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政治思想家、教育家。他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 根据自己对于当

时时代要求的理解, 提出了“和而不同”的思想, 主张构建等级有序、仁爱和谐的社会。本文仅就

孔子“和而不同”思想的发端、内涵和政治目标做一简单探索, 梳理传统和谐思想的价值资源, 汲

取其精华, 供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借鉴之用。

一

《论语》历来被认为是研究孔子思想最可靠的史料, 反映孔子“和而不同”思想最有代表性的

言论就出自《论语》。子曰:“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下引此书,只注篇名)。

孔子的弟子有若也有过这样的言论:“礼之用, 和为贵。先王之道, 斯为美, 小大由之。有所不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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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孔子在总结历史经验和先贤思想的基础上 , 根据时代的要求 , 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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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和而和, 不以礼节之, 亦不可行也。”(《学而》) 。

“和”的观念在中国传统思想体系中占据了非常特殊、突出的地位。它同“德”一样, 是中国古

代最早形成的哲学观念。

早在 3, 000 多年前, 中国的甲骨文和金文中就有了“和”字。从构造上看,“和”字属形声字,

甲骨文从“龠”, 形口吹排箫, 声禾。金文同。古文简化, 省作从口, 禾声。篆文整齐化, 有从甲骨文

者, 亦有从古文者。隶变楷书分别写作“龢”与“口禾”, 俗又改作“和”, 今用“和”字。《说文·龠部》:

“龢, 调也。从龠, 禾声, 读与和同。”指音乐的和谐。又《说文·口部》:“口禾, 相应也, 从口, 禾声。”

指口相应。段玉裁注:“古唱和字不读去声。”可见,“和”字的本义是声音相应, 和谐地跟着唱或伴

奏。相应地,“谐”与“和”同。古“谐”字写作“龤”, 亦从“龠”, 形口吹排箫, 声“皆”( 谐转) ,“皆”会意

字, 乃从“比”, 从“曰”, 会二人一同说之意。因此有众人一同口吹排箫, 合调之意。所以《说文·龢

部》有“龤, 乐和龤也。《虞书》曰:‘八音克龤。’”按,“谐、龤”实同一词。因此,“谐”字本义也是声

音相应, 和谐地唱或伴奏之意。“和”( 或“谐”) 字的本义在上古文献中得到有力的证明。《诗经》

提到“和”字不多, 凡十二见 , 仅三见为名词词组, 其余都是指音声、器乐之“和顺”“平缓”“合调”

之义。这里所谈的不是对一般的音乐的某种特征而言, 而是始终没有脱离“礼乐”之“乐”来谈。

早在公元前八世纪的西周末年, 太史史伯同郑桓公讨论周朝衰落问题时, 他以“和”、“同”对

比而立论, 对“和”与“同”做出了深刻的辨析。《国语·郑语》记述了史伯的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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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以他平他”, 就是异

质事物的相济相应, 这是“和”, 是事物能够生成, 能够丰美隆盛的原因。所谓“以同裨同”, 是同质

事物的相遇相加, 产生不了上述的效应, 只会导致“不继”与被弃的后果。这种和同之辨, 彰显了

上古之“和”的思想, 对于后世有深远的影响。

春秋时, 齐国政治家晏婴也强调“和”与“同”的区别, 曾据此阐释君臣关系 , 成为千古美谈。

《左传·昭公二十年》记录, 齐景公问:“和与同异乎? ”晏子对曰:“异。和如羹焉, 水火酰醢盐梅,

以烹鱼肉, 燀之以薪。宰夫和之, 齐之以味, 济其不及, 以泄其过。君子食之, 以平其心。君臣亦然:

君所谓可, 而有否焉, 臣献其否, 以成其可; 君所谓否, 而有可焉, 臣献其可, 以去其否。是以政平

而不干, 民无争心。”依晏子的看法, 君臣之和, 是臣子应站在国君的对立角度, 注意国君忽略的

部分, 提出与国君不同的见解, 才能相济相成, 使国君消除主观的偏见 , 在政事上做到周全而完

美。只有这样才是在正确思想的基础上达到君臣关系的和谐。政治平和, 社会也就和谐了。

在吸收先哲思想和研究历史、现实重大问题的基础上, 孔子将“和”的观念与“礼”相结合, 丰

富了“和”的内涵, 使“和”突现为礼乐政教的话题, 被置于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之一。“礼之用, 和

为贵”的提出, 在当时是一种新思想, 一个大智慧, 说明孔门师生认为礼的本质在于“和为贵”, 和

谐、统合才是礼的根本功能。另一方面,“知和而和”也是不行的, 和虽可贵, 但也不能绝对化, 必

须有一个原则, 那就是礼。和的实现还必须有个前提, 那就是大小、先后、贵贱、尊卑各得其宜、各

得其位。换言之, 就是要等级有序。所以朱熹说:“如天之生物, 物物有个分别。如‘君君、臣臣、父

父、子子’。至君得其所以为君, 臣得其所以为臣, 父得其所以为父, 子得其所以为子, 各得其利,

便是和。”[1]这样就既遵循贵贱有别之礼 , 又能协调尊卑之间的隔阂 , 也就是在人际对立的状态

中找到了“和谐”的平衡支点。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其意是说君子善于协调各种不同的分歧见解, 并不盲

目附和; 而小人却不能正确对待不同的分歧意见, 只会追求表面的毫无原则的统一, 其实是盲目附

和, 并未达成共识。君子置身于政治生活领域的最可贵精神就是能够做到“和而不同”, 在不背叛自

己操守、信念的前提下, 努力与周围的世界和睦相处, 这是一个儒者从政时的基本态度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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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从人道观的视角审视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内容, 我们会发现按照“齐家、治国、平天下”的

理路, 可以展开“家庭和谐、政和国治、协和万邦”三个部分, 本文仅就孔子“和而不同”思想在治

国方略上的体现作一分析阐述。

研究先秦文献, 我们会发现孔子的“和”, 凡指社会和谐的, 一般都与“礼”直接相关。“和”就

是“礼”之内的结构性功能 , 清代学者刘宝楠说“和是礼中所有 , 故行礼以和为贵。”[2]这表明了

“和”与“礼”的本质联系。“礼之用, 和为贵。”实际上是孔子构建和谐社会的制度性原则。这一观

念说明孔子的礼治是以和为原则来构建社会政治秩序的, 其目标是建立仁爱和谐、等级有序的

理想社会。“礼治, 期于万物各得其所。”[3]礼既指普遍的规范体系, 又包括社会的政治制度, 孔子

推崇备至的周礼, 便兼指周代的社会政治体制。“孔子的礼学说, 就其自身的逻辑而言, 必须有其

仁学说才能成立。‘子曰: 人而不仁, 如礼何?人而不仁, 如乐何?’(《八佾》) 这正道出了孔子之礼,

不可以无仁。”[4]由此可见,“和”的原则在政治上贯穿于孔子的仁政德治思想当中。另一方面, 也

正说明孔子认为和谐社会之实践必须落实到制度上, 绝不是一个口惠而实不至的道德标签。

孔子试图建立的和谐社会显然是属于“伦理和谐的社会”, 也就是实现君臣、父子为伦理主

轴的社会各等级之间有序- 和谐共处的社会。那么, 这种“和”与孔子理论的核心———仁礼学说

是怎样的逻辑关系呢? 这样的和谐社会是通过何种政治路径来达到的呢? 其间统治者与被统治

者的关系又是如何调整的呢?

孔子希望社会各阶层的人们从修己做起, 克己、忠恕, 以无差别的仁, 推己及人; 亲亲、尊尊,

以有差别的礼使等级的不同达到“和”, 也就是建立仁爱和谐、等级有序的理想社会。因此, 我们

必须将孔子的“和而不同”放在其德治思想体系中去理解。德治是要建立一种差异性的秩序, 差

异在同与不同之间, 它不会走向绝对的同, 也不会走向绝对的不同, 而是追求同与不同之间的一

种“和”的状态。“和而不同”的思想是解决各种存在者之间关系的一种独特的思维模式和价值选

择, 是要求使现实的社会关系秩序化、合理化的价值理想。德治理想的模式是以中庸的施政方法

妥善地调整君、臣、士、民等全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多重关系, 以期达到最可贵的和谐社会。笔者归

纳如下:

对于治者, 孔子主张身国共治, 内圣外王, 仁政德治。“政者正也”(《颜渊》) 要求统治者从修

己开始, 在道德上做出表率。德治思想是内发的政治思想, 治者不是站在权力上限制什么, 而是

推己及人“风行草偃”(《颜渊》) 。以治者的内在之德去融合彼此关系, 用宽厚的态度和仁爱的心

肠去治理, 孔子始终反对用严刑峻法和杀戮手段对待人民, 主张德主刑辅以达到“使无讼”(《颜

渊》) 的状态。同时孔子还强调中央集权, 君主至上, 主张“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季氏》) 、“君君、

臣臣、父父、子子”(《颜渊》) , 所谓大臣,“以道事君, 不可则止”(《先进》) 。中央集权观念的发展和

强化, 使秦以后国家一统的政治格局成为历史发展的主旋律 , 但同时德治思想过多地寄希望于

治者( 特别是最高统治者) 的道德自觉上, 此外没有任何制约力量 , 因此历史上并不曾真正解决

暴君污吏的问题, 笔者认为这是德治思想最大的历史局限之所在。

在对被治者的政策方面, 孔子主张“庶民、富民、教民”(《子路》) ,“养民也惠, 使民也义”(《公

冶长》) , 反对治者穷奢极欲, 横征暴敛, 认为应“节用而爱人, 使民以时”(《学而》) , 只有富民才能

足君。先富后教的治道更是德治思想的伟大之处, 基于“性相近, 习相远”(《阳货》) 的认识, 孔子

提出了“有教无类”(《卫灵公》) 的开创性教育思想, 用道德去教化百姓 , 使每个人成为有道德觉

悟的人, 又用“礼”去约束每一个人, 使其自觉地遵守正当的行为规范。“德治”的关键在于以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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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人心的向背是孔子极为重视的问题。当然民本思想不同于民权思想, 民本是讲君主国家以民

为根本 , 君主应施仁政于民 , 给人民以雨露 ; 民权则是人民作国家主人 , 人民解放自己、管理自

己。我们完全没有理由奢望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就有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思想, 因此可以说作为孔

子德治思想基本特征之一的民本观, 是我国古代思想中最有人民性的精华。

对于士阶层, 孔子主张用“举贤才”(《子路》) 、“学而优则仕”(《子张》) 的方式, 通过教育来培

养实施德治的宰辅人才。贤才即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主张知人善任,“举直错诸枉”(《为政》) 。

孔子举贤才的思想开古代任人惟贤之先河, 打开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中间的障壁。其学而优则

仕的主张更成为隋唐以来中国封建统治阶级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的理论依据, 这比亲亲而仕、

世卿世禄, 不学而仕、代代为官的做法不知要进步多少倍。

过去一些年国内对德治的研究普遍认为德治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 巩固

其统治。而笔者认为孔子德治思想所追求的目标就是建立“老者安之, 朋友信之, 少者怀之”(《公

冶长》) ,“近者悦, 远者来”(《子路》) 的和谐社会。在两千多年前, 德治的政治理念具有极大的超

前性, 它包含着对于无道政治的批判, 以及对于民意的同情与尊重 , 虽然不是今天的民主思想 ,

但却代表着一种中国传统的朴素的“民主意识”。一方面, 它有以道德教化来代替部分宗教劝老

百姓向善的作用; 另一方面, 道德价值标尺清晰地照映出历代统治者治国政策方略的得失优劣,

也警示了一些明君善待百姓、以德服民, 从而青史留名。

三

总起来说, 按历史的本来面貌, 孔子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卓越贡

献。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曾起到过稳定政治秩序、促进民族融合、加强民族文化

同化力的巨大作用。不过也必须看到, 孔子始创的儒学诞生在古代中国的农业文明时代, 因而不

能不带有某些局限性。尚和的精神固然有益于社会和谐与民族的融合, 但也有易于导致乡愿式

的苟安心理, 缺乏“为真理而求真理”的科学精神。

但是,“和而不同”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智慧, 也是极具中国特色的辩证思维。在当今的时

代, 也必将吸收西方注重竞争、追求真理科学的积极因素而得到新的发展。江泽民同志曾说:“两

千多年前, 中国先秦思想家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 不同而又不

相互冲突, 和谐以共生共长, 不同以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

要规律, 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 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这是他对“和而

不同”的思想内涵和现代意义作的诠释。1988 年 1 月, 全世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开会, 发

表了一个宣言。宣言说:“如果人类要在 21 世纪生存下来, 必须回头 2, 500 年去吸取孔子的智

慧。”可见孔子思想影响之大。今天我们必须将孔子思想精华的“和而不同, 多元互补”作为中华

民族精神文明的轴心, 努力做到古为今用, 凝聚我国全民的力量。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党中央号召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其目标

是建立“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心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研究

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 对于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将产生重要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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