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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 /中和 0之德及其现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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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金融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课部,广东 广州 510520)

[摘  要 ]  儒家的 /中0德,不仅是 /至德0, 并且是本体论和方法论。作为方法论,是动态地把握事物矛盾的 /度0。 /和0

指统一体内有差异的多种因素间的协调。 /中0、/和0是体与用、因与果的关系。 /中和0之德, 被诸多世界著名学者视为中国

文化的精髓和现代社会的良药, /儒家文化圈0诸国从中受益甚多。

[关键词 ]  中;  和;  现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 ]  B222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1673- 0755( 2009) 05- 0021- 04

  中国人崇尚中道,以 /中 0立国, 以 /中华0名族, 并逐步

形成中华民族 /尚中尚和 0的特性, 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

于孔子的中庸思想以及由此而构建的儒家乃至整个中华民

族的 /中和0之德。 /中和0最早见于5中庸6。5中庸6说: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

之大本也; 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 天地位焉, 万物

育焉。0 [1] 5中庸6不仅就 /中0与 /和0作出界定, 而且首次将

/中0、/和0二字珠联璧合, 提出 /致中和0的命题,从天人、主

客、物我等多重意义上建构起了中和学说。后世儒者据此提

出 /中和位育0之说, 并将其刻在孔圣庙上作为儒家伦理的

基本精神加以崇奉。本文试图在梳理儒家 /中和0之德的基

本内涵的基础上, 挖掘其现代价值。

一  儒家之 /中0德

/中0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理念, 其含义不仅仅限于字

面的意思, 且属于哲学的范畴。在儒家那里, /中0既不是指

表示空间的名词 (中心、中间、重心等 ), 也不是表示行为动

作的动词 (命中、中的等 ) ,而主要是表征人的行为质量的形

容词, 即中正、正确、恰当、适度的意思。据5论语6记载 ,尧、

舜、禹等上古帝王都将 /允执其中0作为传位的授命辞, 后又

经商汤、文、武、周公、孔门中人的发展, /中0遂成一种理论

体系。 /中0作为一种哲学范畴, 始见于5尚书# 盘庚6。 /汝

分猷念以相从, 各设中于乃心。0历代解经者将 /各设中于乃

心0解释为 /各设中正于汝心0 [ 2], 或解释为 /中者, 极至之

理。各设极至之理存于心。0 [ 3]这里, /中0主要表现为 /中

正0、/天理 0的意思。至西周, /中0的含义又有所发展。开

始和 /德0、/刑0相配,而且被当作一种美德加以称颂。5周

易6把5尚书6里的 /中 0发展为 /中行0 [ 4]。在 5周易6看来,

/中0指的就是矛盾对立的统一,只要掌握了这种 /中0, 我们

就不会犯错误,就能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 从而保证事业的

成功,即 /中行,无咎。0 [4]

到孔子、子思的时代, /中0的思想开始发展到一种成熟

的阶段。这时候的 /中 0不仅被当作 /至德0加以推崇, 而且

被提升到一种世界观的高度来加以认识, 从而明确了其认识

上的本体论意义和方法论意义。孔子说: /中庸之为德也, 其

至矣乎! 民鲜能久矣。0 [ 5]据 5说文6的解释: /中, 正也; 庸,

用也。0所以 /中庸 0的本义就是以中为用,或用中作为自己

的常道。 /中0是处理客观事物矛盾的一条普遍的、切合实

际的最高准则。这里的 /中0, 仍然是指中正、恰当、适度, 同

时兼含有本体论的意义。后子思作5中庸 6明确将 /中 0解释

为: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0这里的 /中0, 按照朱熹的解

释,就是无所偏倚, 无过无不及之意。 /喜怒哀乐, 各有攸当,

方其未发,浑然在中无所偏倚,故谓之中。0 [ 6]

可见, /中0在儒家那里, 主要是 /中正、正确、恰当、适

度、无所偏倚、无过无不及0的意思。这样的 /中0,既是宇宙

万物发展的基本条件和客观规律, 也是恰如其分地把握事

物、协调矛盾的正确思想方法,同时更是对人的基本道德要

求和最高的道德境界。

需要强调的是,儒家所讲的 /中0不是讲绝对的中立,不

是折衷主义。儒家所讲的 /中 0, 侧重指的是事物存在、发

展、变化的基本规律, 侧重指的是事物内部相互对立又相互

依赖的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对立统一的平衡性与和谐性。所

谓 /不偏不倚, 无过无不及 0侧重的也是把握事物矛盾的

/度0,而不是将不能统一在一起的相互矛盾的东西加以调

和。而且,儒家所讲的 /中0, 还包括一个重要原则, 即 /时

中0。 /君子之中庸也, 君子之时中。0 [ 7]时中, 顾名思义, 是



依 /时0而 /中0。 /时 0指的是流变不居, /中 0是持守正道。

用现在的话说, 就是按照社会发展和时代前进的实际情势去

把握正确之道, 即与时俱进。 /时中0这一原则告诉我们, 中

道的求稳定求平衡不是绝对的不变 ,不是静止的不动,更不

是泯灭矛盾, 而是在动态中求稳,在变中求 /中0。 /时中0讲

究的是适时取中, /时0而不 /中 0或 /中0而不 /时0都是不可

取的。 /时中0涵蕴着审时度势、与时更新、把握时机、推陈

出新等一系列价值判断、价值选择和行为艺术, 从而始终坚

持原则、保持中道,达到 /苟日新,日日新, 又日新0。

二  儒家之 /和0德

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中, /和 0的本义原指音乐上的众音

协调, 后来引申为一切不同事物之间互相作用而臻乎协调统

一的哲学范畴。在5易# 兑卦6中, /和0是大吉大利的象征;

在5尚书6中, /和0被广泛地应用到家庭、国家、天下等领域

中去, 用以描述这些组织内部治理良好、上下协调的状态。

春秋战国时期, 思想家们开始把 /和0作为一个哲学范畴加

以研究。春秋初期的史伯以 /和 0与 /同0对举而提出了 /和

实生物, 同则不继0的命题。 /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

平他谓之和, 故能丰长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 尽乃弃

也。0 [8]这里的 /同0,指的是取消矛盾对立面的差异,追求事

物之间的整齐划一, 将完全相同的东西简单相加。 /同0不

能产生新事物, 因为同一事物相结合, 虽然数量增加,但所得

仍为原物, 并无新事物的产生, 只有不同事物的互相结合才

能产生新事物。而 /和0正相反。所谓 /和0,即 /以他平他谓

之和0。语中之 /他0, 指的是彼此对立的事物, /平0是协调、

联结的意思。 /和0就是指矛盾对立双方的有机统一。也就

是说, 矛盾对立的双方彼此依存地处在同一个共同体中, 这

就是 /和0。只有 /和0才能产生新事物。这正如冯友兰先生

所分析的那样: /以他平他谓之和,如以咸味加酸味, 即另得

一味。酸为咸之-他 . , 咸为酸之-他 . , 以-他 .平 -他 . , 即能

另得一味, 此所渭-和实生物 .。咸与咸是同 ,若以咸味加咸

味, 则所得仍是咸味。此所谓-以同裨同 . , -同则不继 .也。

推之, 若只一种声音,则无论如何重复之 ,亦不能成音乐。若

只一种颜色, 则无论如何重复之, 亦不能成文彩。必以其

-他 .济之, 方能有成。0 [ 9]

孔子本人则提出了 /和而不同0的著名命题。 /君子和

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0 [ 10]孔子所论之 /和0, 亦指由诸多

性质不同或对立的因素构成的统一体,这些相互对立的因素

同时又相互补充, 相互协调,从而形成新的状态,产生新的事

物。而 /同0则是没有不同的因素、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意

见, 是完全相同的事物简单相加, 因而不产生新的状态、新的

东西。故 /和0是一种有差异的统一, 是多种因素的并存与

互补。换言之, /和0的本质,就在于统一体内多种因素的差

异与协调。

孔子的学生有子提出 /和为贵 0的命题。 /礼之用, 和为

贵。先王之道, 斯为美。0 [ 11]所谓 /和为贵0, 就是认为 /和 0

是天底下最珍贵的价值,是人世间最美好的状态。荀子提出

/和则一,一则多力0 [ 12]的观点, 把 /和0归结为力量的重要

源泉。孟子主张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0 [ 13]认为战

争的最终决定性因素即在于 /人和0。子思在5中庸6中则从

情感的角度阐释了 /和0的意义。5中庸6说: /喜怒哀乐之未

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0按照朱熹的解释, /发皆中

节,情之正也, 无所乖戾, 故谓之和。0 [ 14] /中节 0就是 /情

正0, /无所乖戾0就是 /和0。此中之 /和 0, 同样强调了 /和0

的本质就在于统一体内多种矛盾因素的差异与协调。引申

开去,任何事物自身内部也都包括诸多矛盾因素, 只有这些

矛盾因素处于和谐状态时, 事物本身才会发展。而且天下有

万物,万物各不同。讲 /和0不是指一方消灭另一方, 而是要

在承认不同的前提下, 实现万物的和谐相处。只有达到了

/和0,才会 /天地位焉, 万物育焉0。所以说, /和也者, 天下

之达道也。0

可见,儒家所讲的 /和0既是一种强调整体和谐的价值

取向,也体现为一种要求人们在自我修身及处理人我之间关

系时努力做到 /和0的状态的道德准则, 同时还是妥善处理

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我关系的总法则。

三  儒家之 /致中和0之德

儒家不仅将 /中0与 /和0分别作为德, 而且更加强调二

者的内在辩证统一关系。就 /中0与 /和0的关系而言, 朱熹

说: /大本者,天命之性, 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体也。达道

者,循性之谓, 天下古今之所共由, 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

德,以明道不可离之意。0 [6]这段话是朱熹对5中庸 6第一章

里的 /中0与 /和 0关系的说明。5中庸6第一章说: /天命之

谓性,率性之谓道, 修道之谓教。道也者, 不可须臾离也, 可

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

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

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 天下之本也; 和也者, 天下

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 万物育焉。0从朱熹的说明来

看, /中0与 /和0的关系, 就体现为体与用的关系。中者, 道

之体也。和者,道之用也。 /中0是 /道 0之最初生成物, 也就

是 /道0。而 /和0是由 /中0这个 /道 0发出的, 由 /中 0而

/和0,实现了 /和0也就达到了 /道0, 达到了 /道0也就又回

到了 /中0,也就是致 /和0而达 /中0。所以, /中0与 /和 0的

这种体用关系,又表现为一种 /中 0与 /和0之间的相互包含

的关系。也就是 /中0中有 /和0, /和0中有 /中0, /和0是由

/中0产生出来的,要达到 /和0, 先得有 /中0, 而实现了 /和0

也就又产生了一个新的 /中 0, 二者的关系从总体来看即是

这么一种相似、相依、相渗、相趋的关系。从哲学的本体论角

度来看, /中0体现为一种理性精神内藏于事物的深层之中;

/和0体现为一种关系结构显露于事物的表层状态。 /中0侧

重的是事物的本然状态, /和0侧重的是事物的应然状态,应

然源于本然,本然又包含着应然。二者实是一个不可分割的

辩证统一体。

春秋战国时期晏婴的 /和同之辩0从方法沦意义上讲述

了 /中0、/和0之间的辩证关系。晏婴说: /和如羹兮,水、火、

醯、醢、盐、梅, 以烹鱼肉, 焊之以薪, 宰夫和之, 齐之以味, 济

其不及,以泄其过。0这里, /济其不及, 以泄其过0乃是所以

/和之0的关键。因为各种原料只有以一定的比例参加作

用,才能做出可口的羹来, 其中无论何种原料的过多或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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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会导致羹味失和, 故必须把每种原料都要调节到最适中的

比例上。这里尽管没有出现 /中0字, 但实际上在 /济其不

及, 以泄其过0时, 已经运用了 /执两用中0的方法,把 /中0与

/和0有机地统一起来了。 /中 0指各种原料本身的适度,

/和0指各种原料之间的协调, 只有每种原料都适得其 /中0,

才能使由各种原料组合而成的羹适得其 /和0。可见, 因

/中0致 /和0,就是 /中0与 /和0之间的辩证关系。各种相异

的要素之所以能够相 /和0, 并非是盲目的、混乱无序的拼凑

与混和, 也不是无原则的调和或苟合, 而必须以某种正确性

为其内在的标准; 而 /中0所要达到的正确性则提供了这种

客观的标准和恰当的方法。事物的各个部分和各个方面只

要都能达到 /中0的状态,都能在 /适度0的规范下健康地运

行和发展, 事物也就实现了总体的 /和0。

/中0与 /和0之间实际是一种彼此制约而又相互包含的

因果辩证关系。其中, /中 0是 /和0的前提、灵魂和保证;

/和0是 /中 0的目标和结果。 /中 0中有 /和 0, /和0中有

/中0,无 /中0便无 /和0,求 /和0需要 /中0,只有 /中 0、/和 0

并举, 才能实现最终的天地归位, 万物遂生。此即所谓 /致中

和, 天地位焉, 万物育焉。0。朱熹说: /自戒惧而约之, 以至

于至静之中, 无少偏倚, 而其失不守, 则极其中而天地位矣。

自谨独而精之, 以至于应物之处, 无少差谬, 而无适不然, 则

极其和而万物育矣。0 [ 6]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 天地要 /位 0

必先得 /中0, 万物要 /育0必先得 /和0。就朱熹的解释而言,

所谓 /位育0, 指的就是 /安所遂生0。所谓 /安其所也0, 侧重

的是对合理、应当、秩序的价值追求; 所谓 /遂其生也0, 则饱

溢着对生命价值的终极关怀。万物处在其应当在的位置上

或使万物处在一个合理的本来的位置上, 各在其位, 各安其

位, 这就是宇宙的本然状态。这样,万物才会井然有序, 才会

生化长养、各遂其生,最终求得万物的和谐共生,同步发展。

这里, 我们也可以将由 /中0而致的 /位0引申理解为 /秩

序0,将由 /和0而生的 /育 0引申理解为 /发展0。儒家 /致中

和0的 /位育0思想, 既内含着对秩序的渴求, 也包含对发展

的期盼。其中, /致中和0, 实现 /位育 0的前提; 实现 /位育 0

则是 /致中和0的结果。如是观之, /致中和0的 /位育 0便是

在重视秩序并建构良好秩序的基础上求发展的道理。天地

得位而孕育万物, 万物生发须有和, 这是就自然界而言。就

人而言, 人只有得中和之道,按自然规律办事,方能免遭天地

自然的惩罚, 从而使生活生产得到发展, 人之本身和人类社

会方能发展进步。此之谓 /致中和,天地位焉, 万物育焉。0

伴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 儒家的 /中和0之德不仅影响

了中国数千年的政治秩序、经济秩序、道德秩序,而且极大影

响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态、思维方式、生存方式等等。在方

法论上, /中和0即执两用中,各去其偏, 济其不足而泄其过,

使事物各端相济相成 ;在伦理道德上, /中和0强调 /人和0的

重要性, 视 /中0、/和 0为人的重要德性, 要求中正而无所偏

倚与乖戾; 在认识论上, /中和0反映了人类的理性精神, 要

求权变而时中, /和而不流0,既能容纳万物, 自容于世, 又能

在与万物相处时不随俗同流,既不固守原则而不善应变, 又

不丧失原则而过于灵活。总之, /中和0已经在相当程度上

内化为中华民族的一种文化无意识, 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

结构的主体,甚至使我们的民族产生了根深蒂固的 /中和情

结0。它不仅熔铸成了几千年来中国文化品格的基本精神,

对当代文明的发展以及理想社会的构建也必然有着至为深

远的影响。

四  儒家 /中和0之德的现代价值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所倡导的 /中和0学说及其所蕴含

和倡导的普遍和谐思想, 在近现代世界文明发展中, 颇为东

西方学者所乐道和褒扬。

英国学者汤因比认为, /和谐0是中国文明的精髓, 它有

助于人类在高度的技术文明与极端对立的政治营垒所形成

的危机中,免于自我毁灭。他指出, 人类已经掌握了可以毁

灭自己的高度技术文明手段,同时又处于极端的政治意识形

态的营垒,要使世界避免危机,最重要的精神就是中国文明

的精髓 ) ) ) 和谐 [ 14]。美国学者狄百瑞认为, 儒家的 /和谐0

精神具有广泛的价值。他指出: /儒家的长处即是关注人与

人之间的关系0, 重视各方面 /相协调的价值准则0,它可以

/维持一个有序的环境, 是以稳定和安全来使事业兴旺 0,

/这些准则贯穿于不同阶段, 不止在一个经济层面上发挥效

用,而且适用于不同的政治和社会制度。0 [ 15] 18- 19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主张, 应 /将中国思想中作为深厚的

传统而积蓄下来的仁爱、调和、大同等道德原理作为人类的

文化遗产向全世界展示出来。0 [ 15] 18- 19越南学者阮才书强

调,儒家追求 /社会-和 .的局面0, /对现代人来说不是过时

的,而是还有意义的。0 [ 15] 18- 19

美籍华裔学者成中英明确提出: /中国哲学的终极目的

是人类的和谐: 个人的、社会的、世界的和谐 0, /儒家之成

就,乃在于其-和谐的辩证法 .之开展 0。他还就 /和谐辩证

法0与其他类型的辩证法作了比较, 指出: /以人类的需要、

人类的理性而言,儒、道-和谐化辩证法 .与其他类型的辩证

法相比较,实具有更大的相关性与更广的包容性。因此, 在

与历史上其他辩证法的未来竞争方面, ,还是一个非常有

力的体系。0 [ 16]他对儒家和谐思想的现代价值与未来价值给

予高度评价: 它 /是医疗现代社会弊病的良药0, /它能为探

索后现代化人类服务, 尽管它面临着现代化的挑战, 儒家学

说仍然提供了永恒的价值观。0 [ 17]另一位美籍华裔学者杜维

明指出:孟子关于和谐共处的 /价值取向正是要为个人与个

人、家庭与家庭、社会与社会和国家与国家之间谋求一条共

生之道0, /正是创建和平共存的生命形态所不可或缺的中

心价值。0 [ 15] 725- 726

国外学者对儒家和谐理念的高度认同, 有其实际依据和

例证。众所周知,日本在接受中国文化教育影响的过程中,

积极吸收了中国儒家 /和0的思想。当年, 圣德太子颁布的

5十七条宪法6第一条就明文规定: /以和为贵, 无忤为宗 0,

强调日本社会朝野上下一切交往的首要原则是 /和0, 要求

通过社会教化,让社会成员之间讲究协调,谋求和谐。如今,

日本人仍以 /和0为至上的美德, 并将所吸收的西方的能力

主义、效率原则、竞争和进取精神与已有的和谐精神相融合,

使日本成为一个具有极强的 /亲和力0而又善于外向进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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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受儒家和谐理念的影响, 日本企业组织多信奉 /和谐

高于一切0。松下公司的企业精神是 /忠、孝、公、礼、勇、仁、

和0;夏普公司的企业精神是 /诚、和、礼、勇0, 其中 /和0居于

核心地位。日本在战后满目疮痍的国土上所创造出的经济

腾飞的奇迹, 无疑得益于 /大和0精神。以人为中心的 /人力

资本思想0与 /和谐高于一切0的人际关系,是日本经济成功

的重要因素。

和谐理念也深深影响新加坡和韩国。新加坡和韩国等

/儒家文化圈0的国家, 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 ,都是由于他们

既追求卓越, 讲求效率,又重内协, 重人和,重人本 ,使群体内

部有很强的协和性, 政府与人民、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有

浓郁的亲和与协调气氛, 从而产生 /整体大于部分之和0的

效能。儒家和谐理念对新加坡 /奇迹般兴盛 0产生了不可估

量的作用。

新加坡学者曾撰文指出, /儒家的重要思想之一,也是新

加坡非有不可的思想, 就是-和 . 0,认为 /和0具有普遍意义

和价值, /实乃人类的心灵所普遍拥有的, 它确是放之四海而

皆准的人类共同真理 0。新加坡作为多元种族社会, 要各族

团结起来建国, 要实现工商业的高度发展,要在错综复杂的

国际关系中备受尊重 ,就 /无时无刻不在实践着既能保有个

己性格, 又能相成相济、共存共荣的和而不同之和的。它努

力实践这样的和, 终于获致了种族相处的融洽和谐, 团结凝

聚, 劳资合作的精诚愉快,合理分享成果,外交关系的友善不

树敌。从而为社会的安定, 为招徕国内外资金人力的放心投

资, 以致有各种企业不断壮大兴盛地发展,产生了巨大无比

的作用。0 [15] 1448- 1449

群体和谐意识与民族凝聚力,构成韩国综合国力的重要

因素。基于儒学的群体和谐理念,韩国在其教育宪章中明确

指出: /唯有国家的强盛, 才有自我的发展,享受自由与权力,

尽责任与义务, 并积极参与国家的自力建设, 发挥国民的奉

献精神。0韩国国民抱有 /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 0的情怀, 与国

家共生共荣, 这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岁月中得到过证实。韩国

的 /新乡村运动0正是基于儒学的群体和谐理念而进行的。

与日本相似, 韩国的企业也表现出家庭式的上下有别、长幼

有序的活动氛围, 大家在工作中注重感情上的沟通, 注重相

互依存、相互关心与协作, 为企业的繁荣而各尽所能。 1991

年5韩国画报6秋季刊提到著名的晓星公司宣言: /生活在现

代世界的今天就需要和谐。当人们彼此接触的时候, 就需要

了解和关怀,当人们在社会中发展事业的时候, 就需要信任

和真诚。0他们还以孟子所说的 /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

和0来要求自己的企业 /本着和谐的精神工作0。

日本、韩国、新加坡及中国等 /儒家文化圈0国家举世瞩

目的成就的取得,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 崇尚 /和谐精神0

是其重要因素。这种精神不仅体现在国家统一和政治统一

上,而且体现在政府与人民关系的和谐以及群体之间、人际

之间的 /合群0、/协同0上。这些理论上的阐释和实践中的

实例一方面充分说明了儒家 /中和0之德的现代价值, 另一

方面也表明,发扬光大儒家 /中和0之德的和谐理念, 不仅有

益于中国和谐社会的建设, 有益于 /儒家文化圈0的社会和

谐与发展,而且必将有益于和谐世界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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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nfucian V irtues ofM ean andHarmony and TheirM odern Values

X IAO Le- qun

(Guangdong F inancial Co llege, Guangzhou 510520, China )

Abstrac t:  In Confucianism, the va lue o fM ean is no t on ly theH ighest v irtue, but a lso the on to logy and them ethodo logy. A s the

m ethodology, it g iv es them easure to dynam ica lly balance the contradictions am ong th ings. M eanwh ile, H arm ony m eans the coo rdina-

tion of d ifferent factors w ith in a un ity, and bea rs the relation toM ean wh ich is also that o f/ Ob jec t0 and / Applica tion0, and o f cause

and effect. The two v irtues are cons idered as the sou l o f Ch inese traditiona l culture and the resolven t for prob lem s in m ode rn soc iety by

m any wo rld fam ous scho lars, and have bene fitted a lot the countr ies which belong to Confuc ian cultura l c irc le.

K ey words:  M ean;  H armony;  modern va 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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