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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和谐警察建设，是指以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精神为思想基础，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现实
背景，以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为根本目标，以科学发展观重大战略思想统领警察建设和公安工作，以和
谐善治为公安工作模式，实现警察建设和公安工作与社会建设、社会管理之间关系及其自身构成要素
之间关系的和谐共进，努力追求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它是对传统的封闭型、官僚型、管制型警察建设与管理理念及模式的改革与创新。
其基本思路是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探索科学发展的模式；坚持“抓班子、带队伍、保平安
、促和谐”的工作思路；追求“培育一种观念，实现五大和谐”的目标指向——目建设和谐警察文化
，培育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念；实现警察管理行为和谐、警察公共关系和谐、警察人际关系和谐、警
察执法服务行为和谐、警察生活方式及警察个体身心健康和谐等。
    本书注重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从深刻反思和检讨当前我国警察建设和公安工作中客观存在的
诸多影响自身和谐发展的矛盾或问题，以及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不相适应的方面入手，以科
学发展观与和谐理念为指导，自觉运用和谐思维方式，努力探索解决这些矛盾或问题的对策，在实现
自身和谐发展的同时，不断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本书的宗旨是：秉承和谐文化之源，正视现实问题之弊，探求科学发展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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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兆端，男，一九六一年生，山东东阿人。
一九八四年毕业于山东大学，现任山东警察学院教授，二级警监。
长期致力于警察学研究与教学，出版专著《警察文化学》、《警察哲学——哲学视阈中的警察学原理
》、《中国式警察管理》、《现代警察管理之道——警察战略管理、简单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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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淮南子》也说：“天地之气，莫大于和。
和者，阴阳调，日夜分而生物⋯⋯阴阳相接乃能成和。
”也就是说，阴阳二气的对立统一是和谐状态的内在机制。
阴阳二气尽管相互对立、冲撞、激荡，却始终和谐地处在“道”的统一体之中。
这种和谐状态的形象化，就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图腾——“阴阳太极图”。
中华太极图被视为圆满和谐的经典象征，它不只是个“同”圆，而是由两个相反相成、对立统一的部
分组成的动态之圆，充满着剧烈的流动感，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柔中有刚、静中有动的和谐
之美。
　　（二）和谐的本质　　关于和谐的本质，中国传统和谐文化认为，和谐是指不同事物之间的协调
统一，即“以他平他谓之和”、“和而不同”。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变动时期。
随着该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的理念也逐渐趋于成熟。
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和”与“同”两个范畴的对举；“和实生物”与“和而不同”两个重要命
题的提出。
　　古人对“和”与“同”的异同与优劣有着深刻的洞识。
西周末年郑国的史官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思想。
据《国语·郑语》载，郑桓公问史伯：“周其弊乎？
”史伯回答说：“恐怕要必然走向衰败”。
衰败的主要原因是周的统治者“去和而取同”，即没有处理好“和”与“同”的关系，一味地追求“
同”而抛弃“和”。
史伯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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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成百物。
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
，合十数以训百体。
⋯⋯夫如是，和之至也。
于是乎先王聘后于异性，求则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务和同也。
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
”“以他平他”，是以相异和相关为前提的，相异的事物相互协调并进，就能发展；“以同裨同”则
是以相同的事物叠加，其结果只能是窒息生机，同则不继。
所以，和谐是不同事物之间的协调统一，单一的事物不能称其为和谐，和谐之道是事物产生的基本准
则，同一是违背事物规律的，和谐就是“以他平他”，不是“以同裨同”。
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哲学的和谐理念所包含的辩证思维逻辑。
　　春秋时期的思想家晏婴等人发挥了史伯“和实生物”的思想，进一步扩展和深化了“和同之辨”
的内容。
《左传》载，齐国晏婴与齐景公论和同之别，他认为“和”既是多样性的统一，“和如羹焉”，和“
五味”才成美味佳肴；“声亦如味”，和“六律”、“七音”方为悦耳动听的音乐。
相反，“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
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
”显然，一种调料难免乏味，一种声音让人厌烦。
故“同之不可也如是”。
“和”又是对立面的统一，如“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
以相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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