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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学》，关于人和人生的大学问。
    《大学》乃《小戴·礼记》中的一篇，《礼记》为汉宣帝时五经博士戴圣从先秦遗留的典籍中编撰
而成的作品。
    《大学》被列为“四书”之一，是北宋时期儒学大师程颢、程颐两兄弟将孔丘的《论语》、曾参的
《大学》、子思的《中庸》、孟轲的《孟子》，编辑而成“四书”。
    《大学》应为孔子的弟子曾参所著。
曾参是孟子的老师、《中庸》的作者子思(孔子的孙子孔仅)的老师。
    “四书”和汉武帝时形成的“五经”，编辑成“四书五经”逐步成为儒家经典，构成中国儒家学说
的主流，成为中国近千年来封建科考的教科书。
    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形式是经、史、子、集，其重要思想内容是诸子百家的思想，而中华国学的
核心就是“四书五经”。
如果说“四书五经”是儒家学说神圣的思想殿堂，那么《大学》就是建筑这座儒家思想殿堂的蓝图和
施工程序。
    《大学》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宝典，是修己以安百姓的大学问，是宋元以来官方钦
定的教科书，是封建科举的指南针，是统治阶级的治国法宝，是上千年中国知识分子改变自己命运的
进身阶梯，是以人为本，旨在提高人的修养，造就高尚的人格，成就人的德行功业的教材，是建筑儒
家思想宫殿的蓝图，是通往“内圣外王”之道，最终达到“至善”理想境界的必经之路。
    《大学》是一套封建伦理道德的政治体系，是引领人们抵达生活的美好境界、启迪人们心灵回归自
然的纯净透明、弘扬光明正大的道德品质、塑造纯正美好人生性情，并彰显光明品德的经典。
    《大学》的“至善”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和终极理想，修养纯正的身心，规范自己，以求重塑新
生；以知人善任的眼光，选贤任能，亲君子远小人；齐家治国的才能，德泽化育，家庭和睦，齐家以
勤俭为本，治国以重民为要。
    什么叫“大学”，据汉代郑玄(127—209)的解释：“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
”大学就是通过广博的学习之后，“学而优则仕”，为政做官。
    孙中山先生把《大学》称之为：“中国政治哲学谓其为最有系统之学，无论国外任何政治哲学家都
未见到，都未说出，为中国独有之宝贝。
”其三纲领、八条目，于人生之目的以及为达到之目的的步骤、方法，条理分明，阐述无遗。
    《大学》被认为是“四书五经”之首。
    所以朱熹说：“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
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
”    《大学》、《中庸》是儒家经典中最难懂的两部著作。
    作者积六十年的风雨沧桑，五年的博览群书，历时一年多的写作，四易其稿，引经据典于“四书”
，旁征博引于“五经”，广泛涉猎于诸子百家。
    《大学》人生大学问，力求深入浅出、好看、好懂、好用。
融思想性、知识性、艺术性、普及性、实用性、趣味性于一体而又不失学术价值。
    《大学》主要分“三纲”、“八目”。
    《大学》的“三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    “大学之道”，是人生学习教育的总目的、总规律、总纲领、终极目标；是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的总途径、总方针、总路线。
其最终目的，是“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在明明德”，是学习继承发扬先圣的高尚品德、治国平天下的本领；是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和为
人民服务的本领，做一个德才兼备之人；是通往儒家“内圣外王”的“内圣”之道。
    “在亲民”，是亲民、爱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为民兴利除害，造福于民；是心为民所想，
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是通往儒家“内圣外王”的“外王”之道。
    “在止于至善”，是通过读书、学习、教育、磨炼、实践、感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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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通往人生成功彼岸的理想之道；是最终达到儒家“内圣外王”、“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之道。
    实现“三纲”宏伟的目标，需要一套完整的科学体系和实施法则，就是“八目”，否则“三纲”就
可能成为一句伟大然而漂亮的空话。
    《大学》的“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
    “格物”之道，是通过“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程序，探索运用万事万物
规律的过程，掌握了规律，就可以起到举一反三、事半功倍、顺势而为、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致知”之道，在探索追求知人、知物、知天、知地、知命、知性、知天时、知地利、知人和的过
程中，逐步把握人的本性和客观事物的规律，对于识别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的人际关系和错综复杂的万
事万物，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可以较好把握自己人生的命运。
    “诚意”之道，是不欺人，不自欺，争取不被人欺，慎独，做一个真实诚信的人。
    “正心”之道，是不受私欲支配，保持内心的客观公正公平，做一个客观公平公正的人。
    “格物”、“致知”修的是人的知识、智慧、才学，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才能，是为民兴利除
害、造福于民的本领。
    诚意正心的目的，是修养成为具有高尚的道德品德情操之人。
    格物致知的目的，是修养成为德才兼备家国天下的栋梁之才。
    “修身”之道：是“内圣外王”之道；是修德，“修己以安百姓”之道；是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
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是增强为民兴利除害，造福于民本领之道。
    修身的程序：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过程。
    修身的目的：是力争做圣人、完人、贤人、君子、有恒者、善人；不做庸人，远离真小人，慎防伪
君子；是为了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实践和抱负。
    “齐家”之道，是要用公平公正之心，行使孝悌之道，使家庭家族持续发展。
    “齐家”之道：勤俭，持家之本；孝悌，齐家之本；谨慎，保家之本；诗书，起家之本；和谐，兴
家之本；创新，发家之本；积善，传家之本；教子，延家之本；中庸，治家之本；信念，强家之本。
    “治国”之道，“爱民而己”。
继承发扬法家的依法治国的“法治”；儒家的以礼治国的“礼治”；墨家的以人为本的“人治”；道
家的以道治国的“道治”。
    治国的目的：使国家富强繁荣、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公平公正、天下稳定太平、民族团结进步、国
家和谐发展、三个文明共进、人民充实自由自信尊严、社会和谐持续科学发展。
    “平天下”之道，就是坚持“絮矩之道”；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
而达人”之道；就是追求和平共处、互惠互利、风雨同舟、和衷共济、共生共存共发展共赢天下的“
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之道。
    “大学之道”，是教你如何做人的大道，是关于人生的大学问，是一套完整的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的政治思想体系。
    按照《大学》中“三纲”、“八日”的修身程序修身养性，不能保你升官发财，但足可使你在修身
、齐家、学习、工作中少走弯路，修炼成为一个博学的、有高尚道德情操的、受人尊敬的、对家国天
下有用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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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学》，关于人和人生的大学问。

　　《大学》乃《小戴·礼记》中的一篇，《礼记》为汉宣帝时五经博士戴圣从先秦遗留的典籍中编
撰而成的作品。

　　《大学》被列为“四书”之一，是北宋时期儒学大师程颢、程颐两兄弟将孔丘的《论语》、曾参
的《大学》、子思的《中庸》、孟轲的《孟子》，编辑而成“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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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庆祥，世界艺术家名人协会副主席，中华国学会主席，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会员。

　　历任中学老师，生产队长。
中型工业企业厂长，商业、文化、音像公司的总经理，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杜编辑部主任，中国
少年儿童音像出版社社长等职。

　　1986年起发表散文、杂文、小说；1993年起出版《世界名人语典》、《生财之道》、《中国名校
名师精讲系列丛书》；与人会编《学校爱国主义教育全书》，《教育小百科词典》等大型丛书。
被国家教委图工委列为装备用书。
策划责编的作品，五次获团中央“五个一”工程奖，八次获部级奖；多次被中宣部等五部委推荐为全
国百种优秀音像、电子读物。

　　著有“郭庆祥国学经典系列”《中华经典与智慧》、《（大学）人生大学问》、《人生大智慧》
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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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题记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凝聚力，使中华文明得以绵延发展
二、“五经”的形成及其思想意义
　《周易》，中华文化的活水源头，哲学之源，辩证法之母，古代智慧的高度浓缩
　《尚书》，中国第一部政治文献汇编，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基础指南，儒家学说的思想本原
　《诗经》，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重要的历史文献和儒家经典
　《礼记》，中国第一部礼仪论文总集，约束规范中国数千年的经典
　《春秋左传》，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儒家重要经典
三、“四书”的形成及其思想意义
　《论语》，儒学的源头，修身、齐家的“圣经”，为人处世、安身立命的大道理
　《孟子》，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元典，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与大丈夫精神
　《中庸》，中国最早最精密的哲学著作，为人处世、安身立命的人生大智慧
四、《大学》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宝典
　《大学》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宝典，是修己以安百姓的大学问
　《大学》是建筑儒家思想宫殿的蓝图和施工程序
　《大学》之道，是内圣外王之道，是儒家通往最高理想的必经之道
　《大学》的“三纲”：“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五、“大学之道”，是“内圣外王”之道
　中国古代的小学学什么
　“大学之道”，是教育的总规律、总目的、总目标、终极纲领
六、程朱理学，修正的儒家思想，朱熹对《大学》的阐释
　程朱理学，修正了儒家思想
七、“在明明德”，是“内圣外王”之道的“内圣”之道
　“在明明德”，是继承发扬先圣高尚的品德品质，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通往“内圣”之道
八、“德”，是“知、仁、勇”，天下之三达德
　知，是知天、知地、知命、知性、知道、知德、知教、知人、知己、知物、知进退、知取舍、知可
为、知不可为
　仁，是把自己当人也把别人当人；爱自己也爱别人，爱人也爱物；最终达到和天地万物内外的和谐
　勇，是一种勇气、能量、能力、魄力、气势，一种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
九、“在亲民”，是“内圣外王”之道的“外王”之道
　“亲”，是把天下被统治者当做亲人对待
　“民”，是天下被统治最底层的劳苦大众
十、“三皇”、“五帝”是“亲民”的楷模．
　“在亲民”，是亲民、爱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外王”之道
十一、“在止于至善”的终极目标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
　“止”，是最终极的目标和最终的目的地
　“至”，是最理想的居所和最美好的精神境界
　人类活动的一切目的，是为了达到最美好的物质生活，最理想的精神境
　界；终极目标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在止于至善”的最理想境界
十二、“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前提是实现“小康”社会
十三、“七证”的修养功夫，是通往“止于至善”的精神范畴
　⋯⋯
附原本（古本）《大学》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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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定，则不得其正”。
就是说一个人在愤怒时特别是在极度的愤怒之下，是很难保持理智、客观、公正地思考问题，把握事
情的真相。
愤怒之下作出的决策难免会有出入，甚至导致决策严重失误，给国家、民族、事业、家庭和个人造成
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
如《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关羽、张飞，为此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并断送了国家命运的悲惨结局。
关羽是三国名将，勇冠三军，不仅被中华民族所崇拜，还被东南亚和朝鲜半岛的人们所崇拜，至今他
的庙宇香火不断。
然而，关羽目中无人，他眼中只有刘备和张飞所谓“桃园三结义”的小圈圈，他一开始排斥诸葛亮，
继而又排斥老将黄忠和马超等人。
关羽在对待盟国东吴的孙权、鲁肃也是如此。
东吴君主孙权欣赏关羽的英勇，又有结盟蜀汉的思想，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关羽之子，这本来可以亲
上加亲，有利于盟友亲密相处，有利于联吴抗曹的基本国策，然而关羽却说“虎子焉配犬女”，侮辱
了作为一代君主孙权的人格，拒绝了孙权的一片好心，惹恼了孙权的英雄之心，破坏了诸葛亮联吴抗
曹的基本国策，致使孙权派大将吕蒙率兵袭击关羽驻守的荆州。
由于关羽的自傲轻敌，结果败走麦城，只落得个身首异处的悲惨下场。
关羽之死不大要紧，关键是他丢掉了蜀国东边的重要门户荆州，这个重要的军事战略基地和军事重镇
，丢掉了抵抗东吴进军的一道重要屏障。
关羽最重要和最致命的错误，是他破坏了诸葛亮十二年前《隆中对》中的三国鼎立的军事、政治、外
交的国家大战略。
如果能像《隆中对》设计的，跟孙权保持联盟和睦的外交关系，三国的局面不是后来的情况。
由于关羽不守“正心”的一时冲动，丢失了荆州，导致了自己身首异处，家破人亡，破坏了诸葛亮的
基本国策，遂使三国鼎立的全盘战略成为泡影，怎不令人可惜可叹！
关羽由于不能“正心”，导致丢失了荆州，仅仅是蜀国厄运的开始。
关羽的死，使刘备愤怒至极。
刘备说：“朕自桃园与关、张结义，誓同生死，不幸二弟云长被东吴孙权所害，若不报仇，是负盟也
。
朕欲起倾国之兵，剪伐东吴，生擒逆贼，以雪此恨。
”刘备不听赵云、诸葛亮等大臣的苦谏，执意出兵。
却说张飞在阆中，闻之关公为东吴所害，旦夕号泣，血染衣襟。
诸将以酒劝解，酒醉，怒气愈加。
帐上帐下，但有犯者，即鞭挞之，多有鞭死者。
每日望南，切齿睁目怒恨，放声痛哭不已。
却说张飞回到阆中，下令军中：限三日置办白旗白甲，三军挂孝伐吴。
次日，帐下两员末将范疆、张达入帐告日：“白旗白甲一时无措，须宽限方可。
”飞大怒日：“吾急于报仇，恨不明日便到逆贼之境！
汝安敢违我将令？
”叱武士缚于树上，各鞭背五十。
鞭毕，以手指之日：“来日俱要完备。
若违了限，即杀汝二人示众！
”打得二人满口出血，回到营中商议。
范疆日：“今日受了刑责，着我等如何办得？
其人性暴如火，倘来日不完，你我皆被杀矣！
”张达日：“比如他杀我，不如我杀他！
”范、张二贼探知张飞醉酒的消息，初更时分，各藏短刀，秘入帐中，诈言欲禀机密重事，直至床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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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张飞睡不合眼，当夜寝于帐中，二贼见他须竖目张，本不敢动手；因闻鼻息如雷，方敢近前，以
短刀刺人飞腹。
飞大叫一声而亡，时年五十岁。
刘备闻知张飞又被害，怒不可遏，亲率倾国之兵，讨伐东吴。
后被东吴小将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刘备兵败白帝城，含恨、含羞，于白帝城托孤阿斗与诸葛亮，结
束了英雄的一生。
由于关羽、张飞、刘备失去了理智和正心，加上极度的愤怒，导致了身败国衰的严重后果，应为后世
人们牢记这血的教训。
以上是“心有所忿健则不得其正”的典型案例，因为有所愤怒则不得其正，导致关羽、张飞、刘备三
国时期的著名英雄家破、身亡、国衰，破坏了整个三国时期的政治格局。
下面让我们来探讨，“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
前面已经说过：因为心里感到恐惧不安，就不能客观正确地评判是非真实的情况，特别是在战争前线
更是如此。
如我们常说的成语典故“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等。
“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典故出自《晋书·苻坚载记》：东晋时期，前秦国和晋国交战。
前秦国苻坚率领大军攻晋。
决战于淝水，史称“淝水之战”。
前秦帝国大军在肥水西岸，严阵以待，晋军在淝水东岸驻扎停留，不能前进。
前锋都督谢玄派人晋见秦阳平公苻融，说：“阁下孤军深入，却紧靠河边构筑阵地，这是要长期抵抗
，不是要速战速决。
如果贵国大军稍稍向后撤退，使我们渡过肥水，一决胜负，岂不是更好的策略？
”前秦所有的将领都反对后撤，说：“我们人多，他们人少，只要守住河防，阻止他们前进，我们就
万分安全。
”苻坚说：“我们不妨稍稍后撤，使晋军渡河。
等他们渡过一半时，我们放出铁骑冲刺，就地屠杀，没有不胜之理。
”苻融同意了苻坚的建议，遂后指挥大军稍稍退却，让出淝水西岸地带，容纳渡河的晋军。
前秦大军遂向后移动，以便迎接晋军渡过河后决战，前秦前线的军队后退，而后军却不知情，认为前
军已经大败，顿时军心大乱，拔腿就跑。
顿时，秦军乱作一团，晋军乘胜追击，前秦军溃不成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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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
——汉·郑玄    《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
——宋·朱熹    即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见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无穷。
—明·王阳明    中国政治哲学谓其最有系统之学，无论国外任何政治哲学家都未见过，都未说出，为
中国独有之宝贝。
——孙中山    不悟六经宗要，读《大学》可悟其宗要。
不得六经体系，读《大学》可得其体系。
——熊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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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生大学问》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构建儒家思想殿堂的蓝图和施工程序，曾被孙中山称为：
“中国政治哲学谓其最有系统之学，无论国外任何政治哲学家都未见过，都未说出，为中国独有之宝
贝。
”通读郭庆祥编写的《人生大学问》，小者可助你修身齐家，大者可助你治国平天下。
《人生大学问》力求深入浅出，融思想、艺术、知识、普及、趣味性于一体，力求好看、好懂、好用
，兼顾学术和市场，企盼能够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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