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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年是中国百年一遇的奥运年，8月在北京举办了规模浩大的夏季奥运会。
这届奥运会的开幕式自然也就成了国人乃至全世界人民瞩目的文化盛宴。
不用说，整场表演气势恢宏，可圈可点之处甚多，但有一个场面给我留下的印象却特别深：由近千人
组成的活字印刷字模不断变换字体，显现出一个个硕大的汉字“和”。
“和”这个常用的汉字，此时却成了中国向世界展示的国家形象。
强调“和”的理念，表明一个崛起的、富强的中国不但不会对世界造成威胁，而且还将是今后世界和
谐的重要保证。
再扩展开来，不仅是这个场面，就是开幕式整个盛典的主要内涵又何尝不能以一个“和”字来概括。
在名为“鸟巢”的表演场上，孔门三千弟子拱手高声吟颂“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其中不正体
现着和谊敦睦的真诚；四大发明中的造纸和印刷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交流宝器，而文明的沟通中不也
蕴涵着“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和者天下达道”的意义；四大发明的另一发明指南针引领着航海的
商队，满载着和平的使者，不也是在昭示着“和正以广”“和平而顺”的深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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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和平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人类歌颂和平、追求和平、祈愿安住于和平的国土和世界。
漫长的历史沉淀、殊异的民族风俗与多元的人类文化赋予“和平”深远悠长的意谓，和平不仅意味着
战争的停息、冲突的融合、寰宇的协调，更昭示了内心的安祥、精神的和乐、人际的和睦与人间的祥
和。
     本书是“中国传统和平思想研究丛书”之一，全书共分8个章节，主要在儒学的基础上对和平思想
作了深入地研究，具体内容包括儒学之“和”的内涵及其思维特征、天人之和、家和万事兴、政通人
和、儒学和平思想的现代意义及其反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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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四章　心平气和人是组成社会的基本元素，当前我们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核心是倡导
“以人为本”的理念，要求妥善处理好人的存在和发展问题。
围绕人的主要活动方式，人们普遍意识到和谐社会的形成，离不开良好人际关系的养成，也就是要实
现人与家庭、人与他人、人与集体之间融洽相处、温馨和乐的社会氛围，以及形成和维系稳定的社会
秩序。
而作为群体复合概念的人类，则还应该要面对自然宇宙的伟大力量，故而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也是构
建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对于以上问题，传统儒家思想都提供了积极的思考可供借鉴。
在整饬社会秩序方面，儒家有悠久的礼乐文化传统，又加之以完整的礼法体系加固；在家国政治的和
谐方面也有经世方略可供参考；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儒家秉承延续千年的“天人合一”观念，并
且积淀成为中华民族独特的思考方式和价值依据。
此外，人作为个体而言是身心自足圆满的有机统一体，人的思想和行为是否能够符合社会伦理的要求
，归根到底要取决于人是否能够从内心深处接受社会伦理的要求，并且自觉将其转化为践行伦理关系
的外在行为，这也是儒家最终在完全自觉的基础上实现最高层次和谐的必要条件。
因此，人作为个体如何才能“安身立命”，是否能够自觉处理好内在思想和外部行为之间的关系从而
实现身心和谐，同样应当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
个体相对于社会群体而言，虽然只是其中的一个基本组成单位，但正是这无数具体的个体组成了人类
群体并形成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离开了个体的和谐就无从谈及群体和社会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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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儒学和平思想研究》：中国传统和平思想研究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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