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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学》原为《礼记》第四十二篇。
宋朝大理学家程颢、程颐兄弟把它从《礼记》中抽出，编次章句。
朱熹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编注释，称为“四书”，从此《大学》成为儒家经典。
至于《大学》的作者，程颢、程颐认为是“孔氏之遗言也”。
朱熹把《大学》重新编排整理，分为“经”一章，“传”十章。
认为，“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
就是说，“经”是孔子的话，曾子记录下来；“传”是曾子解释“经”的话，由曾子的学生记录下来
。
《大学》的版本主要有两个体系：一是经朱熹编排整理，划分为经、传的《大学章句》本；一是按原
有次序排列的古本，即《礼记》中的《大学》原文。
以朱熹《大学章句》本流传最广、影响最大，本篇就是采用的《大学章句》本。
    “大学”是对“小学”(文字学)而言，是说它不是讲“详训诂，明句读”的“小学”，而是讲治国
安邦的“大学”。
“大学”是高官大人之学。
    《大学》为“初学入德之门也”。
经一章提出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条纲领，又提出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八个条目。
八个条目是实现三条纲领的途径。
在八个条目中，修身是根本的一条，十章分别解释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本末、格物、致知、诚
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明明德是指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
新民是指让人们革旧图新。
止于至善是指要达到最好的境界。
本末是指做事要分清主次，抓住根本。
格物、致知是指穷究事物的原理来获得知识。
诚意就是不要自己欺骗自己。
正心就是端正自己的心思。
修身就是加强自身修养，提高自身素质。
齐家就是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家族。
治国、平天下是谈治理国家的事。
怎样治理国家呢？
首先要做表率：自己讨厌的，不强加给别人；要得众、慎得、生财、举贤。
    《中庸》原是《小戴礼记》中的一篇。
一般认为作者为孔子后裔子思，后经秦代学者修改整理。
《中庸》是被宋代学者提到突出地位上来的，宋代探索中庸之道的文章不下百篇，北宋程颢、程颐极
力尊崇《中庸》。
南宋朱熹又作《中庸章句》，并把《中庸》和《大学》《论语》《孟子》并列称为“四书”。
宋、元以后，《中庸》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中庸就是既不善也不恶的人的本性。
从人性来讲，就是人性的本原、人的根本智慧本性。
实质上用现代人所说的“临界点”，这就是难以把握的“中庸之道”。
人性的不善也不恶的本性，从临界点向上就是道；向下就是非道。
向上就是善；向下就是恶。
    中庸的中心思想是儒学中的中庸之道，它的主要内容并非现代人所普遍理解的中立、平庸，其主旨
在于修养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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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包括学习的方式：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
也包括儒家做人的规范，如“五达道”(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交)和“三达德”(智、仁、
勇)等。
中庸所追求的修养最高境界是至诚或称至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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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己培
养成为具有理想人格，达到至善、至仁、至诚、至道、至德、至圣、合外内之道的理想人物，共创“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太平和合”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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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学》是一部在大学里所讲授的十大而精深的圣王之学。
《中庸》是一部儒家论述人生修养境界的道德哲学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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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
是以君子有絮矩之道也。
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
，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
此之谓絮矩之道。
    《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
《诗》云：“节彼南山，维石岩岩。
赫赫师尹，民具尔瞻。
”有国者不可以不慎。
辟则为天下僇矣。
《诗》云：“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
仪监于殷，峻命不易。
”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
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未也。
外本内末，争民施夺。
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人；货悖而人者，亦悖而出。
    《康诰》曰：“惟命不于常。
”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矣。
《楚书》曰：“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
”舅犯曰：“亡人无以为宝，仁亲以为宝。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
人之有技，若己有之。
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实能容之。
以能保我子孙黎民，尚亦有利哉！
人之有技，娼疾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通，实不能容。
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
”唯仁人放流之，进诸四夷，不与同中国。
此谓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
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
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过也。
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
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
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
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
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
”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
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
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
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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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文】    平定天下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在上位的人尊敬老人，老百姓就会兴起孝顺自己的父母
的风气，在上位的人尊重长辈，老百姓就会形成尊重自己的兄长的风气；在上位的人体恤救济孤儿，
老百姓也会同样跟着去做。
所以，品德高尚的人总是实行以身作则、推己及人的“絮矩之道”。
如果厌恶上司对你的某种行为，就不要用这种行为去对待你的下属；如果厌恶下属对你的某种行为，
就不要用这种行为去对待你的上司；如果厌恶在你前面的人对你的某种行为，就不要用这种行为去对
待在你后面的人；如果厌恶在你后面的人对你的某种行为，就不要用这种行为去对待在你前面的人；
如果厌恶在你右边的人对你的某种行为，就不要用这种行为去对待在你左边的人；如果厌恶在你左边
的人对你的某种行为，就不要用这种行为去对待在你右边的人。
这就叫做推己及人的“絮矩之道”。
    《诗经》说：“使人心悦诚服的国君啊，是老百姓的父母。
”老百姓喜欢的他也喜欢，老百姓厌恶的他也厌恶，这样的国君就可以说是老百姓的父母了。
《诗经》说：“巍峨的南山啊，岩石耸立。
显赫的尹太师啊，百姓都仰望你。
”统治国家的人不可不谨慎，稍有偏颇，就会被天下人推翻。
《诗经》说：“殷朝没有丧失民心的时候，还是能够与上天的要求相符的。
请用殷朝做个鉴戒吧，守住天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这就是说，得到民心就能得到国家，失去民心就会失去国家。
所以，品德高尚的人首先注重修养德行。
有德行才会有人拥护，有人拥护才能保有土地，有土地才会有财富，有财富才能供给使用，德是根本
，财是枝末，假如把根本当成了外在的东西，却把枝末当成了内在的根本，那就会和老百姓争夺利益
。
所以，君王聚财敛货，民心就会失散；君王散财于民，民心就会聚在一起。
这正如你说话不讲道理，人家也会用不讲道理的话来回答你；财货来路不明不白，总有一天也会不明
不白地失去。
    《康诰》说：“天命是不会始终如一的。
”这就是说，行善便会得到天命，不行善便会失去天命。
《楚书》说：“楚国没有什么是宝，只是把善当做宝。
”晋文公的舅舅子犯说：“流亡在外的人没有什么是宝，只是把仁爱当做宝。
”《秦誓》说：“如果有这样一位大臣，忠诚老实，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本领，但他心胸宽广，有容
人的肚量，别人有本领，就如同他自己有一样；别人德才兼备，他心悦诚服，不只是在口头上表示，
而是打心眼里赞赏。
用这种人，是可以保护我的子孙和百姓的，是可以为他们造福的啊！
相反，如果别人有本领，他就妒嫉、厌恶；别人德才兼备，他便想方设法压制、排挤，无论如何容忍
不得。
用这种人，不仅不能保护我的子孙和百姓，而且可以说是危险得很！
”因此，有仁德的人会把这种容不得人的人流放，把他们驱逐到边远的四夷之地去，不让他们与自己
同住在中原。
这说明，有德的人爱憎分明，发现贤才而不能选拔，选拔了而不能重用，这是轻慢。
发现恶人而不能罢免，罢免了而不能把他驱逐得远远的，这是过错。
喜欢众人所厌恶的，厌恶众人所喜欢的，这是违背人的本性，灾难必定要落到自己身上。
P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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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学》是一部在大学里所讲授的博大而精深的圣王之学。
《中庸》是一部儒家论述人生修养境界的道德哲学专著。
    《大学中庸精读》特将《大学》、《中庸》合而为一，并配以原文、译文及题解，以飨广大读者。
本书由张新泰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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