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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的自由》

前言

和谐，是指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和融洽状态。钱逊在其《谈“和”》一文中说：“重视
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而且，东方文化的共同特点就是，崇尚和谐，
并把和谐作为万物存在的基础和客观的秩序以及人类追求的价值目标。例如《中庸》中说：“和也者
，天下之达道也。”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在价值论上大致也有儒、法、道、墨之分，但他们的分歧主
要表现在对和谐与竞争的关系的看法上。东汉以后，墨学中绝，法家学说成为隐文化，儒家取得了主
导地位；因而，和谐也就成了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价值原则。这一传统文化的价值原则，对于当
代中国人的价值取向仍然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也是应当发扬光大的民族精神。毛泽东曾经提出：“我
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
、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不仅是用现代术语和概念对和谐的一种解释和表达，而且是对
和谐原则的充实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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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的自由》

内容概要

《和谐的自由:读史札记》立足于（自由）和（和谐）两大主题，通过对中国古圣先贤对于个人和社会
地关系的思考，从人性、天道、自然、天下观、夷夏观等问题入手。深入浅出地阐释了中国人的和谐
自由观。
又游刃于中西方文化而有余，气象宏大，志深笔长，让人在深入浅出中领悟到天地人的大智慧和大情
怀，如果以线条或图案来表示华夏族的思维方式和形态，新石器时代器物上螺族或波浪之类的曲线以
及云雷或夔龙之类的纹饿似乎较能反映中国对立而统一的思维特点。吾国吾人正是通过变与常的并立
并存，交叠推演，历史不断推进，朝向无穷发展，无有终点，这就是所谓的（生生不息）、（未济）
、（不废江河万古流）的意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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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的自由》

书籍目录

自序——和谐是自由的象征01　个体自由与社会秩序02　本心、自反与里仁为美03　 孔子的仁04　儒
家自由的本质05　人为什么会有不仁的行为06　人的理性作用07　怀疑、心斋与逍遥自适08　庄子思
想的系络09　道家对儒家思想的批判10　庄子的“心斋” 11 中国思想中的人性论12　对“性”之规定
及所采用之说统13　即心说性 14　即生说性 15　即人为心、身相结台之存在而说性16　即此原始之结
合必有所不足而说性17　自然生命之美以说性18　诸种道德之行以说性19　人的自觉——人文思想的
兴起20　神力无边：原始宗教的发展21　天命不易：人文思想的萌芽22　民为神主：人文思想的勃
兴23　人神对抗：神话中的人文精神24　知生事人：人文思想的精萃25　天人之际——传统思想中的
宇宙意识26　董仲舒“天人相应”的哲学体系27　司马迁对“天人相应”的怀疑28　荀子对“天”的
解释29　天有意志与天是自然两种对立思想的辩争30　老于“道”的精神境界31　庄子的自由思想32
　道德实践的终极根基33　从役物到顺化——自然思想的分析34　王弼的魏晋自然思想35　郭象的思
想36　张湛的思想37　阮籍与嵇康所说的“自然”38　《无能子》的无为思想39　中国自然思想的派
别40　天下一家——中国人的天下观41　四方与中国42　中国、天下与五服43　文化的夷夏观44　一
个方位、层次和文化交织的框框45　现实与理想——夷夏之防与天下一家46　追求完美的梦——儒家
政治思想的乌托邦性格47　天道变易·世运终始——历史思想中的发展观念48　顺势而变49　因革损
益50　黄金时代51　五德三统52　三世进化53　人与历史54　无限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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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的自由》

章节摘录

就日常生活上的具体处境来看，“自由”之所以成为思考上的问题，是起始于人的不自由意识，也就
是说他的行为与认知有所束缚，有所桎梏；或者，当他个人的意愿与能力和客观环境的现实条件产生
隔阂和阻碍时，不自由的意识便从而产生。这时候，人们会问：在这个处境下，如果我是不自由的，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我可以实现我的意愿呢，这就牵涉到个人主观意愿与客观现实的问题。或者，
也会思考：这束缚、桎梏的因素若纯粹出自于我个人，我必然对自己与外在事物有所误解，有所妄想
，换言之，我必定有一个被存在的迷惘所扭曲的自我，所以才不得自由，如果我能从迷雾、妄想中解
放，或者否定这个已扭曲的自我，而使真我凸现，我就能够自由，这就牵涉到个人主观认识的问题。
因此，由个人具体处境所产生的不自由意识促使人思辨自由、寻思“什么是自由“时，自由与不自由
就不再是当下即现的行为，而是一种观念、一种认识的对象。但，作为“思考之我”的一个认识对象
时，自由并不是如桌子、椅子等坚实的外在存有物一样，可以确实地透过我们的感官觉识去认识它；
同时，它也不像数学或几何的定理一样，可让我们引用逻辑的演绎形式去证明它的正确性或有效性。
“自由”对“思考之我”而言，既然不是一种经验上或逻辑演绎上的项目，那么，自由是为何物？我
们又是如何去寻究它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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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的自由》

编辑推荐

《和谐的自由:读史札记》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中庸》说：“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马克思
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未来就是“真正的人的自由的“的社会，而我们现在正在走的社会主义，正是
“对个人全面发展的限制的不断消灭”的过程。作为中西两种文化最基本的价值目标或理想，双方都
不约而同地把焦点集中在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而中国，历来就不乏对这个问题的痛苦而深刻的思
考，一代代的哲人和先民，成就了我们华夏族特有的思维方式和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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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的自由》

精彩短评

1、读的感觉不错，但是后来想自由能和谐么？值得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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