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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万物及岁月存在的方式天地之间，流淌着浩荡不息的时间。
万物在时间的长河中激荡，人生在岁月的浪花中洗礼。
而这一切的存在，都固守着千古不易的法则，不论是以怎样的姿态面对。
“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天地正道，包容万物。
万物生存，为我所用。
人之所思所为，只是在于“时中”。
就是说，是否在适当的时间做出了合适的行为。
其实，万事皆然，“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就是对此绝妙的描述。
没有永远不变的哲理，唯有世界的存在。
“中庸”就是一种存在，一种天地间人与万物生存所依附的关系，是时间和空间的完美。
是包容，也是利用。
借天地间的一切，为“我”所用。
因为“用”，所以就有了方向的不同，效果的差异，初衷的善恶。
就有了占有与平衡，就产生了世间的纷争，也就有了所谓的君子与小人：君子就在于“时中”，而小
人失于“无所不用其极”，但是君子与小人又互为依存。
这世间需要精英，也同样要有平民的存在。
在高高的尖塔下，是深厚的泥土。
对于人的行为，“我”与“非我”的共处，无论“中”与“不中”，天地都以其博大的胸怀给予包容
，默然，不予置评。
重要的，在于修养，修养是否纯正，是否出于“诚”。
诚即成，努力成全他人，最终成就自己。
子曰：“己欲达而达人，”“天地至诚”，至诚无欺。
真理是理所当然的存在，而谬误也必然有其立足之地。
而归到最后，处在这里和位于那里，正面和背面，正确或者错误，我与非我，都是天地间的存在，都
是包容于天地的存在。
刘强2006年11月29日于西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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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从一位普通百姓的视角出发，注析解读了经典著作《中庸》。
本书由三十二章组成，按章句解读的形式，逐步解析了《中庸》。
让“中庸之道”这门处世哲学，随着时代的进步、变迁，而再次焕发光彩，成为真正经世致用的学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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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
强：生于公元1964年12月。
出身于农耕之家。
从事笔耕二十多年来。
他深爱中国古典文化，手不释卷已成为一种生存状态，无法改变。
以平民的视角，完成了《四书》的解读。
同时出版了《官经》新解和《庄子》解读。
在诸多作品中，原创散文体人物评传小说《品关羽》获甘肃省黄河文学奖。
《中庸》《给年轻人读的孟子》则分别获庆阳市五个一工程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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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一辑总纲--天地变化本于中和 综述博大精深的生命哲学 《礼记正义》说：“《中庸》者
，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
庸，用也。
孔子之孙子思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
” 朱子说：“子思述所传之意，以立言。
首明道之本原出于天，而不可易；其实体备于己，而不可离。
次言存养省察之要。
终言圣神功化之极。
盖欲学者于此，反求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诱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
杨氏所谓一篇之体要是也。
” 程颐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 《礼记正义》说：“明中庸之德，必修道而行；谓子思欲明中庸，先本于道。
” 《中庸》全书的主旨在于揭示天地万物与人的关系，是生命意识存在与发展的规律，致力于阐述人
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应遵循的原则，要求在内心与外在的矛盾状态下，寻求平衡与共存的
基点。
它既是处世的哲学，又是个人修养的境界，个人与世界的相互制约、相互改造、相互妥协，最终达成
和谐共存的大同境界。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天命]天赋，指人的自然禀赋。
也指天理，命运。
 [性]人的本性，是人之初由先天赋予的本真的善性，也可理解为人的天性。
 [率性]统率并规范人的自然本性。
率：统率，规范。
 [道]本指道路，又可理解为规律、方法、道理。
 [修道]修养道德，探求事物的本源，研究世界发展变化的规律。
 [教]政教，教化，影响感化而致达的风尚。
 人与生俱来的自然禀赋称做“天性”，引导并规范人的本性向着既定方向发展的就是“道”，修养德
行使自己的行为符合“道”的原则，影响和同化民众就是“教”。
 郑玄说：“天命，即上天所赋予人的自然生命。
木神则仁，金神则义，火神则礼，水神则信，土神则知。
按照天性而行，就是道。
治而广之，人仿效之，就是‘教’”。
 孔颖达说：“天本无体，亦无言语之命，但人感自然而生，有贤愚吉凶，若天之付命遣使之然，故云
‘天命’。
老子云：‘道本无名，强名之曰道。
’人自然感生，有刚柔好恶，或仁、或义、或礼、或知、或信，是天性自然，故‘谓之性’。
感仁行仁，感义行义之属，不失其常，合于道理，使得通达。
” 朱熹曰：“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
”又曰：“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德，所谓性也。
”“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
”“性道虽同，而气禀或异，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圣人因人物之所当行者而品节之，以为法于天下
，则谓之教，若礼、乐、刑、政之属是也。
盖人之所以为人，道之所以为道，圣人之所以为教，原其所自，无一不本于天而备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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