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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心理学角度探源中国“和”文化，首先从“和”字字源溯源，将“和”从心理学进行梳理得出“和”

是先民对于禾谷丰收的祈求和愿望；其次从先秦文献整理“和”文化出处，基于饮食心理学、音乐心理

学等认识心理学维度探究“和”文化的发展演变史；最后，从心理学维度分析出“和”文化的三重性，

即：个人身心和一、社会关系和一、人与自然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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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explore the origin of Chinese “harmony” culture from a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we first trace 
the origin of the word “harmony” and sort out the psychology of “harmony” to conclude that “har-
mony” is the ancestors’ prayer and wish for a good harvest. Secondly, the sources of “harmony” 
culture were sorted out from the pre-Qin literature, and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history of 
“harmony” culture was explored based on cognitive psychology dimensions such as dietary psy-
chology and music psychology. Finally, the threefold nature of “harmony” culture was analyzed 
from the psychological dimension. That is: The unity of individual body and mind, the unity of so-
cial relations, and the unity of man and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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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本文基于心理学视域下对于先秦“和”文化进行探究，首节为文字学，即古文字探源；第二节是文

献学、历史学，即从经籍、百家诸子中抽出“和”作为概念的演变史，一部典籍中，“和”字出现过几

次，在什么语境下，有何含义，亦可以说是文献学的梳理工作；第三节是“和”范畴，从概念到范畴，

即从先秦经籍中，抽离出“和”作为构建心理学体系的过程。 

2. 基于心理学基础的“和”字探源 

人类心理活动的产生基于人类实践活动的发生，中国考古学的进展不断推进中国向前追溯的历史，

而对“和”字进行考古学的探源工程，既是考古学的任务，也是心理学研究何以造字的任务要求。 
许慎《说文解字·和》：“咊，相应也。从口，禾声”，《尔雅》：“谐、辑、协，和也”、“小

者谓之和”等都将“和”的字面义、引申义作出解释，而“和”字的本义须追溯考古学依据，而基于考

古学的心理学研究“和”字的产生才有基底性突破。甲骨文中“和”字并没有出处，而铜器铭文中“和”

作“ ”。同时，在考古学中发现与“和”字同源的字共有“禾”、“龢”、“盉”等三字，而对“和”

字三者的造字心理学进行研究也就有了考古学依据。 
《说文解字·禾》：“禾，嘉榖也。二月始生，八月而孰，得时之中，故谓之禾。”(许慎，2012)

考古学中，“禾”作“ ”从心理学上看，禾字即是天地万象和谐的象征，禾是万物生长、内外通达、

阴阳相济的产物，人的心理活动虽然并没有明确的表述和理论概括，但就此可以体现在所造“禾”字之

中。而从语音“he”中亦能体现出先人造字的心理学根据，即当众多可以饱腹的禾谷呈现在先人视野中，

人因感叹和不由自主发出“he”来表示惊叹，而对大自然保持敬畏之心，久而久之，先人在面对可以充

饥果腹的“禾”时，将“he”造字成“禾”，既是造字心理学象形的要求，也是因感叹而作的语音心理

学的要求。 
《说文解字·龢》：“龢。调也。从龠，禾声。”“龠”是一种竹管乐器，形似排箫、笛子等，是

一种多排乐器，许慎将“龢”解释成“调也”，则“调也”是“龢”的引申义，而“龢”(赵爱国，2018)
的本义亦需要借助考古学、心理学的溯源方才能找到造字依据。“龢”在甲骨文中作“ ”，从字形上

看，可能包括了排管乐器和农事活动“禾”两者的结合。先人在造出“禾”字之后，而祈求禾能丰收，

求禾的活动就借助于巫舞巫乐，其中就包括了“龢”的参与，先人在舞蹈中载歌载舞，奏“龠”以求禾

丰收，由被动接受禾的生长成熟到自觉的通过人类的努力去参与到禾的孕化过程，这就是求禾以奏“龢”

的心理学依据。而贾湖遗址中发现的骨笛距今大概 5000~70,000 年，这正是体现出在三代之前，先民早

已有了巫教祭祀活动，古时奏乐并非为了满足听觉的享受，而是为了祈求来年丰收而生存的祭祀礼仪，

故此“龠”与“禾”的结合，才造出“龢”字，正是先民造字过程中活泼泼的心理学依据。 
《说文解字·盉》：“盉，调味也。”“皿”是一种饮食用具，而“皿”与“禾”的结合，从造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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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源看，“盉”在铜器铭文中作“ ”，其中先民造字心理学中至少有两层意义，其一祭祀之用，即将

收获的禾祭祀给天神，既是对天神保佑丰收的供养，也是为来年祈祷丰收的愿望；其二，将禾放到皿器

之中，亦是先民将禾煮熟而食用的生动展现，从“盉”字造字中就能体现出先民造字心理的依据，不是

理性的分析，而是感性经验的直接书写出来，一目了然。 
从上述心理学分析可知，“和”字从“禾”到“龢”最后到“盉”的演变，是先民心理感性认识自

然从而因情感造字，而在认知心理学、认知语言学界中有“俄罗斯心理学之父”的维果茨基的“文化—

—历史心理学理论”中，他提出的“人的发展心理学”，心理学的基础是“人学”，描写性的心理学注

重的是描写和理解，它把概念的分析作为对象。 

3. 基于心理学基础的“和”字先秦文献整理 

“和”字具极强的生命活力，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的概念，其诞生之初就和先民祈求禾丰收以填饱

口腹，其后，“和”字演变史与先民生活息息相关，而基于心理学、符号学角度，从文献中可以看出，

心理是人的机能和特性，人的心理是社会的，人的生活活动直接受到环境的制约，且与动物不同，是通

过社会生产的并具有社会意义的劳动工具系统和心理学工具系统实现的。 
关于饮食方面。《礼记》：“辨轻重，制刚柔，和五味，以节食时事”中讲到饮食文化，即调和五

味，五味指的是酸苦甘辛咸，只有五味调和才能使得饮食和谐。《诗经》：“酒既和旨，饮酒孔偕”中

讲到饮酒亦需要符合和谐的原则，则对于饮食心理学适度原则亦同样适用。《说命下》：“若作和羹，

尔惟盐梅”、《周礼·天官》：“内雍：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亨煎和之事”、《郊特牲》：“大羹

不和，贵其志也”等都讲到饮食中要做到身心配合，即虽然饮食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但是在满足口腹

的同时更应该保证心灵的协调，饮食心理学讲到人的饮食不仅可以满足人的自然生理需求，更重要的是

通过饮食的相互调和搭配而做到人的精神修养和生活关系的和谐融洽。 
关于音乐方面。《诗经》：“鼓瑟鼓瑟，和乐且湛”，其中关于鼓瑟之音讲到对于演奏乐器应该做

到和乐的境界，而心理学研究发现，乐器的演奏对于朋友之间和谐关系的培养具有重要作用。《周礼》：

“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声，以节声乐，以和军旅，以正田役”，从《周礼》看，调和音乐的目的

不仅仅是使身心得到舒缓，更可以加强行军的纪律性，士气的培养等。《儒行》：“歌乐者，仁之和也”

中体现出心理学的身心合一效应，即对于音歌乐舞，不仅仅是身体的调节功能，更是仁爱之心在发用，

只有做到身心合一的和乐，才是真正的音乐和谐，正是心理学中讲到的音乐艺术在欣赏和审美的同时，

能够在心理学研究领域起到辅助作用(郗望，2023)。 
关于个人血气方面。《黄帝内经》：“味有所藏，以养五气，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中讲

到饮食应有节度，以使身心之气血均衡，而血气和谐就使身体机能恢复而气力生，只有做到身心统一，

个人精神才能涵养而生神。其中，医学心理学中讲到认识心理是人的最基本的心理活动，是人脑对客观

对象的属性及其规律的自觉而能动的反映(侯洪澜，齐明，2000)。《逆调论》中“胃不和则卧不安”即是

表达了五脏六腑各个器官不同功能间出现不和谐状况下对于身体机能不同的反应，这也是医学心理学中

胃不舒服则睡不着觉相符合的。同时还在《六元正纪论》分别写到：“中酸和”、“中辛和”、“中甘

和”等五味的和谐对于调节身心合一的作用。 

4. 基于心理学基础的“和”范畴体系梳理 

由前两节可知，基于心理学向度分析，从“和”造字字源起，“和”的产生发展史就离不开先民心

理感性经验的认识，而通过先秦文献整理可知，“和”字不仅仅是感性经验的总结，也是先民生命体验

和生活经验的再展示。从而本节从心理学角度探究“和”文化的形上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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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个人身心和合。《素问》中讲到：“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王
冰，1963)即是讲身心之道是有迹可循的，养生之道应该在于对于阴阳时节的把握，顺时而动，同时对于

术数的利用上，应该与其和而不是逆其数，同时应该做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数等，只有遵循时节、饮

食起居之道，才能做到个人身心和合，而只有做到身心和合才是养生之道，才能延年益寿，养生心理学

讲到心理状态与生理状态有着密切关系，“兹心不爽，而昏乱百变”，生理状态会影响到心理状态，“此

心不明，照察失宣而昏乱百事之节度也”表明心理状态的混乱会影响到生理状态的发挥。 
2) 社会关心和合。《春秋》：“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无不具，各知其极”中讲到君臣上下关系

和谐共生，只有做到和谐百事运作则并行不悖，提高工作协调能力和效率。《国语》：“昭神能孝，慈

和能惠，推敌能让”讲到家庭伦常关系的和谐相处做到孝悌、慈让、恭敬之心才能家和万事兴，保持家

庭、社会的和谐。《论语》：“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中讲到君子德行应该做到不同事物间的

和谐共存，而不是一味地讲求同一性，心理学讲到并不是同一使得社会群体变得和谐，恰恰是不同类型、

事物的相互交融配合最后使得社会走向和谐统一。 
3) 人与自然和合。《道德经》：“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中讲到阴阳和谐的共生共存才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融洽而和谐的。《周易》：“乾道变化，各正性命，

保和太和，乃利贞”(李鼎祚，2016)中讲到天道的运行，至大至刚，而天道作为本体存在呈现出保和太和

的光明之象，照耀万邦才使得人与自然的相处和合同一。心理学讲人长期处于光明、温暖的状态之中才

会使得身心和谐而不易生病。 
最后，据考古学的探源工作表明中华文化远不止五千年，从“和”字字源的演变史到先秦文献中

关于“和”概念的出处中表明“和”文化源远流长，而基于心理学角度，将“和”字从字源、概念和

范畴体系进行梳理可以得到“和”范畴心理学的基本描述，即建立在心理学基础上的“和”文化中，

应该做到个人身心和一、社会关系和一以及人与自然和一，从大量文献中都蕴含着丰富的心理学思想

的记载，从对个人身心的认识、分析到心理状态的调节，以及对于心理疾病的治疗等都是中国传统文

化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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