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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被称为经典的作品是人类精神宝库中最灿烂的部分，是经过岁月的磨砺及时间的检验而沉淀下来的宝
贵文化遗产，凝结着人类的睿智与哲思。
在滔滔的历史长河里，大浪淘沙，能够留存下来的必然是精华中的精华，是闪闪发光的黄金。
在浩瀚的书海中如何才能找到我们所渴望的精华，那些闪闪发光的黄金呢？
唯一的办法，我想那就是去阅读经典了！
    说起文学经典的教育和影响，我们每个人都会立刻想起我们读过的许许多多优秀的作品——那些童
话、诗歌、小说、散文等，会立刻想起我们阅读时的那种美好的精神享受的过程，那种完全沉浸其中
、受着作品的感染，与作品中的人物，或者有时就是与作者一起欢笑、一起悲哭、一起激愤、一起评
判。
读过之后，还要长时间地想着，想着⋯⋯这个过程其实就是我们接受文学经典的熏陶感染的过程，接
受文学教育的过程。
每一部优秀的传世经典作品的背后，都站着一位杰出的人，都有一颗高尚的灵魂。
经常地接受他们的教育，同他们对话，他们对社会、对人生的睿智的思考、对美的不懈的追求，怎么
会不点点滴滴地渗透到我们的心灵，渗透到我们的思想和感情里呢！
巴金先生说：“读书是在别人思想的帮助下，建立自己的思想。
”“品读经典似饮清露，鉴赏圣书如含甘饴。
”这些话说得多么恰当，这些感受多么美好啊！
让我们展开双臂、敞开心灵，去和那些高尚的灵魂、不朽的作品去对话、交流吧，一个吸收了优秀的
多元文化滋养的人，才能做到营养均衡，才能成为精神上最丰富、最健康的人。
这样的人，才能有眼光，才能不怕挫折，才能一往无前，因而才有可能走在队伍的前列。
    《青少年经典阅读书系》给了我们一把打开智慧之门的钥匙，会让我们结识世界上许许多多优秀的
作家作品，会让这个世界的许多秘密在我们面前一览无余地展开，会让我们更好地去感悟时间的纵深
和历史的厚重。
    来吧！
让我们一起品读“经典”！
    国家教育部中小学继续教育教材评审专家    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苏立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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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庸》是儒家重要经典，它同《易经》一样，都是儒家的理论渊薮。
不过《经易》比《中庸》影响大，涵盖面广，而《中庸》是宋以后儒者研读的重点。
儒学，特别是理学，许多概念、命题出自《中庸》，许多理学大家持守《中庸》的信条，许多儒者用
《中庸》的方法论思考，从而可以看出，《中庸》对中华文明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

这本《中庸》是“青少年经典阅读书系”之一。
 《中庸》的作者是子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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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东周)子思 编者:青少年经典阅读书系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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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庸》为什么而作呢？
子思忧虑关于“道”的学问失传，所以才作的。
大概远自上古，具有神圣的德行和高位之人，承继天命，建立了至极之理，道统便流传下来了。
现在还可以从经书中看到的，有“允执厥中”．这是尧传位给舜的时候所说的话；还有“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是舜传位给禹的时候所说的话。
尧的一句话，就已经把理讲清楚了，完全包容了至极之内容。
而舜又加上了三句，是为了更好地说明尧所说的那句话的前后关联，因为只有明白了前后关联才能比
较理解“道”、的精微处。
    我对这些话作一个总说，要知道，人。
是空虚灵动能知能觉的，每个人心自然只有一个，那么又有人心、道心的不同是什么原因呢？
这是因其生成有别，人心生于个人形体气质，道心是人性命中的正理，但人的知见能力和觉悟有所不
同，不能识别人心，则危殆而不安；不能识别道心，则道心微妙难以显现。
然而，既然是人，就没有不具有形体的，所以即便是在智力方面堪称“上智”的人，不能没有“人心
”，也没有不具有道心这种本性的，所以即便是在智力方面虽为“下愚”的人，也不可能没有“道心
”。
“人心”和“道心”两者，都杂处于人心这块方寸之地，如果人自身不能去治理它．自然“人心”越
来越危殆，“道心”的微妙更难以显现。
那道心的这至公的天理，最终无法战胜个人的私欲。
所以，必须用精察严求于二者之间，使天理不杂一毫私欲，必须用专一护守天理之公这个本心，一刻
也不能离开它。
长期坚持如此，没有片刻间断，使天理之公的道心，长为一身之主，自私自利的人心就会服从道心，
这样就会每每转危为安，道心的微妙之处就会显现。
人在动静之间，说话做事，就不会有过头和不及的差错了。
    尧、舜、禹都可以说是天下的大圣人了。
以天下最高权位相传．这是天下的大事。
以天下的大圣人，做传天下最高权位的大事，在相传之际，叮咛告诫，不过如此，则天下的道理，还
有比这更重要的吗？
从此以后，圣人与圣人相承，其中有像成汤、文王、武王这样的君王，有像皋陶、伊尹、傅说、周公
、召公这样的大臣，都是接续了道统的真传。
像我们所尊敬的孔老夫子，虽然本人没有前人那样的权位，然而，由于其继承了以往圣人开创的道统
，为后来的学者开辟了道路，功德方面甚至还远胜于尧、舜这样的君王。
    然而，在那个时候，对于道统能由“见”而能达到“知”的境界的．只有颜氏、曾氏而已。
这两人的传续，可说是真正体悟到了道统的宗旨。
其后由曾氏再往下传，又传至孔老夫子的孙儿子思。
在子思那个时候，学界已与孔子的圣学相去甚远，各种异端邪说已经繁衍起来。
子思惧怕时日越久远则道统的真正学问也会流失得越多，所以按照尧舜相传的本来之深意，验证平日
从父辈和老师之处所得到的见闻，相互参照演绎，写成《中庸》此书，以将道统的精髓诏告于后世的
学者。
正因为子思的忧思极为深刻，所以其言语也就极为恳切；也正因为其思考极为深远，所以其论说也就
极为详备。
子思说“天命率性”，就是说关于“道心”的方面；子思说“择善固执”，就是说关于“精一”的方
面；子思说“君子时中”，正是说的“执中”啊。
子思距前圣，已有一千多年，然而其所说的话仍和前圣没有什么差异，好像符节一样。
在所有前圣的书籍之中，像此书这样纲目清晰、思想深刻、说明详尽的却并不多见。
    到后来此书又再传至孟子，使此书能进一步得到推崇说明，从而继承了先圣的道统，可惜孟子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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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此书却逐渐被湮没而使道统失传。
而我们所说的道，总是将其深意寄托在言语文字之间，然而异端之说却不止于此，手法花样翻新，日
新月异，以至于老学和佛学的教徒们无处不在，其说看似与道统之理相合，实则是大大搞乱了真正的
道理。
还算有幸，此书并没有完全泯灭，所以出了程氏兄弟这样的人，对其加以仔细考察研究，接上了断了
一千多年的圣学主脉，并以此书论点为据，驳斥老学和佛学两家似是而非的谬论。
    从这个方面来看，子思的功绩是巨大的，但假若没有程氏兄弟，还是不能从子思言语中把握他的思
想。
说起来实在可惜，程氏的学说不能传下来，而石氏所辑录的那些资料，都只不过是出自于程氏的门人
之手而已，所以虽然其大义还在，然而深微之处却没有剖析清楚。
至于其门人自己的言论，虽然显得比较详尽并还有许多发挥和说明，但背离师说，沾染了老学和佛学
的论调，这样的见解，也是有的啊。
    我本人早年在父师们的教导下研读此书，心中也一直有着不少疑问，沉思求索、反复玩味，也有多
年，一旦恍然大悟，似乎得到了其中的要领之后才敢于将各家之说融汇起来，比较选取适中的观点，
编定这篇《章句》，等待今后读者指正。
并和几位志同道合的人，把石氏之书，反复选择，删掉繁复错乱的地方，更名为《中庸辑略》。
把那些记载论辩取舍之意的言论，另编为《中庸或问》，附在书的后面。
这样《中庸》的宗旨，枝分节解、脉络贯通、详略相因、巨细毕举。
而关于诸说之同异得失，也得以曲畅旁通，而各极其义趣。
虽说对于承续道统，不敢随便议论，但对于初学的人．或有可取的地方，也许会对他们在人生的远行
和攀登中有所帮助。
P8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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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庸》原是《小戴礼记》中的一篇。
作者为孔子后裔子恩，后经秦代学者修改整理。
它是中国古代讨论教育理论的重要论著。
《中庸》是被宋代学人提到突出地位上来的，宋代探索中庸之道的文章不下百篇，但最早探索《中庸
》的并非儒生，而是卒于宋真宗乾兴元年的方外之士——释智圆。
智圆之后，司马光则是宋儒中论中庸较早的一个。
后来北宋程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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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中庸》（作者子思）是“青少年经典阅读书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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