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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大学》《中庸》的助学读

物，为中国青年出版社组织编撰的经典

助学丛书的一种。

《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

一起构成“四书”，是中华传统文化最

重要的经典。古代不仅知识分子要学习，

其他人也要学习，是全民教育的普及读

本。今天我们读经典，能够背诵其中的

句子固然很应该很重要，但更应该更重

要的是掌握其精神实质，用于今天的生

活和工作，提高自己的能力和素质。为

了体现这一点，帮助读者开启思路，本

丛书采用主题体例，即确定每部经典的

主旨，以这一主旨为核心组织专题。这

种体例的突出优点是系统性和思想性强，

便于读者从整体上学习和理解经典。

《大学》的主旨在于为个人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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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设计提供一份指导性大纲要，即“三纲八目”。大学，大学问，

指的不是《大学》这本书，而是以这本书为代表的知识领域，即

关于如何造就大人格、大能力、大生活的学问。其中的格物、致知、

诚意、正心、修身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经历着的；齐家、治国、

平天下其实也跟个人密切相关，无论是我们的生活、学习还是工

作都以它们为背景，更别说那些直接参与治理的活动了。不管你

是否意识到，实际上你的自我设计始终都围绕“三纲八目”展开。

《中庸》的主旨在于为个人的安身立命提供一个指导性大法

则。我们来到世上，每一个人都存在着生命的安放问题。成功还

是失败、顺利还是困顿、幸福还是不幸，取决于你的立足点。《中

庸》告诉我们，这个立足点就是中正，它可以带来和谐和通达。

《大学》和《中庸》虽系古代经典，但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它们一个偏重于做人，一个偏重于处世，我们只要在这两个方面

做到了对自己负责，不敢说生命一定出彩，至少可以说不枉此一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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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
——

自我设计的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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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习中建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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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学

语录

原文——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

在止于至善。（《大学》第 1 章）

译文——  

大学的宗旨在于彰显光明的道德，

在于革新民心民风，在于引导人

们走向尽善尽美。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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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 1  

什么是大学

大学之道的道，可以理解为途径，意思是学生进入大学学习

的层次，走上明德、亲民、至善的道路；也可以理解为目的，意

思是大学的目标是把学生培养成追求明德、亲民、至善的人才；

还可以理解为导向，意思是大学的基本职责在于带领学生走向明

德、亲民、至善。为此我们把道解释为宗旨，包含以上三层意思。

那么什么是大学？历来有不同意见。一种是实体说，认为大

学是国家高等教育机构，为专门培养治理人才而设立。一种是层

次说，认为大学是比小学高一级的学习层次，古人 8 岁正式进学，

学习基本礼仪和基本知识，称小学；到了 15 岁开始研习内修和

外治的学问，称大学，集注“四书”的南宋大儒朱熹就持这种说

法。（朱熹：《大学章句序》）一种是人格说，认为大学是“大人”

之学，所谓大人就是把天地万物汇于自己一身的人，故而称大学

为大学问，这是明代大儒王阳明的观点。他把这种“一体”视为

人心，即人人都具备的天性，在这里儿童与成人没有区别，大

学就是把人心引发出来，使其战胜私欲的蒙蔽，从而得到发扬光

大。（王阳明：《大学问》）三种说法都有道理，人格说深入到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