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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学》与《中庸》，原是《礼记》中的两篇。
由于《礼记》被尊为&ldquo;十三经&rdquo;之_，所以《大学》、《中庸》也就被历代学人诵读。
客观地讲，它们在义理的推阐上较之《礼记》其余篇章要深奥许多，但在唐以前，它们并未受到过分
的关注。
韩愈&ldquo;文起八代之衰&rdquo;，兴起古文运动，提倡传统伦理观，才开始重视这两篇文章，把它
们视为至高无上的&ldquo;经书&rdquo;。
到了北宋时期，这两篇文章更受重视，神宗皇帝把它们颁赐给大臣，大臣们（如苏轼等）也屡次在书
信中提及并探讨其隐奥的意蕴，程颢、程颐兄弟更是对之极力鼓吹。
二程借《大学》、《中庸》中的论述来阐发自己的哲学观点。
并附会说这两篇文章的作者分别是曾子、子思，是上承孔子，下启孟子的中枢，是道统得以延续的关
键。
南宋朱熹推波助澜，认为它们是&ldquo;前圣之书&rdquo;，把它们剥离出《礼记》，而与《论语》、
《孟子》一道合称&ldquo;四书&rdquo;。
这其中不免有些有意地人为夸大。
但我们要知道，二程与朱子对这两篇文章的鼓吹也并非全无根据的，这两篇文章是对中国古代伦理观
、人生观的总结。
《大学》的三纲八条目，尤其是&ldquo;修、齐、治、平&rdquo;理想，《中庸》对&ldquo;诚&rdquo;，
对&ldquo;中庸&rdquo;心态的推尊，都对后人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学》、《中庸》所阐述的伦理观点已成为儒家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元、明、清三代统治者认识到这两篇文章对统治阶级的无穷益处，于是大力提倡，定为科举必读
书，这两篇文章更是风靡一时。
它们虽然流行了，但却被庸俗化了，因而对于它们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我们也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但是，被污染的只是下游河水，而源头的清澈可爱则是不容置疑的。
　　在《大学》、《中庸》中，蕴含了先圣哲人对生命价值的体验和反思，也展示了他们表达思想的
卓越才能。
因此，对于这两篇文章，今人仍有一读的必要，所以，我对它们进行了重新标点，全文对译，简要评
点，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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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学》与《中庸》，原是《礼记》中的两篇。
南宋朱煮将其从《礼记》中取出，与《论语》、《孟子》合为“四书”。
作为儒家信奉者和推崇者的必读书目，可见它们作为儒家经典的组成部分价值独特。
影响深远。

《大学》主要归纳了先秦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系统地讲述了儒家安身立命的原则和方法。
相传为孔子的弟子曾参所作。

《中庸》论述的是修身养性之道，然而它侧重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一般认为是孔子之孙子思所作。

对于今人来说，《大学》、《中庸》依然具有普遍的教育和启发意义。
由于《礼记》被尊为“十三经”之一，所以《大学》、《中庸》也就被历代学人诵读。
本书特将《大学》、《中庸》合而为一，并辅以译文及评点，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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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译文：经上所说的&ldquo;使自己的志意真诚&rdquo;，意思就是不要自己欺骗自己啊。
　　对于邪恶事物的憎恶，应当像厌恶那腐败气味一样；对于美好事物的喜爱，应当像喜爱那美丽的
容颜一样。
如果能够这样地恨其所当恨而爱其所当爱，那就叫做自求快乐满足。
所以，那些有道德的君子，在一人独居，别人看不见的时候，是会比在众人面前更加注意修洁自己、
小心谨慎的呀。
　　相反地，那些邪恶的小人，他们一向做那邪恶的事，就像每天呆在自己家中一样寻常。
他们没有一桩坏事没有干过。
等到他们看见了德行修洁的君子，却想隐藏起自己的邪恶，做出遮盖的样子。
他们力图蔽盖住自己干的恶事而去显明他们假装要去干的好事。
他们却不知道别人一眼便看透了他们的邪恶本质，就犹如一眼看穿了他们胸中的肺和肝一样。
这样看来，这些邪恶小人的虚伪假装又有什么用处呢？
这就叫做：充实在内里的，便一定会表现在外表上啊。
所以，那些有道德的君子，是一定要在当个人独处、别人看不见时，更加地修洁自己、更加地谨慎小
心不沾染恶行呀。
曾子这样说过：&ldquo;当一个人独处而别人看不见的时候，要时刻警惕，就好像自己正暴露在别人面
前，正有十只眼睛紧盯着自己的一言一行，正有十只手在对自己的言行指指点点，这样的监督，不是
很严密吗？
&rdquo;当一个人有了足够的财富时，便可以用钱来光润他的房屋；同样地，当一个人德行修洁到一定
程度时，他的德行便可以自然而然地光润他的身体外表。
如果一个人心地宽广，因在德行之中而不受私欲的缠绕，自然会身子安舒。
所以，有道德的君子，是一定要诚实他们自己的志意的呀。
　　评点：这一章是阐释经文中&ldquo;诚意&rdquo;两字的意义。
其中叉可以分为四小节。
　　&ldquo;所谓诚其意者&rdquo;至&ldquo;故君子必慎其独也&rdquo;为第一小节。
经文中所说的&ldquo;诚意&rdquo;二字，到底应该怎样理解才对呢？
有道德的君子在格物致知之后，已经明白要行善事去恶行了，但如果仍停留在认识的层面上而不肯脚
踏实地地去身体力行，那就是自欺。
作者郑重警示那些求诚意的人，千万不可以这样地自欺欺人。
如果憎恶邪恶像憎恶臭味一样果决，毅然摒弃它；而慕善像喜悦美色一样趋之若鹜，那么这个人的心
才会因好善而恶（wu）恶（e）而得到快乐与满足，才不再有缺陷了。
然而，一个人是否是在欺骗他人欺骗自己，只有他自己最清楚，所以诚意的君子一定要谨慎地时时审
视自己的&ldquo;意&rdquo;究竟诚不诚，要做到在人后比在人前时更加谨慎、对自己的要求更加严格
，才算是合格了。
所以，这一节阐明了诚意在于求自慊而戒自欺，要自慊而戒自欺，内中关键则在于慎独二字。
　　&ldquo;小人闲居为不善&rdquo;至&ldquo;故君子必慎其独也&rdquo;是第二节。
这里小人与君子对举，小人是不慎独的人，而君子则是力行慎独的人。
不肯慎独的小人，在独处的时候，认为别人看不到他，于是放心大胆地干那些不正当的事，有的还无
恶不做，这是自欺的极致了。
但当他们看见诚意君子时，然后想尽办法要遮掩自己的不义，努力做出一副行善的样子，自己却不知
道他的伪饰早被明眼人看得一清二楚，这时再来假装，已经于事无补了。
在这里，作者提出了一个&ldquo;诚于中而形于外&rdquo;的命题，对自慊与自欺行为做一总结，是极
其精辟的。
这样，慎独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
这第二节，是努力说明邪恶小人的不能慎独的弊端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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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作者引曾子的一句话来进一步推阐慎独的重要性。
一个人，当胸中怀有恶意时，便会有恶象表现在外表，而这是不肯慎独的小人们所不知道的。
所以不可以自己骗自己，说什么别人看不见我在做坏事，其实有&ldquo;十目所视，十手所指&rdquo;
呢！
即便是处在那幽独的地方，邪恶也是遮不住的，这样说来，无形的监督也是很严格的。
这第三节，便是作者引曾子的话来申明&ldquo;独&rdquo;不可不&ldquo;慎&rdquo;的理由。
　　余下几句则构成第四节。
如果能慎独，那么自然会有效验。
在这里，作者引类譬喻，以资财丰润人屋来比拟德行丰润人身。
这样看来，如果人能坚守道义，永久地浸泡在道义之中，就会心中无愧事，从而心胸开广，意态平和
，没有欠缺了。
既然已经&ldquo;诚于中&rdquo;了，则自然会&ldquo;形于外&rdquo;，外在的肢体便会无拘无碍，舒服
自在了。
所以君子一定要诚实自己的志意，诚意是大学之道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这样，作者在这最后一节中，便揭示出了慎独的效验。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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