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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泱泱华夏，几千年来一直以我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为精神主导，直到列强踏人、西学东渐
，传统文化领域受到了冲击。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传统文化一度被西方文化边缘化。
当然，文化是不分国界的。
不可否认，西学对我国的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根植于黄土地的华夏儿女离不开
本土文化的滋养，炎黄子孙始终需要的是适合于我们民族的思想文化。
只有以本土文化为根基、为主流，中华民族文化才符合中国的人文环境，符合中国的社会现实，符合
中国人的精神需要。
在这种根本需求下，我们的民族文化再一次回归，再一次复兴，古圣先贤的思想再一次引起了人们的
重视。
这些传统的、民族的、有本土特色的文化经典、文化精髓，我们亲切地称之为&ldquo;国学&rdquo;。
国学文化经历了辉煌、暗淡、再度复兴的曲折过程。
这说明，中华国学的根基是牢固的，影响是深远的，价值是永恒的。
　　那么，如何来定义国学？
一提到国学，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ldquo;孔孟老庄&rdquo;这些古代大思想家、大教育家们的学术思
想。
的确，诸子百家的文化理论经典都在我们的国学范畴之内，但国学的内涵远不止这些。
国学从根本上来讲应该是指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传统学术经典，包括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思
想的、生活的、军事的、技艺的等等物质和精神层面的文化共同体，应该是&ldquo;大国学&rdquo;的
范围。
&ldquo;大国学&rdquo;之意，只是希望人们能放宽视野，从更广的角度认识国学。
另外，我们必须认识到，国学不是一成不变的概念，而应是一个发展着的概念，随着历史的发展，国
学的内涵会不断丰富，不断变化。
　　今天，国学的热潮再一次席卷中华大地，作为中华儿女，我们深深地为国学文化的博大精深而感
动、而骄傲。
但需要强调的是，我们今天提倡学国学、用国学，并不是让人们去墨守祖先留下的一套固有观念和思
想，也不是狭隘地排斥西方文化，而是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能够贯通古今、融汇中外，发挥其积极
的作用，以此来引领我们的思想，指导我们的事业，影响我们的生活。
　　在这样一个资讯发达的新时代，国学文化的推广变得更加多元，也更加快速。
现代人不仅越来越接受和认同我们的传统文化，更多的人开始以弘扬传播中华文化为己任，这一点是
非常值得庆幸的。
国学的普及和覆盖面之广令人惊叹，无论是在学术界、教育界，还是在工商界、娱乐界，包括我们的
政治领域，国学的影响无处不在。
更重要的是，它的影响不仅仅在国内，而是影响到全世界。
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士对中华国学产生兴趣，并且很多学术思想也开始渗透到西方人的观念中。
　　如今，中华文明正在影响着世界，中国智慧正在涌人世界的大潮中。
很高兴在这样一个时刻看到这样一套诠释国学精义的丛书，编者们怀着一颗敬畏之心，重拾一度被冷
落的文明，结合当下的需求，给传统国学赋予新的生命，使优秀的中华文化得以充分展现。
作为文化的研究者和传播者，发现一套优秀的作品自然兴奋异常，特此作序推荐。
若此套丛书能为中华国学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产生些许的推动作用，我便不胜欣慰了。
　　弓克  于悟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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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庸之道郎&ldquo;中道&rdquo;，也就是寻找一种&ldquo;恰如其分的均衡&rdquo;凡事要适度，以
居间者为目的。
不是平庸碌碌无为，而是追求不亏不盈、可进可退、不急不缓、不过不及、不骄不馁，是人生大智慧
与为人做事较为完美的平衡点。
　　《中庸》的思想及言论，积淀了儒家处理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以及人的修身养性的重要内容
。
在儒家经典中，是高层次的理论色彩很浓厚的著作。
可以说明理学之所以能达到哲堂高峰，和《中庸》是密不可分的。
　　黎重编写的《中庸全解(双色图文珍藏版)》所做的就是对《中庸》的原文加以详细注释和解读，
同时配以相关的历史人物故事来加以阐述。
目的是希望读者能够通过《中庸全解(双色图文珍藏版)》对儒家的中庸思想有一种正确的认识和了解
，并能够在修身养性、为人处世时有所践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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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庸章句》序程子提示第一章 纲领作为《中庸》全书的总纲领，本章提出了“中庸”这一概念，并
进行r详细的解释。
“中庸”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推崇至上的正道。
第二章 知人承接第一章，本章提出了以中庸来察知人性的问题。
中庸是一种天性赋予、发自本心的智慧，德行高妙的人能够领悟它并执行它，而德行低下的人往往会
反对它。
第三章 正心本章明确指出，中庸是最高的德行，但正因为它是最高的德行境界，所以很少有人能够坚
守中庸之道。
孔子的感叹发人深省。
第四章 正心本章以“过”与“不及”两个方面，进一步阐述了中庸之道，圣贤的人因为太了解，反而
容易做过了头，愚昧的人却又达不到要求，往往都不能把握好达到中正和谐的“度”。
第五章 修身本章用孔子担忧中庸之道恐怕不能施行于世来说明，中庸之道不能实行的原因是人们不能
从自身做起，只有自身的修养达到很高的程度才谈得上有了奉行中庸之道的基础。
第六章 审问本章继续从包容的角度来揭示中庸之道的内涵。
中庸不是单纯的抛弃，更不是一味的吸收，它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它是隐恶扬善的大度与智慧。
第七章 明道孔子说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很聪明，殊不知他们的聪明只是自作聪明，最终不会有什么好
下场。
在奉行中庸之道方面更是如此。
真正聪明的人是那些一旦选择了中庸之道，就终其一生都坚守不辍的智者。
第八章 正心本章用孔子赞赏颜回的话来说明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能坚守中庸之道的智者。
颜回不仅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之一，更是公认的孔子弟子中最有德行的人。
能得到别人如此高的评价，恐怕与颜回选择中庸之道并且能够坚守不渝不无关系吧？
第九章 正心本章是对前面第二至八章的总结概括。
虽然中庸之道是天下的正道，但对它的奉行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因为中庸之道不同于功名利禄、器物食品之类的东西那样可取可舍，它是人灵魂的支柱，选择容易，
恪守起来就难了。
第十章 明道本章通过子路问强和孔子的回答揭示出什么是真正的强。
真正的强者以武功与人争斗为荣，而以智慧德行感化别人取胜。
正因为子路是勇武好的人，所以孔子要他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强。
第十一章 正心⋯⋯第十二章 知物第十三章 笃行第十四章 修心第十五章 齐家第十六章 齐家第十七章 
知天第十八章 齐家第十九章 齐家第二十章 治国第二十一章 知性第二十二章 诚意第二十三章 诚意第二
十四章 治国第二十五章 诚意第二十六章 博学第二十七章 修身第二十八章 明道第二十九章 明辨第三十
章 知法第三十一章 修身第三十二章 诚意第三十三章 正心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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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洪应明在《菜根谭》中写道：“清能有容，仁能善断，明不伤察，直不过矫。
是谓蜜饯不甜，海昧不咸，才是懿德。
”意思是说，清廉纯洁而有容忍的雅量，心地仁慈而又能当机立断，精明而又不失之于苛求，性情刚
直而又不矫枉过正。
这种道理就像蜜饯虽然浸在糖里却不过分地甜，海产的鱼虾虽然腌在缸里却不过分地咸，一个人要能
把持住这种不偏不倚的尺度，凡事力求和谐有度，才算是达到了为人处世的极致。
儒家历来主张中庸之道，而长期以来人们对中庸的诠释和理解又各有出入。
战国时期有一个研究神农氏学问的人，主张市场上的物价都应该一样，他以为这样便可以使社会公平
，以消除欺诈。
与此相反，孟子认为如果按照这一主张行事，就是率领大家走向虚伪。
因为市场上货物的品种质量都不一样，它们的价格自然就有很大的差别，这是事物自然形成的秩序，
如果漫天要价，造成价不称物，那是过度，也叫过分；不顾秩序，各种货物都一个价，也是失度。
假如一定要使它们一致，必然会使得市场失去平衡，使得天下大乱。
为人处世，任何时候都要掌握一定的度，，失度就会坏事，就会受到惩罚。
如饮食无度，就会伤身；荒淫无度，必致误国；贪婪无度，可能招来杀身之祸；玩笑无度，会伤感情
，有时一句过分的玩笑话就会与人结怨。
人人都喜欢自由的生活，其实，自由归根结底也是度中的自由，只有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范围内，我
们才能享受自由。
这就是为什么处在同样的条件下，有的人觉得很自由，而有的人却觉得处处受到约束，其中就有一个
过度不过度的问题。
为人做事时如果失度，就会给自己带来麻烦，有时还有性命之危。
刘邦曾经问韩信：“你看我能带多少兵？
”韩信说：“陛下带兵最多也不能超过十万。
”刘邦又问：“那么你呢？
”韩信说：“我是多多益善。
”这样的回答，怎么能不让刘邦耿耿于怀呢！
自以为有功便说话口无遮拦，没有了尺度，是讨人嫌的，特别容易招惹上司的嫉恨。
这样做是很危险的事情。
三国末期，西晋名将王浚于公元280年巧用火烧铁索之计，灭掉了东吴。
从此结束了三国分裂的局面，国家又重新归于统一，王浚的功劳是不可埋没的。
岂料王浚克敌制胜之日，竟是受谗遭诬之时，安东将军王浑以不服从指挥为由，要求将王浚交司法部
门论罪，接着又诬陷王浚攻入建康之后，大肆抢劫吴宫的珍宝据为己有。
这不能不令功勋卓著的王浚感到畏惧。
可王浚怎么想也想不通，自己立了大功，反倒一再被弹劾，他愤愤不平。
每次晋见亘帝，王浚都一再陈述自己伐吴之战中的种种辛苦，王浑所说的不听指挥和抢劫都是冤枉！
有好几次他越说越激动，不向皇帝辞别，就快怏不乐地离开了朝廷。
他的一个亲戚范通对他说：“足下的功劳可谓大了，可惜足下说话办事失度，未能做到尽善尽美，因
而才招致他人的诬陷！
”王浚两眼一瞪问：“这话什么意思？
”范通推心置腹地说：“当足下胜利凯旋之日，应当退居家中，再也不要提伐吴之事。
从今天起你就说：‘是皇上的圣明，诸位将帅的努力，我有什么功劳可夸的！
’这样，王浑能不惭愧吗？
”王浚按照他的话去做了，谗言果然不止自息，而王浚也得到了皇帝的嘉奖。
这就是说话办事把握好尺度的效果，能够这样做的人往往会有更多的收获。
晋时期的大将殷仲堪，与桓玄、杨俭期相互牵制，形成三股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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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仲堪虽才智和实力平平，但他能够把握尺度，善于保持平衡，从而在那个弱肉强食的年代得以自保
。
在这三方中，桓玄实力与野心最大；杨俭期为人骄横跋扈。
每当杨俭期在人前夸耀自己出身如何高贵时，桓玄总是讥笑他不过是一介寒士。
因此，杨俭期很想找机会割下桓玄的脑袋，看他的舌头是不是还那么顽固。
后来，桓玄被推为盟主，更加志得意满，杨俭期就更不愿意经常看到这副令他头痛的面孔了，他打定
主意，务必趁桓玄在登坛宣誓时叫他尸横在地。
殷仲堪虽然并不喜欢桓玄，但他同时对杨俭期兄弟的勇武过人也心怀顾忌，他可不愿意杨氏兄弟在杀
了桓玄之后再来对付自己，所以他一得到杨俭期企图偷袭桓玄的消息，马上出面制止。
杨俭期只得罢手。
到晋安帝隆安年间，桓玄受命都督荆州四郡，其兄桓伟又任辅国将军和南蛮校尉，权势扶摇直上，这
下殷仲堪也担心起桓玄可能对自己不利来了。
桓玄、杨俭期都有兄弟辅翼，自己也不能孤立无援吧！
他想起杨俭期与桓玄是冤家对头，不如就把杨俭期纳入自己的体系，那样就可保万无一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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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解新悟大国学·中庸全解(双色图文珍藏版)》：中庸之道即“中道”，也就是寻找一种“恰如其
分的均衡”.凡事要适度，以居问者为目的。
不是平庸碌碌无为，而是追求不亏不盈、可进可退、不急不缓、不过不及、不骄不馁，是人生大智慧
与为人做事较为完美的平衡点。
《中庸》的思想及言论。
积淀了儒家处理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以及人的修身养性的重要内容。
在儒家经典中，是高层次的理论色彩很浓厚的著作。
可以说宋明理学之所以能达到哲学高峰，和《中庸》是密不可分的。
行之有效的处世之道，做人做事的实用学问，深刻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古典哲学。
国学经典再品读 易读易懂新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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