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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渊源

卢 诚

�茂名学院社会科学系
，

广东 茂名 ���仪幻�

主谏 �马克思
“
和请社会

”
的理论 的 �

劳动份额即工人在总产品中所占份额的价值增长了
，

而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渊源
，

是多元论
，

不是一 资本则通过总利润的增长得到了补偿
。

古典经济学家一再

元论
。

但其主要的理论渊源是马克思
“

和谐社会
”

的理论
。

谈论的以及李嘉图以科学的无情态度着重强调的那些令人

马克思在《关于伊壁鸿普哲学的笔记》中就谈到
“

和谐
”

不快的对立
、

对抗
，

这样一来就被冲淡了
，

变成了无优无虑的

的问题
。

他说
�“

与自身不一致不和谐的精神�更不�会尝到 和谐
” 。
川�洲�这里

，

马克思看来
，

建设和谐社会的途径是要正

什么真正的和心安理得的快乐
。 ”

在 ����年的�共产党宜言� 视社会现实中的矛盾和问题
，

反思资本主义社会不和谐的根

中
，

马克思更明确地提出
，

提倡社会和谐是关于未来社会的 源
，

并在实践中加以革命�社会发展中的不和谐
，

不能通过掩

积极主张
。

在《资本论》中
，

马克思就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 盖的方式
，

而只能通过人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来解决不和谐的

内在矛盾进行了种种揭露
，

对资本主义文明表面和谐之下的 问题
，

才能构建和谐社会
。

���马克思指出和谐社会
，

不仅是

冲突
、

异化
、

物化本质进行了揭示
，

并且科学阐明了从资本主 一个理论问题
，

更是一个实践的问题
。

构建和谐社会要以现

义文明异化
、

社会物化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的必然历史 实条件为基础
，

而不能单纯从主观愿望出发
。

社会发展是个

趋势
。

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
，

直接缘起于对当时社会 自然历史过程
，“

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
，

发展过程中重大不和谐的批判与反思
。

可见构建社会主义 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
，

任务本身
，

只有在解决它的

和谐社会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
，

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 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
，

才会产

项基本原则
。

生，’�

马克思
“

和谐社会
”

的理论
，

具有丰富的内涵
�
���马克思 综上所述

，

我们可以看到
，

马克思的
“

和谐社会
”

理论
，

不

关于
“

和谐社会
”

的理论
，

首先表现为对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论 仅贯穿着具体的
、

历史的
、

多样的和谐
，

而且渗透着全面的
、

界定
。

在马克思的视野中
，

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更高级的
，

实践的
、

自觉的人化和谐
。

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
“

和谐社

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
。

资 会
”

理论的主线
，

而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
，

人

本主义灭亡后
，“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资本主义旧 与人的和谐是科学发展观的实质
，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

社会的
，

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
，

在那里
，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 是实践科学发展观
。

因此
，

马克思的
“

和谐社会
”

理论就成为

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 。

����肋�。 显然
，

马克思关于
“

人的 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理论渊源
，

或者说

全面而自由发展
”

的理论意蕴中
，

将对人类社会发展由终极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是向马克思主义和谐社会思想的

关怀定位于
“

每个人
”

与
“

一切人
”

的和谐关系
。

���马克思认 回归与当代发展
。

为
“

和谐社会
”

不是绝对抽象的社会平等
，

也不是没有矛盾和 次颐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
和谐

�

的思想

问题
。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

马克思对所谓的
“

真正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粉不可侧断

主义
”

从抽象和谐概念出发建构社会和谐进行了深刻批判
。

的渊源关系
。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
，“

和谐
”

是一种不�的精

他说
�“

有机社会的基础是普遍的平等
，

它通过个人和普遍之 神
。

在甲骨文和金文中都有
“

和
”

字
。

‘

在中国古代典箱中
，

间的对立发展为自由的和谐
，

发展为单个幸福和普遍幸福的
“

和
”

被应用到天
、

地
、

人之间
，

无所不在
。

而
“

和借兮
，

州是人

统一
，

发展为社会的
，

���公共的����和谐
，

发展为普遍和谐 自身
、

人与人
、

人与自然之间的全面和谐
。

所谓全面和谐
，

就

的镜像
” 。

����阴�在《����一����经济学手稿》中
，

马克思对淇 是
“

和生
” 、“

和立
” 、 “

和达
” 、 “

和正
” 。

为了实现全面和谐
，

先

视矛盾
、

掩盖问题的抽象
“

和谐论
”

进行了批判
。

他说
�“

最近 哲们从哲学的
“

和
”

范畴与
“

道
”

范畴中
，

推演出一系列的人伦

的经济学家中的和谐论者
，

其中以美国人凯里为首
，

……他 纲常
，

教化于人
。

具体说
“

和谐
”

有四个向度
，

即人和
、

家和
、

们承认利润率有随着生产资本增长而下降的趋势这一事实
。

国和
、

天地人和
。

但是
，

这一点他们是直截了当用下面这样一种情况来解释 �以际和谐—
“

和以处众
” 。

中国历来十分重视人与

�作者简介�卢诚����一 �
，

男
，

江西修水人
，

茂名学陇社会科学系教授
，

主要从事马充忍主义班论的教学与研究
。



人之间的关系
， “

和以处众
” 、 “

天时不如地利
，

地利不如人

和
” 、“

和气生财
” 、 “

和衷共济
” 、 “

心平气和
”

等古训讲的都是

人和
。

先哲们把追求和谐作为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和社会

稳定的基本要素
，

而这种人际和谐又是以道德伦理秩序的维

持为其内涵的
。

擂家所强调的
“

仁
” ，

既是人的精神自我完普

的道德规范
，

又是人际交往的行为准则
。

道家的无为
，

既是

人对自然的哲学思考
，

又是一种随遇而安
、

自然相处的人与

人交际的基本法则
。

法家则以冷峻的分析
，

深人到人际关系

中最粗俗
、

最基本的物质需求关系层次
，

揭示人与人之间的

利害关系
。

中国先哲对人际关系的重视
，

侧重于主体伦理道

德的自觉
，

强调个人的社会贵任和义务
，

君仁
、

父慈
、

子孝
、

兄

友
、

弟恭等等都是从自我出发而以义务观念为核心的
，

认为

只耍做到由己及人
，

己所不欲
、

勿施于人
，

整个社会就会逐渐

达到治境
。

���家庭和谐—
“

家和万事兴
” 。

家和
，

即家庭和睦协

调
。

在孺家看来
，

和谐社会应当是由家庭发端
，

由家庭和谐

推广为社会和谐
。

维护家庭和谐
，

儒家思想中有两条最重

要
。

一条是纵轴
，

即
“

孝
” ，

孝是对祖先的尊敬 �另一条横轴
，

即
“

弟
”

�佛�
，

弟是指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
。

至于夫妻之间要

遵循夫为纲
，

保护
“

琴瑟和谐
” 。

这样
，

纵横两轴相辅相成
，

形

成一个
“

家庭的十字
” ，

十字的核心就是一个
“

和
” 。

���国家和谐—
“

协和万邦
” 。

孺家认为
，

家国一理
，

家

庭是社会的细胞
，

家庭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

社会和谐为

家庭和谐莫定基本的环境条件
。

每一个家庭都胶成一个牢

固的纵横十字
，

千万个家庭便可以变成一个社会的大网
，

而

提纲攀领的便是国家
。

为了达到
“

国和
” ，

孔子认为应做到以

下四点 �一是全社会倡行忠恕之道
，

在政治生活中体现一个
“

忠
”

字
，

忠于国家
，

尽职尽贵
。

二是倡行中庸之道
，

在人与人

之间关系上推崇一个
“

和
”

字
，

倡导
“

和为贵
” 。

三是任人唯

贤
。

四是加强教育
，

有教无类
，

形成一个和谐的社会
。

此外
，

“

国和
”

还表现在国家之间和睦相处
。

在处理国家之间关系

上
，

擂家的最高理想是
“

协和万邦
” ，

重要的方式是
“

礼尚往

来
” 。

针对
“

万邦
”

各自的特点
，

采取
“

和而不同
” ， “

求同存

异
” 。

即承认国家之间差别的存在
，

承认其他文明的存在
，

不

强求世界千篇一律
，

倡导各个国家和各种文明共生共栖
，

和

平共处
。

���天人和谐—
“

天人合一
” 。

注重天人关系是中国传

统文化的显著特征之一
。

历代思想家无不把
“

究天人之际
”

作为他们学说的最高目标和基本内容
，

无论是商周之际的
“
以德配天

” ，

孟子的
“

性天同德
” ，

蓝仲舒的
“

天人感应
” ，

还是

荀子的
“

侧天命而用之
” 、

王夫之的
“

尽人道以合天德
” ，

都在

不同程度上论述了天与人之间的关系
，

折射出古代思想家对

夭人问题的莫大关注
。

可以说天人问题贯穿了中国哲学的

整个过程
。

综观而论
，

无非有
“

天人合一
”

与
“

天人相分
”

两大

主张
，

而两者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视
，

对道德理性与自

然秩序和谐统一的强调
，

则共同反映了华及古代天人关系的

实质内容
，

即天然关系的和谐统一
。

边派 �西方文化中的
“
和谐

”
观念

��

社会和谐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
，

在西方文化中和谐观

念也有深厚的思想根基
。

这也为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提供了文化的积淀和思想渊源
。

早在公元前 �世纪
，

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就提出了

和谐学说
，

他认为和谐包含着对立统一的关系
。

赫拉克利特

进一步批判发展了毕达哥拉斯的和谐学说
，

阐释了
“

对立和

谐
’

的思想
。

其后
，

苏格拉底有意识地将和谐概念引向社会
，

初步开拓了
“

社会和谐
”

的理论
。

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

代
，

和谐的概念进一步演变为思想家的制度设计和政治实

践
。

在《理想国》中
，

我们就已经看到柏拉图的整个国家将得

到非常和谐的发展
，

各个阶级将得到自然斌予他们的那一份

幸福的和谐状态的描述
。

亚里士多德则认为
，

一个国家的政

权应由中产阶级来掌握
，

这样能够很好地协调贫富两个阶层

的利益
，

避免矛盾和冲突
，

从而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

到 ��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未来社会构建模式中
，

和

谐社会成为了一个共同的价值追求
。

傅立叶把他的理想社

会制度叫做
“

和谐制度
” ，

欧文把他在美国的共产主义实验称

作
“

新和谐公社
” ，

魏特林写下了著作《和谐与自由的保证》
。

魏特林在诊释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和谐制度时
，

他认为
，

理

想的制度是
“

全体的和谐
，

以及在全体的和谐中的每一个人

的最大的自由
”����附�但是

，

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和谐思想
，

都

是根据伦理道德和理性原则设计出来的
，

脱离了现实的经济

基础
，

所以
，

越是设计得周详越成为空中楼阁
，

尽管有的也付

诸实验
，

也是以失败告终
。

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

并没有脱离

人类文明的发展大道
，

对于人类思想史中的和谐社会思想
，

特别是对空想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思想
，

马克思恩格斯都采

取了科学的态度加以极取
。

如马克思在设计的理想社会称

为
“

自由人联合体
”

—共产主义社会
，

处处都闪扭粉和谐社

会的思想
。

从上论述
，

可以推论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和谐杜

会的继承和发展者
，

在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
，

既体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党和人民对杜会

和谐的迫切追求
，

又体现了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
。

在构建和

谐社会的过程中
，

我们必须在取其精华
、

去其箱粕的愈义上

吸取西方文化
、

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中和谐社会的思想营养
，

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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