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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学”一说，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
此前中国的旧学在现代文明面前一败涂地，曾国藩继承明儒传统，身体力行，通经致用，后来又有张
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力图调和传统与现实的阴阳关系。
后来学术界兴起“整理国故”的热潮，虽然与当时历史条件看似不协调，实则是有深刻历史理性的。
提出学习西方，“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当时不但提出学习西方文明，同时又提出要恢复两汉经
学，这看似极为矛盾，其实正是魏源的高人之处，此后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才有了中西交流的合理
原则。
    当时国人有一种全盘否定国粹的倾向，认为外国来的就是梅毒也是好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中西文化冲突的进一步加剧，中国文化更加弱势，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
，为了保国保种，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国粹派提出“保存国学”、“振兴国学”的口号。
而新文化运动闯将之一胡适，则在介绍杜威的实践主义时同时讲授中国哲学史。
在当时的历史氛围下，国学概念产生后其意义内涵自然较复杂，包括传统官方民间各种学问、艺术、
技艺等，但在狭义上，国学之范围不脱经、史、子、集四部，同时四部中又以经学为首。
    国学又可称国故，可译“GuoXue”(音译)、“Sinology”(意译，指中国学，汉学，因无别于汉族学
而有争议)。
现在一般提到的国学，是指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为根基，涵益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和同
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并历代史学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
。
因此，广义上，中国古代和现代的文化和学术，包括历史、思想、哲学、地理、政治、经济乃至书画
、音乐、术数、医学、星相、建筑等都是国学所涉及的范畴。
    论国学，先明国学之义，所谓必也正名乎，善哉。
    今天，关于传统文化的书写，好像走向了两个极端：要么过于通俗，要么过于玄虚。
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国学的弘扬，需要摆脱掉这两个极端，走～条中间道路，做到深入浅出、微言
大义。
虽然“文化热”、“儒学热”、“国学热”的浪潮此起彼伏，但真正将自己的文化看做安身立命之本
的人却是少之又少。
大家对待文化、对待国学，仍然没有走出经世致用、急功近利的目的预设。
为什么要学国学？
因为国学对我有用；为什么要读国学？
因为里面有智慧、有技巧、有升官发财的门路。
于是，在今人的眼里，国学已经蜕变成了赤裸裸的经世致用之术，成了彻头彻尾的“用经”！
仅求其“用”，不见其“体”，将是最大的无用。
仅求其“术”，而对国学的“道统”视而不见，将是中国文化最大的悲哀。
为此，国人已做过许多有益的探索。
    近代以后，随着西学东渐，我们在呼吸外来新鲜空气的同时，也注意到了传统文化的流失。
故而对东西方文化进行冷静思考，明确了传统文化不可动摇的根基地位，沿袭先辈留下的宝贵文化遗
产，是可以弘扬中国民族特色文化，进而促进当下时代的进步和发展。
在此，我们只有安身立命，谋求维新。
《尚书》中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但是“周邦”所谓的“新命”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而是要靠人不断地去探幽发微、阐发新意。
阐发新意，不是凭空想象，不是一味模仿，而要推陈出新。
冯友兰先生说，中国的哲学要“接着讲”，不能“照着讲”。
而“接着讲”，并不是空发臆想、随意揣摩，而是要以“照着讲”的方式和姿态去“接着讲”，不如
此，就无法做到“阐旧邦以辅新命”。
国学亦是如此。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学典藏书系 大学·中庸>>

    整理国故，是为了获得长足进步。
只有长足进步，才能延续，才能生生不息。
当然，任何一种文化都包含着深刻的两面性。
所谓的精华和糟粕往往是纠结在一起的。
所以，目前最迫切要做的，仍然是平心静气地去了解我们的文化。
    为了弘扬国学，使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我们精心为您编纂了这套“国学典藏”丛书
。
这套丛书精选了历代文章中的典范之作，于经、史、子、集中选取精华部分，予以汇编。
编者力图通过简明的体例、精练的文字、新颖的版式、精美的图片等多种要素的有机结合，全方位立
体地解读中国国学的博大精深，为读者打造一条走进国学的画廊，感受国学独到的智慧。
    学贵力行，圣贤文化的学习，贵在把它落实到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去，才能从中得到真实的利
益。
愿此套丛书让您领略传统国学风景的同时，与圣人促膝对话，能够聆听到圣贤的教诲；在聆听圣贤教
诲的同时，把圣人的教诲贯彻到生活中，落实到一言一行中。
“多识前言往行，以自蓄其德”，我们也希望借着伟大文化的指引，提升我们生命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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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学》成书于战国至西汉之间。
它论述了儒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思想，是儒家经典之一。
全书融伦理、哲学、政治于一体，着重阐述了个人修养与社会政治的关系。
《中庸》是论述儒家中庸思想的儒家经典之一。
它的主要内容是关于中庸之道、治国九经及治学方法的论述。
本书《大学·中庸》收录的就是这两部儒家经典。

《大学·中庸》由《国学典藏书系》丛书编委会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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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章尚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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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明德之心    许衡(1209—1281)，元朝著名学者。
字仲平，号鲁斋，河内(今河南沁阳)人。
历任国子祭酒、中书左丞、集贤殿大学士、领太使院等职。
为官敢于直言，一生致力于教育，并亲自编写《中庸直解》《大学要略》，有《鲁斋遗书》传世。
谥“文正”，封魏国公，是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天文历法学家”。
    许衡青少年时即聪敏勤学，立志学以致用，一生博览群书，有高尚的道德情操，留下了“梨无主，
吾心独无主乎”的千古佳话，成为人们效仿的楷模。
    《元史·许衡传》记载：宋朝末年，天下大乱，百姓背井离乡，四处逃难。
天兴二年(1233)，蒙古兵逼临许衡的家乡新郑县。
许衡从河阳经过，正值酷暑季节，由于长途奔波，天气又热，喉干口渴。
同行的人发觋道路附近有一棵梨树，树上结满了鲜嫩的梨子，众人争相摘梨解渴。
    人们吃着摘来的梨子，坐在树下乘着阴凉，感到一阵惬意。
只有许衡独自忍受着干渴，端坐着不为所动。
同行的人觉得很奇怪：难道他不渴吗？
    于是便有人对许衡说：“先生，路途遥远，也摘顾梨吃吧，权且解渴。
”    许衡回答说：“那梨树不是我的，怎么能随便去摘取别人的果实呢？
”    那人说：“社会动荡，兵荒马乱的，大家都各自逃难，这棵梨树的主人恐怕早已逃走了。
您又何必固执迂见呢？
”    许衡说：“虽然梨树没有主人，难道我的心也没有主人吗？
”    “我心有主”，这是挺直着脊梁的一句铮铮名言，是一条不可逾越的做人底线。
“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
”能够在外在诱惑的境况下，坚守着道德的操守，恪守着做人的准则，固守着廉耻与尊严，守护着自
己心灵的洁净，不为利诱，不被色动，这是人格的最高境界，也是道德的完美体现。
    古人说：“义士不欺心，廉士不妄取。
”人生活在这个充满诱惑的世界上，随时随地都会面临取舍的选择，而物欲和美色的诱惑，往往令人
难以自守，稍有松懈，就会迷失自我。
能够恪守“我心有主”，实为不易，值得敬佩。
    “梨虽无主，我心有主”，这不只是一种做人的准则，也是一种道德的修养，更是一种精神的境界
。
    三世辅臣，德高望重    富弼(1004—1083)，北宋人，字彦国，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
二十六岁踏上仕途，竭尽全力为朝廷尽忠。
    年少时，富弼走在洛阳大街上，有人过来悄声说：“某某在背后骂你！
”富弼说：“大概是骂别人吧。
”那人又说：“人家指名道姓在骂你呢！
”富弼说：“怕是在骂别人吧，估计是有人跟我同名同姓。
”骂他的人“闻之大惭”，赶紧向富弼道歉。
    年少的富弼分明是假装糊涂，却显示了他的聪明睿智，俯仰之间可见其心胸之宽阔。
二十岁不到，富弼就以文章出名，被誉为“洛阳才子”。
当时范仲淹已经颇有名气，认识富弼后，对富粥大为赞赏，说他有“王佐之才”，还把他的文章推荐
给当时的宰相晏殊。
晏殊是奇才，不到二十岁就考中进士，写出“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这一名句。
他一眼看出富弼有发展前途，就问范仲淹：“这位洛阳才子可曾婚配？
”范仲淹回答：“尚未婚配。
”晏殊满意地点了点头。
后来，纳富弼做了自己的东床快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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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庆历二年(1042)，富弼升为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
是年春，契丹国大兵压境，扬言要以武力扫平中原，要求大宋割地赔款才息兵。
慌了手脚的宋王室，赶忙商议派大臣出使契丹求和。
但朝中大臣皆因此行凶险，不敢前往。
有人推荐富弼，富弼临危受命，被任命为大使，拜任枢密直学士，出使契丹。
    见到契丹王，富弼问：“为何要出兵攻宋？
”契丹王回答：“是你们违约在先，堵塞了关隘，所以我们要进攻。
如果你们割地求和，我们可以撤兵。
”富弼正色道：“我知道你自己并不想出兵，是你的臣子嚷嚷着要打仗。
你可知道他们都是为了自己牟利？
”契丹王惊讶地问：“此话怎讲？
”富弼说：“我大宋封疆万里，精兵百万，上下一心，若你们要用兵，能保证必胜吗？
即使你们侥幸获胜，也要损伤过半，这些损失你那些好战的大臣能够弥补吗？
如果我们还像以往那样互通友好，大宋每年赠给你的钱帛，还不都是你契丹王一人任意支配吗？
”    契丹王想了想，点头称是。
富弼又说：“至于我国堵塞关隘，本是为了防范叛军，并不是为了进攻他人。
若是为了进攻，就不堵塞关隘了，而是要打通关隘，前去进攻了！
”契丹王觉得富弼说的都是实话，第二天就邀富弼一同打猎，但他提出一个条件：“如果能割地给契
丹，则两国可长久修好。
”富弼问：“为什么？
”契丹王说：“我们都以每年领受你们的钱帛为耻。
”富弼马上反问道：“你们以得地为荣，我们必以失地为耻！
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想让我们割地求和，万万不能！
”    面对这个既善辩又强硬的来使，契丹王感到无奈，最终不再要求割地。
就这样，富弼不避生死，不辱使命，只说了一番话，就打消了契丹国进犯的图谋，使两国化干戈为玉
帛，此后的几十年间，两国一直和平相处。
    富弼后来又出使契丹，也大获成功，展示了其超人的胆识和外交能力。
他第一次去契丹时，家人来报，说他的女儿死了，他不顾而行；第二次去契丹前，他的妻子生了个男
孩，他来不及看一眼，就启程了。
到了契丹国，每得家书，他连拆都不拆。
随从不解地问：“这是家书，为啥不拆？
”他回答：“拆了，徒乱人意！
”    神宗年间，富弼见神宗重用王安石，知道自己不可与之争，于是称病退休，欲回洛阳，上疏几十
次才被准许。
但每遇国家大事，他仍谏言献策，畅所欲言。
    元丰六年(1083)八月，富弼在洛阳病逝，享年八十岁。
他死前还上疏神宗：现在朝中多有投机钻营的小人，非国家之福，应予以廓清。
神宗读后十分哀痛，辍朝三日，出祭文致奠，赠太尉，谥文忠。
随后富弼配享神宗庙。
    纵观富弼一生，他始终以朝廷及百姓的利益为重，先后担任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宰相，在处理外
交、边防及赈济灾民方面取得显著成就，又性情至孝，恭俭好修，与人言必尽敬，虽微官及布衣谒见
，皆与之有礼。
司马光称颂他为“三世辅臣，德高望重”。
    P5-7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学典藏书系 大学·中庸>>

编辑推荐

《大学》和《中庸》是两部儒家经典。
其中，《大学》文辞简约，内涵深刻，影响深远。
以人的修身为核心，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中庸》的中心思想是儒学中的中庸之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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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德、至圣、合外内之道的理想
人物。
    本书《大学·中庸》将之合二为一，对其进行注释和翻译，并通过史例进行解读。
文学性、知识性、可读性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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