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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和”，即中正和谐，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
“中”就是对事物以客观公正、恰如其分的处理方法，让对立面达成和合统一，使人际关系保持和谐
安定的局面。
“中和”思想在我国源远流长，早在上古尧、舜时代，人们就十分重视运用中道原则精神。
相传尧让位给舜时，就提出“允执厥中”，要求舜在处理政务时，要牢记执行中道原则；后来舜让位
给禹时，也同样要禹执行中道原则。
他们不仅口传面授，而且将中道思想遗留在上古的经典文献中，即《诗》、《书》、《易》、《礼》
、《乐》、《春秋》六经之中。
可见由尧、舜，经禹、汤、文、武、周公，都遵循和发扬中道精神，到了春秋末年，孔子及其孙子思
，继续发扬中道思想。
子思写出专著《中庸》一书，将中道思想提到宇宙观的高度，指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
相悖”。
就是说，做人应以一种宽容博大的胸怀、兼容并包的精神来对待人类，乃至宇宙万物中发生的问题。
特别是作为掌管全局的执政者，应该是对内关爱人民，化成一统；对外友善诸国，和协万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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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和之道也即中庸之道，就是要用公平、公正、恰到好处的、合理的中道原则，来化解人与自然、人
与社会、入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
因为只有公平，才能使对立双方互相谅解，达到互惠、互利、双赢。
所以，只有中，才有和。
中道思想在我国源远流长，自上古尧、舜开始，一脉相承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以
及汉、唐、宋、明、清乃至近代，延续了几千年，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可以说，历代社会的治乱兴
衰，均逃不出执政者的得中与失中的因果规律。
因此，认真探索一下中国古代的中道即中和思想的产生与发展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现形式，不仅具有重
要的学术价值，同时也对于当今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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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其一，是必须反对两极化的思维。
两极化的思维，往往把事物的矛盾推向两个极端，即凡是认为正确的一方，就认定它是绝对正确；而
认为是错误的一方，则就是完全错误，一无是处。
这种思维方式，往往是一边倒，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把两个对立面之间的矛盾看成是势不两立，没
有调和的余地，只能是一方克服一方。
这种绝对对立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曾经在我国很长一段时期里相当盛行，如片面坚持“斗争哲学”
等，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看成是水火不相容的，要作彻底决裂等等；又如对西方的马列主义，则是不
加分析的全盘照搬，结果，犯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对我国的建设事业一度造成了严重危害。
所以我们应该从中吸取教训，摒弃那种极端偏激的思维方法。
因为在实际社会生活中，事情往往是错综复杂，互相牵连，互相制约的，我们必须从多层面多视角有
分析地看待问题，这样才能得到比较正确的解决。
比如我们在对待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时，传统与我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应该既要吸取传统中
优秀的积极的部分为基础，同时也要吸取西方现代化中对我们适用的经验。
使现代化不断革新，不断得到丰富与发展。
同时要使传统中合理因素与现代化因素有机融合，使传统中有现代化，现代化中有传统，这就是辩证
的中和观。
运用辩证的中和观来观察分析处理问题，因为中和是一种科学的思维方法，它崇尚中正、公平、适度
追求和谐美好，遇见问题是以冷静、客观、全面分析的态度，讲究分寸、适度、恰如其分，还要留有
余地，将主动权永远握在自己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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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传统中和思想》为东方古代哲学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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