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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中 和  的价值意蕴

郭明俊

(西北政法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3 )

摘 要:为深化对传统和谐思想及其意义的认识和理解, 采用文本解读和现代诠释的方法, 对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 和 的价值意蕴的论述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分析。分析认为, 和 的价值意蕴

表现为 和是道 、和则生 、和则一 、和则美 等方面。分析结果表明, 传统和谐思想因其与当

代社会发展的要求契合无间,从而使 和 具有现代价值, 尤其是对推动中国和谐社会建设具有极

为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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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质,也是中华民

族始终不渝的价值追求和基本精神之一, 它不仅在

过去为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观念支

撑和价值导向,而且在当代对促进全球人类持续健

康发展、对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宝贵

的精神财富和智慧资源。所以,在今天对此展开全

面、深入的研究和思考,并加以现代的诠释和运用,

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目前学界对传

统和谐思想的内涵及其特征的论述颇多, 但是对

和 的价值意蕴探讨不够。本文拟从传统文化的

文本出发,就其有关 和 之价值意蕴的论述进行系

统的梳理和现代诠释, 藉此来深化对传统和谐思想

及其意义的认识和理解, 并使之在当代社会进一步

弘扬光大。

所谓 和 的价值意蕴是指 和 作为一种存在

状态, 对宇宙万物之生成和人类社会之发展所具有

不可或缺的作用以及以 和 为核心理念、以追求和

实现 和 为价值目标的文化观念体系对人类社会

健康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对 和 之价值意蕴的论述非常明确而深刻,概而言

之, 约有四端。

一、和 是道

和 是宇宙根本之道, 天地万物生成变化的根

本规律。它首要的价值意义在于, 为人类思想和行

为提供了根本的评判标准和规范原则。

张载在!正蒙 ∀ 太和#篇中一开头便说: 太和

所谓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氤氲相

荡胜负屈伸之始 。 太和 一词出自于!周易∀ 乾

卦∀ 彖传#的 乾道变化,各正性命, 保合太和, 乃利

贞 一语, 清代的王夫之释 太和 为 和之至也 [ 1]。

即至高无上的和谐、最好的和谐状态。张载言 太

和 是道, 意指宇宙本来就处于最佳的整体和谐状

态。故王夫之说: 未有形器之先, 本无不和, 既有

形器之后,其和不失,故曰太和。 [ 1]

其实, 和 是道的思想最早源于!中庸#。该书

一开头便说: 道也者, 不可须臾离也, 可离非道。 



那么这个须臾不可离的 道 是什么呢? !中庸#曰: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 天下之达道也。 

这里把 中 与 和 相提并论, 将其看成是天地之

大本 、达道 。事实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中 

与 和 是相同的概念, 中 是实现 和 的方法和

手段, 和 是各因素处于 中 的结果和状态。!中

庸#分别论述了 中 、和 、中和 以及三者之间

的关系和各自所占的地位, 提出 中 是天下的根

本, 和 是贯通天下的原则, 而把两者结合起来的

中和 则是使天地各得其位、万物生长发育的大本

大源。

由是而观,张载的 太和所谓道 显然是对!易#

之 太和 说和!中庸#之 中和 思想的继承。在此

基础上,张载进一步论述了 太和 之道的实质及其

化生万物的机制, 认为由于 太和 包含着 浮 与

沉 、升 与 降 、动 与 静 的阴阳互感性,具

有内在运动发展的本性和机能, 它是 虚实、动静之

机 和 阴阳刚柔之始 ,因此 太和 之道本质上是

阴阳和合变化之道, 即阴阳二气依时而行的无过无

不及的有序变化。这样, 太和 之道就与!周易#的

一阴一阳之谓道 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而 一阴一

阳 之道又是吸收老子的 万物负阴而抱阳, 冲气以

为和 的观点而形成的。可见, 把 和 、太和 视为

宇宙根本之道、天地万物生成变化的根本规律,这乃

是儒道两家共同的观念。

古代思想家言 和 是道,意在把 和 提升到本

体论的高度 ∃ ∃ ∃ 道 是中国传统哲学中表示本体

的最高范畴。其最终目的是要赋予 和 以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的意义。正如赵馥洁先生

所言: 中国传统哲学的本体论并非以宇宙的本质

为认识的根本目标,而是借%天道&以明%人道 &  ;中

国传统哲学的本质特征是 自然与人伦合一、知识

与道德融合, 宇宙法则与治世规范统一, %必然& 原

理与%应然 & 判断贯通。 [ 2]同样地, 传统文化倡言

和 是道, 其目的不是要提供一种客观的事实认

知,而是要做出一种价值判断, 即要为人类树立一种

最高理想目标, 提供一种 治世 的根本法则。所

以, 和 是道的价值意蕴在于, 用 和 的宇宙法则

来关照万物; 用 和 来规范人类的思想和行为, 把

和 作为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

自身心灵关系的最高原则和根本价值取向。这四大

关系构成了人类生活的全部内容, 而协调这 4种关

系,便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永恒主题。所以, 和 

不仅在过去还是在现在和将来,对人类的生存和发

展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二、和 则生

和 的价值意蕴还表现在它是宇宙万物生成

发育以及人之 成己成物 的内在根据和必然前提。

没有不同要素的相互协调、配合、适应,就没有事物

的生存和发展。最早提出 和 观念的西周太史史

伯从一开始就彰明了这一点。他说: 夫和实生物,

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

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

已成百物。 (!国语∀郑语# )即各种不同的元素、不

同的东西相互调和、相互补充, 万物才能生生不已,

如果只是把单一要素、同一东西加在一起简单地重

复, 那么其结果是只有量的增加而没有质的变化,就

不可能产生新事物,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也就不复存

在了。所以 和 是事物产生、发展的根本法则。史

伯提出的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思想对后世产生了

非常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它奠定了中华 和合 文化

的基础。中国历史上的 和同之辨 、尚和去同 以

及孔子 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 的思想皆肇

始于此。

和则生物 也是!中庸#的主要思想。!中庸#

曰: 致中和, 天地位焉, 万物育焉。 后世将这句话

简括为 中和位育 ,并把这 4个字刻在山东曲阜孔

庙大成殿前。费孝通先生认为: %中和位育 & 几个

字代表了儒家文化的精髓, 成为中国人的基本价值

取向。 [3]所谓 中和位育 ,是说达到了 中和 的境

地, 天地便各在其位了, 万物便生长发育了。这显然

把 和 作为物之发生、发展的逻辑前提。

先秦儒学的总结者荀子也讲 和则生 , 他说:

列星随旋,日月递炤,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

施, 万物各得其和而生, 各得其养而成。 ( !荀子∀

天论# )即自然界日月风雨四时,都秩序井然地演化

着, 这种有序演化的本质便是 阴阳大化 。正是在

阴阳 冲气以为和 的中和化的过程中, 万事万物产

生了、养成了, 故 志于阴阳者, 已见其和之可以治

者矣。 

及至两汉,这种把 阴阳冲和 之气作为万物产

生根源的思想更为普遍流行。比如, 被后人称为

汉代孔子 的董仲舒就说: 和者, 天之正也, 阴阳

之平也,其气最良,物之所生也 、和者, 天地之所

生成也。 ( !春秋繁露 ∀ 循天之道# )由于 和 指

和气 ,是一种 最良 的 气 ,这种 最良 的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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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在于它处于阴阳两者的最佳的平衡统一、和谐

协调的状态,从而具有独特的 生 天地万物和 成 

天地万物的功能。东汉思想家王充也提出: 阴阳

和则万物育 、阴阳和则谷稼成,不则被灾害 ( !论

衡∀ 自然# )、瑞物皆起和气而生 ( !论衡 ∀ 指

瑞# )等等。这种把阴阳二气的平衡统一体的 和 

视为 物之所生 的观点与现代唯物辩证法关于 发

展是对立面的统一 的观点是内在相通的, 它构成

了古代关于事物产生和发展的辩证法的基本内容和

基本形态 [4]。

概而言之, 和则生 具两重价值意蕴: 其一,

和 乃宇宙万物产生的前提;其二, 和 又构成万

物发展的动力。在 和 的统一体内,阴阳 2种矛盾

的方面和要素处于一种最佳的关系状态中, 从而使

和 的统一体具有一种 互保 、互济 而形成的

内增效应和整体合力, 形成一种动力源头和发展机

制,这就是 和 能 生物 的秘密所在 [ 4]。

三、和  则一

和 对于人类社会的价值意蕴在于, 它是国家

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纽带,也是凝聚社会力量的法宝。

孔子曰: 和无寡, 安无倾。 (!论语∀ 季氏# )即社

会和谐了,国家就有凝聚力, 社会才能安定, 国家才

能长治久安。可见, 和 乃是社会得以存在的前

提,一个不和谐的社会是不可能存在下去的。孟子

也说: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 !孟子∀公

孙丑下# )这里的 人和 是指人民之间的团结一致

以及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协调关系, 即社会和谐。

依孟子之见,社会和谐要比有利的自然条件更重要,

尤其是对统治者来说,是否具备 人和 的基本条件

是决定其统治地位能否稳固长久的前提。

荀子明确提出 和则一 的命题, 认为 和 是人

类得以强大并成为 万物之灵 的根本所在。他说:

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

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且有义, 故最为天下贵。力不

若牛, 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 曰:人能群,彼

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 曰:分。分何以能行? 曰:

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

则胜物。 (!荀子∀王霸# )在荀子看来,人之所以高

于动物、胜于动物、最为天下贵 , 就在于人能 明

分使群 ,而人能 群 的原因又在于 分 。这里的

分 既指社会等级差别之分, 又指社会分工。而

分 的根据和保障在于 礼义 ( 制礼义以分

之 ) ,通过制礼以明确每一个人应固守的 度量分

界 、等级名分,并规范出人的合 礼 的行为。人人

以礼而行,其行为就是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 中

行 。倘若每个人都以礼而行, 社会成员就形成了

和谐协同的关系,就形成了一种放大的整体力量,也

就能够控制外物以实现自身的目的。不可否认, 荀

子提出的用于区分高低贵贱等级的 礼制 是有其

阶级局限性的,但那种基于社会分工的 分 则是有

意义的。更为重要的是, 他在这里阐明了一个至今

仍然合理的道理, 即 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 多

力则强 。就技术层面来讲, 有了分工,人们的专业

技术就能够提高, 生产能力就能够增强; 有了合作,

就能够形成一种集体的力量,就能够创造出更多、更

好的财富;就社会层面而言, 分 则和谐, 和谐则统

一团结,统一团结则力量强盛,则战胜万物。与之相

反, 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 (!荀

子∀ 王霸# )事实证明, 不断的争斗会使人离心离

德, 离心离德就会使社会解体,社会解体了, 人类也

就不能生存和发展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

只有和谐, 社会才能稳定、团结、统一;只有和谐, 社

会才能聚集起无穷的强大力量来改造自然、造福人

类; 只有社会和谐,人民才能平安快乐地生活下去。

从这个角度来说, 和谐 与否关系到天下之治乱、

社会之兴衰。

四、和 则美

和 不仅具有生存论的价值,而且还具有美学

价值 ∃ ∃ ∃ 和则生美。换句话说, 和 不仅是宇宙万

物生存发展的前提和动力,而且是世界万千之美、天

地之大美产生的前提。犹如史伯所言: 声一无听,

物 (色 )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 。 ( !国语∀ 郑

语# )五声和谐才能成为好听的 (美妙的 )音乐,单调

的一种声音就不好听;同样道理, 一种颜色就没有文

彩, 一种味道势必倒人味口, 只有一种东西就无从比

较好坏。春秋时期齐国的晏婴也说: 如和羹焉,

水、火、酸、酿、盐、梅以烹鱼肉,烽之以薪,宰夫和之,

齐之以味,济其不及, 以泄其过。∋∋声亦如味, 一

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

以相成也;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

高下、出人、周疏, 以相济也。 ( !左传∀ 昭公二十

年# )厨师将鱼肉放在盛满水的锅里, 加上各种调

料, 用火烹煮, 就能做出美味的羹汤; 乐师用各种乐

器把不同的音调配合起来, 就能奏出美妙的乐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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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通过 济其不及, 以泄其过 的协调平衡, 才能

收到多样性统一的 和羹 、和声 的功效;否则饮

食无味,音乐无美。在这里,史伯和晏子以生动的实

例阐明了一个普遍的道理:世间之事、万千之美在于

和 , 和 则 美 生。自此以后, 中国文化对 美 

的论说总离不开一个 和 。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了 和

则生美 、以和为美 的思想。!论语 ∀ 学而#曰:

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 意即礼之运

用,贵在能和。先王之道, 其美正在于此。因为先王

之道, 以礼为美, 和在礼中,故以和为美。董仲舒说:

治世而民和, 志平而气正, 则天地化精, 而万物之

美起 、天地之道美于和 ( !春秋繁露 ∀ 循天之

道# )。这些都明确揭示了 和 产生了天地万物之

美。不仅如此,在儒家看来, 和 本身就是美, 而且

是天地之最美。故而董仲舒又说: 和者, 天地之大

美,中者, 天地之达理也。 (!春秋繁露 ∀ 循天之

道# )和谐之所以是天地之最美, 是因为在 和 中,

天地万物呈现出万紫千红的娇艳旺盛的生命活力。

一如阴阳合和是 物之所生 的不竭动力源泉, 天

地之大美 就犹如阴阳 2个半圆组成的最和谐美丽

的圆, 阴柔之美与阳刚之美各领风骚、各具特色,阴

与阳、柔与刚的 和合 构成和谐互补之美。

以和为美 也是道家所坚持的观点。老子云:

道法自然 。所谓 自然 并非指大自然, 而是指

道 自身的状态, 即自然而然的意思。在老子看

来,天地万物只要按照 自然而然 的状态运行, 就

是在 法道 ;人类只要遵循 自然而然 的法则,就

能与万物和谐共存。既然 道 是 自然而然 ,

道 意味着万物 和谐 的状态。那么, 道也就是最

大的 美 ,并且是最和谐的 美 ,没有什么比 道 

更完满、更完美的了。故庄子曰: 夫天地者, 古之

所大也,而黄帝尧舜之所共美也 (!庄子∀ 天道# )、

天地有大美不言 ( !庄子∀ 知北游# )。所谓 天

地之大美 , 就是整个大自然所具有的美的光辉。

庄子描绘道: 至阴肃肃,至阳赫赫, 肃肃出乎天,赫

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生物也。 ( !庄子∀ 田子

方# )大自然阴阳交合化生万物, 生生不息无端无

穷,这就是大美。总之,在老庄看来,生动、和谐、完

美的自然界生机盎然,充满了审美情趣。自然是美

的极致。

尤有进者,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和则生美 、以

和为美 思想,不只是阐述了一种审美观念, 而主要

是彰显 和谐美 的一种社会价值。如果说儒家侧

重于从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中求美,并把 美 

作为一种人生哲学、伦理道德标准和处世智慧来实

现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之目的的话, 道家则

偏重于从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来理解美, 并把 美 作

为感受天地、颐养性情的手段 [5]。但不论如何, 和

则美 的思想昭示人们只有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

社会、人与自我的关系, 达到一种和谐平衡的境界,

才能更好地求得个人的生存和发展。由此可见,

和谐 蕴涵着厚实的 美 的价值意蕴; 和谐之道,

必然是大美之道。 和谐生美 不仅诠释了和谐美

学的至高境界,体现了圆通和美的大道,而且富蕴启

迪智慧、陶冶性情、美化人格、提升境界之功能,勾勒

了人类前行的 和美 方向, 孕育和谐发展的美丽、

魅力与威力 [6]。诚如马克思所言: 动物只是按照它

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 而人却懂得按

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 并且懂得处处把

内在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 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

造。 [ 7]这就是说, 人类的生存活动必然遵循 3个尺

度或原则:真、善 (价值 )、美, 人类所追求的理想境

界和价值目标就是真、善、美的高度统一和完美融

合。而中国文化追求的 和美 境界就是真、善、美

高度和谐统一的境界。由此可见, 中国传统文化所

追求的 和谐之道 恰恰是整个人类持续健康发展

的必由之路。

五、和  之现代价值意蕴

无疑,传统文化中 和 的价值意蕴远不止上述

几个方面,但通过这几个方面, 足以让人们认识到

和 的重要价值。也正因为如此,中国传统社会历

来重视 和 , 并形成了一个以 和 为核心理念、以

追求和实现 和 为价值目标的文化观念体系。这

一观念体系与当代社会发展的要求契合无间, 从而

使 和 更具现代价值。

当代社会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而言, 其进步性

和先进程度都是过去文明无法比拟的。但伴随现代

文明而来的人类生存危机,就其深度和广度而言,也

是亘古未有的。人类在获得空前丰富的物质财富的

同时,也对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造成极大破坏,导致

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资源短缺, 已经严重威胁着人

类自身生存条件;由于片面的物质利益的追求,对自

然资源的争夺、占有和权力欲望的过度膨胀,造成了

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冲突与

战争不断;由于受个人主义的影响和市场竞争的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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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社会的冷漠、心

灵的孤寂,使人们失落感日甚; 由于人们无止境地追

求感官的享受,致使 人被物役 、身心失调、人格分

裂,由此引发了弥漫全球的自杀、恐怖、仇视、吸毒、

性乱、精神焦虑、信仰危机等 人类现代病 的发生,

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安宁;加之核扩散和军备

竞赛等等,使当代人类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峻考

验。正如美籍华裔学者杜维明先生所言: 人类从

未被自己毁灭性的力量如此严重地威胁过。我们作

为一个物种的生存能力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 [ 8]凡

此种种,表明当代人类社会处于多方面的失序、失衡

以及不和谐状态中。所以, 人类要克服当前面临的

各种危机,走出生存困境, 首要的问题莫过于转变价

值观念,树立或者建构新的价值观。在这一点上,中

国传统和谐思想将会提供宝贵的智慧资源。中国当

代著名学者汤一介先生认为: 中国哲学中的%普遍

和谐&观念只有在现代社会中才能充分显示它的意

义 [ 9] , 如果人们都认识到%和平与发展 & 应是 21

世纪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旋律,那么对中国儒家和道

家思想中的%普遍和谐 &观念的新诠释,无疑将会推

动人类社会向着美好前景发展的主要精神力量之

一。 [ 9]

六、结 语

依笔者之见,对中国传统 和谐 思想进行深入

挖掘和现代诠释, 并使之落实于操作层面, 让 和 

之本有的价值意蕴得以充分实现, 这对当今人类社

会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尤有进者, 中国当前的社会

生活中不和谐现象不仅普遍存在,而且十分严重,为

此中国政府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战

略。因之,挖掘和弘扬传统和谐思想,对推动和谐社

会的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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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of harmony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GUO M ing jun

( School of Ph ilosoph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N orthw estUn iversity of

Po lit ics and Law, X ian 710063, Shaanx,i Ch 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thorough ly understand the traditional harmony, the paper ana lyzes the va lue o f

Chinese trad itional harmon ious thoughts by text interpretation and modern expound ing. It is exposed

rough ly as follow s: harmony is Tao w hich is the orig in of every thing, harmony generates a ll things

and harmony un ifies the w orld, harmony is beauty. Because the tradit iona l harmon ious though t is

alw ays consistentw ith the request o f the socia l deve lopmen,t so harmony has themodern sign ificance.

Key words: trad it ional cu lture; harmony; Tao; beau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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