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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和合思想实现美美与共

·专版

■ 范正来

本世纪以来， 作为中华和合文化
的发祥地与典型代表， 天台山文化以
更快的速度、 更大的幅度登上新时期
的舞台。

和合理论日益丰盈

天台山和合文化研究方兴未艾。

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即有天台
山文化研究会成立，开展天台山文化
的研究， 此后陆续在各级报纸上，在
《东南文化》等杂志中，或以专号与增
刊的形式，刊发研究成果。 此后各级
社科机构与地方研究组织纷纷立项，

开展系列全面的研究，定期不定期开
展研讨交流，并出版了大量研究专著
与论文。 比如台州最高学府台州学
院，先后成立唐诗之路与天台山文化
研究所、和合文化研究院等，《天台山
和合文化研究》作为第一批重点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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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为当时唯一入选的地市级课
题。 课题由浙江大学何善蒙教授领
衔，由台州学院和合文化研究院团队
承担完成，下分《天台山和合文化研
究文献索引 》 《天台山和合文化史 》

《天台山和合文化概论》《天台山和合
文化跨域传播》《天台山和合文化的
当代价值》等 5 个子课题，出版 5 本
专著等等。此外，还有沈中明、徐永恩
的 《和合文化通论》（中国文史出版
社），张密珍、徐永恩的《和合文化读
本》（浙江古籍出版社），赵平安《台州
和合文化概述》（吉林大学出版社），

以及诸如《和合文论精粹》（浙江古籍
出版社）、《天台山文化研究 30 周年
论文选编》（四卷本）等诸多论文集的
编辑，天台山本土文化研究，特别是
和合文化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

“和合学”架起了理论框架。对和
合理论研究最有高度、最有深度的人
之一，是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哲学

系博士生导师、和合文化研究所所长
张立文教授。 他在研究中，全面考察
了中华传统和合思想的根源与流脉，

从概念定义到内涵结构等等，首创了
“和合学”，并率先建构了化解人类所
共同面临的五大冲突 （人与自然、社
会、人际、心灵、文明）和危机（生态、

社会、道德、精神、价值）的和合学哲
学体系。 关于“和合学”，他界定了基
本概念，给出了初步定义：所谓和合
的“和”是和谐、和平、祥和，“合”是结
合、融合、合作，和合是指自然、社会、

人际、心灵、文明中诸多元素、要素的
相互冲突、融合，与在冲突、融合的动
态过程中，各元素、要素和合为新生
命、新事物的总和。 和合是宇宙间的
普遍现象，建立在和合文化基础上的
和合学， 是指研究在自然、 社会、人

际、人自身心灵及不同文明中存在的
和合现象， 以和合的义理为依归，既
涵摄又超越冲突、融合的学问。

他提出了和合“五义”，即：差分
与和生，存相与式能，冲突与融合，自
然与抉择，烦恼与和乐。 提出了“五
和 ”原理 ，即 ：和生———人与自然之
爱 、 和 处———人 与 社 会 之 爱 、 和
立———人与他人之爱、和达———人与
心灵之爱、 和爱———泛爱众人之爱。

他展开了和合学体系结构的 “八维”

论述，即：形上和合与和合自然科学、

道德和合与和合伦理学、人文和合与
和合人类学、 工具和合与和技术科
学、形下和合与和合经济学、艺术和
合与和合美学、社会和合与和合管理
学、目标和合与和合决策学，并由此
提出了和合学八类新科学分类系统，

确定了和合学的研究对象、 范围、方
法 、规范 ，构架了比较严密的 “和合
学”理论框架，将和合学作为一门单
独学科来研究。

和合理念生根开化

和合理念已经深入地方的各项工
作中、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通过和合文
化的深入研究与大力宣传， 对于和合
文化的发祥地天台与台州来说， 和合
理念已经不再只写在专著与文章里，

不再只存在于“佛宗道源”的天台山历
史文化中，而是充分体现在可见可触、

可做可操作的各项工作中， 已经在人
们的日常生活与思想观念上， 日益生
根开花，并初显累累硕果。

如今，在天台与台州 ，除了普通
百姓中依然流行的各类和合的生活
习俗外 ，不仅有寒石山 、寒山湖 、寒
拾亭、国清寺中的三贤殿、高明寺中
的寒山诗碑廊，还有和合公园、和合
大道 ，还有寒山路 、和合商业街 ，还
有和合小镇、和合人间文化园、和合
圣地纪念碑、和合之城雕塑；不仅有
和合书院 、和合论坛 、和合讲堂 ，还
有和合养生， 以及各种以和合为主
题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等文化活
动。 人们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将和合
理念运用到工作中， 比如有将和合
理念运用到基层调解工作中， 运用
到法院案件审理中， 运用到征地拆
迁与和睦家风建设中等等。 还有与
和合文化有关的旅游经济， 也不断
得到开发 ， 而在更广阔的范围内 ，

“和合”思想是中华民族内在的精神
特质， 在历久弥新的传承和发展中
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社会理想 、

价值取向 、 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 。

“和合”思想逐渐浸润中华民族精神
文化的各个层面， 成为中国传统文
化特有的人文标识和价值追求。 以
和为贵、以“合”求“和”，成为中华民
族审视自身与世界的基本准则 ，以
及化解所处世界歧异问题的基本方
法与路径选择。

“尚和合”的中华民族尊崇并致力
于推进不同文明在开放中交流、 在包
容中互生，通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实
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和合”思想涵
养了中华民族兼爱非攻、亲仁善邻、以
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处世哲学，成为协
和万邦、和衷共济、和平发展、和谐相
处、 合作共赢等理念和原则的思想文
化渊源， 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
要思想文化资源。

人类历史就是一幅不同文明交流
互鉴、融合发展的宏伟画卷，只有在承
认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基础上相互尊
重、彼此借鉴、和谐共存，这个世界才
会更加丰富多彩、欣欣向荣。弘扬和发
展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促
进不同文明之间平等包容、交流互鉴，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是中国对人类
文明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

总之 ， 经过千年演绎 、 反复融
合， 进入新时代的天台山和合文化
及其理念，必将发挥其更大的魅力。

不但对台州本地提高知名度与美誉
度， 促进文化旅游业发展和对外文
化交流， 促进当地人民生活和谐美
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国家
与全社会来说，也具有促进人与人、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推动构建和谐
社会， 促进社会长治久安等重要意
义；对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促
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等， 更具有十
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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