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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学》、《中庸》本是《礼记》中的二篇，《大学》以人的修身为核心，提出：“自天子以至
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格物、致和、诚意、正心为修身的方法。
强调人的修身养性不只是内省的过程，更是同外物相接触，穷究物理而获得知识，培养道德品性、完
善人格的过程。
《大学》认为，治国平天下应以德为本。
《中庸》强调“诚”，认为“诚”是实现“中庸之道”的关键。
 　　四书五经是中国的儒家经典，也是过去读书人必读入门的“教材”。
而今的我们虽然已不必再走科举之路，但是儒家精神对中国人的影响已经根深蒂固。
《大学》、《中庸》是中国古典珍品之一，本书很好地诠释了这两部经典之作。
开卷有益，既能增长文学知识，更能体会到中国古代儒术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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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幺峻洲，1924年生于河北丰南，1945年毕业于新京法政大学经济学院，1948年毕业于东北大学法
商学院经济系，1957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函授本科）。
终生从事教育工作，离休后致力于学习、研究中国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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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本章借鬼神的作用来比喻诚道的作用。
孔子在本章里赞扬了鬼神的功德。
这段话，孔子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谁记下来的，都没有记载。
　　在《论语》里，有几章孔子阐述了自己对鬼神的态度。
孔子对鬼神的根本态度是“敬鬼神而远之”(《雍也》第二十二章)，又“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
第二十一章)，可以看出孔子对鬼神是存而不论的。
这样，就摆脱了古代迷信鬼神的观念。
这是中国人文精神的进步表现。
　　但孔子并没有直接否定鬼神的存在，而且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八佾》第十二章)认为人在祭祀时，是要把鬼神当做真正存在那样的态度来对待的。
在祭祀者的诚挚之心中，当然希望所祭的对象是存在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必争论鬼神是否真有。
在祭祀者以至诚祭其先祖时，心申所愿鬼神之为有，与承认鬼神之为客观、实在的意义并不一样。
可以说，祭祀时所肯定为有的鬼神，是与祭者的诚心一体呈现的。
其实，离开了诚心，就没有所谓的鬼神。
即这是祭祀者希望被祭者仍然存在的一种诚心的肯定，所谓“心诚则灵”，不是一般的迷信鬼神存在
的想法。
这是《中庸》后文所说“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义。
现在《中庸》言鬼神，盛言鬼神之德，也是在上述的诚敬的心情的要求下说的，并不是肯定鬼神为客
观的实在(当然也不是说鬼神一定不存在)。
这是就仁心诚体之不已，遍及一切，对鬼神也要求能有所通而说的。
　　有人认为这一章及十七、十八、十九各章，与《中庸》的本文无关，是由礼家所掺杂进来的。
但前面已经反复说明：《中庸》是由内心之诚以言鬼神的功用，借鬼神的功用，以显诚之不可掩。
可知本章和下几章的思想也不是与《中庸》的本文无关。
至诚之心无有不及，是遍及天地、日月、四时、鬼神的。
若一定不让人说通于鬼神，则仁心为有限，就不是体物不遗的本体、宇宙论意义的本体了。
　　P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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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四书说解”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写完了。
　　我与四书的情结，是从少年时代开始的。
我的原籍是河北省丰南县于家泊村。
我家在于家泊是数一数二的大户。
我家大门两侧有一对石狮子把门，前后有四层房子，自北而南，有三层瓦房，中间有东西厢房，最后
一层是平房，平房后面有一块园田。
宅院两边有间道，东间道狭窄、阴湿，常有蛇蝎出入，人们不走。
这里有一棵椿树，高过房顸。
春天爬上树去采香椿芽，回来拌豆腐吃。
西间道很宽，大车可从西间道直通后院。
　　从正门进去是穿堂，穿堂上有一块匾，大概是节烈匾，是表扬哪位先祖的，我记不清了。
院里的甬路都是大条石铺的。
瓦房的后房檐上养着鸽子，各堂屋都有燕窝，麻雀更是成群结队，使整个宅院充满生气。
　　曾祖父是治家的，我家宅院是曾祖父时盖的。
到了祖父辈，家道逐渐衰落。
祖父是哥俩，后来分了家，第一、二层瓦房分给我祖父。
祖父早年逝世，家里生活没有着落，所以我的伯父和老叔到山海关机务段去打工，父亲有幸得到念书
的机会，到昌黎旧制师范去念书。
虽说是念书，也很困难。
每逢放假回家，祖母就说：“别念了，家里没钱。
”这时，父亲都要请同族的长辈来劝说祖母，好不容易才放我父亲走。
其实那时念书花钱并不多，特别是念师范。
由师范毕业后，父亲回乡教私塾，受到乡亲们的敬重。
那时我还不懂事。
后来父亲由同学高绍基校长的引荐到山海关扶轮小学教书。
我稍稍懂事后，母亲曾告诉我，靠门房那间屋子，是父亲教私塾的教室。
房门锁着，从门缝还能看到一排排桌椅。
　　大约我六岁时随全家到了山海关，后来父亲又随高校长转到皇姑屯扶轮小学，我们全家也迁到皇
姑屯。
这时正赶上九一八事变，那天夜里，大人们都心惊胆战，谁也没睡觉。
我虽然半睡半醒，但那隆隆的炮声，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第二天，我家就随逃难人群挤上火车回到故乡。
父亲在学校留守，因为没有把办公室和教室里的孙中山遗像取下来，被日本宪兵队抓走，后来托人才
放出来。
　　我回到故乡于家泊后，在族兄幺峻岩家里读私塾。
幺峻岩大哥是父亲的学生，开始是读《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等。
族兄很严，我很少看见他笑。
早晨是背书，规规矩矩站在他面前背诵学过的篇章，年龄大的孩子已经背诵《论语》、《孟子》了。
然后分批学新课，学完后，坐在炕上摇头晃脑地背诵新课文。
中间没有休息时间，门上挂着一个小牌，拿到牌才能去厕所，所以每次去厕所只能一个人，快去快回
。
　　1934年，我家又随父亲到了锦州，我就在铁路扶轮小学念书。
这时有一件事情使我终生难忘：1936年举行毕业典礼，全校师生参加，教师站在讲台两侧。
铁路局管教育的日本人也参加了。
就在唱伪满“国歌”的时候，站在日本人对面的马醒吾老师没有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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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开完，日本人下令，立即把马老师开除。
父亲也没有唱，因为站在日本人后面，没有被发现。
马醒吾老师去了南口，临行前到我家告别，对父亲说：“二哥(父亲行二，年纪稍长)，你也别在这儿
千了，到南口去吧!”父亲因为家室之累没有去南口。
1938年南口沦陷，父亲听到消息后，对我们说：“南口被日军占领了．不知你马叔一家怎样。
”　　这一年我从小学毕业。
因为铁路小学是秋季始业，而地方中学是春季始业，所以我不得不到教会立的地方小学——育贤小学
补课半年。
育贤小学六年级开《论语》课，讲课的是瘦瘦的戴眼镜的张老师。
他讲课很有感情，当他讲到“巧言令色鲜矣仁”时，一拍桌子说：“巧言令色的没有好人!”他的话使
我第一次想到人应该怎样活着，他的话似乎融化在我的血液中，使我终生难忘。
人不能靠巧言令色活着，人应该做一个正直的人。
由此，我想到为了让孩子们从小就懂得如何做人，应该在小学就开《论语精读》课。
“学而时习之”，“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巧言令色鲜矣仁”，“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
而不信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都是深入人心的名言。
让孩子们从小就懂得这些道理，有百益而无一害。
而且《论语》的话，可以立即付诸实践。
同时，《论语》中的话是汉语的典范，熟习《论语》可以大大提高孩子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文化素质
，为孩子们今后的发展也积累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教育工作者应该知道，语文课在中小学各科中，是最最重要的一科。
　　在中学四年，学了不少古代散文，但没有学《四书》。
只是最后一年，为了考大学，父亲给我和三姐夫李东文讲了《孟子》。
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听父亲讲《四书》了。
但我与《四书》的情结并没有断绝。
　　从上大学起，我与许多同学一样，逐渐养成了买书的习惯。
在长春(伪满新京)念法政大学时，星期天没事总爱逛日本的旧书店。
当时日本的新书店因为战争的关系，并不景气，而旧书店却生意兴隆。
日本的图书出版发行业在世界是一流的(我曾为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的朋友译过一本关于日本出版发行
的小册子)，旧书业也随之发达。
那时我省吃俭用，买一些自己喜欢的日文旧书(一本岩波文库旧书也就两三角钱，新的卢梭的《妇人伦
》每册四角，《忏悔录》三册、每册六角)。
八一五日本投降后，日本人都遣送回国，书是不能带走的，所以日文书十分便宜。
我趁机买了约两千册日文、英文等旧书。
可惜解放时母亲在沈阳，我在锦州，母亲怕一屋子外文书籍带来麻烦，就全都卖废品了，包括书架。
只有寄存在锦州岳父家的几百册日文书得以保存下来。
　　解放后重新起步，逛新华书店是常事。
在上世纪的50年代，我每月的工资是77元。
我每月至少要拿出10元钱买书。
那时1O元钱可以买10本像样的书。
为了要买到所需要的书，我曾几次去北京。
1997年我还和北京万圣书店建立了联系。
几年来，有据可查的，我从万圣书店至少邮购书30次。
此外，我还长期订阅了《鹅湖》、《孔子研究》、《易经研究》、《哲学研究》、《哲学动态》等期
刊。
就这样，几十年来日积月累，到我离休时，家里已有藏书七千余册，其中约十分之一是关于儒学的。
　　爱藏书的人都有一个习惯，书到手之后，即使不能全读，也要翻一翻。
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的《随便翻翻》中说，自己有个“随便翻翻”的阅读习惯：“书在手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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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它是什么，总要拿来翻一下，或者看一下序目，或者读几页内容。
”翻来翻去，自然积累了一些知识。
可以说，几十年来，我是生活在书堆里，但却是越读越感到在名家面前自己的渺小。
如果给自己定位的话：我是一个不合格的中学语文教师。
　　1984年离休后，我有了充分的时间，才开始比较系统地学习新儒学和儒学典籍。
　　从上述可知，我没有扎实的儒学积淀。
以我这样薄薄的积淀，想解说《四书》，真是难上加难，真有登山者要登上喜马拉雅山的珠穆朗玛峰
那样的感觉。
我曾和朋友说笑话，我说：“解完《四书》，不死也得脱层皮。
”后来这句话真是不幸言中。
就在我把《孟子说解》写完正抄到一半时，突然病倒了，在医院住了四个月。
本想自己抄完，但病在床上，心有余而力不足。
为了早些出版，最后还是长女幺敬一替我抄完，由好友金大为教授帮我校阅，在今年一月才把稿子寄
给了出版社。
《大学说解》和《中庸说解》是在我半休养状态下写完的，很难说已把其中的道理说透。
　　积淀不厚，就必须求助于人。
所以我在写“四书说解”时，参考了许多古人和时人的著作。
主要的有朱熹的《四书集注》、《朱子语类》，牟宗三先生的《中国哲学十九讲》、《心体与性体》
、《孟子讲演录》，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孟子译注》等。
还有许多参考书，不能一一列举，谨向各位作者致谢!　　去年十月，台湾的王财贵教授送给我四册“
四书疏解”，对我的后期写作有直接的帮助。
《大学说解》我主要参考了岑溢成先生的《大学义理疏解》，《中庸说解》我主要参考了杨祖汉先生
的《中庸义理疏解》。
即使这样，由于水平所限，“四书说解”仍是十分粗浅。
新儒学大师牟宗三在《康德道德哲学(四)》中一再说，《孟子》很不好讲，很多老先生、老师宿儒(包
括朱熹)都不能讲《孟子》，讲《孟子》都讲得不对(见《鹅湖》2005年第12期)。
虽然我学习了牟宗三先生和古今学者的许多著作，但仍感到我的有关《四书》知识的广度和深度都很
差。
要我作“四书说解”，只能说“惭愧”二字。
我热切期待着专家和读者的批评和指正。
　　我毕业于东北大学法商学院经济学系。
毕业后，一直在中学教语文课，后来我所以转向儒学，一则是由于平时的爱好，一则是因为社会的需
要。
我深深感到，一个民族应该有自己的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传统精神，而能代表我们民族精神的就是儒学
，两千多年来是如此，今后也是如此。
可是今年我在3月19日的《文摘报》上，读到了郑永年先生写的《中国怎样追求文化崛起》，知道郑先
生并不这样看。
他以新加坡为例说：　　李光耀在20世纪80年代高度重视儒学，要用儒学来弥　　补高速经济发展所
带来的社会病。
于是．把世界上最著名的　　学者请到新加坡(东亚哲学所)，政府动用大量人力物力，把儒　　学等
传统文化编成中学教科书。
但试验并没有成功。
原因有　　很多，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现代社会已经没有传统儒　　学生存的环境了。
　　郑先生所追求的要崛起的文化是什么呢?他说：“‘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应当说是一种新文
化崛起的标志。
这种新文化无疑是一种人本主义文化。
人本主义本来就是社会主义运动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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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郑先生显然错了。
我国在五千年前就提倡人本主义。
《论语·尧曰》第一章就说：“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尧告诫舜说：“假如天下百姓陷于困苦贫穷，上天赐给你的禄位，也就永远地终止了。
”孔子就以这种思想教育弟子．所以把它收在《论语》里。
孔子尊重人的生命，人的尊严，人的价值。
家里马棚失了火，他退朝回来知道后，只问是否伤了人，而不问马(《论语·乡党》第十七章)。
据文献记载，在孔子之前的西周初期，五个奴隶的价格才等于一匹马。
到了孔子所处的春秋末期，社会正在转型，人的地位提高了，但社会上层“重马轻人”的思想，还是
难以转变。
而孔子心里始终装着人民。
他不但反对野蛮的人殉制度，甚至反对用人形的陶俑、木俑殉葬。
他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梁惠王章句上》第四章)儒学的人本主义运用到社会和政治
上，就是民本主义。
孟子明确提出，理想的政治必须是民本主义。
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尽心下》第十四章)　　看来郑先生提出的作为新文化崛起的标志的人本主义，在中国并
不新，它已有五千年的历史，它是儒学人文精神的体现。
郑先生一方面说“人本主义是社会主义运动的核心”，一方面又说“现代社会已经没有传统儒学生存
的环境”，这种自相矛盾的说法，应该如何理解呢?更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任何一种思想都可以打出“
人本主义”的招牌。
封建思想可以，资本主义思想也可以，社会主义思想同样也可以，所以我们应该细究其内涵。
在21世纪的今天，不能说对人民施些小恩小惠就叫做“人本主义”，彻底的人本主义是人民当家做主
，是老百姓自己说了算。
　　至于郑先生说新加坡推行儒学没有成功，现代社会没有传统儒学的生存环境，看出郑先生既不读
书，又不读报。
我读了郑先生的文章后，就向上海社科院的罗义俊先生了解新加坡推行儒学的情况。
罗先生说，他有一位朋友在新加坡一所大学任教，从他那里得知，新加坡推行儒学虽然不能说是成功
，但也绝不能说是失败。
至于郑先生说“现代社会没有传统儒学生存环境”，不知有何根据?难道就是根据得到的有关新加坡的
错误信息吗?且不说国内国学热的升温，就是在国际上，对儒学及中国文化的重视也与日俱增。
去年国务委员唐家璇先生在纽约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宣布：中国要在世界各国建立一百所孔子学院。
看来中国在五千年的历史中，尽管历史人物成千上万，但能拿得出手的，能让世界各国点头的，首先
是孔子。
郑先生说“现代社会没有传统儒学生存的环境”，那就等于说，中国是在把一具僵尸推向世界。
可见这是一种多么荒谬的观点!我认为，孔子创立的儒学，有无限的生命力，今天在中国有用，在世界
也有用。
孔子提倡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今天就没有生存的环境吗?难道今天应该提倡“己所不欲，必施
于人”吗?的确，“巧言令色鲜矣仁”在今天是行不通了，只有“巧言令色”才能行得通。
呜呼!　　郑先生似乎也在关心中国文化，但读了他的大作，感到他是“养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
，则为狼疾人也”(《孟子·告子章句上》第十四章)。
　　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儒学，对待儒学，请参看拙作《论语说解．序言》。
　　在长期的写作过程中，我始终得到好友罗义俊先生和齐鲁书社的支持和鼓励；好友金大为教授自
始至终对拙作进行了审阅和校对，使我能放心地把原稿寄出去。
在这里向罗义俊先生、金大为教授和齐鲁书社的李兴斌主任、李军宏编辑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
向关心我的朋友致敬!向读者致敬!向持不同意见的专家和读者致敬!　　　　　　　　　　　　　　作
者　　　　　　　　　　　　　　200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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