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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对中国经典的阐释是对经典文本意义的深层理解和延伸解释。
本书对《四书》中最难懂的《大学》《中庸》加以阐释，其分析方法是“细读法”，力求通过对经典
逐字逐句的解读，尽可能接近经典的本真意义，并经过内容阐释而发掘出其中所隐含的当代普世性意
义。
　　作为经典的《大学》有其当代价值：它是对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的一种塑型，强调尊重历史，尊重
教化，尊重道义，注重个体精神修养的重要性。
这对当今世界中人的和谐发展的意义不可低估。
大学之道有三个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即要把内在过分的欲望去掉，彰显美好的品德，推
己及人，普济天下，进而精益求精，达到至善。
实现这三个纲领有其具体做法：“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
得。
”这三个纲领还要配以具体的步骤：格、致、诚、正、修、齐、治、平。
这“八目”是《大学》的核心思想。
“八目”有着深厚的思想关怀和人文意识，并没有完全过时。
今天新儒家提出的由“内圣”开出“新外王”是一种拯救人世的努力，但也存在问题。
因为社会并不仅仅包含个体方面，还包括社会制度方面。
　　《大学》引用孔子的言论，论述品德的修养是本，处理具体的外在事物是末，先修养品德，再用
美德感化百姓，这才是当务之急。
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个从小到大、从客观到主观的历
练、成长过程。
可以说，儒家思想的意义在于强调个体的心灵光辉和精神价值。
《大学》认为，君子只有在道德上做到推己及人，才可以治理好国家、安定天下。
指明君子要有仁爱宽容之心，而不应该嫉妒贤能，常怀公正之心，大道才能得以推行，天下才能得以
平定。
三纲八目的目的是约束君子品行，使其逐渐完善人格并对社会作出贡献。
“大学之道”是个体的成年仪式或成人之礼。
《大学》使个体掌握一整套社会话语和社会伦理，并获得一颗谦和礼让仁爱之心。
　　中庸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是重要的思维方法论和践行本体论。
在新世纪讨论《中庸》是着眼于当代中国和世界的问题，以世界性视角涉入中国立场，发掘传统思想
的积极价值。
无疑，确定《中庸》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有着重要的意义。
中庸之道不仅是儒家的思想准则，而且在中国思想史上成为诸多思想流派的思想方法论，因而具有中
国思想经典和世界观纲领的重要地位。
中庸之道贯穿在宇宙万事万物的规律之中，影响着中国文化思维和人们的处世行为，具有历久弥新的
重要价值。
历史表明，中庸不是折中调和的中间路线，而是在不偏不倚中寻求恒常之道。
君子参透了运行于人世间的天地宇宙规律，故而强调中和中道，追求不急不缓、不骄不馁的人生至境
，不仅影响了东方文化，而且正在影响西方文化。
在全球化时代，人们已经意识到西方过分攫取自然资源的害处，注意到过分张扬人类的竞争而肆意改
造自然的弊端。
西方人将目光投向东方，吸收整合了东方中庸思想，提出并正在完善生态文化理论。
可见，中庸思想在新世纪仍然有其不可忽略的全球性意义和普世性价值。
　　中庸之道是中国思想史上重要的哲学观念和践行标准。
《中庸》史论结合，纵横交错，通过开掘个体身心修为之维，将外在事物和天地大道相合相生，显示
了中国哲学的思辨性和践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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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之道在自然与社会两个方面居中适度与均衡，在人道与天道相合中努力达到“原天以启人”、“
尽入以启天”，从而使人与自然、入与自我的本性相和谐。
中庸之道与中国思想史上的其他重要范畴组成一种话语系统，诸如“执中”、“中行”、“中节”、
“中用”、“中立”等，形成一整套中国哲学话语，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个体修为和中国文化和合精
神的延伸。
《中庸》的文化精神内核仍有相当的合理性。
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将会慢慢地淡出历史，而作为个体心性修为的儒学和重视反身而诚精神生
态平衡的儒学，可能具有更宽博的国际意义。
中庸思想在现代性困境和现代性恶果中，将以其自身不偏不倚不极端的思维方式和中正平和的价值构
成，抵制放纵情感欲望和唯理性的偏颇，坚持辩证地看待社会和人生，透析人性的弱点，使人类重新
体认东方思想中的合理因素，避免现代性误区。
《中庸》一书，时代的合理性多于历史的局限性，书中精彩高远的思想仍然占主导地位，其与西方不
同的东方智慧在今天更显出精神魅力，值得阐释和发扬。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以笔者在中央电视台“国学大讲堂：《大学》、《中庸》21讲”为蓝本
，以在北京大学给博士生们开设“中国经典：《大学》、《中庸》”课程的理论分析为补充，最后合
而为一整理成书，基本保持了讲演的鲜活性和现场性。
当然，对经典的阐释仍然是见仁见智的事情，在经典的解读中，我仍然抱持一种和谐对话的心态，倾
听古人的音声，尊重不同民族经典的差异性言说。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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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运用“文本细读法”，力求通过对经典逐字逐句的解读，尽可能接近经典的本意，然后经过内容
阐释而发掘出其中所隐含的重要的当代意义。
《大学》的当代价值在于，它是对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的一种塑形，强调尊重历史，尊重教化，尊重道
义，还特别强调个体精神修养的重要性。
这一点对于当今世界的和谐发展有不可低估的现实意义。
    中庸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中重要的思维方法论和践行本体论，它强调在不偏不倚中寻求恒常之道
、中和中道，追求不急不缓、不骄不馁的人生至境，不仅影响了东方文化，而且正在影响西方文化。
在新世纪讨论《中庸》是着眼于当代中国和世界的问题，以世界性视角涉入中国立场，发掘东方传统
思想的积极价值。
站在新世纪文化地基来细读《中庸》，弄清历史公案中隐藏的意义和价值，确定《中庸》在中国思想
史上的地位，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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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上编  《大学》讲演录　第一讲  作为经典的《大学》及其当代价值    （一）由“记”上升到“经
”    （二）关于《大学》的作者    （三）《大学》的文化心理整合的当代意义    （四）《大学》的当
代精神生态价值　第二讲  《大学》“三纲”的历史语境    （一）内在品格的自我彰显    （二）推己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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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讲  中庸实践难度及中西中庸观    （一）中庸内在含义及其是否可能    （二）中庸思想的当代性与
世界性　第十三讲  天人合一的儒家之道    （一）中庸的形而上学根据    （二）中庸的自我性情修养实
践    （三）中和的精神意义在于心怀谨慎    （四）中庸之路的正与反　第十四讲  中庸的精神高度与实
践价值    （一）中庸境界的高度与难度    （二）过与不及的历史经验教训    （三）践行中庸之道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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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二）中庸不可能的深层原因    （三）君子之强的精神价值操守    （四）常行正道的中庸实践　
第十六讲  君子之道的广大与隐微    （一）儒家对君子的多重规定性    （二）实践君子之道的张力结构 
  （三）道不远人的人文立场    （四）日用规范中的中庸实践要求　第十七讲  中庸实践的主体自觉与
功效    （一）自我定位的“素位”意识    （二）循序渐进的君子之道    （三）敬畏神灵的当代思想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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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九经的政治思想    （二）政治预见性与行动合法性    （三）知行合一的为道功夫    （四）至诚
之道的天地境界　第二十讲  至诚无息的精神生态意义    （一）致曲有诚的精神跃升    （二）至诚如神
的精神投注    （三）成己成物的内外一体性    （四）至诚无息的精神超越性　第二十一讲  德合天人的
文化理念    （一）至诚之道的实践路径    （二）与时俱进的文化意识    （三）治理天下的最高境界    （
四）天人相喻的文化意义　第二十二讲  中庸之德的社会伦理价值    （一）至圣之道的五种美德    （二
）简淡谨微的道德境界    （三）内省慎独的内修价值　第二十三讲  《中庸》的思想内涵与当代意义  
附：《中庸》章句下编  讲演问答录    一  重解中国经典与互释中西文化精神    二  “太空文明时代”与
“妖魔化中国”症候    三  在文化输出中使中国思想逐渐世界化    四  大国文化守正创新与中国形象重
塑    五  守望文化中国与重铸文化精神    六  在全球化语境中持守中国身份立场    七  文化身份表征亚洲
价值与大国文化竞争力    八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语境中的中国文化处境    九  玄奘精神的当代价值与世
界意义    十  反对“去中国化”而坚持东方文化的世界化附录    一、治学心得：学术精神与生命踪迹    
二、主要学术著作及提要    三、主要学术论文目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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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君子首先要谨慎于德，就是规范自己的德行，使德行得到内在谨慎的规
范，凡是君子者都会谨慎地对待这个问题。
“有德此有人”，只有有德才能拥有人民。
“有人此有土”，有了国民才有国土。
“有土此有财”，只有有了广阔的国土，人民才可能拥有充盈的财货。
“有财此有用”，有了财物才可能拿来振兴国家，做出一番大事业。
这里把德、人、国、财四个方面的“体用”关系说得非常清楚。
“德者本也，财者末也。
”品德是根本，而财货是末，是微枝末节。
有些人利欲熏心，觉得人生不易，生命匆匆，因此大肆聚敛财物搜刮民脂民膏，认为那是最重要的，
这就是以末为本，其害大焉。
“外本内末，争民施夺。
”“外本”，远离了根本，而进入内末，就是细枝末节。
“争民施夺”，就是盘剥民众，去掠夺他们的财富。
　　“是故财聚则民散”，你获得的财物越多，离开你的老百姓越远，百姓离散得就越厉害。
“财散则民聚”，你广施财富．让老百姓安居乐业，人民反而聚集在你的身边，因为你能够通过散财
来团结他们。
可以说，“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充满了辩证法。
如果一个人光知道敛财，人们就会咬牙切齿地痛恨他，因为他不顾别人只顾自己。
相反，如果一个人真正地痛人民之所痛、思人民之所思，人民就会拥戴他。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
”言语悖理地说出来也会悖理地弹回去。
用一句通俗的话说，你给一堵墙一拳，你打得多重，返回到你手上的反作用力也就有多大，你的手也
就会有多疼。
你的话违背情理地说出来，同样就会有人用违背情理的话对待你。
“货悖而人者，亦悖而出。
”货物悖理，这些货物的获得背离了人常伦理，那你今后就要为此付出惨重代价。
货物不是正当得来的，也会遭到同样的待遇，古代盛行的杀富济贫的英雄故事就表达了人们对不正当
的财富聚敛的厌恶之情。
因而，为富不仁是受到儒家批判的。
这里的意思是说，所有的事情都要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就因为行事的不正当之“悖”。
非法聚敛财货，其代价可能就是丧失生命。
　　明朝朱元璋称帝以后颁布政策，对盐、茶和马匹等资源实行国家专卖，而当朝安庆公主的驸马欧
阳伦却无视国法走私茶叶，中饱私囊，到后来竟然利欲熏心，每每以“驸马令”要求各级官员横征暴
敛以供其个人挥霍。
然而，好景不长，东窗事发，朱元璋震怒之余，下令将他赐死。
一个贪得无厌，一心想吞天下之财为已有的人最后得到了身首异处的下场。
①连皇帝的乘龙快婿都如此贪得无厌，想吞天下财为己用，结果却身首异处。
当一个人怀有大私心时，当他贪婪地对世界无度盘剥时，其命危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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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学名师讲课实录。
课堂教学是一门艺术，在名师们手中，这门艺术往往呈现出丰富的色彩，放射出迷人的光芒。
在当下的中国，学术著作往往呈现出严肃的面孔，给人的感觉经常是严峻的、冰冷的，因此，学术著
作总是很难理想地实现自身的接受过程，学术的普及因之受到相当大的负面影响。
学术真的就只有人们意料的那副脸孔么？
我们想作一些积极的探索与尝试。
《大学名师讲课实录》丛书因此而出世。
您也许没有机会去聆听这些名师讲课，但有了这样的“讲课实录”在手，就相当于旁听名师讲课，应
该是可以弥补一些遗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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