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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胡锦涛为首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在
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上，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从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明确提出的宏伟目标和重大任务，是全党同志和
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的伟大实践。
历史将记住这一刻：2005年2月19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
，围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发表重要讲话。
讲话深刻阐明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科学内涵、基本特征、重要原则和主要任务，清
晰勾画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壮美前景，为我们正确认识、全面把握和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指
明了方向。
这篇重要讲话，标志着我们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以这篇重要讲话
为标志，我国全面展开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征程。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首次完整提出“构建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并将其正式列为中国共产党全面提高执政能力的五大能力之一。
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从六个方面归纳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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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儒家和谐观的转换与建构》在对儒家和谐观念进行较为深入分析之基础上，挖掘出了其现代价
值和历史局限性，并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提出对儒
家和谐观进行现代转换。
经过现代转换和辩证扬弃的儒家和谐观如仁爱观、中和观、义利观、诚信观、天人合一观等对我国今
天科学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启示作用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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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河南科技大学政治与社会学院副教授，参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执法用法全书》和《中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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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上篇 儒家和谐观的基本内涵第一章 儒家的仁爱观第一节 孔子的“仁爱”观一 “仁者爱人”二 “
仁者爱人”的具体表现第二节 孟子的“仁民爱物”和“仁政”思想一 孟子仁爱观的性善论基础二 “
仁民而爱物三 “仁政”思想第三节 荀子的“行礼为仁一 荀子“礼”的“人性恶”理论基础二 荀子的
礼治思想三 荀子“礼”的本质在于“等差有序四 行礼为仁，仁本礼末第四节 汉代及以后儒者对仁爱
观的继承和改造一 陆贾是汉代儒学改造的先驱二 董仲舒对孔孟之“仁”的继承和改造三 汉代以后儒
者对仁爱观的发展第二章 儒家的“中和”思想第一节 “中和”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一 中和是儒家的最
高价值原则二 中和在儒学中兼有世界观的意义三 中和又是儒家的方法论第二节 儒家“中和”思想的
历史渊源及其内涵一 儒家“中和”思想的历史渊源二 儒家“中和”观的文化意蕴及特征第三章 儒家
的义利观第一节 先秦儒家义利观的主要内容一 孔子提倡“先义后利”、“见利思义”二 孔子、孟子
提倡舍生取义三 承认追求私利是人的本能欲望第二节 先秦儒家义利观的演变一 以董仲舒为代表，儒
家义利观发生了第一次蜕变二 宋代儒家义利观发生的第二次蜕变：宋明理学对儒家义利观的扭曲三 
先秦儒家义利观的复归第四章 儒家的诚信观第一节 儒家诚信之“诚第二节 儒家诚信之“信第三节 儒
家的诚信观第五章 儒家的“中庸观第一节 对孔子“中庸”基本内涵的误解第二节 孔子中庸思想的基
本内涵一 孔子“中庸”的“中”的含义二 孔子“中庸”的“庸”的含义三 孔子“中庸”含义的准确
定位第六章 儒家的“德治”思想第一节 孔子“天下归仁”的“德治”纲领一 以“礼”建立和维护社
会秩序二 为政以德，德主刑辅三 重“人治”，轻“法治”，主张贤人治国四 视民为本，追求理想的
和谐社会第二节 董仲舒的德治思想一 “以义正我”、“以仁安人”二 施“教化”，守“等级第七章 
儒家的“天人合一”观第一节 儒家“天人合一”观的历史发展一 儒家“天人合一”之天二 儒家“天
人合一”思想的历史演进第二节 “天人合一”思想的三重意蕴一 “天人合一”思想是政治管理之策
二 “天人合一”是理想的生存状态三 “天人合一”是超拔的道德境界和高远的审美境界第八章 儒家
的人口思想第一节 儒家多子多福、早婚早育思想的时代背景第二节 儒家人口思想略述一 儒家以“仁
“作为其人口思想的核心二 儒家以“足”作为其人口数量的主张三 儒家以“教”作为提高人口质量
的关键四 儒家以“孝”作为维护亲属因缘的纽带五 儒家以“心”“德”作为划分人口结构的标准中
篇 儒家和谐观的历史局限与现代价值第一章 儒家“仁爱”观的历史局限与现代价值第一节 儒家“仁
爱”观的历史局限性一 儒家“仁爱”观的不平等性二 儒家“仁爱”观的虚幻性第二节 儒家“仁爱”
观的现代价值一 儒家“仁爱”观中几种仍须弘扬的宝贵精神二 儒家“仁爱”观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具
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第二章 儒家中庸观的历史局限和中和观的现代价值第一节 儒家中庸思想的历史
局限一 儒家中庸思想只是一种相对“平等”，其中包含着最大的“不平等”⋯⋯第三章 儒家义利观
的消极影响和现代价值第四章 儒家诚信观的局限与现代价值第五章 儒家德治思想的历史局限与现代
价值第六章 儒家“天人合一”观的历史局限和现代价值第七章 儒家人口思想之辩证观下篇 儒家和谐
论的现代转换与科学建构第一章 把儒家的仁爱观转化为现代的以人为本第二章 把儒家的义利观升华
为新型的社会主义第三章 把儒家诚信观转换为现代和谐社会的诚信友爱第四章 扬弃儒家的中庸思想 
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第五章 完善儒家的德治思想，构建和谐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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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奸邪就会止息；相反教化废弃，则奸邪并生，而刑罚不能胜。
他总结历史的经验说：“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
”①他认为西周初年的“成康之治”也是得力于道德教化，因此圣明的统治者决不可犯忽视道德教化
的错误。
要给予老百姓实际的利益，同时还要教育开导他们，这才是正确的治国之道，即他所说“饮之食之，
教之诲之，先饮食而后教诲，谓治人也”①。
　　董仲舒认为，在治国安邦的管理活动中，只有以义正我、以仁安人并教化百姓，仍不足以完整全
面地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和谐安定社会，还必须要有硬性的管理规范。
总结历史的经验和理论传统，使他认识到一个和谐安定的理想社会只能是一个严格的等级制社会。
遵守等级制度本身也是董仲舒所讲“义”的要求之一，但它作为一项伦理制度规范，又与单纯作为思
想教化的道德之“义”有所不同。
相比完全出于自觉性、诱导性的道德和教化之“义”，遵守等级制度之“义”带有更多的强制性，至
少是一种规范和礼的制度。
董仲舒所讲的等级规范有两种：一种是社会人伦关系中的等级规范即“三纲”。
“三纲”概括了人们生活中最主要的社会关系，在这三种关系中，父子、夫妇关系是基础，这种对家
族宗法伦常关系的强化，是与自给自足的家庭小农经济相适应的。
董仲舒认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君臣关系就是家庭伦常关系的扩大，国家是大“家”，家庭是小“家”
，其中的上下尊卑关系是相同的。
倡扬维护尊卑贵贱等级秩序的礼，是儒家的一贯传统，礼治的根本任务就是要维护等级制。
另一种是社会经济关系中的等级伦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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