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儒家思想仁礼和的认识 儒家思想读后
感(模板6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小编为
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儒家思想仁礼和的认识篇一

我对儒家经典有所爱好，《论语》、《孟子》等也读过一些。
经过张教授讲座指导，我对儒家学说有更深的认识与提高。

1、儒家哲学是积极有为的哲学，要求人不断努力积极进取，
对现实工作是有指导意义的。特别是对在机关里混日子、不
作为是有力的针砭。

2、儒家的仁义道德、忠孝节义等核心道德观与以人为本、和
谐社会为主要内容的科学发展观是相融合的，一致的，必须
好好学习，学以致用。

3、对儒家思想要存真去伪，掌握真谛。儒家思想经过两千多
年的流传，不断地有注释、增减。特别是历代统治者为了有
利于自己的统治对儒学进行篡改和曲解，使儒家蒙受不白之
冤，不明就里的人受骗上当。如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
子”，孟子的“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似仇寇”到汉武帝和
董仲舒的手里就成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又“刑不上
大夫，礼不下庶人”疑为“刑不逮君子，礼不逮小人”真是
天壤之别，必须睁大眼睛。

4、儒学也有时代的局限性，不能照搬照抄。如孔子轻视女子、
相信天命等，是在当时社会条件下提出的，现在社会形态变
了，科学发展了，摒弃一些落后观点是应该的，也是正常的。



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很多人认为是一种等级观念。
我还认为更是要求每个人做好本职工作的观念。即君主做君
主的事，臣子做臣子的事，父做父该做的，子做子该做的。
在现代社会分工精细的社会里或单位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
责，每个人都做好自己的事，整个单位或整个社会也就好了。
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又极大地避免有好处抢
着干，没好处踢皮球的现象。

我们提倡多奉献，但这种奉献是在本职工作上的多奉献，是
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尽力为社会、他人多做奉献。

孔子提倡等级这是对的，也是客观存在的，直到今天全中国
乃至世界，不管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均有等级，无可厚非。
孔子对不同等级有不同的要求，上等级必然高要求。所
谓“责大任大”。现在一些人论待遇，论级别，什么都要，
一个不能少；说责任，说付出只想一推了之，作为公务员必
受到唾弃。所以必须有上进心，必须做好与责任相当的事情，
争取做得最好。

儒家思想仁礼和的认识篇二

随着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的发展，人们在变得更加理性的同
时，也更加物欲化。迫切需要一种理论指引我们重新步入正
常的发展轨道。孔子作为儒学的创始人，是人道的启蒙者。
他的儒家思想至今还具有现实意义，我们应进一步发扬光大。

孔子；儒家思想；当代社会

（一）自强不息

孔子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年轻时，他好学上进，不断进德
修业。他的政治思想形成后，便为实现自己的主张孜孜以求。
孔子向往三代圣王之治，希望王道大行，实现仁政德治。孔
子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他对社会历史与现实有清醒而深刻的



认识，可他依然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懈奋斗。他希望教
化社会人心，讲究仁爱，遵守秩序，并为之四处奔走，到处
碰壁亦信念不改，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
问》)。孔子心目中有一片圣洁的天地，这就是要实现天下为
公、讲信修睦、谋逆不兴、盗贼不作的大同社会。孔子晚年
喜爱《周易》，《易传》中多次提及的“刚健”、“有为”，
《象辞》所说的“自强不息”，其实正是孔子生命主题的写
照。

（二）与时俱进

孔子执着于自己的政治追求，但他绝不是愚顽不化的人。人
们误解《礼运》篇，以为孔子向往的大同社会是所谓“原始
共产主义时代”，其实，认真对读《孔子家语》与《礼记》
的该篇，就会发现孔子所言是指“三代明王”时期。孔子思
想的显著特征是主张“时变”，主张在变化的时势中找到最
合适的切入点，《大学》引述古训日：“苟日新，日日新，
又日新。”《易传》则有：“生生之谓易”以及“穷则变，
变则通，通则久”的发展观念。《论语》、《中庸》、《易
传》中都记有孔子的相关论述，而《周易》中所说的“与时
偕行”，最为准确地表述了孔子的这一思想。

（三）天人和谐

孔子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突出表现在他的天、地、人“三
才”一贯思想上。在《易传》中，天、地、人被看成宇宙组
成的三大要素。《贲·彖传》日：“刚柔交错，天文也。文
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
天下。”人与自然并列，就应和谐相处，由此形成了儒
家“天人相通”、“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相互协调观念。
孔子认识到客观规律不可抗拒，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
也”；孔子言行中包含有丰富的天人和谐等生态意识，认为
人应当自觉认识与遵守自然规律。《论语·述而》说孔
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孔子家语·五帝德》记孔子



说：“治民以顺天地之纪”、“仁厚及于鸟兽昆虫”、“养
财以任地”、“履时以象天”、“春夏秋冬育护天下”之类，
都包含有注重生态平衡，遵从自然规律的意义。

（一）教育

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曾预言，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科技
发展将会突飞猛进，这取决于四个有利因素：经济实力的强
大、决策者的决心、大量的青年人才、良好的传统。在传统
方面，杨振宁极为看重由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在教育方面的
深远影响。众所周知，孔子非常重视教育，提出了许多重要
的教育思想：因材施教、教学相长、学思结合、重视实践、
学仕结合……其中的一些观点今天看来更显卓越。比如，他
的富民而教的主张，几乎就是我国普及教育、提高民族素质，
以实现“科教兴国”政策的古代版本。

再如，在兴起于西方的现代教育中，技术教育、职业教育是
最重要的内容，道德教育、人格教育则普遍被忽视，其结果
是人的工具化、物化，一孔子德才兼备、德智并重的教育思
想在一定程度上可补其偏。

（二）经济

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动机的驱动下．西方传统的管理思想强调
高效率、标准化。在这种体制下，人只被视为整个生产流程
中的一个环节、一道工序，或只是庞大而复杂的制造金钱的
机器上的一个零件，他的生活和权利得不到企业管理者真诚
全面的关心。与此相反，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理念则是“以
人为本”，实实在在地爱人、关心人，而不仅仅是利用人、
控制人。这就使得生产者在企业中有一种“家”的归属感，
企业的对内凝聚力、对外竞争力也由于生产者对“家”的忠
诚奉献得以增强。用一位日本企业巨子的话说，儒家的管理
模式就是：一手拿算盘，一手持《论语》。



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精神在“儒商”身上表现得最为全面。
其博施济众、依群利己的经营宗旨，以人为本、仁民爱物的
经营原则，以义取利、诚信为本的经营道德，好学重教、以
智经商的经营特色，以和为贵、和气生财的经营方法。——
这一切无不是孔子思想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创造性运用。

（三）政治

当今世界有两大显著趋势，其一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全
球化的扩展，人们被愈加紧密地联系在一个“地球村”中，
其二是某些民族、国家间的冲突和矛盾似乎在朝着扩大、加
剧的方向发展，帝国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幽魂仍在
四处游荡。在未来的世界中，各国应当遵循怎样的政治伦理，
才能使我们这个星球平安无事？1988年，世界三分之二的诺
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发表宣言说：“如果人类要在二十一世
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头两千五百年，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孔子充满仁爱精神的“忠恕”之道应当是当今世界各个民族
和国家相互尊重、和平共处的中心价值。孔子主张的“和而
不同”应当是克服“西方中心主义”、“大国沙文主义”，
实现文化多元存在、民族共同发展、国家共同繁荣的基本法
则。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不应成为歧视和强权的现实借
口，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也不足成为人类未来发展的一元
宿命。唯有彻底摒弃满怀恶意的达尔文主义的西方政治思维，
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
人”作为世界政治生活中的最低共识，用孔子一样对他人充
满善意的目光去看待其他的国家和民族，庶几人类可以实
现“有道”的大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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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仁礼和的认识篇三

经过上文分析可知，当前我国企业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但是当前企业文化建设却存在多种问题，因此，加强
传统儒家思想的运用，对于企业文化的建设来说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其主要体现在两点：第一点是可以帮助企业解决
文化建设中存在的不足与问题，第二则是可以让企业文化建
设中的其他方面得到完善。总之企业借鉴、学习传统儒家思
想是非常有必要的，下面将对传统儒家思想对企业文化建设
主要意义进行简要探讨。

“重民”是传统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思想，同时也一直是
我国进行国家管理与治理的重要思想。此外，“仁者爱人”
也是儒家思想所提倡的一个主要思想，它的意思近似于“重
民”，因为两者都是以人为本的意思。以人为本思想是指无
论是国家统治者还是企业领导都必须做到以人为中心与出发
点，人是一切工作的重心。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必须树立以
人为本的思想，以国民的利益为出发点来进行国家治理，如
此才能得到人们对自己的爱戴，才能营造一种和谐稳定的社
会环境。同样一个企业想要持续不断的发展，并在其行业占
有一席之地，必须要做到以人为本。前面已经提到企业文化
建设中的一个不足之处就是缺乏以人为本理念的建立与落实，
这严重阻碍了工作人员积极性的发挥。只有保证企业内部人
的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才能做好企业的相关经营管理活动。
因此，当代企业要继承学习传统儒家思想中的“重民”思想，
并通过各项措施使这一管理思想得到真正落实。例如通过建
立合理的工薪制度、晋升制度，为员工增加培训机会，增进
与员工的沟通，尊重与关心员工等措施来使以人为本的理念
得到落实，最终给企业自身的进步创造无限的发展动力。



诚信的缺失是当前社会企业文化建设中存在的不足，这造成
企业员工的流失，很难吸引更多的顾客，也不容易得到社会
的认可。因此诚信的缺失对一个企业来说是一个致命的问题，
必须要引起企业的足够重视。企业只有认真意识到自己的问
题，正确看待诚信的重要性，并积极地改进自己，才能通过
诚信来使员工服从，使顾客信任，从而实现企业的顺利发展。
传统儒家思想中就很重视诚信，认为诚信是成为一个高品质、
高修养人的必备条件，同时诚信也体现了我国的传统道德。
儒家思想还把诚信看作是安身立命的根本，对于一个国家来
说立国的根本并不是粮食的充足、武装的丰富，而是人们对
统治阶级的信任。同样，儒家认为对于个人来说，信誉可以
看作是人的第二个生命，如果缺乏个人信誉，那么这个人就
很难在社会立足，可见儒家思想将诚信看的多么重要。所以
作为企业来说也需要特别重视诚信，在其文化建设的过程中
要时刻遵守诚信原则，从而给自身的发展提供保证。例如企
业在面对顾客时要做到童叟无欺，在面对员工时要信守承诺，
在面对合作伙伴时要按照合同认真履行自身职责。

在生态被严重破坏，环境被污染的当今社会，企业要想取得
社会的认可必须要摒弃之前传统的生产经营理念，而是要树
立生态发展观念。儒家思想中也很重视对生态的保护，例如
儒家一直提倡“天人合一”的思想，意思是指人与天地是密
不可分的，因此，需要通过各种措施来实现人与自然的共同
发展。此外，儒家把人看作是“万物之灵”，认为人类不可
以违背生态平衡来实现自身的发展。所以社会企业应该以保
护生态环境为前提来进行生产，从而保证自身的盈利。例如
企业可以通过树立绿色营销观念或社会市场营销观念来指导
自身企业的生产经营，这样有利于避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
实现自身的利益，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儒家传统思想中比较倡导“仁者爱人”，这一思想认为人只
有具备了关心别人的能力才可以称为是一个合格的人，所以
儒家思想中把“仁”看成是体现人格品质的一个重要体现。
作为一个企业，假如想要真正有利于自身的发展必须要正确



处理自身与社会的利益。此外，当今社会很多企业都在面
对“利”与“义”的取舍问题，而传统儒家思想中向来推
崇“以义取利”，所以企业在借鉴儒家这一思想时需要注意
以下两点：首先企业应该树立正确的竞争观念，具有与其他
企业合作的意识，决不能通过恶性竞争来对其他企业造成不
利。其次，企业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话需要顾及社会整体
的利益。企业仁义精神的形成能够帮助企业内部形成和谐竞
争的工作环境，还有利于行业有序竞争的实现。

儒家思想仁礼和的认识篇四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说过《孟子》这本书，这是一本能教
育我们怎样做人的书，同时也是一位良师益友。

所谓闻名不如见面，今天，我就有幸读到了这本能让我们终
身受益的书。

关于教我们怎样做人的书我读的不多，但也涉猎过一些，比如
《三字经》、《弟子规》等。但这本书对我影响比较大。这
本书主要写了战国时期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孟子身边
发生的一些故事，我读后受益匪浅。

在这本书里有几个故事深深地记在我的脑海里，其中有一个
故事叫做《师友之道》。这个故事主要讲的是交友要做
到“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孟子说过“父子有亲，群臣有
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心“，这“仁、义、礼、
智、信“五常之道则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法则，为政治应
率先垂范，身先士卒，才能维持社会的稳定和人际关系的和
谐。

通过这个故事让我知道，交友不能看这个人的财产和地位，
重要的是看这个人是否有才能，值不值得让你学习，这样才
能交到真正的朋友。



在这本书里还有一个让我受益匪浅的故事，这个故事就是
《成熟自己》。

在这个故事里讲的是仁义，这个经常听到的词，在孟子看来，
就好像良好的种子一样，种下去以后生根发芽，耐心呵护，
最终使之成熟收获。如果种下去了，但没有收获，那和杂草
没什么区别了。

这个故事让我懂得了，每个人都要追求人生目标，都要追求
自己理想的人格，如果半途而废，那自己付出的再多努力也
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我通过读《孟子》
这本书，使我真正的懂得了做人的道理。我爱这本书，我不
会忘记它的。

儒家思想仁礼和的认识篇五

《论语》为政篇，是学而篇的一个延续，学习之初要有美德，
学习运用中，美德之用也是无法或缺的。如开篇第一句“为
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用道德来治理国
家才会使自己像北极星一样，别的星辰都围绕它。就说明了，
德的重要性，这也说明为政之人同样也需要有诸多的美德才
可达到，此种效果。

围绕德这个主题，《论语》为政篇讲到何为孝，讲君子不器，
讲信之重要性，德是为政之源，使看似散乱的为政篇，主题
鲜明，条理清晰。

在德的主题下，又穿插了学习，“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是我们耳熟能详的
经典谈论学习的名言，很难和为政相联系，但是无论做什么，
都需要不断地进行学习，都是学习、实践、思考，再学习、
再实践，在思考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是学



与思的结合，只有如此才可以触类旁通，举一反三。

“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
也不愚。”从孔子对颜回的评价就可得知，只要懂得学与思
的结合就没有愚蠢的人。孔子言传身教，以自身所感教育学
生，学与思的结合受益终身，“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
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
所欲，不逾矩。”孔子说，我十五岁有志于学习，三十岁说
话做事都有把握，四十岁不致迷惑，五十岁能领悟天命，六
十岁一听别人言语，便可以分别真假，判明是非，七十岁能
随心所欲，有任何念头不会越出规矩。

因此德是做人之先，成事之基，学与思是达到成事目的的必
经之路。

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的精华，在经历了几千年的时代变
迁后的今天仍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学习了儒家思想后，我
有了很多的体会及想法。

学习了儒家思想，深深地体会到“仁”的核心，“仁”字虽
然简单，所含的意蕴却是深刻的，在这个社会里，如果每个
人都能心怀着一个“仁”字，那些大义不道，烧强掠夺，不
孝不敬等不良行为也就不会发生，人们的生活也会变得更美
好，社会也会更加和谐，这令我想起了陶渊明的“世外桃
源”，我认为，“世外桃源”就是一个充满“仁爱”的世界，
在这个充满仁爱的世界里，人与人互相尊重，互爱互助，生
活得非常和谐美好。而我又认为，儒家思想不仅是提倡
用“仁”对人，还提倡用“仁”来对待自然，心怀“仁爱”
的人是懂得与自然和睦相处的，而不是因为自己的一己私利
破坏自然。儒家思想提倡的“仁”是需要我们好好学习思考
的，获得“仁爱”之心，最重要的是自己有那种想要达
到“仁”的决心，就像孔子说的：“仁远乎哉？我欲仁，斯
仁至矣！”



学习儒家思想，习得了进取的人生态度。人生活在世界上，
有进取心和能够独立自主是很重要的，一个人要有进取心才
能够不断地取得进步，从而离自己的目标越来越近。仔细想
想，我觉得作为一名大学生，这种积极的人生态度是很重要
的。因而在平时的学习和工作中，我必须要培养自己的进取
心，不断地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

儒家思想还提出了很多怎样与别人相处的问题，这让我受益
匪浅。其中让我感触最深的是信用问题和“己所不欲，勿施
于人”。

人在社会里生存，就要懂得怎样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最重要的还是要诚信。从小学到大学，
老师强调得最多的就是做人要讲信用，只有讲信用的人才能
得到大家的相信。但放眼当今社会，不讲信用却大有人在，
翻开报纸，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那些不良商家为了一己私利而
在商品里加入对人体有害的物质或者制造假冒商品的新闻，
这是商家们不讲信用的最典型的例子。那么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应该怎样做到诚实守信呢？学习儒家思想后，我总结了
几点：首先，在作出承诺之前要好好想想自己的实际情况，
看看自己有没有能力去兑现这个承诺。

其次，做出了承诺以后就要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兑现，不能
轻易放弃。最后，如果尽了最大的努力后，承诺还是因为意
外情况的发生而无法兑现，要及时向对方说清楚，请求对方
原谅并且与他一起想办法。我觉得一个人若能做到这几点，
那他便是个讲信用的人了。

同时，孔子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让我体会很深。
在与人交往中，我们确实需要站在别人的角度想想，要懂得
将心比心。把自己不喜欢的，厌恶的东西扔给别人的人是不
礼貌的，同时也是自私的，这样的人是不会受到大家的欢迎
的。在日常生活中，这句话总在时时地提醒着我要多点考虑
别人的感受，自己不喜欢的东西不要强加于人。



因为自己是个师范生，以后成为一个教师的机率很大，而学
习儒家思想能给我很多关于以后从事教育事业的感想。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儒家思想强
调教师要以身作则，在学生面前树立好的榜样。一个做到以
身作则的老师能得到学生的尊敬，同时也能对学生起着持久
的积极影响。所以，现在我就必须要好好地充实自己，增强
自己，不仅要知识扎实，丰富，还要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心
理修养。并且，在未来的教育事业中，要求学生做的事情自
己要先做到。

孔子说：“有教无类。”我想，作为一个教师，明白到这一
点是很重要的。一个班的学生，有听话的，自然也有不听话
的，有聪明的，也一定会有天资不是很好的，而当老师的就
应该对学生一视同仁，不能因为学生不听话或天资不高而对
他们漠不关心，忘记了每个学生都有接受平等教育的权利。

儒家思想强调德育，认为德育是教育的中心。这一点给了我
很大的启发，是的，一个人连基本的道德素养都没有，那他
再学习也没有什么积极的意义。所以倘若以后我真的成为一
名教师，我一定不会忽视道德教育，不仅要教书，还要育人，
让我的学生不仅学到科学知识，还要学会如何做一个有道德
的人。

儒家思想是蕴含非常丰富的思想体系，学习儒家思想后，我
学到了很多，也有了很多体会，但毕竟自己的水平还是很有
限的，所以，我决定，在以后我将会继续学习儒家思想，希
望能得到更深入的理解及体会。

儒家思想仁礼和的认识篇六

论文摘要：本文在对儒家思想的“仁”“礼”“和”等概念
梳理基础上，找到其和西方社会学概念共同体精神的共通之
处，浅析了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论文关键词：儒家思想；和谐；共同体；共同体精神

一、儒家思想的实质

儒家思想的实质可以概括为以下主要方面：仁、义、礼、智、
信、忠、恕、孝、悌、节、和、勇、让等。本文主要从仁、
礼、和几方面举例浅析儒家思想的共同体精神之所在。

（一）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

“仁”本指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
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孔子言“仁”从“爱人”
为核心，包括恭、宽、信、敏、惠、智、勇、恕、孝、悌等
内容，而以“不欲，勿施于人“和”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
而达人”实行的方法。所谓仁爱就是：要想自己立得住，同
时也要使别人立得住；自己要行得通，同时也要别人行得通。
凡事都能推己及人，就可以说是实行仁爱的方法。“仁”体
现在日常生活中，常常表现为从“孝悌”到“泛爱”的人类
之爱。“孝”是子女对父母的爱，它强调的是子女对父母的
赡养、尊敬和服从。“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
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儒家提倡
的“仁”出于血亲之爱的博爱思想。且儒家提倡的仁爱是有
原则的爱，“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
仁》)孔子讨厌那种无原则的爱，称左右逢源毫无原则的人
为“乡愿”。当然，这是儒家伦理思想情感具有阶级性的体
现。

（二）儒家思想的行为准则是“礼”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与内在诉求，是为人之本。
而“礼”则是“仁”的外在表现，是儒家思想的行为准则。
礼在中国古代用于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释
名》曰：“礼，体也。言得事之体也。”《礼器》曰：“忠
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



礼是一个人为人处事的根本。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标
准。故《论语》曰：“不学礼，无以立。”在汉朝之后，特
别主张以“礼”教化异族，提倡和睦共处。孟子提出的“仁
者无敌”，主张“以德服人”，其中就包含着以礼服人，提
倡王道，反对霸道的思想，即反对以武力作后盾处理国际关
系；主张利用和平手段，通过在国际间建立相互信任关系而
扩大自己的影响。

（三）儒家思想的终极目标是“和”

孔子以和作为儒家思想人文精神的核心。在处理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时，孔子也强调：“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
和。”（《论语·子路》）和，就是矛盾对立面或各种不同
因素的和谐结合；同，就是人为地取消矛盾对立面的差异，
而强求简单的同一。儒家的和而不同的思想作为其行政伦理
的规范要求可从以下几方面阐述：其一，儒家强调和而不同
是遵循道的基础上的和谐,而不能不顾原则、标准地盲目随从
及人为附和。其二，儒家认为和而不同是真正的团结而不是
相互利用和勾结。“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意思
是君子普遍地团结人而不相互勾结，小人相互勾结而不能普
遍地团结人。其三就“和”的重要性,儒家也作出了论
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
《论语·学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