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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长久以来，中国人对“政治”始终抱持着又爱又惧的情结。
    一方面，中国人非常热衷于政治，只要家族成员有从政机会，不但整个家族会有扬眉吐气、光耀门
楣的得意之情，甚至整个村庄也会因此而倍感殊荣、兴奋不已。
因为在朝为官能够施展抱负，为民造福，当然是好事一桩。
各行各业，无不以升官发财为祷，彼此互相勉励祝福，把职场当做官场看待。
由此可见，中国人受“学而优则仕”的影响十分重大。
    但是另一方面，中国人对政治又非常惧怕，常认为政治是以诈术为手段，目的在争权夺利。
而所谓的公共利益，只不过是一种幌子，实际上在掩饰个人的权力动机。
    久而久之，大家对于政治，便采取了两极化的看法、抱持不一样的心态。
这种矛盾的知，倘若不能加以化解，做出合理澄清，试问，社会人群的共同事务应当如何推行处理？
又该如何建立起共识，使大家能够求同存异，在和谐的社会秩序中分工合作，谋求整体生活的安宁与
幸福呢？
    “政”指众人的事务，治理众人的事务即为“政治”。
可见广义的政治，其涵盖面很广。
在家称为“家政”；在国便是“国政”；邮有“邮政”；户有“户政”；学校也有“教育行政”；而
各行各业存在的目的，实际上也是为众人谋福利，因此可称为“业政”。
    换言之，把众人的事务推广到极致，便可成为创造一切人生文化价值的事业。
    我们从《论语》中可以发现，中国儒者倡导“礼让”，然而，一旦是为了替天下兴公利、除公害的
时候，就极力主张“当仁不让”。
清初大儒顾炎武更明确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理念，呼吁知识分子应当把政治清明，视为君
子本来就应当尽到的责任。
不像西方人那样，只强调权利与义务的均等。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知道良好的政治秩序，是经济、社会、教育的根本基础。
尽管近百年来，西方学说一直强调“经济”应该和“政治”分开、道德感化的力量不如法律那么有效
等学说。
但我们心知肚明，中国人有自己行之已久的做法，可以在现代化的浪潮中，走出一条自己独特的大道
。
    《大学》这一部经典，便是我国所独有的政治哲学之精髓。
以自我修养和道德感化为基础，把“德行”与“德政”合而为一。
采取除暴安良的做法，发挥仁者“体天行道”(非“替天行道”)的精神，从而建立起百姓安和乐利的
生活，并引导整体社会走向止于至善的正道。
    以五千年的历史为镜，更印证了《大学》之道是“经”，意即根本不变的常则。
历朝历代不论实行哪一种体制，只要能够真正据以实践者，皆能缔造出良好政绩，获得百姓的拥戴。
    “经”是根本，本立而道生。
每个时代有其不同特性，我们不可能回到从前，然而，路是人走出来的，只要方向正确、方法有效、
方式合理，并发挥中国固有的“持经达变”的精神，必能“继旧开新”，走出一个现代化的中国。
    现代化的中国，既不是全盘西化，也不是恢复古代体制，更不是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因
为这些想法，都已经被证明了根本行不通。
    “本立”实际上是我们研读国学的最大好处──把原来的“立国之本”搞清楚、弄明白，然后自然
而然地，就能做到“道生”──生出在现代可行的道来！
    “国际化”不应该是“西方化”，而“现代化”则必须是“中华文化的现代化”。
这是一点小小的心意，敬恳各界先进朋友，不吝赐教为幸。
    曾仕强 谨识于北京旅店    二○一一年五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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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出自《论语?子张》，是孔子的弟子子夏提出来的。
意思是说：做官的事情做好了，就可以更广泛地去学习以求更好；学习学好了，就可以去做官，以便
给更好地推行仁道。
几千年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深深地烙印在我们内心深处，使我们的确立了“做官
、治天下”才是人生最大荣耀的意识。

　　那么对于“为官”，曾仕强教授是什么看法呢？
他将给观众和读者以什么样的启迪呢？
中国社会的为官之道究竟应该是什么？
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这些耳熟能详的词语，分别代表了什么，对于官员又意味着什么？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和逻辑隐含着哪些多年被忽略而不为人知的深刻道理呢？
为官究竟为什么？
如何为官才能做到长治久安呢？

　　曾仕强教授以四书之首《大学》为根本，正本清源，通过解读经典，借助大量实例，旁征博引，
夹叙夹议，深刻剖析为官的学问和技巧，勾画出一条远大光明的为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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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第一讲 学而优则仕学而优则仕，这一句话，几千年来始终存在于我们中国人的脑海当中，大
家都非常熟悉。
什么叫做学而优则仕？
一般人的解释是说，你把学问做好了，甚至于再偏窄一点，你求学阶段成绩很好，你就应该出来做官
。
这种观念不是对不对的问题，而是对原来那句话的理解已经有一点偏差，有一点扭曲。
学而优则仕，这句话最先的出处是《论语》，而且不是孔子自己讲的，是孔子的弟子子夏说出来的。
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论语·子张》学而优则仕，这里面有三个重点：一个是学，一个是优，一个是仕，而它真正的
关键在那个优字，这个优不是好坏的意思。
我们今天说你学业成绩优良就叫优，但是学而优则仕的优好像不是这样。
优的意思是你有余力，你还有剩下的力气。
剩下力气干吗？
来为人民服务。
所以“仕”应该解释成为人民服务。
那个学就更复杂了。
学，其实在儒家来讲是个非常重要的观念，绝不是我们现在一般人说的“多学习，做学问”，应该不
是这样。
学最起码有三个重点：第一个，要慎选所学的东西。
我们要选择，要明辨，不要上当，因为很多杂乱的资讯真的会弄得很多人不知所措。
尤其是现在，网络上无奇不有，什么都会出现，根本学不完，学了半天都是没有用的，那不是浪费时
间？
那多冤枉。
所以学为什么要有老师？
以前的人都认为说要重视师承，老师讲的话要谨记在心，终身不忘，然后一辈子照老师所说的去做。
我们现在看来，好像也不是那样，老师的任务，是在选择合适的学问，因为他阅历比较广，他看的比
较深，了解的比较多，面对各种不断出现的资讯，他有选择的能力，他会判断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
的，哪些是好的，哪些是坏的，所以今天老师的任务其实跟以前的老师不太一样。
不要一直认为老师就是交给你知识，交给你学问的人，今天老师的任务是替人选择合适的教材，而且
安排好次序，这个叫做慎选。
因为今天我们进入网络时代，你一上网，糟了，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不知道，这个是你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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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凡传十章，前四章，统论纲领指趣；后六章，细论条目工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诚
身之本。
在初学尤为当务之急，读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这一段话，是朱子所说的传文结语。
说明太学的传文，一共有十章。
前面四章，第一章释“明明德”，第二章释“亲民”，第三章释“止于至善”，第四章释“本末”。
这四章统论太学之道三纲领的要旨，并说明“物有本末”的道理。
    后面六章，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分别做出详细的探讨，
使后人对八条目的工夫，有更为深入的认识。
第五章释“格物致知”是明善的要义。
第六章释“诚意”是诚身的根本道理。
这两章的内容，对于初学者而言，更是应该急切讲求的。
我们千万不能够因为它很浅近，而有所忽略。
第七章释“正心修身”，第八章释“修身齐家”，第九章释“齐家治国”，第十章释“治国平天下”
。
我们从头看到尾，便能够打好内圣外王的基础。
只要大家好好用心领悟，在日常生活中实际付诸实践。
自然能收到良好效果，利己也利人。
    舍弟曾仕良，专习中文，在大专任教多年。
“主旨”、“注释”及“今译”，由仕良负责。
至于“引述”、“生活智慧”及“建议”，则由仕强执笔。
敬请各界先进，多多指教为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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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学之道》与曾仕强教授山东教育卫视名家论坛讲座《为官之道》同名图书为姊妹篇，敬请参照阅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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