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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也生
” 。

《中庸��提出
� “

和也者
，

天下之达道也
” 。

《汉

书》 提出
� “

和气致祥 乖气致异
” 。 《尚书》

、

《国语》 提

出
“

和衷共济
” ，

大家共乘一舟
，

同心协力渡江河
，

把
“

和
”

看作人们同生死共祸福的保证
。

中国先哲还认识到人的

差异性
，

提出
“

和而不同
” ，

主张相异相合
。

“

和为贵
”

思想
，

是儒家
“

人为贵
”

思想的扩充
。 “

人

为贵
”

思想
，

是认为
“

天地之间
，

莫贵于人
” ，

主张要爱

人
，

维护人的尊严
。 “

和为贵
”

思想
，

是主张人与人之间
、

人际各种关系要和睦
、

和谐
、

和善
。 “

人为贵
”

与
“

和为

贵
”

是相互联系的
。

孔子说
� “

仁者人也
” ，

认为两人以上

相处就应该讲仁的道德
。

孔子主张
“

推己及人
” ， “

己所不

欲
，

勿施于人
” ，

既要维护个人的权益
，

又要尊重他人的

权益
。

“

和为贵
”

思想
，

是儒家文化的精华
，

顺应历史潮流
，

符合民心
，

因此在中国人民中代代相传
，

并渗透到政治
、

经济
、

文化
、

生活等各个领域
，

包括人权领域
。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
，

是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

一大特点
，

也是一大优点
。

这一政治制度的形成
，

有历史

的
、

现实的政治方面的原因
，

而与
“

和为贵
”

传统思想的

影响也有关联
。

多党合作
，

贯穿了
“

和
”

的思想
�

西方国家的多党制
，

一般是多党竞争制
、

多党对抗

制
，

政党分为执政党
、

在野党
、

反对党 彼此视为政敌
，

围绕权力你争我夺
，

你攻我击
。

国外一些人按照西方国家这种政党模式来看中国
，

认为中国不是多党制
，

而是
“

一党专政
” 、 “

一党独裁
” 。

这

是一种误解或者是偏见
。

实际上
，

中国也是一个多党派的国家
。

除了共产党

外
，

还有�个民主党派
，

即中国民主同盟
、

中国国民党革

命委员会
、

中国民主建国会
、

中国民主促进会
、

中国农工

民主党
、

中国致公党
、

九三学社
、

台湾民主自治联盟
。

这

�个民主党派
，

分别由不同的阶层和群体的人士组成
。

例

如
，

中国民主同盟的成员
，

主要是上
、

中层的知识分子
�

中国民主促进会的成员
，

主要是工商界人士
�

中国致公党

主要是归国华侨
、

侨眷
。

各民主党派都有独立的组织
，

有各 自的纲领 有各自

的活动内容和方式
。

他们都不是在野党
、

反对党
，

而都是

参政党
。

根据宪法
，

他们有充分的参政议政权利
。

在中国各级国家权力机关
、

各级政府及司法
、

检察机

关中
，

都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担任领导职务
。

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是中国最高权力机关
。

现在
，

有�位民主党派

人士
，

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

有多位民主党派和无党派

人士
，

在中央人民政府中担任部级领导职务
。

在全国地方

省
、

市
、

县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中担任领导职务的有

�
，
���多人

。

共产党与吝民主党派实行
“

长期共存
、

互相监督
、

肝

胆相照
、

荣辱与共
”

的方针
。

凡属国家的大政方针和社会

生活的重大问题
，

共产党都与各民主党派进行充分的协

商
，

然后通过法定程序形成决策
。

共产党本身建设和党的

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
，

也经常向各民主党派通报情况
，

并征询他们的意见
。

共产党总书记
、

国家主席江泽民
，

每

年几次邀请民主党派人士座谈
，

听取他们对共产党和政

府工作的批评和建议
。

各民主党派根本的政治主张同共产党是一致的
，

总

的奋斗目标也是相同的
�

但是在某些重大措施和问题上
，

彼此也难免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

这些不同的看法
，

一般是

做出决策之前
，

在充分协商的过程中求得共识
，

而不是在

决策之后发生争执
。

中国正在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主要是民主与法制�

的建设
，

多党合作制也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进一步

的加强和完善
。

事实证明
，

这种渗透
“

和为贵
”

精神的多党合作制
，

符合中国国情
，

有利于调动全国各阶层人民的积极性
，

有

利于提高工作效率
，

有利于保持全社会的安定团结
。

多种宗教和谐相处
，

也是中国
“

和为贵
”

传统思想在

人权领域的体现
。

宗教信仰 自由是中国公民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
。

中

国宪法规定
，

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
，

也有不信仰宗教的

自由
，

有选择任何一种宗教信仰的自由
。

中国是一个有着多种宗教的国家
，

主要有佛教
、

道

教
、

伊斯兰教
、

天主教
、

基督教
。

全国教徒共有�亿多人
。

这�大宗教
，

除道教是本土宗教外
，

其他四大宗教都是从

国外传入
，

但都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
，

具有中国的特

色
。

儒家一般被视为思想学说
，

但也有一些人奉为儒教
。

在中国
，

各种宗教虽然渊源不同
，

教义有别
，

各有其

一套宇宙观
、

人生观和仪轨仪式
，

但彼此尊重
，

和睦相处
。

中国历史上没有
“

宗教异端
”

之说
，

没有任何一种宗教曾

经单独成为国教
。

各种宗教处于同等地位
，

互不歧视
，

更

不仇视
。

中国从来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宗教冲突
，

更谈不

����� ������



上宗教战争
。

人们在中国可以看到一种奇特的现象
�

同一座寺庙

里
，

有佛教
、

道教
、 �

儒教共处
。

佛教的和尚
，

道教的道士
，

儒教的信奉者
，

各诵各的经文
，

各奏各的音乐
。

他们彼此

视作善邻
，

友好交往
。

中国有些家庭一家数教
，

有的成员

信佛教
，

有的成员信道教
，

有的成员信基督教
，

彼此相安

无事
，

有时还交流教义
。

中国宗教的这种包容性
，

与
“

和为贵
”

传统思想影响

是分不开的
。

熟悉中国宗教情况的人反映
，

对于任何一种宗教来

说
，

中国都是一片乐土
，

对于世界上一些因宗教问题引发

冲突的地区来说
，

中国是一片净土
。

奉行一条古训
� “

人不犯我
，

我不犯人
�

人若犯我
，

我必

犯人
” 。

中国主张对话与合作的立场
，

符合时代潮流
。

����年

�月在泰国召开的亚太
“

人权
、

责任和发展
”

研讨会上
，

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办公室主任谈了当令国际人权领域

的六个变化
，

其中一个变化是
�

从批评
、

指责转向对话
、

合作
。

五�

�四�

中国在国际人权领域主张对话与合作
，

反对对抗与

冲突
，

这也体现了
“

和为贵
”

的思想
。

中国奉行独立 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

�� 世纪对外方

面的任务
，

是维护世界和平
，

促进共同发展
。

谋和平
，

求

合作
，

促发展
，

是贯穿中国各项对外工作和活动的一条主

线
，

人权方面也是如此
。

中国认为
，

由于各国历史条件
、

社会制度
、

发展水平

和价值观念不同
，

在人权问题上存在一些不同看法和分

歧是正常的
，

可以通过平等基础上的对话
，

增进了解
，

缩

小分岐
，

求同存异
。

人权本质上属于一个国家主权范围内

管辖的事
，

不容他国干涉
，

但各国可以在相互尊重的基础

上开展人权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

以更好地促进各国和世

界人权事业的发展
。

中国对于国际人权领域的对话与合作
，

一贯采取积

极的态度
�

积极参加联合国人权会议及其他重要的国际

人权会议
，

并在会上发挥建设性作用
�

参加了�� 项联合

国人权公约
，

并认真履行公约
�

同世界上许多国家包括欧

盟
、

美国进行人权对话
，

并在人权建设的某些项 目上进行

合作
。

“

树欲静而风不止
” ，

尽管中国一贯主张对话与合作
，

但是西方有的国家
，

却一再在国际人权领域挑起对抗与

冲突
，

并且把主要矛头指向中国
。

众所周知
，

从 ����年

到����年��年间
，

有一个国家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议上

��次抛出反华提案
，

��次遭到失败
。

这说明搞对抗不得

人心
。

我们希望
，

这个国家在国际人权领域结束对抗
，

而

真诚地进行对话与合作
。

中国主张的
“

和为贵
” ，

绝不是无原则的退让
。

中国

“

和为贵
”

的思想影响
，

还表现在中国人权领域的其

他方面
。

例如
，

中国��个民族在平等的基础上和睦相处
，

组成团结兴旺的大家庭
。

又如
，

历史悠久的调解制度仍在

社会流行
，

与诉讼制度相辅相成
，

许多民事纠纷通过调解

得到解决
。

再如
，

中国农村基层选举时
，

竞选人在演讲中

一般只讲 自己的主张和优点
，

而不攻击对方
。 “

和为贵
”

思

想
，

反映在中国人权领域的诸多方面
，

不一而足
。

中国旧社会是阶级对抗的社会
， “

和为贵
”

的思想在

社会成员之间起了一定的调节作用
。

社会主义中国消除

了阶级对抗
，

各阶层人民的利益根本上是一致的
，

使
“

和

为贵
”

的思想有了更加深厚的社会基础
，

有了更加丰富的

内涵
。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

中国各族人民大团

结的局面将更趋巩固
。

对外政策是对内政策的延续
。

中国对内坚持主张和
，

对外也坚持主张和
。

中国坚持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
�

开展经济
、

文化等方面的

交流与合作
�

坚持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
，

反对诉

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

中国对外主张和
，

不是策略的运

用
，

而是战略的选择
，

是长期不会改变的
。

中国
“

和为贵
”

的传统思想
，

不仅在东方得到广泛的

传播
，

而且在西方有识之士中也得到认同和赞许
。

美国汉

学家费正清在著作中
，

把中国儒家主张和平的思想赞为

美德
。

英国哲学家罗素在 《中国问题》 一书中推崇说
� “

中

国至高无上的论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
，

现代世界极为需

要
。

这些品质中
，

我认为和气是第一位的
” ， “

若能被全世

界采纳
，

地球上肯定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
、

祥和
” 。

我们相信
，

今后
“

和为贵
”

的思想在中国将进一步发

扬光大
，

在全世界将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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