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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古往今来，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人们一直把实现社会的平等、安定、和谐作为美好追求。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字最早见之于金文，有关“和谐”的思想源远流长。
《左传》写道：“八年之中，九舍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
”从孔子的“和为贵”、“和而不同”，到墨子的“兼相爱”、“爱无差”，再到孟子的“老吾老以
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都表达了社会和谐的主张热爱和平、祈盼和顺、崇尚和美、追求和
谐，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高尚品德。
在西方思想史上，从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的“整个天是一个和谐”、柏拉图的“理想国”，到空
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的“全世界和谐”、欧文的“新和谐公社”，都反映了人们对和谐美好社会的憧
憬。
　　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没有文化，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失却了传统文化
，也就失却了根，还怎么生长、开花、结果？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文化为和谐社会的发展提供思想保证和精神支撑。
可以说，没有文化的支撑，构建和谐社会就失去了根基。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在构建适应于社会和谐的大文化。
当然，这里既有对传统文化精髓的承继，也有对新时期新文化的培植，还应包括对外来文化营养的汲
取。
由此看来，继承、构建、融合、发展，理应成为当今文化建设的主导。
因为社会的和谐在本质上体现着一种高尚的文化精神。
　　21世纪，由于科学技术的作用，人类在物质财富生产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由于认识上的误差
，也引发一系列的矛盾。
当今世界，人类面临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共同的挑战和冲突。
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生态危机、人文危机和精神危机。
因此，研究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是当今
人类的一项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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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古往今来，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人们一直把实现社会的平等、安定、和谐作为美好追求。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字最早见之于金文，有关“和谐”的思想源远流长。
《左传》写道：“八年之中，九舍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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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界是人道与天道融洽的世界第二章 中华传统文化关于天人合道的生存和发展的智慧一、中华传统
文化“天人合一”思想产生和发展二、中华传统文化天人观思想的主要内容三、中华传统文化的为人
处世之道第三章 《易·传》的天、地、人观一、坚持天人合德二、坚持天、地、人同生、同达的生命
观三、《易经》的生命智慧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融合第四章 《老子》《庄子》“天地人合一”的生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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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生态观一、孔子的天人关系道德伦理观是“仁”二、孟子的以人为本的道德伦理观三、董仲舒的“
天人感应”的生态智慧四、朱熹生命生存发展的智慧五、加强道德建设，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第六章 
加强道德建设。
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一、立德是生命存在和发展之本二、和谐社会首先是生命和谐三、确立天地人和
的生命道德思维模式四、加强道德的认知与实践，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第七章 用爱心构建和谐社会一
、爱是人类永恒的伦理价值观二、和谐社会是充满爱心的社会三、爱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四、把
爱国家放在首位第八章 宽容善良、厚德载物一、人性本善二、善者厚德栽物三、要有水的品格和“智
慧”——厚德栽物四、仁、义、诚、信是宽容善良的根基第九章 以义为价。
化育社会一、义与利的关系二、坚持“义利统一”的道德价值观三、坚持以义为价四、坚持“以人为
本”，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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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天人和谐不但强调天地人相统一，更强调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定位在一种
积极的和谐关系上。
它肯定天地道之创造力充塞宇宙，而人则“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并能够
将仁的精神推广及于天下，泽及草木禽兽有生之物，达到天地万物人我一体的理想境界。
这些思想启示我们，人生要识天、知天，更要从天、“顺天”，才能实现人的目标，促进人与社会的
同步发展。
自然资源是大自然恩赐给人类的珍贵礼物，它不仅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基础，也是人类文化的重要
载体。
自然资源对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满足人类多方面的需求，有着极其重要的功用价值。
一是自然生态为人类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与生存需要的“维生价值”。
二是自然资源作为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对象物，为人类提供“经济价值”。
三是自然资源为人类提供“经济”作用的同时，还提供“生态价值”。
虽不能直接在市场上进行交换，体现的是潜在价值、间接使用价值，如森林所提供的防护、救灾、净
化、涵养水源等生态价值。
四是自然为人类满足精神及文化上的享受而提供“精神价值”，体现的是存在价值或文化价值，如自
然景观、珍稀物种、自然遗产等所体现的精神性价值。
五是自然为满足人类探索未知而提供“科学研究价值”等。
人类的活动不能只顾及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还要十分重视自然资源的生态价值、社会价值等。
要充分发挥自然资源的作用，既要通过向自然资源投资来恢复和扩大自然资源存量，又要运用生态学
模式重新设计工业，还要通过开展服务和流通经济，改变原来的生产和消费方式。
　　2.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的全面发展必需的物质条件。
人是宇宙间最复杂的存在物。
一方面，人不能脱离自然界而存在，人是自然界的产物。
马克思认为，人有两个“身体”：一个是他的有机身体即血肉之躯，另一个是他的无机身体即外部自
然界。
“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
人靠自然界来生活。
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形影不离的身体。
良好的生态环境为人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
，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
关系。
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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