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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和平观的理论内涵和时代价值
薛佳浩

浙江师范大学，浙江金华，321004；

摘要：树立文化自信需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文章采用文本研究的方式深入探究

孟子的和平观：以人性本善为理论立足点，以建立和睦的人际关系、构建和谐的社会、确立国与国之间和平共处

的原则为具体方法，以实现天下大同为最终目标。孟子和平观是中华传统“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今中

国的和平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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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0 月 2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

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提出“要在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中赓续中华文脉”。中华民族“和”文化博大

精深、源远流长，孟子的和平观在其中具有代表性。在

新时代，深入挖掘孟子和平观的理论意蕴和价值，不仅

有利于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守正创新，同

时对于丰富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思想文化底蕴也具

有重要意义。

1 孟子和平观的思想渊源

1.1 孟子和平观继承孔子的思想学说

孟子的和平观是在继承孔子的人性论、政治主张等

思想中发展而来的。孔子言仁：“仁者，人也”，孟子

进一步言：“仁，人心也”，明确了人心和善这一事实，

在此基础上人便可以通过“尽心知性知天”，把自己的

仁心推广至世间万物使“万物皆备于我”，到达“上下

与天地同流”这一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和谐并运的理想

和平境界。在发展了个人层面和谐思想的基础上，孟子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上也有所创辟。对于孔子提倡德

治，以“礼”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孟子从本心之仁为

根源出发提出施行仁政，用仁政保证人民安居乐业，引

导人民归于仁。孔子认为仁爱为核心的德治是绝对正义

的政治模式，“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

之。”孟子明确指出仁政的根源，“以不忍人之心，行

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认为仁政源于人的

本心之仁，故有绝对的正义性、合理性。统治者施行仁

政为人民创造了安居乐业的条件，这样的统治者引导人

民归于仁义“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人民归于仁

义自觉地讲信修睦，和谐的社会环境也是自然而然的结

果。无论是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还是孟子生活的战国时

期，战争一直绵延不绝，想要实现天下大同的和平理想，

如何对待战争是不能够回避的话题。孔子认为“天下无

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诸侯为了自己统一天下而

罔顾人民安危的战争是危害和平的，应当反对；但是完

全放弃战争就会丧失维护和平的力量，“以不教民战，

是谓弃之。”这样的做法同样无益于和平。除了对战争

正义性的讨论外，孔子还提出，主动征讨别国的国家应

当遵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面对侵犯的国

家就应当“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孟子对于战争的正

义性问题直言“春秋无义战”。战争的正义性在于符合

仁义，即“以至仁伐至不仁”。仁义之战有利于推行仁

政通过正义的战争来消除社会不公、制止非正义的战争，

是真正实现和平、拯救人民于水火的一种有效途径。

1.2 孟子和平观源于“圣王”的治世之道

孟子的和平观来源于对历史上尧舜文武开创和平

时代的治世之道的推崇。孟子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

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作为理想中的和平世界，他

认为若想实现天下大同的和平理想必行先王之道，“今

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

之道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

孟子认为通过正义的战争能够推行王道，有利于实现和

平。除了保家卫国的反侵略战争，孟子认为历史上汤伐

桀、武王伐纣等主动发起的战争也可称为义战。孟子支

持这类义战因为它们是“以至仁伐至不仁”，“至仁”

的一方即是“以德行仁者王”的国家，它发动战争的正

义性在于维护了人民的利益，“‘汤始征，自葛载。’

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

所以，“汤武革命”与尧舜禹禅让等同，都是“顺乎天

而应乎人”为社会带来和谐稳定的合理方式。可见无论

是历史上的和平盛世还是为人民争取利益的正义战争

同样是人民向往和平而做出有益实践，它们都是孟子和

平观产生和发展的重要现实来源。

2 孟子和平观的理论内涵

2.1 孟子和平观符合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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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向

2021 年 8 月 26 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的《中国

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强调：中国走和平发展

道路，源于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中华文化蕴含着天人

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

人心和善的道德观。这四方面在孟子的和平观中皆有相

应的体现。

2.1.1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即把天地万物视为不可分割的

整体，把人与自然看作是浑然一体。孟子认为尽心知性

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方法，“尽其心者，知其性也。

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

人的尽心知性与尽物之性不可分割“能尽人之性，则能

尽物之性。”尽物之性使物成之为物、各得其所，按照

其自身固有的秉性和规律存在与运行；人在成自己之性

与成万物之性的过程中做到成己成物，“诚者非自成己

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

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最终，人可以到达“万物皆备

于我矣。”的境界，也就是“天人合一”的境界。

2.1.2协和万邦

协和万邦的国际观是中华“和”文化传统在处理国

家之间关系时的重要体现。具体来说，就是追求国家间

和谐共生的理想状态。孟子提出了诸侯国之间和谐相处

的原则：“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

孟子认为强大的诸侯国不应通过侵略他国土地的办法

来取得天下，而是应当“乐天知命”即上承天理而行仁

义，故“乐天者保天下”。强大的诸侯国通过不断地推

行仁义，最终可以保有天下；而实力相对弱小的诸侯国，

孟子认为，“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畏天者保其国。”

孟子提到的畏天并非单纯的敬畏上天之意义，他用《诗

经·周颂·我将》中的“畏天之威，于时保之”做解释：

小国欲保护自身，应当怀着人类敬畏上天般的慎重态度，

遵守国家之间相处的规则去处理国家之间交往的事务。

畏天之智就是孟子认为的小国如何避免自取灭亡而保

有自身的生存智慧。“大国仁义，小国有智”既是孟子

提出的国与国之间和平外交策略，也包含着孟子所设想

的“协和万邦”之理想国际格局。

2.1.3和而不同

和而不同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主张通过协调不

同，从而达到协调统一。和而不同提示我们在对立中寻

求统一，使矛盾的双方依然能够和谐相处。孟子在论述

“乡原”为何是“德之贼”时指出，“乡原”这类的好

好先生在与人相处时表现得诚谨善良，“居之似忠信，

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大家都愿意同他和谐相处。

他看似在处世之中秉持了和而不同的原则，但是这种和

谐是“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好好先生在处世之中只

会向世间流行看齐，但却没有内心固守的道德准则，故

无法遵从本心之仁去行事，这样终将会戕害道德。可以

看出，孟子认为的和而不同必须建立在仁义的基础之上，

不由仁义出发的和而不同只能是“自以为是，而不可与

入尧舜之道”。“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应当在明辨慎

思的基础上择善而从、兼收并蓄，使不同的各方都能相

互利用不同来和谐发展，最终到达“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境界。

2.1.4人心和善

人心和善的道德观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不断发展

壮大提供了重要精神力量。孟子传承孔子的“仁人”思

想，更进一步直透人心而言仁：“仁，人心也”。人人

皆有仁爱的本心，由仁义行便是人之正道，“仁也者，

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人心和善固然是人人皆有，

而行善是确立仁心之实存并保持其不丧失的重要方法，

孟子认为：“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人心和善”和

“与人为善”的相辅相成，有助于不断提高全社会的道

德水准，为和平发展提供思想道德基础。

2.2 孟子和平观在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实践中

不断丰富

孟子描述了国家崛起的两种途径：“以力假仁者霸，

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在诸侯互霸

的战国时代，孟子行仁政的王道之路一直是无法实现的

美好理想，在当今的国际格局中，既存在着推行霸权主

义、强权政治的大国，也存在着倡导尊重多元文明共存、

致力于构建世界和平秩序的大国。中国就是致力于构建

世界和平秩序的大国，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而崛起实现

了孟子“德行仁者王”的构想。2021 年 9 月 21日，习

近平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中

强调：中国的和平崛起表明，想要崛起的国家既能够通

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也能够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

界和平，这样的崛起不但不会推行霸道、破坏世界和平，

反而会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关键力量。

另一方面，中国式和平发展道路的实践在主张和平

的同时，强调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提升自身国家实力

的重要性，弥补了孟子和平观高估仁政作用而忽视现实

国力差距的缺陷。走中国式和平发展道路，在依靠自身

力量和改革创新实现发展的同时，坚持对外开放，学习

借鉴国长处；充分利用世界总体和平稳定的时机促进自

身的发展，实现自身的发展目标，同时也通过进入全球

体系并在其中发挥作用，为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贡献力

量。

3 孟子和平观的时代价值

3.1 孟子和平观有利于培养人之和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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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人角度出发，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需

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保持人心之仁，通过教育不断

扩充人之仁心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一是通过存心养性使每个人都不失去自己和善的

内心。仁爱之心人皆有之，这并非主张人可以不通过现

实的努力而自然而然地成为善，而是通过确立本心之仁

来揭明每一个人生而有“可以为善”之“才”。和善之

心人生而有之，若不专心致志、持之以恒地去培养它，

那么心就会消亡，“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因此，教

化的首要目的便是使人保存自己和善的内心不失去，通

过教化令“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则人与人之

间的和谐关系以及整个社会的和谐有序才有成为现实

的可能。

二是通过全方位的教育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民之

秉彝也，故好是懿德”，每个人对美好品格都有天然的

热爱，孟子认为仁义礼智这四种美德端于人之四心，人

之四心的延伸则需要教育发挥作用，通过立德树人，使

人成为兼具仁义礼智这四种美好品格的大人。除了培养

人的品德，教育还应同样注重培养人的实践才能，两者

并举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使人有足够的能力做到由仁义

行，在实践中发挥自己的美好品格将仁心扩充于外界，

人便足以安定天下。

3.2 孟子和平观有利于形成社会和谐风气

从社会角度出发，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应当着力完善

社会保障和治理体系，同时引导社会成员和谐相处使其

蔚然成风，两者并行推动和平在社会层面的实现。

一是构建合理有效的社会保障和治理体系，保证人

民安居乐业，为和谐社会提供现实基础。孟子认为构建

和谐社会应当按照先富后教的步骤。因此，构建和谐社

会，必须逐步从保障人民最基本的经济文化需要到满足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不断地提高人民全方位的生活水平，

使社会的和谐不断从低层次前进到更高层次。在人民能

够安居乐业的基础上，再推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

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使社会的和谐可以长久存

续。

二是在营造和谐社会风气中发挥政府的积极引领

作用。孟子提出由君主带领人民修习仁心，从而达到民

之归仁的理想社会和谐境界，而且这个过程“犹水之就

下、兽之走圹”般不可阻挡。因此，在当今构建和谐社

会的过程中，政府作为引导整个社会风气的“灯塔”，

应当主动地积极地营造和谐相处的社会氛围，实现社会

的安定和谐便会事半功倍。

3.3 孟子和平观有利于创造和平共处的国际环境

从国家角度出发，每个国家都应当坚持以和为贵的

理念，共同致力于营造和平发展的国内国际环境。

一是积极运用和平的手段和力量来合理解决各种

形式的矛盾和冲突。对于一切不为了人民根本利益而发

动的战争，应让“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而

对于维护人民利益的战争，应支持为人民利益“以至仁

伐至不仁”的一方，让“仁人无敌于天下”。

二是超越国家民族差异，从全体人类共同美好愿望

出发来实现和平。不同的国家民族拥有不同的文明，不

同文明之间固然存在着差异与隔阂，但是，无论文明如

何发展，总是存在着超越地域、民族、肤色等差别，以

人类共同利益为交汇点，凝聚不同文明的价值共识，和

平就是其中之一。“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

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

其揆一也。”，无论在何种时空地域，为社会的和谐稳

定做出贡献的人都能被称为圣人。营造和平相处共同发

展的国际环境应当从全人类对和平的共同追求出发，在

达成普遍共识的基础上，全体人类才能够主动把握住共

同的命运向前发展，实现世界大同。

4 结语

孟子的和平观以其独特逻辑将和平与发展相统一，

为证明零和博弈并非国际格局的唯一法则，“修昔底德

陷阱”并非无法跨越，给出了全新思路，为中国的和平

崛起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持。孟子和平观的价值取向顺

应人民对和平安宁美好生活的期盼，揭示了中国式现代

化坚持以人为本的内在特质和思想底蕴。总之，孟子的

和平观以一体化的视角，由善心到仁政，由仁政到王道，

层层展开，为实现“平治天下”的目标，形成了一套完

整的理论方法。虽然这些理论在孟子所处的时代并未实

现，但是其中所包含的独特创见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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