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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很多人都知道中国古代有“四书五经”之说。
其中，“四书”是指《论语》、《大学》、《中庸》、《孟子》。
《中庸》原是《小戴礼记》中的一篇，是儒家阐述“中庸之道”，并提出人性修养的教育理论著作。
《史记.孔子世家》称“子思作《中庸》”。
其实现在保存下来的《中庸》各篇，已经经过了秦朝一些儒生的修改，大概成书于秦始皇统一全国后
不久，其每篇的命名方式不再是选取每篇正文的开头两个字作为题目，而是将文章的中心内容加以概
括提炼作为题目。
早在西汉时期就有专门解释《中庸》的著作，以后历朝历代都有关于这方面的著作相继问世。
但其中影响最大的还是朱熹的《中庸章句》。
他继承程颐、程颢的思想，把《中庸》从《礼记》中抽出来，于宋光宗绍熙元年，将其与《大学》、
《论语》、《孟子》汇集在一起，并分别为其作章句集注，即《四书章句集注》，作为一套经书刊刻
问世，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四书”，它与“五经”一起成为后世读书人求取功名的必读书目。
《中庸》题解“中庸”的“中”，是恪守中正之道不偏不倚之意；“庸”是常见的意思，因此“中庸
”即永远恪守中正之道。
篇首围绕“天命”、“道”、“教”、“慎独”、“中和”等命题阐述道原出自于天，人禀赋此道，
就叫做“性”；道存在于人本身，不可以片刻疏离，所以道德高尚的君子能够“慎独”。
如果人能够恪守中正之道，那么天地万物才能各得其位，才能繁衍生息。
本书各章皆围绕这一核心内容进行阐释。
《中庸》的主题思想《中庸》的中心思想是儒学中的中庸之道，它的主旨在于修养人性。
其中包括学习的方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也包括儒家做人的规范如“五达道”即“五伦”和“三达德”（智、仁、勇）等。
《中庸》所追求的修养的最高境界是至诚。
中庸之道的主题思想是教育人们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努力成为具
有理想人格，达到至善、至仁、至诚、至圣的理想人物，共创“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太平
和合”境界。
《中庸》第一章中“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明确体现了中庸之道的主题思想，言简
意赅地揭示了这一主题思想的核心是自我修养。
“天命之谓性”是指人的天性是善良的。
“率性之谓道”是说人们自我修养之道就是按照人们的善良的天性办事情。
“修道之谓教”是说自我修养就是要按照人道原则去进行修治。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
莫见乎远，莫显乎微。
故君子慎其独也。
”自我修养贯穿于人一生之中，要想彻底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有一种强有力的自我约束、自我监督的
精神。
这种精神就叫做慎独。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揭示了自我修养、自我约束、自我监督的目标。
其意义则在于“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致中心，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也就是具备至仁、至善、至诚、至圣的品德后的效应。
中和是自我价值的实现，致中和是社会价值的体现。
宋朝临江黎立武著《中庸分章》分析《中庸》第一章时也对中庸作了极高的评价。
他说：“中庸之德至矣，而其义微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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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章以性、命、道、教，明中庸之义；以戒惧谨独，明执中之道；以中和，明体用之一贯；以位育，
明仁诚之极功。
”朱熹对这一章也有极高的评价。
他在《中庸章句》中说：“右第一章。
子思述所传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于天而不可易，其实体备于己而不可离，次言存养省察之要
，终言神圣功化之极。
盖欲学者于此反求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诱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
杨氏所谓一篇之本要是也。
”天人合一的真实含义中庸之道的理论基础是天人合一。
通常人们讲天人合一大都从《孟子》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讲起，而忽略中
庸之道的天人合一，更忽视了天人合一的真实含义。
天人合一的真实含义是合一于至诚、至善，达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境界。
“与天地参”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就是人们的自我修养达到像美好善良的天一样造福于人类和自然理想境界。
中庸之道中“天人合一”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1.天道与人道合一天道就是诚，人道就是追求诚。
这就是原天以启人，尽人以合天。
也就是要求人道与天道相吻合。
《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
诚之者，人之道也。
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
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
”按照郑玄和孔颖达的解释，中庸之道的天道与人道合一为两种类型：一是圣人的天人合一，二是贤
人的天人合一。
圣人的天人合一是本能的天人合一。
贤人的天人合一是通过学习而达到的天人合一。
应该说，还有凡人的天人合一。
2.天性与人性合一天道与人道合一的目的就是要将天性与人性合一。
天性是至善、至诚、至仁、至真的，那人性也应该如此。
只有使人性达到了像天性一样的境界，才能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天人合一，才能创制天下的大纲，建
立天下的大本，才能通晓天地化育万物的道理，也才是符合中庸之道。
3.理性与情感合一中庸之道的天人合一还表现在理性与情感的合一。
人们的喜怒哀乐是人的自然属性，是情感的表现，为了追求与天道、天性合一的境界，就需要对情感
加以约束和限制，所以《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只有“致中和
”才能天人合一。
4.鬼神与圣人合一中庸之道的天人合一还包括了鬼神与圣人合一。
《中庸》第二十九章：“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知人也。
”质证于鬼神没有疑问，就算是认识了天；等到百代以后圣人出来也不会有疑问，就算是认识了人。
说明中庸之道的天人合一中的天包括鬼神，人则包括圣人。
真正意义上的天人合一含有圣人合一。
5.外内合一中庸之道的天人合一还包括外内合一。
《中庸》第二十五章揭示了外内合一：“成己，仁也；成物，知也。
性之德也。
合外内之道也。
故时措之宜也。
”合外内之道，即外内合一，外内合天诚。
所以中庸之道的天人合一，又合一于诚。
这种外内合一又可以视为品德意识与品德行为的合一，或者说成己与成物的合一，或者说是知与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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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一。
中庸之道的具体内容中庸之道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五达道、三达德、九经等。
1.五达道五达道即天下通行的五种伦常关系，是指君臣、父子、夫妻、兄弟以及朋友的交往，通过正
确处理这五种人际关系，达到太平和合的理想境界。
《中庸》第十二章详细论述了夫妇的伦常关系，第十三章论述了父子、君臣、兄弟、朋友之达道。
这两章将“五达道”囊括于其中。
2.三达德“三达德”是调节“五达道”的依据，也就是指人们自身的品德和智慧。
三达德，就是智、仁、勇这二三种天下通行的品德，是用来调节上下、父子、夫妻、兄弟和朋友之间
的关系的。
人们要用诚实、善良的品德意识来培植加固智、仁、勇这三种品德。
《中庸》第二十章详细阐明了“三达德”是如何调节“五达道”的。
3.九经九经就是中庸之道用来治理天下国家以达到太平和合的九个方面，具体是指：修养自身，尊重
贤人，爱护亲族，敬重大臣，体恤众臣，爱护百姓，劝勉各种工匠，优待远方来的客人，安抚诸侯。
要做好这九个方面，就必须用至诚、至仁、至善的爱心去充分体现中庸的美好人格。
做好这九个方面，事实上也就处理调节好了九种人际关系。
调节这九种人际关系是使天下、国家达到太平和合理想的重要保证。
中庸之道的主要原则中庸之道的主要原则有三条：一是慎独自修，二是忠恕宽容，三是至诚尽性。
1.慎独自修这一原则要求人们在自我修养的过程中，坚持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约束。
《中庸》第一章就提出了这一原则。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
莫见乎隐，莫显乎微。
故君子慎其独也。
”人们必须严格地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尤其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更应该谨慎地进行自我反省、自
我约束、自我教育、自我监督。
要做到至诚、至仁、至善、至圣，就必须坚持慎独自修的原则。
2.忠恕宽容忠恕之道在《大学》里被称作“矩之道”，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其实
质是仁慈博爱，要求人们做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
其实这一原则源于孔子，曾子将其概括以传于世，就是要求人们将心比心、互相谅解、互相关心、互
不损害、忠恕宽容、体仁而行、并行而不相悖。
这一原则分别见《中庸》十三章、三十章。
《中庸》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忠恕之道和《大学》的挈矩之道。
进一步提出了“以人治人”，要求人们用自己的真诚忠恕去感召人、感化人、塑造人。
只要坚持忠恕之道，人们就会相安无事，就会达到素其位而行、无人而不自得焉、上不怨天、下不尤
人的思想境界。
3.至诚尽性至诚尽性的原则是施行中庸之道的重要原则。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
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
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这就是坚持至诚尽性原则所达到的理想境界，达到了这一境界也就找到了自己在宇宙间的真正位置
。
《中庸》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中庸》是国学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中庸》郑玄注：“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
孔子之孙子思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也。
”《中庸》是中华民族的古典哲学，是治国之道又是修身之法，它既深奥又通俗，以“过犹不及”为
核心，做人处世追求适量、守度、得当。
“中庸”即中和，不是平庸碌碌无为，而追求的是不亏不盈，可进可退，不急不缓、不过不及、不骄
不馁，得人生大智慧与为人处事中较为完美的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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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是以人为本的哲学，而不是以神为本的宗教。
它在认识理论上，实现了“两过渡”：由问神向问人过渡，由直观经验向逻辑抽象过渡。
中庸在社会领域，适应了“三转变”：家族制向家庭制、分封制向集权制、传亲向传贤的转变；推动
了“一结合”：分散的一家一户小生产与高度集权封建专制的结合；促进了“两分离”：思想家与政
治家、议政与行政的相对分离。
中庸思想也培养了源源不断的人才，其时代的合理性多于历史的局限性。
这就是中庸之所以成为我国传统法律依据的最高标准，以及盛行两千多年的根本原因。
中庸思想的实用性在历史上没有任何思想可以取代。
即使在当今社会，中庸思想仍然有着广泛的应用范围和积极的意义，小康社会、与时俱进、和谐世界
、和平与发展、互利共赢等等，其中都寓于了中庸的哲理与方略。
为中庸正名曾几何时，人们曲解和屏弃中庸思想，认为它腐朽没落，殊不知，中庸是一种“权变”智
慧，权，即权衡，把握事物的利害；变，即“时中”，也就是与时俱进。
只有“合而不流”，不随波逐流，“中立而不倚”，坚持自己的立场而不动摇，这才是真正的中庸之
道。
所以中庸之道并不是一般人所认为的折中主义或调和主义，而是提供一种“优位”思考方法，一种精
当选择和合理的决策技巧。
中庸思想反映了一种合情合理的精神：“致中和”，达到中正和谐的境界。
君子以和为贵，和气方能生财。
可以说，“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为重要的思想范畴，它的立足点在于社会的稳定与协调，要求人
们能够倾力合作、精诚团结。
朱熹在《中庸章句·序》说，《中庸》“忧深言切，虑远说详”，“历选前圣之书，所以提挈纲维，
开示蕴奥，未有若是之明且尽者也”。
纵观《中庸》全书，的确是内容丰富，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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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华。
书中不仅坚持以“中庸”作为儒家的最高道德标准的观点，并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讨论了一系列
相关的问题，其内容也涉及到儒家学说的各个方面。
本书所做的就是对《中庸》的原文加以详细注释和读解，同时配有相关的历史人物故事来加以阐述。
目的就是希望读者能够通过本书对儒家的中庸思想有一种正确的认识和了解，并能够在自己修身养性
、为人处世时有所践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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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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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华。
本书对《中庸》的原文加以了详细注释和读解，同时配有相关的历史人物故事来加以阐述。
旨在希望读者能够通过本书对儒家的中庸思想有一种正确的认识和了解，并能够在自己修身养性、为
人处世时有所践用。
 书中不仅坚持以“中庸”作为儒家的最高道德标准的观点，并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讨论了一系列
相关的问题，其内容也涉及到儒家学说的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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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庸章句》序程子提示第一章 纲领第二章 知人第三章 正心第四章 正心第五章 修身第六章 审问第七
章 明道第八章 正心第九章 正心第十章 明道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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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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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那些能够取得大成就的人，大多都非常注重自身的德行修养。
一个人德行修养水平的高低，往往可以决定他其他方面的成败。
吴隐之，字处默，东晋淮阳初城人。
他的六世祖父是曹魏时的侍中吴质，为魏文帝曹丕所信赖。
后来家道衰落，吴隐之的父亲几乎没有做过官，是最下层的寒门士族。
家中本来就不富裕，到吴隐之十几岁的时候，父亲不幸病死，家境就更加困难了。
一家人常常以粗糙的豆类和咸菜充饥度日。
贫苦的生活，使吴隐之养成了良好的品德。
他少年老成，不仅勤奋好学，吃苦耐劳，而且孝顺母亲，敬重兄长。
他为人处事，品行端正，从不贪图非分的财物。
不久，母亲也去世，吴隐之悲痛欲绝。
痛哭之声感动得过路行人都为之落泪。
他的邻居是韩康伯，官拜太常。
韩康伯的母亲是位贤惠明达的老妇人，被吴隐之的操行所感动，就对康伯说：“如果你以后负责挑选
官吏的工作，一定要举荐像吴隐之这样的人。
”后来韩康伯果然被任命为吏部尚书，于是提拔吴隐之为辅国功曹，随即又改任参征虏军事。
吴隐之本来为人谦和，又博涉文史典籍，善于言谈，长得仪表堂堂，所以很快就获得了“儒雅之士”
的好名声。
吴隐之的哥哥吴坦之为豫州刺史袁真的功曹。
太和四年冬，袁真据守寿春叛变，投降了前燕帝国。
两年后，东晋大司马桓温率兵平定叛乱，在寿春俘虏了叛乱首领。
许多人遭受株连，以叛逆的罪名押送京师建康斩首示众，吴坦之也在其中。
吴隐之闻讯后从建康匆匆赶来，拜见大司马桓温，请求代替哥哥赴死。
桓温被他勇于献身的精神所感动，又见他心怀坦荡，谈吐爽直，毫无惧色，心中暗生赞许之意，不仅
没有诛杀吴隐之，还赦免了他的哥哥。
不久，吴隐之官拜奉朝请、尚书郎。
太元十年，吴隐之以奉朝请的身份被卫将军、尚书令谢石聘请为卫将军主簿。
其后，适逢吴隐之的女儿出嫁，这在一般人家也是件大事，何况是官宦人家。
谢石知道他一向清贫，就派自家的厨师带着账本物品去吴家帮助操办婚事。
当厨师来到吴家时，除看到他家的婢女牵着狗到市场上去卖外，其他与往常一样，根本看不出官宦人
家嫁女的喜庆场面。
后来，吴隐之出任晋陵太守。
晋陵地处京师附近，西晋末年随迁的侨民很多，鱼龙相杂，秩序混乱，为地方官吏搜刮民财提供了方
便。
然而吴隐之在任职期间，始终恪守清操，从未利用职权谋私骚扰百姓，加重过人民的负担。
他甚至连仆人都不用，砍柴烧饭做家务都由妻子一个人承担。
任职期满后，吴隐之被调回朝中做官，并由中书侍郎、国子博士、散骑常侍等职，接连迁升至廷尉、
秘书监、御史中丞、左卫将军等高级官职。
当时东晋王朝动乱迭起，官场污浊不堪。
许多达官显贵或争权夺势，或沉溺酒色、醉生梦死。
吴隐之则出污泥而不染，清廉之风没有任何改变。
他既不贪图淫逸，也不攀附巴结权贵，所得俸禄和赏赐，总要和贫穷的亲族共同享用，不肯为自己积
蓄和添置衣服被褥等。
史载吴隐之寒冬腊月，都没有一床像样的新被褥。
身上穿的衣服不仅破旧，而且没有替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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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给他洗衣时，他经常披一块棉絮待衣服晾干再穿，清贫俭朴，和普通老百姓没有什么两样，因而
得到朝野的一致赞誉。
元兴元年春，荆、江二州刺史桓玄进入建康，控制东晋朝政后，为提高自己的声望，装模作样地贬黜
佞臣，提拔俊贤。
于是，素有廉洁美名的吴隐之被封为龙骧将军，领平越中郎将，持节出任广州刺史。
广州地处南海，所辖地域包括现在的广东、广西大部，气候温暖湿润，物产丰富，而且是我国对外通
商最早的城市，自东汉以来，一直为海上贸易中心。
外国商船经常带来许多奇异的珍宝，来此做官的官吏只要携带一箱珠宝返回内地，就可供子孙几代的
享用。
所以历任刺史，大都以搜敛珠宝为务，没有不发横财的。
东晋王朝也深知这种弊端，并想整治革除，而苦于找不到合适的人选。
吴隐之接到任命后，立即携带家眷起程上路。
在距广州二十里外的石门有处泉水，人称贪泉。
传说喝了贪泉水的人，就会丧失廉洁的本性，变得贪得无厌起来。
因此，路过此泉的人，为了标榜自己清白，宁肯忍着口渴舌燥之苦，也不饮贪泉水。
吴隐之途经此泉时，很感慨地对随行的亲人说：“不被私欲驱使，心绪就不会错乱。
过了岭南而丧失清白的人，我是知道其中的原委的。
”于是走近水边，一面酌泉而饮，一面赋诗咏怀说：古人云此水，一杯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
易心。
以此表达了他以伯夷，叔齐自律，不易节操的情怀。
吴隐之上任后，非常注意自己的操行，平时饭菜没有酒肉，仅以咸菜和干鱼就餐。
衣着都是以往穿过的，没有添置新衣。
官府给他配备的帷帐器物，也都送到仓库里堆放起来。
不了解吴隐之的人都说他矫揉造作，为了博取虚名。
然而，吴隐之不为这些闲言碎语所动，始终坚持去奢务俭的节操。
他手下有位官吏知道吴隐之爱吃鱼，就经常进献去了骨刺的鱼，想讨好吴隐之，以利于升迁。
当吴隐之发现此人动机不良后，不仅没有领情，还处罚和贬降了他。
从此，再也没人敢向吴隐之送东西了，官府的行贿之风也有了收敛。
一次，吴隐之和妻子在湖畔观览风光，妻子乘兴买了一斤沉香给他看。
吴隐之接过一看，嫌是奢侈之物，便随手抛人湖中。
由于吴隐之自身廉洁俭朴，又严于吏治，手下官属大都不敢搜敛骚扰百姓，素以贪赃渎职闻名的岭南
，吏治有了新的改观。
为此，晋安帝特下诏书表彰说：“孝敬的品行笃于闺门，高洁的节操厉乎风霜，实在是为人处世所难
以做到的，然而是君子的最高美德。
吴隐之孝顺父母，友爱兄弟超过常人，俸禄分给九族共享，自养菲薄，俭朴过人；本来处在可以发财
的地域，却不改清操；本来具备了富有的地位、条件，一家人却不肯改换旧服。
恪守自律，革奢务俭，致使南岭腐败的吏治大为改观。
朕理应给予嘉赏，所以晋号前将军，赐钱五十万，谷千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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