐与有序 ,只有使每个人都承担自己的义务和

职责 ,才能保持人际关系的和谐 ,进而保持和促进

社会和谐。各个个体都有自己的身份和位置 ,不能

处于无序状态 ,对社会人事而言 ,使万物各得其所

则是要建立一种适合现实需要的秩序 ,这是和的基

础 ,“礼 ”作为引导人与社会达成和谐的重要手段 ,

其精髓在于使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规范有序 ,它要

求人们的言行符合自己在此社会体制与秩序中的

特定地位与角色 ,通过对社会政治伦理秩序的规

范 ,形成运行有序的社会状态 ,从而使全体社会成

员在有序的社会活动中确定位置 ,达成和谐 ,所以

说 ,“和 ”不是抽象的 ,它总是为了维持一种确定的

秩序。当然 ,在封建社会里 ,这种“和 ”与“礼 ”的思

想前提就是人贵贱尊卑的社会地位 ,这种理论沦为

统治者奴役老百姓以维持和巩固其统治地位的工

具。今天 ,我们本着批判继承的精神 ,吸收儒家

“礼制 ”精神的合理内核 ,使“礼 ”在维护社会安定、

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作用方面不断强化 ,在承认公

民人人平等的前提下 ,提倡“礼制 ”就是建立合理

的社会体制与秩序 ,就是把“和合 ”精神制度化、物

化为具体的实践行动 ,每个社会成员都自觉地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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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体制与秩序 ,全社会的和谐才有可能达成 ,

因此 ,吸收“礼制 ”合理内核是社会和谐的保障。

四、促进“礼 ”与“仁 ”的有机结合 ,达到

社会和谐
儒家的道德的核心是“仁 ”,所谓“人而不仁 ,

如礼何 ?”(论语 ·八借 ) ,因为“礼 ”是一种外在的

社会约束机制 ,而“仁 ”是一种内在的道德情感和

自觉性 ,所以 ,只有建立在“仁 ”基础上的“礼 ”才能

稳固持久。孔子指出 :“道之以政 ,齐之以刑 ,民免

而无耻。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 ,有耻且格 ”(论语 ·

为政 ) ,认为只有用道德和礼教共同来治理国家的

方法才是最好的治国之道 ,因此 ,只有“仁 ”和“礼 ”

相互协调 ,才能很好地使民众自觉地遵规守矩 ,从

而达到人与社会整体的有效统一。如今 ,行“仁 ”

与遵“礼 ”具体表现为“以德治国 ”与“依法治国 ”

相结合 ,“法 ”源于德而规范公共之德 ,学法和遵法

也就体现着个体对社会的尊重 ,“德 ”遵循法而高

于现行之法 ,并指导着“立法 ”方向 ,就其在现代社

会中的重要地位而言 ,两者是同等重要的 ,在和谐

社会建设中 ,我们既应该重视道德教育的说服力 ,

也应该重视法律制度的建立与健全。道德是立法

的基础 ,法律以道德为价值准则 ,社会主义法律规

范体系不能违背社会主义道德的本质 ,社会主义思

想道德体系的内容不能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内

容相冲突 ,它必须反映法律的基本精神。同时 ,法

律和道德是现代社会调节人们各种社会活动和社

会关系的最基本形式 ,在对社会行为进行调整、规

范时 ,道德与法律具有极大的互补性 ,道德可以用

来防范尚未发生的违法行为 ,而法律则可以用来制

止已经发生的违法行为 ,要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法制

建设 ,使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加强有助于社会主义

道德建设的实施 ,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供规范的

支持与保障。另外 ,在法律调节面前只有一个要求

就是“合法”,一旦触犯这条底线就要受到惩罚 ,而

道德调节面前就不止一个要求 ,它从道德底线到道

德理想之间有许多递进性的不同层次的道德要求 ,

能够在调节人们的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中发

挥更灵活的作用。应根据现实生活变化的需要和

社会的发展 ,使法律与道德相互转化、双向流动 ,即

实现道德的法律化和法律的道德化 ,逐步使更多的

社会关系都能纳入调整的范围。在中国现阶段 ,官

员腐败问题、“三农问题 ”、社会治安问题、地区差

距和贫富差距问题、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等 ,这些

“不和谐 ”的社会现象依然存在 ,要合理解决这些

问题 ,有赖于“德治 ”与“法治 ”手段的进一步完善。

通过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有机结合 ,使社会主义

思想道德体系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体系相互配合、

协调发展 ,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

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顺利进行 ,最终促进和谐社

会的构建。

五、善用“中庸之道 ”,成就社会和谐
在待人处事方面 ,儒家强调把“中庸 ”作为基

本准则。儒家“中庸 ”思想承认人们在待人接物中

存在矛盾对立 ,但他不主张扩大矛盾 ,而是主张适

度、合理地解决矛盾。关于“中 ”,《说文解字 》解

曰 :“中 ,正也 ”;“庸 ,用也 ”。“中庸 ”是指做事要

注意把握好事物的“度 ”,朱熹在《论语集注 》中说 :

“中者 ,无过无不及之名也 ;庸 ,平常也。”他在《中

庸章句 》第二章注中说 :“中者 ,不偏不倚 ,无过不

及之名。”把“中庸 ”作为人与人关系的道德准则 ,

就是要求把握矛盾的对立面 ,把事情做到适度。孔

子认为 ,“中庸之为德也 ,其至矣乎 ”(论语 ·雍

也 ) ,认为“中庸 ”是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 ,并把它

提到“至 ”的地位 ,是“至德 ”的表现。“喜怒哀乐之

未发谓之‘中 ’;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礼记 ·中

庸 ) ,“未发 ”即在“内 ”,“中节 ”则恰当。“中庸之

道 ”原本就是“和之道 ”,它体现着“和 ”,又是达成

“和 ”的方法和原则 ,“中 ”与“和 ”是相辅相成、互

为表里的 ,不持“中 ”就难以致“和 ”。正因为如此 ,

在孔子的论述中 ,“中庸之道 ”是一种至高的修养

和境界 ,缺少了中庸 ,“仁 ”与“礼 ”将难以正确地践

行 ,执“中 ”就是在处理各种矛盾上 ,要“和而不

同 ”,要“适度 ”,按照科学规律办事 ,实现各得其

所、互利互赢。以“中庸之道 ”来把握“仁 ”,核心是

怎样对人的各种极端欲望和情感进行正确的规制

和处理 ,以“中庸之道 ”来把握“礼 ”,核心是怎样通

过合理的制度安排 ,防止出现社会的两极分化和动

荡现象。

“中庸之道 ”充分体现了和合精神 ,它在中国

历史上具有深刻的、长远的影响 ,对于现代社会的

政治家们如何治国安邦仍有重要的指导和启示意

义。“中和 ”,是指事物的矛盾对立面的辩证、有机

统一 ,中庸之道讲究做事留有余地 ,不要向极端的

方向发展 ,处理事情要不偏不倚 ,兼顾双方。同时 ,

也不能把这种观点归结为折中主义或调和主义 ,无

原则地折中调和的危害是极大的 ,片面地扩大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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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立面也是有害的。它的精蕴在于强调把握事

物的分寸 ———“度 ”,“度 ”是事物质与量的统一 ,

“度 ”是不能随意打破的 ,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性。

过去 ,我们在处理经济发展、生产关系变革等问题

时 ,曾随意主观地破坏事物的“度 ”,结果只能是欲

速则不达。主要是因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

间较短 ,缺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规律的

认识 ,要么轻视事物的量变过程 ,不肯耐心地做量

的积累工作 ;要么盲目追求事物的质变 ,用粗暴的

“斗争哲学”去促使事物的质变。当前中国处于社

会转型期 ,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矛盾复杂多

样化 ,如果不给以适当的解决 ,就有可能被激化引

发更大的社会矛盾乃至社会动荡。今天 ,我们要创

造性地行使中庸之道来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难题 ,如

像解决“先富与后富 ”这类矛盾的时候 ,既不能采

取极“左 ”的办法 ,来一个劫富济贫 ,搞平均主义 ,

也不能采取极“右 ”的办法 ,任其两极分化继续扩

大。而要从具体实际出发 ,在制定分配政策时 ,更

加注重社会公平 ,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保

护合法收入 ,取缔非法收入 ,整顿不合理收入 ,调节

过高收入 ,保障最低收入 ,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

度 ,使全体人民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

果。这也是在实践中进一步继承和丰富中华传统

的“和合 ”文化。

“和合”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理念和

主要精神 ,在维系社会稳定、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

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崇尚“和合 ”的传统思

想深深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维观念、心理结构、

价值选择、伦理道德和行为方式 ,“和合 ”思想在中

华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对维护社会稳定与统一、增强

民族凝聚力 ,为推动社会发展进步发挥了积极的作

用 ,它闪烁着东方式的哲学智慧 ,是几千年中国社

会发展的思想动力 ,也为今天建设和谐社会提供了

宝贵的思想资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

党在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时期提出的一个重要

理论命题 ,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

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同时又是对我国传统和谐

思想尤其是儒家“和合 ”思想的汲取和传承。返本

方可开新 ,继承是基础 ,创新是关键 ,没有继承就没

有创新 ,而创新是最好的继承 ,我们应该吸收和借

鉴珍贵的历史资源 ,承接和弘扬中国传统“和合 ”

思想的合理内核 ,做到古为今用 ,从传统文化的源

头引出活水 ,在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

创新 ,充分发掘其理念蕴含的当代价值 ,为构建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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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 sp ira tion of the Confuc ian Trad itiona l Idea“Harm ony”

on the Bu ild ing of a Harm on ious Soc ia list Soc iety

ZHAN Yu2hua
( Hefei U niversity, Anhui, Hefei, 230022, China)

Abstract: In the cultural system of confucian tradition, the doctrine of“the benevolence”,“the etiquette”and“the mean”are

golden ideas. Among these, the doctrine of benevolence is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the doctrine of etiquette is the method, and

the doctrine of mean is the philosophical methodology, all of them are united together in the pursuit of“harmonious realm”. A swe

all know, only when we review from the first step can we achieve a new stage. Nowadays, we should inherit and further p romote the

essence of the idea“harmony”, to insp ire new idea from our experience, to make the past serve the p resent, to exp lore the

contemporary values existed in the traditional doctrines. It is a very important thing we should do in the p rocess of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alist society.

Keywords: the imp lementation of benevolence, to comp ly with etiquette, advocating moderation to achieve har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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