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Традиционная экологиче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в Китае 

Ec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Harmonious Thought 

 
Harmony is the core valu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Ecological Implications for the concept of 
harmony can be seen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par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the rela-
tionship among peop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themselves. In view of this, it has formed 
three new perspectives, that is, the ecological world view, the ecological views of society, the ecological 
outlook on life. The ecological worldview about harmony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provides cultural re-
sources fo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cept. The ecological views of society concerning interpersonal har-
mony provides historical reference fo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ystem. The ecological outlook on life focus-
ing on harmony between human and themselves provides deep inspiration fo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du-
cation. Therefore, the traditional ideas about harmony must be transformed creatively and developed inno-
vatively so as to promote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Key words: Harmony,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orldview, View of society, Outlook on life. 

染

中 统和谐思想的生 文明意蕴染

摘要 釐和谐金是中 统文 的 心 值追求 和谐思想的生 意蕴体 在人

自然的 系 人 人的 系 人 自身的 系 个层面 形 了生 世界 生

社会 生 人生 釐 人和谐金的生 世界 生 文明理念提供文 资源

釐人 人和谐金的生 社会 生 文明制 建设提供历史借鉴 釐人 自身和谐金

的生 人生 生 文明教育提供深层启示 生 文明建设 对 统和谐思想 行

性转 和 性发展 染

键词 和谐 生 文明 世界 社会 人生 染

染

釐和谐金是中 统文 的 心 值追求 釐中 文 崇尚和谐 中 釐和金文

源 流长 蕴涵着 人 一的宇 和万邦的 和而 的社会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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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和善的道德 在 旨口口口 多 的文明发展中 中 民 一直追求和 着和 和

睦 和谐的坚 理念 和 人 善 所 欲 勿施于人等理念在中

相 深深植 于中 人的精神中 深深体 在中 人的行 金古中 统

文 中釐蕴 着解 人类面临的难题的 要启示金该 生 文明建设是 系人民

福祉 民 来的大 中 统和谐思想中蕴 着丰富的生 资源 历史学家

汤因 预言 人类免于自 毁灭的最 要精神就是中 文 的精髓里里釐和谐金 染

染一 和谐是中 统文 的 心 值追求染

任何文 的形 发展 然 地理 境 社会历史 相 和谐思想是中

统社会 在状况的 徐复 认 釐中 思想 虽 时带 形而 学的意味食染

但 到 它是安 于 世界食染对 世界 而 是安 于 念世界食染在

念世界中 想 金详 统中 是一个长期 血缘 纽带的 家 在发展

业生 维系血缘大家庭的 程中 了 视 文历法 时 节 视 人的

系 人 人的 系 人自身修 探 的 常 惯 长期的生 体验使中 人感悟

到人 自然 人 人 人 自身之间相 依 相 涵容 相 的和谐 系 染

釐和金 釐谐金 釐和谐金在 籍 是通用的概念 均是指 物之间的均

衡 调的 系 状 釐和金 釐谐金 最 追溯到 骨文 金文时 之

的 尚书 到诸子 家 到 世儒道 各家的 中 常被提

中的釐兑金卦显示釐和金是大 大利的象 釐兑 说 中而 外 说

利 是 而 人 金 周 爷兑爷彖 尚书 中染釐 和万

邦金 釐燮和 金的治世理念 了中 对釐和谐金的向 春秋 降

哲人开始 哲学层面研 釐和谐金的 和 值 管仲提 釐和 故能谐金的

念 认 釐察和之道金 力求 调 才能使 业发展 畅通 家昌

明 史 提 了釐和 生物金的著 论断 明确了釐和谐金的 继之 和谐

思想体 于中 统文 的儒 道 各家各派 在人 自然的和谐 人 社会的和

谐 人自身的和谐等方面形 了诸多深刻 解 釐和谐金 渐 中 民 遍的

社会心理 惯和 心 值追求 如著 的中 科 史 家李 瑟所论证 的中

人在整个自然界 求秩序 和谐食并将 视之 一 人类 系的理想 染

釐和谐金并非釐 一金 而是釐和而 金 体 了矛盾 方相 依 相

发展的 系 春秋时期 史 阐述了釐和金的 釐 和 生物

继 他 他谓之和 故能丰长而物 之 裨 乃 矣 金 语爷郑

语 物之间 相 用 调才能 生 的 物 晏婴提 了釐和金的更深刻

他回答齐 于釐和 ？金的 题时 釐汤金和釐音 金 喻

各种调料 鱼 肉一起 在水 才能做 美味的汤 清 大小 长短徐疾

等 的声调 在一起才能凑 美妙的音 就是釐和金 釐和谐金就是

物 方面相 依 相 补充 相 济 而达到整体 的 调统一

孔子继 史 晏婴 釐和而 金思想 用于 物 体 人处世的原

                                                           

1 凡在中 好大会暨中 人民对外 好 会 立早口周 纪念活 的讲 后态逐凡人民 食该口古旧

章口旨章古早进该远凡 
2 凡在纪念孔子 辰该旨早旨周 学术研 会暨 儒学联 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 的讲 后态逐

凡人民 食染该口古旧章口独章该旨进该远凡 
3徐复 凡 汉思想史进第一卷远染后怀逐凡 海 东师 大学 社食该口口古闭 自述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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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 釐君子和而 小人 而 和金 论语爷子路 孔子认 君

子 釐和金的准 去处理 题 调各种矛盾 到好处地处理一 情 达到

和谐状 和谐是矛盾的 殊表 形式 是一种相 相 相依相 的

系 是多 性的统一和对立面的 调 釐一 一 谓之道金 补 相济才

能和谐 釐万物并育而 相害 道并行而 相悖金 中 万物在差 的 础

和谐发展 和谐体 了世界是包 着差 矛盾的多 性统一的 证 在

就是 调 物内部各种因素的相 系 利于 物发展的 衡 调状 达

于釐和谐金的方法在釐中和金 釐中 者 之大 和 者 之达道

中和 地 焉 万物育焉 金 中 利用釐中 之道金 矛盾 方的

和谐 多 统一 染

釐 人和谐金的生 世界 染

法 著 哲学家施韦 在 思西方人对 人 自然 系的 时 表达了对中

思想家追求 人 系和谐一 的 衷敬佩和赞赏 他认 种思想 釐奇迹 深

刻的直觉思维金体 了人类的最高的生 智慧 赞它釐伦理地肯 了世界和人

生金 是釐最丰富和无所 包的哲学金古 染

釐 地氤氲食万物 醇问男女构精食万物 生 金 周 爷系 人类

万物都是 地的 物食人是自然界的一部 食人 地相统一 孔子说 釐 何言 ？

四时行焉 物生焉 金 论语爷 世间万物 釐 金所生 而釐 命金

认识 遵循而 孟子 一 提 人道 道是一 的 人 通 釐思

诚金之道而釐知 金釐 金 荀子认识到釐 行 常金 人 釐明于 人之

金 而釐制 命而用之金 老子认 釐道金是万物的始 时釐道大 大

地大 人 大 金 道德 爷 十五 在 四大中 釐人法地 地法 法

道 道法自然金 道德 爷 十五 宇 间的一 物都要 自然

自然 庄子认 人和 地万物是一个整体 釐 地 并生 而万物 一 金

庄子爷齐物论 人类要 地 达到 人和谐的境界 教的釐 世间金表

明了人 社会和自然的 系 者 系的 调依靠釐依 金的原 是说

人 社会和自然是 割的统一体 人和自然 境相融相 才能获得自身的发展

的张载明确地提 了釐 人 一金的命题 釐儒者 因明 诚 因诚 明 故

人 一 金 蒙爷乾 釐 人 一金 中 统文 的最高 值追求

人是相 相 和谐 生的 人道 道 一 人 地自然是 相沟通 相

调 相 统一的 人 道 道和 釐 大人者食 地 德食

明食 四时 序 而 弗 食 而奉 时 金进 周 爷文言 远染染

釐 人 一金思想体 了人对 宰 命 的被 地 崇拜 包 着人对自然

规律的能 遵循 适 釐 人 一金的 就是将 地 人看 一个和谐的整

体 既染釐 物之性金 釐 人之性金才能使人 自然的 系和谐 釐 诚

能 性 能 性 能 人之性 能 人之性 能 物之性 能 物之性

赞 地之 育 赞 地之 育 地参矣 金 中 人既

要发 能 性来改 和利用自然 要尊 自然 规律 能构建和维持人

自然的和谐 系 建设生 文明 是 科学 术的转 生 和生活方式的转

                                                           

1施韦 凡敬畏生命染后怀逐凡 海 海社会科学 社 古独独该闭古该旨章古该只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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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要的是思想 念的转 中 统文 对釐 人 系金的探 对釐和谐金

的张扬和追求 们树立生 文明理念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钱穆 生总结 一

生对中 统文 的研 得 釐中 文 中 野 人 一量 虽是 屡

讲到 惟到最 始澈悟 一 念 是整个中 统文 思想之 凡染 深信中 文

对世界人类 来求生 之 献 要 在 金古染

釐 人和谐金的思想指引着 的生 文明理念建设 理念是行 的

科学的理念保证行 的 确性 周 中釐革金卦 述 釐 地革而四时 汤

革命 而 人 革之 大矣 金 周 �革�彖 釐 而 人金

就是既 自然 人 人 自然和谐 处 釐 人 一金是人类对釐 人

系金的理想追求 是 束人们的道德规 和行 规 它引 人们用 确的 念

确的方式对 自然和人类 在生 文明建设 程中 思人类工业文明时 的生

方式食梳理人类 自然界 万物之间的内在 值 系时食 视 统和谐思想

生命 向的 人哲学 生 文明建设 对 济发展去 牲生 境的 点 调

济发展 生 保 的 系 使之和谐 生 曰 釐 地相 食故 问知周

万物而道济 食故 旁行而 流食 知命故 忧食安土敦 食故能爱 围

地之 而 食曲 万物而 遗食通 昼夜之道而知金进 系 远 人的认知 德

性和行 釐 地金自然想通 人和谐是 人的 向 系 人要釐畏

金 釐 金 要釐知 金 釐制 金 生 文明理念强调人 自然的和谐 既

要尊 自然 尊 规律 要发 能 性 染

釐人 人和谐金的生 社会 染

人 人 人 社会之间的 系是建立在血缘 系 础 的中 统社会的一个大

题 中 统文 崇尚人 人 人 社会 系的和谐 并形 了一套规 人 人

系的伦理规 体系 染

尚书 开篇 们 述了 社会对和谐社会的追求 釐帝尧曰 勋食染钦明文

思安安食染允恭克 食染 被四表食染格于 克明俊德食 亲九 九 既睦食染

昭明食染 和万邦食黎民于 时雍 金 尚书爷尧 釐尧金到釐九

金 釐染 金食倡扬釐 和万邦金的治世理念 社会是人的生活 体 人 人之

间的和谐 系是社会和谐的 元素 社会和谐食 在人和 在人 系方面食孔子强

调釐和 金 釐泛爱 金食提倡 和 融通 序的社会 系 如音 之釐 音克

谐食无相夺伦金食人人各安 食染君臣 子等 系 到好处 社会便会和谐通达 孔子

提 了釐君子和而 金的处世行 准 釐 者金要做到釐 欲立而立人食 欲

达而达人金 釐 所 欲食勿施于人金 遵 釐忠恕金之道 心静气地 人

尊 他人的人格 利 利益才 形 好的人 系 孟子提 釐 时 如地利食

地利 如人和金食强调人 系和谐统一的 要性食表达了对人 人和谐 系的理想追

求 庄子向 釐 物自然而无容 金的釐 德之世金 统治者釐 物自然金 尊 自

然 按自然法 釐 容 金 釐 治矣金 庄子 提 釐无欲而 足食

无 而万物 金进 庄子爷 地 远 统治者没 贪欲食 就能满足 统治者 任意

妄 食万物就能 育 社会就能和谐 釐礼金是 统社会保证人 人和谐的 要手

段 用就在于规 人 人 人 家庭 人 社会的 系 子说釐礼之用 和

                                                           

1
钱穆凡中 文 对人类 来 的 献后国逐凡染中 文 食古独独古进古远闭独详章独早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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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之道 美 小大 之金 论语爷学而染 染釐礼金 地 人

万物 釐礼 者 和于 时 设于地 鬼神 于人心 理万物者 金 礼

记爷礼器 遵循釐礼金既是遵循人类社会的伦理规 是遵循 地自然之理 染

生 机的 是人 人 系的 机 的利益 体间的利益 求 纷

抢夺 了对资源的掠夺性开发 资源的无 浪 和 境的污 等生 题

翰爷 拉米爷福 认 釐人是自然的一部 对自然的剥夺 就是一部 人对

一部 人的剥夺 染生 恶 是人类社会 系的恶 金古因 建设生 文明要通

建立人 人之间的和谐 系 才能 人 自然的和谐 系 统社会强调 用

釐礼金 釐法金等 束和 调人 人的 系 一个相对的稳 利益系统 一 程

维 了生 的 好 生 文明是对工业文明的 证 认发展 程中的利益

差 和利益追求 因 制 善的社会制 规 利益 体的 系 均衡社会

系的发展 是 键性内容 染

釐知和而和 礼节之 行 金 论语爷学而 远 人追求人 人

和谐 人 社会和谐 一方面靠人的道德自律 一方面依靠伦理规 制 法律

的 束 荀子认识到 釐人 生而 欲金 欲望没 界限 得 到满足就会发生纷

继而就会 所 的圣王就制 了釐礼金来釐 人之欲 人之

求 使欲 于物 物 屈于欲 者相持而长 是礼之所起 金 荀

子爷礼论 釐礼金的目的就是调整社会秩序 调节人的需求 使釐物金 釐欲金

相 调 既满足人对自然物资的需要 自然物资枯竭 建设生 文明 靠 格

的制 来规 人 人之间的利益 系 党的十 届 中全会明确提 快生 文明制

建设 用制 保 生 境 一 指 行最 格的制 最 密

的法治 才能 生 文明建设提供 靠保障 生 文明制 建设要建立人 人 人

社会 人 自然等的和谐 系 在 方面 统和谐思想所蕴 的釐和而 金

釐和 金 釐 中和金 釐礼之用金 釐 时金 釐钓而 射 金

釐民胞物 金等 值 念 们建立 整的生 文明制 体系提供了历史借鉴 染

四 釐人 自身和谐金的生 人生 染

中 统文 既 于西方科学的工 理性食 于西方 教的神 情感食它是

一种 身内求的文 任 在于釐提高心灵的境界金 釐修身 家 均

之发 金 礼记爷 记 通 自身的修 家庭的和谐 社会的和谐

的和谐 因 中 统社会釐自 子 于 人 壹是 修身 金

大学 釐心 金而釐身修金是齐家 治 的 染

中 统的儒道 都 釐修身金 最 要的命题来对 都追求内在的超

达到釐人道 道的贯通金 人生最 要的是釐修身 性金 釐明心 性金 而通

釐修齐治 金 釐 德配 金之道 育釐内圣外王金之人格精神 真 意

的人 或是圣人 去觉知生命的意 体认釐万物 一金 釐 人 一金的境

界 孔子讲他的 历是 釐吾十 五而志于学 十而立 四十而 惑 五十而知

命 十而耳 七十而 心所欲 逾矩 金 论语爷 了儒家注 学

社会 系 社会伦理而达于釐 里人里 金 一的追求 老子认 釐道金是万物的

源 人 遵循釐道金 追 釐道金 釐道生之 德畜之 物形之 势 之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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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莫 尊道而 德 金 道德 爷第五十一 教 釐宇 之心金 釐

心金来转 人的内心 断修行 统和谐思想追求人的内在和谐 是 隘的

自 欲望满足和 而是釐大 金的 善 人修 自 的心性 单要 身体 心

灵 认识 行 的和谐统一 更要 自 社会 人道 道的和谐统一 釐心

而 身修 身修而 家齐 家齐而 治 治而 金 大学 釐

心金意在釐 金 人自身和谐才能 社会 的和谐 肯 了人 社会

人 自然的和谐一体性 肯 了人的 体性和 力 釐 金 釐 家金的整

体性 人的 体性结 起来 保障釐 金 釐人金的和谐统一 才是釐 心金

釐修身金的最 染

生 文明是一种 的生 和发展理念 是人类文明发展的 形 人类的欲

望无 境的蔓延 毫无限 耗自然资源 了生 的破坏 能源的枯竭 境的污

和谐的人生 釐修身之道金提供了很好的生 文明教育理路 中 统和

谐思想 釐 人和谐金 哲学 础和最高追求 在 中强调了釐修身金 釐

地参金染的生 意识 釐 者 山 智者 水金的生 情感体验 釐 物

物 时金的生 行 等 生 文明教育 人 自然的釐和解金 方向 强调

人对自然规律的认识 掌握和尊 对自然保 敬畏之心 按 规律 釐

地 人金 了宇 的和谐 釐 地人 万物之 生之 地 之 人

之 …… 者相 手足 体 一无 金 春秋繁露爷立元神 因

釐 人之性金 釐 物之性金相辅相 生 文明教育既是自然规律 生 知识

的教育 更是生 和谐人格 生 和谐情感和生 和谐行 的教育 釐生

民金 生 文明教育的 目标 染

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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