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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文化体系都有对人类未来社会的梦想，其中儒家的大同梦想最具有跨文化、超私有的特

色。《礼运》上承五帝与三代文明，在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基础上，提出“大同”的构想，把“天

下为家”的夏、商、周三代作为“小康”，而以“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为大同社会的本质特征，强调“选

贤与能，讲信修睦”，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近代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主张破除各种限制人群的界

域，实现太平之世。当代冯友兰提出“同不妨异，异不害同”，费孝通提出“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中

国社会主义者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习近平把“求大同”作为中华民族的价值追求。今天人类已经

成为命运共同体，大多数人向往富裕、公平、和谐的世界。为此，人类要吸收《礼运》大同的未来文明

构想，确立人类整体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建立当代平等互利的新型国际观，把尊重和爱护生命作为

信仰最高准则，提倡公平竞争，学习中和理性与协调智慧，远离各种形式的极端主义，为反对战争、维

护世界和平而努力。

《礼运》“大同”构筑未来梦想的六大要点

一般认为，《礼运》是《礼记》第九篇，主要内容是孔子与子游讨论周礼的作用，主体部分应该是子

游记录的，大概写成于战国前期。在流传过程中,大约于战国晚期掺入了阴阳五行家之言，又经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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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而成为目前我们看到的面貌[1]。《礼运》因其论“大同”、“小康”而闻名，特别是在近现代中国社会

的大变革时期，《礼运》的大同理想引起广泛关注并受到维新志士和革命同仁的一致推崇，与马克思

的共产主义学说也形成了强烈呼应。

《礼运》篇论“大同”、“小康”的核心段落如下：

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叹鲁也。

言偃在侧，曰：“君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

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

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

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

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

礼，域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

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已。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

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

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2]

《礼记·礼运》总结三代以来的历史经验，吸收孔子、孟子的智慧，以尧舜禅让的传说时代为原型，

在儒学史上第一次提出“大同”的最高社会理想，成为整个中华民族代代追求的美好目标。《礼运》篇

构筑未来梦想有以下要点。

第一，它不以夏商周三代为蓝本，明确指出那是“天下为家”的时代，其时以亲亲为原则，财产和

权力在家内世代血缘相传，为了巩固权位，要“城郭沟池以为固”，不得不运用谋略、设立军队。但是

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六人毕竟是有德“君子”，他们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文明规则，“礼义以为

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很重视礼义信让。作者称之为“小康”，认

为三代是难得的治世，实现了社会初步的康宁，但没有达到最高理想状态。

第二，它认为大道兴行的大同时代必须超越家天下的局限，响亮地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的口号，为大同理想确立了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天下为天下人所“公有”，超越一切私有制，于是它从

所有制这个基本点上实行了重大突破，洞察到私有制将被公有制所取代的社会发展趋势。“天下为

公”是把全人类视为生命和文化共同体的。

第三，它在主张珍惜劳动成果、废除财产私有（“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的同时，还强调

为公共利益而各尽所能（“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不做不劳而获的人。这样，劳动光荣、奉

献高尚的价值原则就确立起来了。这是保证大同社会富裕和文明的基本条件，也是养成人们高度文

明品格的必然要求。

第四，在用人制度上它主张“选贤与能”，废弃任人唯亲，把最优秀的人才选拔到社会管理领导岗

位上，这是大同社会健康运行的组织保证。帝制时代任人唯亲与任人唯贤同时并举，两者向哪一端

偏重决定着朝代的兴衰。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选制、三权分离、多党制和议会民主，能有效避免权力世

袭和政治独栽，但不能保证贤能之士脱颖而出、居于髙位；相反，由于金钱操控、政党对抗和民情起

伏，往往上台的是政客，是利益集团的代表，是一批德智不备的人，所以不能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

而《礼运》提出“选贤与能”是唯一正确的用人标准，建立一套与之相适应的选拔制度，是实现大同理

想的必由之路。

第五，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它提出“讲信修睦”的指导原则，要有诚信和友善。个人之间、群体

[1]参见王锷:《“大同”、“小康”与〈礼运〉的成篇年代》，〔西安〕《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2]《礼记·礼运篇》，《四书五经》上，陈戍国点校，〔长沙〕岳麓书社1991年版，第513、5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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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皆应如此，因为大同世界不能有欺诈、对抗和战争，没有“盗窃乱贼”，人们能够生活在讲道德、尚

和谐的社会环境里，可以做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由于文化的多样性，族群的差异仍然存在，但是

国家已经消亡，只剩下社会公共管理机构，处理公共事务，协调不同地区不同族群的关系，使之彼此

和睦相处。

第六，大同世界一律平等、一体皆爱，超出了家族社会“独亲其亲”、“独子其子”的偏狭，“使老有

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总之，各类人群皆各得其所、各安其身。这里

渉及到养老送终、充分就业、儿童抚育、弱势群体安置等社会问题，都能较好得到解决。

《礼运》的未来社会梦想，与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消灭私有制、劳动成为人生乐趣、“各尽所能，按需

分配”、人的全面发展的共同体的共产主义理想，有许多相近和可以沟通之处。可见，人同此心，心同

此理。当然《礼运》是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作品，无法对资本的两面性以及克服资本之道作出说明。不

过它在两千多年以前就有超出私有制超出民族宗教的社会设计，还提出小康作为过渡阶段，这在当

时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在历史上一直鼓舞着仁人志士推动社会进步的斗志，直至今日仍然是中华

民族奋进不息的最高目标。

大同理想与近现代中国的进步追求

在西方列强的巨大压力下，晚清以来的近现代中国出现千古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救亡图存的生

存危机，一代代先进知识分子努力探索中国社会的变革自强之路。近代中国的新生之路，很大程度

上是在否定批评传统的基础上接纳西方文明来展开的，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一度遭到猛烈抨击

甚至全盘否定。儒家思想在近现代全面瓦解，其中遭受攻击最惨烈的是其礼教体系。但是在这种传

统儒学的大批判中，儒家的大同理想却一而再、再而三地为追求进步的先进中国知识分子所大力宣

扬，而且从康有为、到孙中山，再到毛泽东，尽管他们的具体阶级立场或具体政治主张差别很大，但是

他们都一致肯定并积极发展了传统儒学的大同思想，并努力付诸政治革命斗争实践，把大同社会理

想作为一种人生信仰而为之奋斗终身。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之所以能在中国发展壮大并最终取

得胜利，很大程度上与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大同社会理想有着密切关系。

清末改良派思想家康有为，根据今文经学《春秋公羊传》“三世说”和何休的解释，认为人类的文

明发展史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据乱之世”，第二个阶段是“升平之世”，第三个阶段是“太平之

世”。中国仍处在据乱之世，而欧美已进至升平之世。未来世界不分国家种族风化齐同则是太平之

世。他又依据《礼运》篇，写了《大同书》，吸收佛学智慧，指出人类诸苦皆源于有种种分别，即“界”，救

苦之道在于破除九界：国界、级界、种界、形界、家界、产界、乱界、类界、苦界。他说：“大同之道，至平

也，至公也，至仁也，治之至也”[1]。他的大同理想尽管有诸多不足和内在矛盾，却包含了“仁爱”、“公

平”、“合同”、“信义”、“和平”等价值理念，具有永恒意义，是《礼运》大同理想在近代的新形态。

我们无法否认，当代人类仍然为各种群界所困扰，尤其受到国界、级界、种界和各种类界包括教

界的折磨而不能自拔，而这些界域把没有根本利害冲突、应是兄弟关系的族群分割成互相敌对的集

团。这些界域虽然是历史形成的，但经验证明，顽固地执著于界域之争，只能起到互相折磨的作用，

人类必须早点醒悟。

尽管孙中山在政治上与康有为很对立，但他一生都在追寻“大同主义”。据冯自由记载，在同盟

会成立之前，孙中山就曾对人说：“余之主张为‘大同主义’，在英语名之曰Cosmopolitan，亦即‘世界大

同主义’也。”[2]1921年12月，孙中山《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中说：“孔子有言曰：‘大道之行也，天

[1]康有为：《大同书》，〔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页。

[2]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9页。

-- 35



人类要构筑共同的未来梦想

下为公。’如此，则人人不独亲其亲，人人不独子其子，是为大同世界。大同世界即所谓‘天下为公’，

要使老者有所养，壮者有所用，幼者有所教。孔子之理想世界，真能实现，然后不见可欲，则民不争，

甲兵亦可以不用矣。”[1]1924年，论民生主义时，孙中山又说“故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

义，是大同主义。”[2]同年在《民族主义》第6讲的末尾，孙中山总结说：“我们要将来能够治国平天下，便

先要恢复民族主义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这便是我

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诸君都是四万万人的一份子，都应该担负这个责任，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3]

以上，可见孙中山对孔子大同思想之推崇，他的这些论述在今天仍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作为中共创始人，李大钊也非常推崇大同学说，他理想中的大同世界，是既有“个性解放”又有

“大同团结”的新型社会组织，是“个性解放”运动与“大同团结”运动，“相反相成”辩证结合的结果[4]。

毛泽东早年对康有为的大同世界颇为认同，他在 1917年的致黎锦熙信中说：“孔子立太平世为

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5]接受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学说后，他的这种

大同社会理想变得更加成熟。1949年，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多次提到大同理想，他说“对于

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共产党，则不是什么被推翻的问题，而是努力工作，创设条件，使阶级、国家权

力和政党很自然地归于消灭，使人类进到大同境域”，又说“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

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

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

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6]。毛泽东的大同思想，可以说是在马克思主义视野下，对康有为、

孙中山的大同思想的扬弃与发展。

当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所撰《西南联大纪念碑》对“大同”之“同”提出了新的解说，文曰：“同

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7]，高度文明的“同”是包容多样的同，是

多元互补的同。按照这种理解，大同之世并非色调单一、千人一面，而应是社会生活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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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成为社会生活的向导，指引我们远离冷漠、偏见、欺诈、虚伪、贪婪和争斗，努力化解对抗和冲突，

为促进社会和谐、民族团结与世界和平做贡献。

在今日人类成为地球村的时代，世界共同市场业已形成，但全球生态危机日益加剧，而人类掌控

的科技能量（包括核能量）既可以造大福于人类，又可能给人类生存带来毁灭性打击，因此人类已成

为事实上的命运共同体。在这种情势下，地球的未来不是大同世界便是大灾世界，没有第三条道路

可走。而大同世界必须由人类共同构筑，任何单独的国家既不可能独当此任，也无法置身事外。

人们已经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为侵略和战争付出了惨重代价，尚记忆犹新，和平理性逐渐增

强。冷战结朿以后，由于强权主义的惯性和集团利益的驱动，局部战争连接不断，但都以两败俱伤而

收场，又激发出极端主义和暴力恐怖主义，威胁各国的安全。伊拉克战争是最典型的无胜者的战

争。由北约东扩而引起的乌克兰的分裂和东西部冲突以及欧美与俄罗斯的对抗，日本军国主义势力

的东山再起和不断挑衅，都说明许多国领导集团和重要人物，其思想理念仍然被社会达尔文主义和

对抗哲学所朿缚，正在逆时代潮流而妄动，这不仅将危害地球村的整体安宁，亦将危及自身的存在和

发展。当此之时，各国有识之士应当联合起来，发掘各自文化中追求真善美的资源，构筑人类共同的

美好理想，向人们发出醒世警言，凝聚健康的力量，为制止战争、保卫和平而奋斗是十分必要的。

汤因比曾说过：“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

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的中华民族。”[1]汤因比提出了“世界统一”即大同的理想，认为是人类

避免在对抗中同归于尽的唯一出路；他把希望寄托在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上，因为两千年来在儒、道两

家文化熏陶下，中华民族的思维一直是沿着“协和万邦”、“中和之道”、“殊途同归”、走向大同的理路

发展的。它由于适合了地球村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急切需求而具有了崭新的意义。《礼运》篇在时代

精神观照下显现出它独特的价值而引起世人格外的关注是必然的。

人类的大多数都向往一个富裕、公平、和谐、自由、诚信、和平的世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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