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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思想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思想，历史久远，博大精深。
中华思想从始以来，正确与错误、科学与迷信、先进与落后是共生共存的。
　　中华思想中正确、科学、先进的理念、观点、原则是中华思想主流，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生存和发
展的实践中总结出的真知、真理。
其主体是为了和服务于人类与万物的“和谐共生”。
从而实现人类长期的生存和发展。
因此，其具有永恒强大的生命内力和与时俱进的适应活力。
中华思想的“和谐共生”思想，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基石，铸造了中华民族的灵魂。
　　中华思想的“和谐共生”思想是全面的，是系统的，是整体的。
从两千五百年以前的先秦时期对诸子百家思想的文字记载中就比较集中，比较正确地反映在十个字的
内涵中。
这十个字是：人、道、易、利、仁、义、诚、礼、智、学。
　　这十个字内涵，在指导人类实现“和谐共生”中，每个字所揭示的规律是各有基点，各有侧重，
各有导向。
这就是：　　“人”的“物人为一”指明了“和谐共生”要遵循的人道宗旨。
　　“道”的“道法自然”指明了“和谐共生”要遵循的规律法则。
　　“易”的“允执厥中”指明了“和谐共生”要遵循的思维定律。
　　“利”的“利用安身”指明了“和谐共生”要遵循的价值观念。
　　“仁”的“爱人利物”指明了“和谐共生”要遵循的人性信念。
　　“义”的“居仁由义”指明了“和谐共生”要遵循的行为总纲。
　　“诚”的“诚实守信”指明了“和谐共生”要遵循的做人原则。
　　“礼”的“谦让求和”指明了“和谐共生”要遵循的公德基准。
　　“智”的“遵理载公”指明了“和谐共生”要遵循的智力关键。
　　“学”的“学而成圣”指明了“和谐共生”要遵循的成长道路。
　　中华思想的“和谐共生”思想，其十个字内涵所表达的都是朴实、明白、适用的道理。
正如孔子所说“道不远人”。
如果现代人一味故作玄奥、高推圣境，反而又如孔子所说“人之为道而远人”。
因此，对十个字中“和谐共生”思想的理解，现代人应注重其现实的实践和适用价值。
在先秦时期仅有的典籍中，十个字内涵对“和谐共生”思想在表述上虽然是有限的，而且多为语录式
、判断式、结论式；但是，都是着眼于人类共同的长远利益的实现，立足于人类共同的实践活动的指
导，决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空泛议论。
因而，其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价值是无限的。
现代人要做到，以古为今用，启迪心智为目的，以正确思维，现代观念作诠释。
这样或许能够更接近原旨意思，更体现时代发展，更有利于指导现实。
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际，中华民族率先走上坚持“和平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道路。
这不仅体现了当代人类的主流思想，更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主体思想。
本书引证部分先秦时期典籍中的古文，是十个字内涵对“和谐共生”思想所作的表述。
书中还试图用现代思想加以简要的点评。
主要是想证明中华民族走上“和平发展”、“和谐社会”的道路，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更是中华
民族思想的必然选择。
　　在此，特别要说明的是，笔者只是众多钟爱中华思想的一员，实为自学自习。
所引证的古文极为有限，所点评的文字只是一己之见，所以不全面不准确是自然的。
《易经》中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初衷原本是为探索中华思想“和谐共生”的主题而抛砖引玉，点评仅是参考。
我想强调的是：　　“和谐共生”思想的生命在于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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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谐共生”思想的发展将是永无止境！
　　“和谐共生”思想的传播永远造福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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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思想的“和谐共生”思想，其十个字内涵所表达的都是朴实、明白、适用的道理。
正如孔子所说“道不远人”。
如果现代人一味故作玄奥、高推圣境。
反而又如孔子所说“人之为道而远人”。
因此，对十个字中“和谐共生”思想的理解，现代人应注重其现实的实践和适用价值。
在先秦时期仅有的典籍中，十个字内涵对“和谐共生”思想在表述上虽然是有限的，而且多为语录式
、判断式、结论式；但是，都是着眼于人类共同的长远利益的实现，立足于人类共同的实践活动的指
导，决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空泛议论。
因而，其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价值是无限的。
现代人要做到，以古为今用，启迪心智为目的，以正确思维，现代观念作诠释。
这样或许能够更接近原旨意思，更体现时代发展，更有利于指导现实。
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际，中华民族率先走上坚持“和平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道路。
这不仅体现了当代人类的主流思想，更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主体思想。
《和谐共生：中华思想原典笺评》引证部分先秦时期典籍中的古文，是十个字内涵对“和谐共生”思
想所作的表述。
书中还试图用现代思想加以简要的点评。
主要是想证明中华民族走上“和平发展”、“和谐社会”的道路，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更是中华
民族思想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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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一、人——物人为——人道宗旨（一）人是形神一体（二）人源天地万物（三）人同万物共生（
四）人为万物之灵二、道——道法自然——规律法则（一）道法有常（二）道法无穷（三）道法可知
（四）道法不谄三、易——允执厥中——思维定律（一）易谓生生不已（二）易因刚柔相推（三）易
借苟得其养（四）易求允执厥中四、利——利用安身——价值观念（一）利为人欲（二）利用安身（
三）利济天下（四）利达义和五、仁——爱人利物——人性信念（一）仁是爱人利物（二）仁源恻隐
之心（三）仁须克己复礼（四）仁为行动指南六、义——居仁由义——行为总纲（一）义本居仁由义
（二）义要以义取利（三）义遵适宜原则（四）义贵自觉信守七、诚——诚实守信——做人原则（一
）诚为做人之道（二）诚为信用之本（三）诚为道德之固（四）诚为天下之结八、礼——谦让求和—
—公德标准（一）礼的主旨是谦让（二）礼的功用为求和（三）礼的形式要俭约（四）礼的推行须依
法九、智——遵理载公——智力关键（一）智成功业（二）智遵规律（三）智载公正（四）智生思虑
十、学——学而成圣——成长道路（一）学而成圣（二）学务自虚（三）学穷其理（四）学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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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人——物人为一——人道宗旨　　概述　　中华思想“道”的“道法自然”，为人类指明了
实现“和谐共生”要遵循的规律法则。
其主旨在于指导人类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把握一切事物规律永恒的一般性、无穷性、可知性、客观性自
然法则。
从而，做到运用事物规律法则，防止主观盲目蛮干，正确地进行人类与天地万物“和谐共生”的实践
活动。
　　“道法自然”的内涵　　“道”揭示了规律永恒的一般性自然法则。
一切事物的性质和态势都是由事物规律永恒的自然法则所决定的。
一切事物规律具有永恒的一般性法则，即：一切事物普遍都具有规律，一切事物规律都具有共性。
一切事物规律的一般性法则是阴阳矛盾的对立统一。
一切事物矛盾的对立统一的总趋势是矛盾双方均衡。
事物规律的一般性法则决定人类把握事物规律的总体方向。
事物规律的一般性法则是人类实现与天地万物和谐共生的理论基石。
　　“道”揭示了规律永恒的无穷性自然法则。
一切事物规律都是相对的、现态的，没有终结的、绝对的。
人类只能在把握事物无数相对规律中接近绝对规律，而不可能终结事物全部的、绝对的规律。
事物规律无穷性法则，决定人类的思维和实践能力必须不断地进化、提高。
一切事物的态势都是相对时间和空间矛盾双方的均衡、统一。
人类实现“和谐共生”也是相对时间和空间的态势，只有在持久永恒的实践过程中才能不断实现。
　　“道”揭示了规律永恒的可知性自然法则。
人类必须完全保持原始人性，做到思维客观、正确，克服主观、偏见。
这是把握事物规律的入门。
人类要善于运用正确的方法，从认识事物现象出发把握产生现象的原因，这样才能把握事物规律。
人类把握事物规律是极为艰难的过程，凡立志把握事物规律的人，必须具备迎难而上，不计得失，锲
而不舍，至死不弃的无私奉献精神。
人类把握事物规律最终是为了指导实践，掌握事物的态势，预测事物的未来，从而做到能主动地趋利
避害，为实现“和谐共生”服务。
　　“道”揭示了规律永恒的客观性自然法则。
一切事物规律都不会迎合人类的意志而改变。
人类中无论是才智超常的圣人，还是权力至高的暴君，都不能左右事物规律。
人类把握事物规律的正确与否不是取决于理论，而是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
人类在实践中只有完全地遵守事物规律法则，才能不受到事物规律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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