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汲取儒、道、释的和谐思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
3

周建标

(福建泉州市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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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三家在人生智慧

上 ,从不同的角度出发 ,虽然有所差异、各有特色 ,但殊途同归 ,都是要达到和谐人生。它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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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 ,需要汲取儒、道、释的和谐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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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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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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建
立在每个人身心和谐和人际和谐之上的 ;“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 ”讲的是天人和谐。为此 ,我们必须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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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和谐社会的整体目标 ,“充满活力 ”
的和谐社会 ,要求要激发每个人的活力 ,让全社会
的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需要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 ,需要汲取儒道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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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三家在人生智慧上 ,从不同的角度出

发 ,虽然有所差异、各有特色 ,但殊途同归 ,都是要

达到和谐人生。它们都强调从自我的修炼做起。

二、中华传统文化的和谐思想具有心理
调适功能

中国人在顺利和成功的时候 ,总是春风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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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一旦受到挫折和失败 ,处

于逆境的时候 ,就会接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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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中国人在他一生中的不同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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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遇到问题比较冷静 ,可以

有不同的价值选择 ,可以有回旋的余地 ,形成独特的

思维方式和审美情趣。

三、中华文化和谐思想的理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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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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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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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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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追求天人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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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华传统文化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 ,人的精神

和行为要与自然相一致 ,达到天道 (自然规律 )与
人道 (伦理道德 )的统一 ,从而实现天人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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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虽然有差异 ,但主张天人和谐是一致
的 ,在他们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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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天道入手来把握
人道

(1)老子的“天人合一 ”观
老子从现实和理想两个层面论述天道与人道

的关系。从现实层面说 ,老子认为天道与人道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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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 ]这在
老子看来是不正常、不合理的。那么 ,什么才是合
理的天人关系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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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庄子的“天人合一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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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认识自然 ,顺应自然
儒家认为 ,要达到天人和谐 ,首先要认识自然。

人既要遵循自然法则 ,又要辅助自然、改造自然 ,达
到天人和谐的境界。儒家把大禹治水的智慧 ,看做
是顺应自然的典范。

(2)模仿自然 ,修身养性
《周易 ·相传 》在解释乾卦的卦象时 ,说 :“天

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在解释坤卦的卦象时 ,

说 :“地势坤 ,君子以厚德载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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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的天人和谐 ,一方面强调天、地、人相统

一 ,不主张片面征服自然。另一方面强调人的特殊
性 ,强调模仿自然规律 ,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定位在
积极的和谐关系上。这些思想启示我们 ,人生要
“顺服自然规律 ”、“模仿自然规律 ”,才能实现天人
和谐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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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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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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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 20世纪 60年代初期 ,发生了连续 3年的自然
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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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求人际和谐 ,处理好人际关系
要处理好人际关系 ,就要“知人 ”、“修己以

安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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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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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克己复礼”,长幼有序
孔子生活在春秋中晚期 ,当时的社会发生了急

剧的变化 ,西周统治者建立的道德规范和礼仪制度
受到巨大冲击 ,孔子认为春秋时代是“礼崩乐坏 ”
的时代。

在孔子看来 ,西周时代的礼制是当时最完善的
社会规范。孔子为了复兴西周的礼制 ,提出“克己
复礼为仁 ”的思想。意思是“克守自己的礼仪规
范 ,做到长幼有序 ,就达到‘仁 ’的境界。”

在人际关系方面 ,儒家非常强调尊卑有别、长
幼有序。但也强调尊卑之间、长幼之间的关系是互
动的 ,而不是单向的。《礼记 ·礼运 》说 :“父慈子
孝 ,兄良弟悌 ,夫义妇听 ,长惠幼顺 ,君仁臣忠 ,十者
谓之人义 ”。[ 3 ]

(2)“仁者爱人”,博爱大众
“樊迟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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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孔子“仁学”思想的现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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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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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的孙子子思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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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中庸之道
①“执两用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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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孔子认为“过犹不及 ”,意思
是“事情做过头了 ,就像做得不够一样。”例如“拔
苗助长 ”的故事 ,就是过犹不及的典型。

中庸之道 ,经过儒家学者不断发扬光大 ,已经
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重要内容 ,已经成为中华
文化和谐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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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值得注意的是 ,古代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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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庸 ”不同于“折中 ”。折中 ,是对不同的意
见进行调和 ,是妥协让步 ,是抛弃原则的 ,是别无选
择的。而中庸是力求完美 ,力争上游的进取哲学 ,

它强调要从实际出发 ,要选择不偏不倚的角度 ,才
能达到最好的目的。

②守常明变
要选择不偏不倚的角度 ,就要懂得“权变 ”(变

通 )。《孟子 ·尽心上 》说 :“执中无权 ,欲执一
也 ”。[ 6 ]“权 ”的本义是秤砣 ,可以随物体的轻重在
秤杆上左右移动而达到平衡 ,可引申为“变通 ”。
儒家提出“权 ”的概念作为“中 ”的补充 ,以利于人
们通权达变 ,达到“执中”、“用中 ”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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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我们保持人际和谐、构建和谐社会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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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极有价值的精神资源。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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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相和 ”的故事 ,体现了中国人处理人际矛

盾的智慧。对立和斗争 ,不以一方消灭另一方作为
结局 ,而是相辅相成 ,协调配合 ,争取双赢。这种对
待矛盾的朴素的辨证思想 ,对于我们实现和谐人生
的理想是大有裨益的。

清朝的张英是朝廷要员 ,他在安徽桐城老家建
房子 ,与邻居争地 ,家人写信要求张英出面干涉。
张英回信说“千里修书只为墙 ,再让三尺又何妨 ?

万里长城今犹在 ,不见当年秦始皇。”张英要求家
人谦让 ,于是张家让对方三尺 ,对方看到张家让了
三尺 ,自己也退让三尺 ,结果两家间形成了一个宽
六尺的巷子 ,这就是“六尺巷 ”的美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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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传统文化十分重视人际和睦 ,待人诚恳、互
相关心、与人为善 ,推己及人、求同存异 ,和而不同。

(三 )追求身心和谐 ,处理好人与自我的关系
要处理好人与自我的关系 ,人就要认识自我、

磨炼自我、提升自我、善待自我。
中华传统文化强调做人要有“自知之明 ”。老

子说“知人者智 ,自知者明 ”,就是说“能够清楚地
认识他人 ,是有见识的 ;能够清醒地认识自己 ,是眼
力很好的 ,是观察力很强的。”

1. 认识自我的关键是抛弃烦恼
“认识你自己 ”是人生智慧的首要问题。古今

中外的先贤们 ,都十分重视认识自己。与中国先秦
时代同时期的古希腊 ,也开始了对自我的探寻。在
古希腊德尔菲神庙的石碑上 ,刻着唯一的一句铭文
是苏格拉底的哲学命题“认识你自己”。“认识你自
己”,要求人们要认识自我 ,认识自我的精神世界。

认识自我是困难的 ,即使到了生命结束的时
候 ,我们也无法穷尽自我。

但是我们又必须面对自我 ,认识自己。认识自
己的一个关键 ,是要正确分辨烦恼 ,不要让烦恼影
响了自我判断。有心理学家对烦恼进行了数字化
分析 ,发现在人们的烦恼中 , 40%属于杞人忧天 ;

30%是为了怎么烦恼也无法改变的既定事实 ; 12%

是事实上并不存在的幻想 ;还有 10%是日常生活

中微不足道的小事情。也就是说 ,我们的心中有
92%的烦恼都是自找的。因此 ,我们有必要磨炼自
我 ,抛弃烦恼。

2. 磨炼自我的目的是积极进取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 ,是实现自我价值的前提 ,

也是认识自我之后 ,要解决的安身立命的问题。
孔子为我们树立了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典

范。孔子告诉他的学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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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主张刻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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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儒家的理想人格 ,不仅是自身修炼 ,更重要的
是济世安民的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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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遭
到贬官 ,也会以深沉的忧患系念百姓疾苦和国家兴
亡。正如范仲淹所说的“居庙堂之高 ,则忧其民 ;

处江湖之远 ,则忧其君。”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
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的情怀 ,是儒家的理想人格。

3. 提升自我的境界是自得其乐
提升自我 ,是从精神层面上来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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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善待自我的方法是知足常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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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善天下 ”
孟子讲 :“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善天下。”

(《孟子 ·尽心上 》)意思是“处境困难的时候 ,就独
自修养保全好自己 ,显贵得意的时候 ,就让天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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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得到好处。”用苏东坡的话来说 ,就是“用舍由
时 ,行藏在我 ”。 (《沁园春 ·孤馆灯青 》)苏东坡一
生坎坷 ,但在对待人生顺境和逆境上 ,他是中国文
人的一个代表。苏东坡的人生态度 ,圆满地融合了
儒家、道家和释家 ,显贵得意的时候 ,就奉行儒家思
想 ,忧国忧民 ;处境困难的时候 ,就修道悟禅 ,一身
洒脱 ,形成了旷达精神。

“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善天下 ”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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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淡泊名利 ,清心寡欲
人生的难题 ,不外乎有两个 :一是名 ,一是利。
人的一生 ,可以说与名、利这两个东西难舍难

分 ,离开了名 ,人的精神需要便得不到满足 ,离开了
利 ,人的物质需求便得不到满足。得不到满足 ,人
就会痛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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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道家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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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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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执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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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三家之说也不无道理。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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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5%。据
卫生部报告 ,目前我国每年有 25万人自杀身亡。
自杀是我国第五位重要的死亡原因 ,是 15岁至 34

岁人群的首要死亡原因。自杀的主要原因是精神
抑郁症。[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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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我们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学习中华传统
文化和谐思想 ,目的就是实现和谐人生、构建和谐
社会 ,为万世开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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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 structing soc ia lism harm on ious culture by absorb ing harm on ious
thought of the Confuc ian ists, Tao and Buddh ism

ZHOU J ian2biao
( Fujian Q uanzhou M unicipal Party School, Fujian Q uanzhou 362000, China)

Abstract:China traditional culture takes the Confucianists as the main body and takes Tao and Buddhism as two wings. A l2
though the Confucianists, Tao and Buddhism are different in life wisdom and visual angle and have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all

their destination is to reach harmony. A ll three emphasize self - education and making them selves become noble peop le, wise

peop le, happy peop le, and interesting peop le. Constructing socialism harmonious society needs to construct socialism harmonious

culture. And constructing socialism harmonious culture needs to absorb harmonious thought of the Confucianists, Tao and Bud2
dhism, and especially to absorb the reason for knowing haven, knowing the peop le and knowing self to p romote the harmony be2
tween nature and the peop le, between peop le and between m ind and body.

Keywords: harmonious society; harmonious culture; the Confucianists, Tao and Buddhism; harmonious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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