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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的和谐思想源远流长，滥觞可上溯到先秦诸子

学说，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在其发展

之中，易道儒释四家的地位又尤为突出；本文将分别对这些学

说中的和谐思想一一进行探讨，作出比较，找到其中的共通性

与独特性，并加以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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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易道儒释的和谐思想

从古至今，“和谐”一词都在我国的思想文化中占据着关

键的一席之地，早在先秦时期，便见载于诸子百家的学术典

籍。以它为内核的各种理念，几千年来生生不息地流淌在传统

文化的血脉之中，在文学、哲学、艺术、历史、科学、政治经

济、家国构建等多方面都有着长足的体现。而在成熟的和谐思

想系统的逐步构建里，毫无疑问，易道儒释四家学说起到了不

可忽视的作用，下文便首先将对它们各自的和谐观进行阐述。

（一）易：爻卦与“天人调和”

易学是数部成书构成的体系，一般认知上的“易”，实际

是《易经》与《易传》（孔子《十翼》）的统称，前者列举

卦、爻的象数，以及各自的解释（卦辞、爻辞），后者则对

《易经》的爻卦辞进行更深入的解释，即是广为流传的阴阳二

元论和天干地支五行学说。

《易经》注重观察自然界变化的规律，尤其是天文变化的

规律，并将这些规律与人间的吉凶祸福联系在一起，通过观星

堪舆等方式进行占卜，通过预言劝告世人，这无疑体现了一种

顺从自然、天人相合的朴素和谐观念。如“大哉乾元，万物资

始，乃统天。……首出庶物，万国咸宁。”（《易•乾卦•彖

辞》）中，就写明天气运作，日月周转，季节变化，万物与其

相和，顺应规律，便会太平多产，和睦安宁。

此外，以易学中代表性的乾坤为例：天乾地坤，所谓“天

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乾卦•象传》），“地势坤，

君子以厚德载物”（《易•坤卦•象传》），规范世人的德行；

阳乾阴坤，乾健而刚，坤柔而顺，如男女婚姻之法。以拟人化

的手法解析天地，好比将天地人放置于同一层面论断，囊括三

者于共同的认知系统，这也是典型天人交感的“和、同、谐”

精神的阐释。

（二）道：“统一”思想

道家，起源于先秦时期老子、庄子的学说，类别众多，后

代又发展出黄老、杨朱之学，以及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的理论，

后世与儒与释并称为三教。可以说，我国传统文化中许多代表

性理念，受到其相当影响，“和谐”观念便是其中之一。

老子云：“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德经•

四十三章》）。阴阳二气充斥于天地间，是一种相互平衡的内

在机制，万事万物都有“阴”与“阳”的两面，它们相互对

立，但同时又相辅相生，包囊在“道”这一终极共同体之内，

和谐是“道”重要的特征，是在对立中妥协和相互转换，最终

进入共生的统一。

道家贵和，划分为三个境界，自身的和谐，群体的和谐，

人与自然的和谐。老子的学说看重柔性的德，主张无为不

争，上升到社群之中，是一种朴素的化恶为善、以德报怨的观

点，这就是“和”。而另一代表，庄子著作中，多次强调“齐

物”、“同一”、“无用之用”等思想。朽木与嘉木、能人与

庸才可以通过不同的视角相互转化，没有严格的高低优劣之

分，没有某一刻板的标准，识人不急于下定论，实际上也对调

和社会阶级和人际往来具有引导作用。

人与自然的和谐，影响最深远当属《道德经》中“道法自

然”一言。顺应自然的常态，不去改变和破坏，盈则取，亏则

休，避免过度和无节制的行为影响到了自然的发展，人仰赖自

然而活，同时也回馈和保护它。而“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

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则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待人与自

然，“道”在天地，在草芥，在人心，人与道与自然和且同，

本为一体。

黄老道家对治国的“无为而为”理念，乃至后世道学讲究

的养德行、平和简朴以求羽化登仙等观念，在其中都可以找到

前代老庄思想的变演之迹，三种和谐的思想贯穿其中，连接大

道、外物与个人，构成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三）儒：仁和中庸，礼乐规范

儒家学说在许多朝代都作为官方正统受到推崇，而“和

谐”的思想，又是其中毫无疑问的精髓。儒学大部分理念，

都或多或少地融合了和谐观，例如其追求的最高道德准则——

“仁”。

“仁”的内涵极为丰富，包含对各方面美德的要求，但孔

子将它的根基定义为“爱人”，倡导亲善对待他人，始终保持

着仁爱之心。孟子则对他的理念进行了继承和发展，如“老吾

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

“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章句上》）等，都

是对“仁爱”更深入的阐释。不难看出，“仁”本身就是一种

和谐的状态，或者说，某些层面与“和”具有近似的含义。儒

家重视人际关系，上到君臣关系，下到亲朋邻里，都以和睦为

贵。在政治生活中，也主张施“仁政”，甚至提出了朴素的民

本思想，反对不近人情的严刑峻法。此外，面对冲突时，往往

首选调解而不是斗争的方式，无处不体现着和谐思想。

人际关系外，儒家的和谐思想同样在自然观中得到了体

现，与之前的各学派类似，儒家也尊崇四时节令，主张了解自

然规律，从而达成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不违农时，……材

木不可胜用也”（《孟子•寡人之于国也》）等句就以具体的事

例劝诫了这一道理，点明只有在良性的生态循环圈中，才能够

最终实现丰衣足食的目标。

中庸，也是儒家传统文化中影响深远的一环，介于美德和

为人处世的方法论之间。中庸之道，就在于不偏不倚，折中调

和。正所谓“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

也”（《礼记•中庸》），“中庸”与“和谐”间有着千丝万

缕的联系，儒家认为做事应当留有余地，任何情况下都应该找

到处理问题最合适的“度”，把握这个最恰当的度才能最完善

地处理好问题，这个度就是“中和”之点，过则有余，缺则不

足。“庸”则并非指庸碌无为，而是“平常1”，恒常之态，

每件小事都能够做得恰到好处，将不偏不倚渗入到日常生活之

中，这个人自然能够达到和谐的境界，这也是儒家追求的君子

德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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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实践中，儒家的和谐思想，又以严格的礼乐制度

加以规范。也就是说，礼教是儒家调和社会人际关系最常用的

手段。孔子最为重视礼乐教化，“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

天地之序也。”（《礼记•乐记》），儒家用“礼”和“乐”

的相辅相成来追求秩序与和谐的统一。所以，和谐的另一重要

内涵，就是有序。孔子曾描绘出“天下为公”的颇具理想色彩

的大同社会，而孟子更加务实地强调小民的衣食保障，因此可

知，儒家的和谐社会，是以一定的物质水平、稳定的秩序保障

以及教化作为根基的。

（四）释：平等共生，圆融和合

释教即为佛教，或说是由印度传入我国后经不断本土化而

形成的派别。释教的思想既有着浓厚的宗教神灵信仰色彩，又

在世俗化中产生了不少更贴近普罗大众生活的观念，是二者的

融合体，其中蕴含了丰富的和谐思想。

佛教中一个重要的观念，即是“众生平等”，不论出身门

第、贫贱与否，人与人没有高低之分，只要有一颗虔诚向佛的

心，就能够得到超脱，被“渡化”而成佛。而在这个过程中需

要付出的行动——善因结善果，就体现了一种仁善的本质。而

在佛教的体系中，“众生”的概念甚至远远超出了人类群体，

普及到其余非生命的物体上，一石一木，一花一草，都能够具

有“佛性”。因此，佛教所倡导的“平等”，实质上是劝导人

们舍弃天地间万物的差等，追求蕴藏在万事万物中的某一种共

性。

佛教非常讲究“缘起缘灭”，认为万事推因及果，无论是

人与人之间的交集，亦或是每个人一生的际遇发展，其实质都

是前缘注定，都有特别的原因和条件。而这些千丝万缕的因果

贯穿在世间万物之中，人与人、人与他物密切关联，构成一个

“共生”的整体。正因为相信每一个举动都会带来深远的影

响，他们格外注重人际往来或是单纯为人处世中的和谐因素，

例如“行善积德”、“慈悲为怀”等说法，都是这一点典型的

体现。

另外，佛家同样也有着具有辩证思维的“圆融”观念，佛

偈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认为善恶黑白之间可以相互转

化，各种矛盾本来就是相互依存的不可分割的和谐整体，包含

着彼此，这一点与上文中提到的道家思想具有相通之处。至于

“和合2”（和谐）思想外在的阐释，则无疑是通过它的诸多教

义和清规戒律体现出来的，本质是一种宗教修行的仪式，这里

不对此多加赘述。

二、四者和谐思想的特色与融合

我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几乎所有流传至今的思想菁华，

都不仅是一家之言，而是许多学说流派在发展中不断吸收借

鉴、又不断另辟蹊径的综合成果，和谐思想也不例外。在漫长

的发展中，四家理念中都留下了融合同化的痕迹，除此之外，

又保留着一定的独特性，本节将对这一部分进行着重探讨。

易学中阴阳五行、太极等说法，原本并非源自《周易》，

而是对先秦时期道家与阴阳家学说的吸取。儒家在《易》发展

的过程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孔子的尊崇，《易》被视为

儒家学派的经典，后世的朱熹也曾作《周易本义》解读爻卦。

到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时，易学已经被划分为“两派六宗
3”。两派中的“义理”派，就是三国后支持用老庄儒家的思想

解读周易的大类别；而“六宗”里则更详细地划分了“老庄、

儒理、史事”，这三宗统称为“义理”，是很明显地对《周

易》的改造，也确切地指出易学发展至今，它的内涵已经发生

了极大的嬗变。

儒释道三家，自魏晋南北朝至元明时期，经历了漫长的

“三教合一”过程。儒学在汉朝时，就曾经历过一次大变革，

自发地借鉴了先秦诸子、尤其是黄老道学的理念，使得学说

更符合统治阶层的需要。到后来，由于道家与佛教思想已经成

为不可忽视的社会思潮，儒家学说不得不再一次与它们相互融

合，适应社会的发展。当然，这一变更是双向的、互动的，在

儒学自我发展的同时，另外两者也受到了较大的影响，和谐思

想就是被辐射的领域之一。

从上一节中对易道儒释和谐思想的列举中，不难找出其中

相近之处。首先，在自然观上都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性，都认

为两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有一种共通的“和”的规律，认为

应当达到理想的和谐境界，但其中又有差别。易学与道家思想

都注重阴阳调和，注重天与人的交感，《易》将对自然的观察

和理解放在首位，作为占书更偏于技艺。老子的“法自然”，

庄子的“坐忘”以及“物化”，都在追求一种唯心主义的

“道”，由外物推入自身，削弱乃至于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

是一种相对消极和脱离实际的学说。而儒家的观念虽温和，在

谈及自然观时，推崇的却是一种由内而外的理念，以人的精神

意志作为根基，强调主观性，顺应自然的最终目的是使民众修

身养性、过上更好的生活，无疑是一种更加积极现实的态度。

此外，四家都认为人应当保持身心和谐，人与人之间也应

当和谐共处，也就是群体间的和美。然而，儒家是入世的学

问，追求的是“仁王治世”，所构想社会蓝图中等级差别明

显，非常看重个人乃至社会的礼教德行，主张应该用伦理道德

来匡扶和塑造社会群体，以便于管理。道家则反对这些伦理道

德，反对用一种功利性的思维来处理社会人际关系，倡导回归

本真，追求每个人天性的纯粹和谐美，极端如庄子，甚至反对

一切文化道德的存在，偏向了虚无主义。佛家的思想由于自身

性质决定，具有很浓厚的宗教色彩，虽然在发展中受到务实理

念的影响，仍然不可避免地保留了某些怪诞幽玄的因素，学说

认为与人为善、与物为善都是一种修行的步骤，不是为了眼前

现实，而是为了虚无缥缈的来生幸福，这就与易儒道（尤其是

儒学）三家的思想又有本质的区别。

注释：

1.一说“庸者，明德也，用也。”

2.一说“六和敬”。

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易类》：“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

事者也。《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

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机祥。再变而为陈邵，务

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

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面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

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又易道广大，无所

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

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

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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