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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视域下孔孟仁爱思想与当代人精神家园的找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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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仁爱”是儒家思想文化基础和精髓，经孔子的总结与奠基、孟子的继承与发展逐步理 

论化、系统化。人类追求发展、建构物质家园的过程也是追寻精神家园的过程。当代人的精神家 

园面临分裂失衡的挑战：人生终极价值和信仰的丧失、人际关系中的心理失衡、自我价值衡量标 

准的扭曲。挖掘和丰富孔孟的仁爱思想对建构 “和谐家园”有着重要的现实价值：有利于 “安心 

立命之所”的构筑，有利于 “自我和谐”的培植，有利于 “人际和谐”、“人物和谐”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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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的社会意识形式，是系 

统地、自觉地反映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思想 

体系。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意识形态大厦的 

根基，对当时的社会和谐稳定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 

用，也构筑了无数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仁爱”是孔 

孟及儒家思想文化基础和精髓，影响了中国历史几 

千年文化的走向。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和市场化过 

程中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人们精神家园的分裂和失 

衡，如何帮助更多的人们找寻到属于自己的精神家 

园，是意识形态建设中面临的突出问题。我们对孔 

孟仁爱思想的扬弃继承和大力弘扬，是传统文化的 

现代创生，也是建构当代人精神家园不可或缺的人 

文资源。 

一

、 “仁之心”与 “爱之举”：孑L孟仁爱思想的 

理论阐释 

(一)总结与奠基：孔子的仁爱思想 

“仁”在孔子之前的诸多典籍中就有零散的、 

不系统的论述，孔子对仁作了理论的概括和升华，形 

成了儒家思想的核心与精髓。孔子的仁学具有爱人、 

敬、宽、信、敏、惠等诸多内涵，但仁爱思想则是 

孔子仁学之最基本含义。“樊迟问仁，子日：“爱人” 

( 论语 ·颜渊》)、“仁者莫大于爱人”( 论语 ·雍 

也 )、“君子学道则爱人”“恭，宽，信，敏，惠一⋯· 

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 论语 ·阳货篇 o由 

于孔子提倡 “仁礼并重”，所以他强调的 “爱”是有 

等级贵贱、亲疏远近的差别之爱，但他也强调 “博 

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 ·雍也 )、“修己以安人” 

( 论语 ·宪问)))、“节用而爱人”( 论语 ·学而 )、 

“宽则得众”( 论语 -尧日 )，可以说时代的局限 

性并没有掩盖孔子爱 “人”的广泛性中蕴含的人本 

主义和人道主义光辉。 

孔子注重仁爱思想的理论建构，他的仁爱思想 

立足于修身—— “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完善 

主体的 “仁爱之心”；“爱人之举”集中体现在血缘 

亲情之中—— “亲亲”、“爱亲”，推衍到亲情之外一 
一 “爱人”、“泛爱众”( 论语 ·学而 )。他用 “克 

己修身”的君子人格、血亲之内的 “家族之爱”、血 

亲之外推衍出的“天下大爱”，共同构筑了 “身、家、 

国和天下”多维一体的价值系统，揭示了人生的意 

义与价值、奠定了家国一体的德性主义理想的追求 

传统。 

孔子仁爱思想的践行主要通过 “忠恕之道”实 

现的。“诚心以为人谋谓之忠”(((论语正义 ·学而 )， 

也就是说 “忠”要诚心诚意主动地与人为善、爱人 

以德。“推己心以及人，要如己心之所欲者，便是恕” 

(陈淳 北溪字义 )，也就是说 “恕”要推己及人、 

“以己之心度人之心，以及量人，设身处地” 。 

“己欲立立人，己欲达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是孔子 “忠恕之道”的高度概括，并作为内在 

精神原则指引和规束着无数人们进行着爱的秉怀与 

布施。 

孔子在仁爱思想系统的奠基之初，便提出 “克 

己修身”是为了更好地去爱他人、爱天下，爱人也 

是为了更好地完善自己的人格从而达到仁爱的完美 

境界，二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经过后继儒士的 

丰富完善，“修身爱人”的思想体系既为人们提供了 

“人伦 日用”的现实此岸效用，又具有了 “安身立 

命”的终极彼岸价值，进而共同构筑了传统社会无 

数人们的精神家园。 

(二)继承与发展：孟子的仁爱思想 

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 “仁爱”思想，在肯 

定 “仁者爱人”的基础上，对仁爱的合理性进行了 

论证和哲学层面上的阐释。也就是说，在承认 “人 

应该仁爱”的前提下，对 “人为什么能够仁爱、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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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实施的现实可能性”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仁，人 

心也”( 孟子 ·告子上 )，与孔子相比，孟子更 “重 

内轻外”、 专注 “心性”，倾力探求存心养性之道。 

孟子的仁爱思想是把 善论”作为逻辑起点的，“仁 

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弗思耳矣”( 孟 

子 ·告子上》)，人先天具有道德善性，它蕴藏在人 

的 “四心”中 (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 

是非之心)。“恻隐之心，仁之端也”( 孟子 ·公孙 

丑上 )，孟子把 “仁爱”之心归于人之天性，为人 

们 自觉践行 “仁爱”提供了合理的人性基础。 

孟子的仁爱思想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 

“情感修身”，另一部分是“践行爱人”。“情感修身” 

就是对自己进行道德情感的自我修养、磨练和完善， 

使之具有践行仁爱的情感基础和能力；“践行爱人” 

就是在实践中用什么样的方式和途径真正把仁爱施 

于他人，普爱天下。 

在修身上，孟子首先注重开发和培植人的自然 

情感—— “恻隐之心”，也就是人作为类存在对他人 

不幸和痛苦所具有的悲悯、体恤、不忍、怜爱情感。 

“恻隐之心”的存在是 “仁爱”产生的本原和根据， 

人们要善于守护和充分扩展并笃实践行这种爱的情 

感，这才能使仁爱的实现成为可能。经由孟子的阐 

释，“恻隐之心”不仅成为 “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能 

情感的表达，而且成为人存在的精神需要和价值确 

证之一。在培养 “恻隐之心”基础上，孟子进一步 

提 出修身的高层次要求一一 “与人为善的爱人情 

怀”，“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 孟子 -公孙丑上》)， 

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有道德的人除了同情怜悯别人的 

不幸外，也要有伸手援助的爱的情怀，这是道德情 

感表达和人性提升所不可缺少的情感积淀。如果把 

心怀 “恻隐之心”归于人的情感本能的话，“与人为 

善的爱人情怀”则是出于人们理性的思考和道德的 

自觉。此外，孟子也把 “修、齐、治、平”作为人 

生价值的理想追求。由于把人生目标出发点建构在 

仁爱基础上，所以终极的 “平天下”在某种程度上 

可以说就是 “爱天下”，即 “爱亲人、爱他人、爱天 

下”大同理想的实现。为了实现仁爱的人生远大理 

想，孟子又提出了应具备 “浩然之气”的 “大丈夫” 

品质，“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孟子 ·尽心上 )， 

“养吾浩然之气”(((孟子 ·公孙丑上 )，“富贵不能 

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谓之大丈夫”( 孟 

子 ·滕文公下 )。这些人格修养和优秀品质是仁爱 

终极理想得以实现的必备条件和有效保证。 

在仁爱的践行上，要求把同情、不忍、怜爱等 

情感积淀施于他人，把主体的仁爱精神外化和对象 

化。孟子把仁爱的推行寄于三大环节—— “爱亲”、 

“爱人”、“爱物”，“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孟 

子 ·尽心上 )，“亲亲”是仁爱的基础和出发点，由 

于父母与子女间的生育、抚养与敬顺、赡养关系， 

兄弟姐妹问的一母同胞、朝夕共处的关系等，血缘 

纽带和血亲认同使 “爱亲”成为人的自然本能之一， 

也是培植仁爱情感的摇篮；“爱人”是仁爱的中心和 

主体，是仁爱情感在纷繁社会关系中对 “血缘围 

栏”的突破。孟子的仁爱思想并没有停留于 “亲亲” 

的起点上，而是超越了血亲向外推衍开来。“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 ·梁惠王 

上 )，继承了孔子 “推己及人”的思想，孟子的仁 

爱思想中具有了更浓厚的 “推衍意识”；“爱物”是 

仁爱的升华与超越，它标志着人的仁爱之心进入了 
一 个更高的层次和境界。“君子之于禽兽，见其生， 

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 

厨也”( 孟子 ·梁惠王上 )、“鸡豚狗彘之畜，无失 

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孟子 ·梁惠王上)))，人 

们的同情、怜爱之情不仅要爱亲人、爱人类，也应 

该尊重、保护、怜爱禽兽草木等与人的生存和发展 

息息相关之物。仁爱思想在物上的推衍不仅表明人 

们对 自然规律愈加领悟和尊重，而且表明人的主体 

性与道德自觉性的进一步增强和提高。 

孟子正是在仁爱基本精神基础上 “爱亲”、“爱 

人”、“爱物”，通过 “推己及人”、“推人及物”实现 

了三个环节的依次递进和相辅相成，进而也奠定了 

传统人性认同的 “向内反求”的基调和天人合一的 

德性提升模式。可以说孟子是在仁爱思想基础上和 

仁爱大同理想的引导之下建构 了其一系列伟大思 

想，也初步建构了中国传统伦理精神的雏形，影响 

了其后几千年中国文化传统的走向以及国民性格的 

形成。 

二、“分裂”与“失衡”：当代人精神家园的“失 

和”现象 

(一)人类精神家园的追寻 

人类通过对客观环境的改造和 自身生存状况的 

改善，逐步构建了人类的 “物质家园”，与之相对， 

人类追求 “真善美”以满足 自身精神需要、改善精 

神存在状况的过程就是人类建构精神家园的过程。 

灵魂上的终极皈依、精神上的抚慰与庇护、快乐欲 

望适度满足后的愉悦、生存价值实现后的幸福感等 

都是人们建构精神家园必不可少的 “木料瓦石”。 

从人的个体层面看，人的精神完满实现主要有 

三个构筑来源：一是虚幻中 “神灵”给予的——终 

极信仰的精神皈依，它来源于人们对超 自然、超现 

实力量的向往和崇拜。二是交往中他人给予的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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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关系中的快乐、幸福感受，它来 自于人际关系 

的和谐与亲情、友情、爱情等情感世界的完满。三 

是反思中自己给予的——道德情感的体悟和道德价 

值的实现。通过 “内省慎独”对 自己的德性善举给 

与肯定、赞扬，并由此产生对 自我价值的认同与愉 

悦的心理反应。三个来源充实与否决定着一个人精 

神世界的完满与否，无数个体的精神追寻便决定了 

整个人类精神家园的和谐与否。 

工业革命以来，现代化过程中经济的飞速发展 

和人们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同时，也导致了传统道 

德和正统文化被解构、人们精神家园迷失的消极后 

果。鲍曼在 《后现代伦理学》提到 “我们的时代是 
一

个强烈地感受到了道德模糊性的时代，这个时代 

提供了以前从未享受过的、选择的自由，同时也把 

我们抛入了一种以前从未令人烦恼的不确定状态” 
[2]p24

。 西方各国后现代文化的兴起和诸多现状昭示了 

“现代性”带来的精神阵痛，这种阵痛也开始困扰 

现代社会中无数人的心灵。 

(二)现代性分裂失衡的典型表征 

在描述精神家园分裂与失衡现象之前，我们需 

要明确两个前提：第一，精神家园的分裂失衡现象 

不具有普遍性，不是当前人们精神状况的主流。第 

二，精神家园的分裂失衡现象虽然是一部分人的心 

理状态，但其现实和潜在危害是十分严重的。传统 

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也是人们观念思想的转 

型时期，传统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逐渐失去了对 

社会成员的影响力和约束力，而新的、“现代性”的 

价值观念和体系尚未得到共识和形成，从而使一些 

人产生了存在意义的危机，精神世界也出现了一些 

价值和道德的 “真空”。 

从人生终极价值和信仰的视角看：终极追求是 

人对现实和人本能性的超越，是人活着的价值和意 

义的终极追问。近现代以来，科学主义的兴起和对 

人性自由的急迫向往使 “上帝死了”，宗教作为很多 

人精神皈依的家园渐渐被放逐；政治运动的挫折和 

自我价值意识的觉醒，使政治信仰成为 “乌托邦” 

而渐渐被冷落；个性的自由解放和民主主义的疯狂 

呐喊，使道德的崇高被消解而不再被信奉和遵从。 

摆脱了种种 “束缚”的人们赋予金钱、权力、美色 

以至高无上的价值，放纵地享受着 “自由”。生物欲 

望满足后的快感、物质财富获得后的荣耀感、利益 

博弈得胜后的成就感，成为其价值实现的精神寄托。 

宗教信仰的丧失意味着人终极天国的失落，政治信 

仰的失去意味着崇高奋斗理想的消逝，道德信仰的 

虚无意味着人欲望堕落的狂欢。因为缺乏了信仰和 

终极价值的思索，人在 自己的精神世界最终不能证 

明自己，只有通过外部刺激 (金钱、权力、生理欲 

望)才能使自身意义和价值得以被自己意识到，所 

以为了保持自己的价值实现就必须不断地寻求外部 

刺激，主体存在的主动性渐渐丧失，而异化为膨胀 

欲望和外在客体的奴仆。“神性”的消逝，德性的丧 

失，“兽性”的本能放纵，诱发了人们精神家园的全 

面失落。 

从现实人际关系的视角看：市场经济讲究竞争，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生物学的弱肉强食原则被 

很多人片面夸大成 “人对人之间就像狼一样”、“他 

人即地狱”。面对彼此之间频繁的利益博弈，很多人 

在交往言行中战战兢兢，谨慎设防，更有甚者为了 

获利不惜违背良知、损人利己。人与人之间经常互 

相猜忌怨恨，彼此间缺少了最基本的真诚、信任和 

同情，多了几分冷漠与残忍。亲情、友情、爱情是 
一

个人精神上的避风港和快乐的源泉，也是一个人 

精神家园的三根 “擎梁之柱”，然而这些温馨港湾却 

被金钱物欲、功名利禄冲击得伤痕累累，很多人甚 

至发出疾呼：“这个社会真情到底还有多少?”高水 

平的物质条件被享受之后，并没有给人带来所期望 

的精神上的充裕与幸福，反而感到了更大的压力、 

空虚、甚至是痛苦。 

从自我价值衡量标准的视角看：市场经济追求 

效益原则，“金钱至上”自然成为了很多人的不懈追 

求，这也逐步导致了人们价值衡量和评价标准的改 

变。在以往的自我价值评价时，人们往往注重 “尽 

心知性”培养 自己的道德情感，“修身养德”追求心 

灵的安宁无纷扰，其尊严感、荣誉感、成就感、愉 

悦感的实现被赋予了浓厚的道德内涵。但当前很多 

人的价值衡量标准被逐步扭曲，往往单一倾向于“钱 

挣多少、官有多大、房有多豪华、车有多高级”等 

直观物化的尺度评价，由于道德带给人的愉悦感受 

性大大降低，道德水平和境界的衡量标准被逐步淡 

化或剥离于人的价值评判系统。价值衡量标准的被 

扭曲带来两种后果：由于直观物质利益的价值地位 

的至高确立，一部分人成为被动的 “道德失落者”， 

即为了经济利益和 “自我价值”而表现出心口不一、 

言行不一、昧心行事，往往是行为过后承受着 良心 

的拷问与谴责。他们不敢或不愿面对 自己良知的审 

视，如愿以偿的快乐表面往往掩饰着一颗不快乐的 

心；另一部分人则成为了主动的“道德自我流放者”， 

即为了金钱财富、功名利禄不惜悖德损人，甘愿让 

自己的精神家园堕落沉沦一一摒弃道德观念、拒绝 

道德评价和反思。但由于人的存在毕竟不是单一动 

物性的简单满足，也具有人性完善的高级精神需要 
～ 一 心灵需要呵护，精神需要寄托。抛弃了道德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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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的精神家园是空旷和摇摇欲坠的，食欲、性欲、 

权欲等直观地被满足之后仍会感到莫名的空虚，只 

有重新把 自己暂时性地推入物欲横流中才能找到 自 

我、确证 自己活着的价值，实质上这是人精神家园 

丧失的最直接表现。 

综上所述，虽然这些精神上分裂失衡现象不是 

普遍的，但其客观上大量的存在已成为一个不争的 

事实。为了弥合和消除这种 “精神裂痕”，除了现实 

的体制完善等努力之外，应注重到博大精深的传统 

文化中去寻找妙药 良方。 

三、“弥合”与 “重塑”：孔孟仁爱思想对建构 

“和谐家园”的现实价值 

当代人精神家园的分裂与失衡实质上可以归因 

于 “爱的殒落”，因为爱的终极追求的丧失和爱的情 

感的淡薄，纵容了欲望的放纵、消解了社会的道德 

规范、破坏了个体心理世界的平衡与人际关系的和 

谐，所以要弥合人们精神家园的 “裂痕”必须从 “呼 

唤爱的回归”入手，重塑当代人的精神家园。挖掘 

和丰富孔孟仁爱思想便是当代人建构家园不可或缺 

的人文资源： 

(一)仁爱与 “安心立命之所”的构筑 

西方文化中终极价值问题往往归结于宗教信 

仰，而中国文化中的终极关心问题，是如何成德、 

如何成就人品的问题，无论贫富贵贱都是如此。这 

个成德的依据就是中国文化之动原，也可以说，中 

国文化中终极价值问题往往归结于道德信仰。 

在孔孟 “成德成圣”思想体系中，以 “仁爱” 

为基础和纽带设立了一个 “正心、诚意、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的错落有致而严密的精神系统。 

无论孔子的 “仁者莫大于爱人”、“修己安人”、“泛 

爱众”，还是孟子的 “仁者爱人”、“亲亲、仁民、爱 

物”都是对人的生命价值意义的追寻与内在超越， 

而不在于追求外物。孔孟仁爱思想把个人价值的实 

现与社会价值实现完美地结合起来，个人 “成德或 

成圣”的修为是出发点，造福社会 “爱天下”是终 

极。“修身、齐家、平天下”可以转化成 “爱己、爱 

亲、爱天下”，三者之中，任何一个都可以是奋斗目 

标的终点，也可以是迈向下一 目标的起点，无论走 

到哪一步回首反思都可以心有所得、心有所安：“修 

身爱己”则问心无愧，“齐家爱亲”则心安理得，“博 

爱天下”则心满意足。孔孟的仁爱思想正是通过主 

体道德修养的内在超越，比较完美地解决了人生终 

极托付的问题。 

众多当代人面对 “天国的失落”和 “物化的大 

潮”而陷入了人类 自身的矛盾和危机之中，精神上 

的无家可归使其陷入极度的迷茫和痛苦之中。从文 

化传统和国民性的现实看，立足于现实而又超现实 

的孔孟仁爱思想，作为 “爱的信仰”对目前中国人 

信仰建构是最现实和最有效的。“居天下之广居，立 

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孟子 ·滕文公下》)， 

心怀爱心、推及爱人、普爱天下，最终建构起属于 

自己的 “安心立命之所”。 

(二)仁爱与 “自我和谐”的培植 

关于 “和谐”，《左传 ·襄公十一年》中载：“八 

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此处的 

“和”与 “谐”是指协调和关系融洽的状态，这也 

蕴含了我们常说的 “和谐”之主要含义：“和谐”是 

指在一个系统之中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相互作用、 

相得益彰使彼此关系协调，进而使整个系统运行达 

到相对稳定和平衡的良性状态。“人际和谐”、“人物 

和谐”是在人类社会大系统中，处理人类彼此关系、 

人类与非人类关系的一种理想状态。但其实现，本 

质上却可具体归结于各个人类个体 “自我和谐”的 

实现，个体的精神世界内部的相对稳定和良性平衡 

便是“自我和谐”。大众消费时代和物化思潮的到来， 

使当代人的 “自我和谐”面临了两个主要挑战一一 

“欲望失控”和 “心理失衡”。对孔孟仁爱思想弘扬 

完善，正有利于弥合 “自我和谐”中的两道 “裂痕”。 

市场经济 “优胜劣汰”的竞争和利益导向使人 

们的心理平衡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仁，人之安 

宅也”(《孟子 ·离娄上 )，“仁爱”情怀对人格完善 

和平衡心态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爱的基础上催发 

的 “浩然之气”，使人 “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 

具有 良心上安全感；对 自己 “仁爱之心”的体会和 

肯定是对 自我的精神鼓励和价值认同。同时讲仁爱 

的人往往是宽容的，面对失意、暂时的不公和冲突 

往往能坦然处之；讲仁爱的人往往又是理智的，能 

较好地调节好生活和工作中压力，很少一味攀比、 

牢骚满腹。所以这样的人能够经常保持心情舒畅和 

身体健康，心理平衡中是自我的和谐。 

迷茫、彷徨、躁动的当代人所缺少和需要培植 

的正是这种 “仁爱的情怀”，因为这是实现 自我和 

谐的最主要途径，也是实现 “人际和谐”、“人物和 

谐”的必要基础和前提。 

(三)仁爱与 “人际和谐”、“人物和谐”的实现 

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冲 

突加剧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在此不再赘述。重在审 

视探讨孔孟仁爱思想对当代人 “人际和谐”“人物 

和谐”的实现有何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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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忍之心”和 “恻隐情怀”一一处理 “己他 

(它)关系”的情感基础。孟子强调 “人皆有不忍 

人之心”，“皆有怵惕恻隐之心”( 孟子 ·公孙丑上 )， 

怜悯同情之心是对他人 (它物)的痛苦和不幸遭遇， 

在自己感情上发生共鸣而产生的悲怜、不忍和体恤 

的情感，是道德行为产生的情感基础和源头，也是 

维系人们精神世界的情感纽带。现代社会的利益导 

向和残酷竞争已不可避免，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却 

不是单纯的 “弱肉强食”，也不是单纯的 “经济交 

易”，而是超越利益的 “爱的传递”；人与 自然万 

物之间也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是协同进化、 

和谐共生的关系。当代人在内心深处拥有了浓厚的 

恻隐和慈悲情怀，才能真正铺就 “人际和谐”、“人 

物和谐”的情感基石。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 “己欲立立人，己 

欲达达人”——处理 “己他 (它)关系”的思维方 

式和基本原则。“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 

之幼”，孔孟仁爱思想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提出了 

“爱的要求”，更在于其推延的思维方式，也可称之 

为 “换位思考”。“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 

敬之”，要想得到别人的尊重和爱护，自己首先要去 

尊重和爱护他人；拓展到人与自然物的范畴便是： 

人要想得到自然的恩泽使自己受益，人就必须尊重 

自然的固有规律、爱护保护自然。此外，“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和 “己欲立立人，己欲达达人”也包含 

了 “不伤害”和 “双赢”的意蕴。在日常交往之中， 

自己不希望被伤害所以就不要去伤害别人，自己要 

获利收益也要让别人获利收益，以实现利益的双赢； 

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上，人类不想受到自然规律的 

惩罚，就要尊重自然、爱护万物。自然万物得到了 

休养生息和欣欣向荣，人类也会从自然中获得更多 

的收益，也达到了人与 自然的双赢共生。这种思维 

方式和基本准则是当代人达到 “人际和谐”、“人物 

和谐”的前提和重要保证。 

“修己以安人”和 “与人为善”一一处理 “己 

他 (它)关系”的价值升华。“修己以安人”，“君子 

莫大乎与人为善”，孔孟仁爱思想价值取向立足于 

“自己”，却追求 “爱他人”。“安人”就要关心他人 

的生命健康 “安全”，通过自己的德行善举使他人的 

生计得以 “安顿”抚慰，使人际关系得以 “安宁” 

和谐；“与人为善”则要求宽容善待、伸手抚恤他人， 

给深处痛苦和不幸中的人以真切的关怀和抚慰，使 

之摆脱痛苦与困境、得到温暖和看到希望。当代人 

面对残酷的利益博弈和个人享乐思潮的考验，应该 

有超越欲望本能的勇气和毅力，怀有 “安人”、“善 

人”，甚至是 “善物”的价值追求。人与人之间不仅 

存在利益交易关系，更应该是道德情感的共融。这 

不仅有利于个人的道德修养和人格完善，更有利于 

缓解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冲突，促进 

“人际和谐”与 “人物和谐”状态的实现。 

“爱的殒落”使当代人的精神家园出现了分裂 

失衡，所以发掘和丰富仁爱思想的现代价值是弥合 

人们精神裂痕、重塑精神家园的明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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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pursuit of the Confucian kindheartedness and the contemporary 

spiritual home in the vision of har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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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oncept of“Kindheartedness”iS the essence and basis for Confucian ideology and culture．It is 

proposed by Confucius and is passed on by M encius to become theorized and systemized．The process of people’S 

pursuit of self-development and building of material home is also people’S pursuit of spiritual home．People’S 

contemporary spiritual home is challenged by split imbalance：the loss of ultimate value and belief in 1ife．the 

psychological imbalance i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the twisted standard in self-value measurement．It is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excavate and enrich the concept of Confucian“Kindheartedn ess”and build“Harmonious 

Home”：to better construct a“Home for bOth Heart and Soul”，to better cultivate a“Self-Harmony”
． to better realize 

“Harmonious Individual’’and“Harmonious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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