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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 

《大学》荐介 

一、《大学》的作者 

《大学》原是《礼记》中的一篇，作于春秋末年战国时期，写定于秦统一全

国以后不久。 

按传统说法，《大学》的传文是孔子门生曾参所作，在此对曾参其人做简要

介绍。曾参又称曾子，字子舆。春秋末战国初年鲁国南武城（今山东费县）人。

生于公元前 505 年（比孔子小四十六岁），死于公元前 436 年。 

据《宗圣志·世系》记载，曾参的祖先是夏朝时少康子曲烈的后代。曲烈封

于鄫（在今山东省临沂市西南七十里左右）。春秋时代鄫国被莒国所灭，当时鄫

世子巫公就逃奔到鲁国来。三代相传下来而到曾点（曾参之父），曾点求学于孔

子，见“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论语·先进》）中，孔子的弟子之一曾

皙名点，就是曾参的父亲。曾点之子曾参长大后，也受业于孔子。这样曾参父子

二人都是孔子的学生。 

曾子在青壮年时参加过农事劳作。如《说苑·立本》载：“曾子衣弊衣以耕。”

《孔子录语·六本》也记有：“曾子耘瓜，误斩其根。”由此可知他不是阔少爷。

他的母亲是一位“男耕女织”式的能干人。如《战国策》卷二和《新语》里记载

同样一段故事时说，其母在织布时听到别人说曾子在外边杀了人，她深信自己的

儿子不会干出这样的坏事来，就“织自若”，而对报信的人不予理会等等。 

另外，《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肇，曾子的妻子赶集市时怕儿子跟随，就

说回来后给他杀猪吃，可是回来后又舍不得杀。可见他的家庭经济生活不太宽裕，

还达不到所谓“衣帛食肉”的程度。 

《庄子·让王》里还说曾参过的是“缊袍无表，颜色肿哙，手足胼胝，三日

不举火，十年不制衣”的生活。 

据《孔丛子·居卫》记载，曾参曾跟随孔子“游于诸侯”，可是孔子开始周

游列国时，曾参才八岁（孔子五十四岁离鲁，而孔子又比曾参大四十六岁）。由

此推测，孔子开始周游时他不可能参加。所以可以肯定地说，他是在孔子周游的

过程中，才参加到孔门的行列中去的。 

由于他学习勤奋，所以很快就学有成就。在他父母活着的时候，他为了养活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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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就到莒国去当了个“得粟三秉”的官职（《韩诗外传》卷一）。之后收徒讲

学，据《孟子·离娄下》记载，他的弟子也有七十多人，而且吴起也是其中的一

个（《吕氏春秋·当染》）。 

曾参父母死后，他“南游于楚，得尊官焉”（《韩诗外传》卷七），这样说来，

他也曾在楚国当过官。弟子日众，名声日著。后来，齐国想迎以为相，楚国想迎

以为令尹，晋国想迎以为上卿（《韩诗外传》卷一），可是他一概不就任，而是专

心致力于忠、孝、仁、义的学习和传授弟子的教学活动，最后终于成了一位有名

的儒学大师。 

《大戴礼记》中记载有他的言行，尤以孝著称。他提出“吾日三省吾身”（《论

语·学而》）的修养方法；认为“忠恕”是孔子“一以贯之”的思想；提出“慎

终（慎重地办理父母的丧事），追远（虔诚地追念祖先），民德归厚”、“犯而不校

（计较）”等主张。 

曾参尊崇孔子，修养全面。他重视仁德的修养，在义、利问题上，他也是以

孔子重义轻利思想为准绳来处理问题的。他格外重视对人进行“讲信用”的品德

教育。曾子的妻子原来答应赶集回来给儿子杀猪吃，可后来又舍不得杀，反而说

道：“特与婴儿戏耳。”在此情况下，曾子就斥责妻子的不严肃态度，说：“是教

子欺也。母欺子，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斥责完后遂杀猪以兑现前诺（《韩

非子·外储说左上》）。他还重视孔子倡导的礼。曾参对儒家提倡的其他道德如谦

逊、爱民、安分守己等，也都认真修养。 

《汉书·艺文志》著录“曾子十八篇”，这说明在东汉时他的著作可能还流

传于世，并影响着社会。《隋书·经籍志》记有“曾子二卷”，说明隋以后《曾子》

的篇章虽有散失，但也有传本。曾子思想的内容是全面而丰富的，而大量资料说

明，影响最大的还是他的孝的思想。因为他主张的仁的思想有时和颜回、闵子骞

等并提，如《盐铁论·地广》中称赞曾子时说：“曾参、闵子不以其仁易晋、楚

之富。”但他的这方面的思想大量地是淹没在孔子、颜回的仁德之中；他的勇的

精神自孟子以后，就融化在孔子的“杀身成仁”和孟子的“浩然正气”之中；他

的修养方法的内容，也融合在《大学》之中，而不再单提。而其“孝”的思想，

除了闵子骞外，当时是没有人能和他相比的，所以这方面的影响最大。 

《战国策·燕策》说：“孝如曾参，义不离亲一夕宿于外。”《吕氏春秋·孝

行》引曾子的话说：“父母生之，子弗敢杀。父母置之，子弗敢废……”《新语》

说：“曾子孝于父母……德美重于后世”；《盐铁论·晁错》：“孔子不饮盗泉之水，

曾子不入胜母之闾”；《汉书·贾邹校路传》也说：“故里名胜母，曾子不入。”《尸

子》称赞曾子是“父母爱之，喜而不忘；父母恶之，慎而无咎”。唐代的皮日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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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结这方面的问题时说：“曾参之孝道，感天地，动鬼神。”（《宗圣志》卷七）

这方面的材料可说是不胜枚举的。 

曾子这方面的言行是突出的，对后世的影响也越来越显著，后来的当政者很

需要这种思想来帮助他稳定社会秩序。这样，曾子的社会地位和谥号，也就逐步

提高起来。 

据《后汉书·明帝纪》载，东汉明帝永平十五年东巡狩，“三月……幸孔子

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从这以后，包括曾子在内的孔门弟子，就不断受到

官府的祭祀。唐高宗总章元年（668 年），封“曾参为太子少保”；唐开元二十七

年（739 年），封曾参“郕伯”。宋代大中祥符二年（1009 年）改郕伯为“郕侯”，

政和元年（1111 年）又改为“武城侯”，咸淳三年（1265 年）封为“郕国公”。

元代至顺元年（1330），更封为“郕国宗圣公”，至此曾子的谥号达到“圣”的高

度。在孔门弟子中只有两位孔门弟子（颜回被封为“复圣”，曾子被封为“宗圣”）

获此殊荣。 

历代统治者之所以如此提高曾参的地位，就是为了借以稳固自己的统治，主

要是利用他起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当然，要是对他进行全面分析和评价的话，

也会发现他是有可取之处的。 

二、《大学》的本子 

《大学》与《中庸》本是《小戴·礼记》中的两篇文章，唐代韩愈、李翱等

把它看作与《孟子》、《易经》同样重要的“经书”。 

宋代程氏兄弟（程颢、程颐）、朱熹祖述这种观点，竭力尊崇其在“经书”

中的地位。二程说：“《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

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

其不差矣。”朱熹则说，《大学》所教，是“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曾参“作

为传义，发明其意。孟子死后，而其传泯焉”，“其书虽存，而知者鲜矣”。“河南

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实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次其简编，发

其归趣”，然后“粲然复明于世”。朱熹又说：《大学》是“为学纲目”，“修身治

人底规模”。好像盖房子，读《大学》等于搭好房子的“间架”，以便将来“却以

他书填补去”。又说：“先通《大学》，立定纲领，其他经皆杂说在里许。通得《大

学》了，去看他经，方见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正心诚意事，此是修身事，此

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事。”（《朱子语类》卷十四，以下简称《语类》）照朱熹看

来，《大学》是一个无所不包、无所不能容纳的“纲领”或“间架”，“他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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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都可以“填补”进去，都可以“杂说在里许”。这种说法是十分大胆新奇的，

在过去是没有人这样讲过的。朱熹所以要这样尊崇《大学》，目的就在用《大学》

里的说教，填补封建统治思想的缺漏。 

二程、朱熹重新编定了《大学》的章次。朱熹在《记（大学）后》一文中说，

《大学》“简编散脱，传文颇失其次，子程子盖尝正之”。朱熹又因二程遗说，“复

定此本”。其中有些章从程本，有些章从旧本，有些章则朱熹自定，既不从程，

又不从旧。特别是第五章格物致知事是朱熹补写的，不是《大学》原文。朱熹说，

“传之五章，盖释格物致知之义，而今亡矣。间尝窃取程子之意以补之”。这段

所谓“补传”之文共一百三十四字，是程朱理学中格物致知论的精髓，由朱熹依

照自己的见解撰写，强行补进《大学》的，而名义上则托之“取程子之意”。 

朱熹说：“传之一章释明明德，二章释新民，三章释止于至善，以上并从程

本，而增诗云‘瞻彼淇澳’以下。四章释本末，五章释致知，并今本。六章释诚

意，七章释正心修身，八章释修身齐家，九章释齐家治国平天下，并从旧本。”

朱熹自以为这样定了章句，就做到了“序次有伦，义理通贯，似得其真”了。二

程定章句于前，朱熹又定章句于后，把《大学》的原来次序改变了。不经考订，

妄改古书，使之服从于自己学术的要求，这是二程及朱熹的一种蛮横的学风。 

《二程全书·程氏经说》卷第五，有程颢的《改正大学》，又有程颐的《改

正大学》。两兄弟各改各的，彼此不同。而朱熹的《大学章句》，则既不同于程颢，

又不同于程颐。后来，明朝的王守仁又抬出古本《大学》，显然是要在程朱以外

另辟蹊径。清人毛奇龄撰《大学证文》，清代以《四书》取士，考《大学》传本，

有注疏本（即古本）、程颢改本、程颐改本、朱熹改本、王柏改本、季本改本、

高攀龙改本、葛寅亮改本等等。另外，还有又丰坊依托的魏正始石经本、汉熹平

石经本，即古注疏本。移掇经文，颠倒次序，各逞私意，乃至如是。清代胡渭作

《大学翼真》，亦不能免此。《大学》一书的原本，遭遇如此，在古书里实属罕见。

《大学》的作者久已作古，对其章次、内容，不复能有所辩白，就一任后人去摆

布吧。真可谓“增减古方，以治今病，不可谓无裨于医疗，而亦不可谓即扁鹊、

仓公之旧剂也”。此诚“慨乎言之”矣。 

导语 

《大学》原是《礼记》中的一篇文章，是我国儒家经典的组成部分，指有关

政治、哲理的高深而广博的学问。 

据传，在周代贵族子弟八岁入小学，学习基础文化及武艺。十五岁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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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称太学，学习治理政事的理论。汉代郑玄说：“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

（《礼记注释》）宋代朱熹说：“大学者，大人之学也。”（《四书集注》） 

自汉代起，就有以《诗》、《书》、《礼》、《易》、《春秋》等诸经为“大经”，

以《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合称为“小经”的提法。 

在唐代，韩愈、李翱等把《大学》、《中庸》看作与《孟子》、《易经》同样重

要的“经书”。 

到宋代，程颢、程颐两兄弟祖述这种观点，竭力尊崇其在“经书”中的地位。

宋代大学者朱熹祖述二程的观点和做法，特别尊崇《孟子》和《礼记》中的《大

学》、《中庸》，使之与《论语》并列，从《礼记》中抽出《大学》、《中庸》，与《论

语》、《孟子》相配，合称为《四书》。朱熹在淳熙年间（1174—1189），对“小经”

进行注释并合编在一起，称为《四书集注》。从此以后，《四书》之名遂定，并成

为儒家传道、授业的基本教材。 

不少封建朝代以“四书”、“五经”开科取士，到元代延祐年间复科举，即以

之取士。明朝初年更是如此，定制以《易》、《书》、《诗》、《礼记》、《春秋》为五

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四书》。《四书》与《五经》各成典

籍，实始于此。 

到了清代以《四书》取士，《四书》内容一直被列为科举考试的题目，成为

天下士子们的必读之书，于是《四书》就成为民间最普遍的读本。此后西学东渐，

学校之制兴，《四书》、《五经》被选出一部分为国文教材，而另立修身一科，其

要皆取诸《四书》。 

八百年来，《四书》在我国广泛流传，其中许多语句已成为脍炙人口的格言

警句。如今，它仍是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的必读书。 

《四书》中之《大学》一书，孙中山先生称之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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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八条目，对人生之目的以及达到此目的之步骤与方法，条理

分明，阐述无遗。程子以《大学》为初学入德之门，诚知言也。以其本文有错简，

而自作定本。朱熹又依程子定本，分《大学》为《经》一章，《传》十章，而作

新定本。“经”是基本观点，“传”是对于“经”的解释、阐述。 

《大学》依据孔子、孟子“仁政”的思想，阐明了新生的地主阶级“治国平

天下”的理论。文中提出三条基本原则（三纲）和八个方法步骤（八目）。“三纲”

是“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大学》认为，人生来就具有高尚的“明德”，

入世以后，“明德”被掩，需要经过“大学之道”的教育，重新发扬明德，革新

民心，达到道德完美尽善的境界。具体说来，就是要做到“八目”：“格物”、“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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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目中，“修身”

是根本，也是关键。前四目是“修身”的方法；后三目是“修身”的目的。 

本书中《大学》的译注所用的底本系采录朱熹的《四书集注》，分章、分节

也是以此为依据；程子（程颢、程颐）和朱熹所做的一些提示说明，对于理解《大

学》有一定的帮助，因此也做了注释和翻译。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对于传统文化（包括《四书》）我们应该采取马克思

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要批判继承我国悠久的文化遗产，毛泽东同志说得好：

剔除封建性的糟粕，吸取民主性的精华。做到实事求是，具体分析，古为今用，

推陈出新。 

宗圣曾子像赞 

宋高宗绍兴十四年御制赞 

大孝要道用训群生以纲百行以通神明 

因子侍师答问成经事亲之实代为仪刑 

宋大中祥符二年尚书右仆射张齐贤赞 

孝乎惟孝曾子称焉唐虞比德洙泗推贤 

服膺授旨终身拳拳封峦饬赠永耀青编 

皇明山东巡抚陈凤梧圣贤道统曾子赞 

守约以博学恕以忠圣门之传独得其宗 

一贯之旨三省之功格致诚正万世所崇 

小像赞 

重远之器壁立之仪鲁哉参也诚以自持 

一趋一步范我驱驰身肩道统迹印宣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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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曾授受图赞 

聚彼群贤姱才与质七十三千惟曾入室 

省身者三贯道则一衣钵宣尼曰颜与曾 

请所与图赞 

孝也养志奚必美炙若以口体风焉斯下 

先意承之方舜之驾然诺家庭声高太华 

 

唐高宗总章元年二月十九日赠太子少保从祀庙庭，睿宗太极元年赠太子太

保，玄宗开元八年配享孔子，二十七年追封郕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五月加封

瑕丘侯，徽宗政和六年六月太常寺奏孔子高弟所封侯爵，与先圣名同，失弟子尊

师之礼，改封武城侯，度宗成淳三年正月加封郕国公，元文宗至顺元年闰七月加

封郕国宗圣公，明世宗嘉靖九年改称宗圣曾子。 

国朝 

圣祖仁皇帝御制赞 

洙泗之传鲁以得之一贯曰唯圣学在兹 

明德新民止善为期格致诚正均平以推 

至德要道百行所基纂承统绪修明训辞 

大学 

【程子提示】 

子程子①曰：《大学》，孔氏②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

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

不差矣。 

 

【注释】 

①子程子：前一个“子”字，意为夫子，引申为老师。后一个“子”字，古

代男子的尊称，意为先生。程子（1033—1107），名颐，字正叔，学者称伊川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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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北宋哲学家、教育家。宋朝大儒学家，曾和兄程颢学于周敦颐，并同为北宋

理学的奠基者，世称“二程”。讲学达三十余年，其学以“穷理”为主。 

②孔氏：孔子（公元前 551—前 479），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

儒家的创始者。名丘，字仲尼。鲁国（今山东曲阜东南）人。先世是宋国贵族，

少年时贫贱，及长大成人，做过“委吏”（司会计）和“乘田”（管畜牧）等事。

学无常师，相传曾问礼于老聃，学乐于苌弘，学琴于师襄。聚徒讲学，从事政治

活动。五十岁时升任鲁国司寇，摄行宰相事务。后又曾周游宋、卫、蔡、陈、齐、

楚等国，终不见用。晚年致力于教育，弟子多达三千。整理《诗》、《书》，删修

《春秋》，现存《论语》是研究孔子学说的主要资料。 

 

【译文】 

夫子程颐先生说：《大学》是孔子遗留下来的书，是开始学习理论的人进入

道德的门径。如今人们还可以见到古人做学问的次序，特别是依赖这篇《大学》

的存在，其次是依靠《论语》、《孟子》。攻读理论的人必须沿着《大学》中的顺

序去学习，那么进入道德的门径就可以说差不多了。 

一、“经文”章 

【原文】 

大学之道①，在明明德②，在亲民③，在止于至善④。 

 

【注释】 

①道：指道理、原理、原则、纲领，含有人生观、世界观、政治主张和思想

体系。 

②明明德：前一个“明”为使动词，即使……显明。后一个“明”为形容词，

清明的、光明的之意。 

③亲民：亲，当作“新”，为使动词，即使……革新。 

④至善：最好的思想境界，善的最高地步。 

 

【译文】 

《大学》的原理，在于使人们的美德得以显明，在于使天下的人革旧更新，

在于使人们达到最好的理想境界。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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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止①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②。

物有本末③，事有终始，知所先后④，则近道矣。 

 

【注释】 

①知止：能够知道所当止的地步。指上文所说的“止于至善”。 

②得：获得（至善）。《孟子·告子上》：“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

得也。” 

③本末：指树的根本与树梢。 

④知所先后：意指能够知道和把握道德修养的先后次序。 

 

【译文】 

知道所应达到的理想境界是“至善”，而后才能有确定的志向，有了确定的

志向，而后才能内心宁静，内心宁静而后才能泰然安稳，泰然安稳而后才能行事

思虑周详，行事思虑周详而后才能达到最好的理想境界。 

世上万物都有根柢和末梢，天下万事都有结局和发端，能够明白它们的先后

次序，那么，就能够接近这《大学》的原理了。 

【原文】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①；欲齐其家者，

先修其身②；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

致其知③；致知在格物④。 

 

【注释】 

①先齐其家：齐，有治理之意。家，指家族。意为使家族齐心协力、和睦平

安。 

②修其身：指修养好自身的品德。 

③先致其知：致，至。知，认识。先使认识达到明确。 

④格物：推究事物的原理。据朱熹解释：“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

也。”（《四书集注》） 

 

【译文】 

古时候，想要使美德显明于天下的人，先要治理好他的邦国；想要治理好自

己邦国的人，先要整治好他的家族；想要整治好自己家族的人，先要努力提高自

身的品德修养；想要提高自身品德修养的人，先要端正自己的内心；想要端正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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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内心，先要他自己意念诚实；想要自己意念诚实，先要达到认识明确；而达

到认识明确的方法就在于推究事物的原理。 

【原文】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

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①，壹是②皆以修身为

本。 

【注释】 

①庶人：西周起称农业生产者。春秋时，其地位在士以下，工商皂隶之上。

秦汉以后泛指没有官爵的平民。 

②壹是：壹，一。一切，一律，一概。 

 

【译文】 

只有推究事物的原理，而后才能达到认识明确；只有达到认识明确，而后才

能意念诚实；只有意念诚实，而后才能心思端正；只有心思端正，而后才能提高

自身的品德修养；只有提高了自身的品德修养，而后才能整治好家族；只有整治

好家族，而后才能治理好邦国；只有治理好邦国，而后才能使天下太平。 

从天子开始，一直到下面的老百姓，一律都要把搞好自身的品德修养作为根

本。 

【原文】 

其本乱①，而末治者②，否矣。其所厚者薄③，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④。 

 

【注释】 

①本乱：乱，紊乱，破坏。本乱，意为本性败坏。 

②末治：意指家齐、国治、天下平。 

③其所厚者薄：厚，重视，尊重。薄，轻视，蔑视。 

④未之有也：即未有之也。之，代词。 

 

【译文】 

一个人，他自身的品德修养这个根本败坏了，却要做到家齐、国治、天下平，

那是不可能的。正如他所尊重的人反而轻蔑他，他所轻蔑的人反而尊重他，这样

的事情是从来不会有的。 

【朱熹提示】 

右经①一章。盖②孔子之言，而曾子③述之。其传④十章，则曾子之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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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人记之也。旧本颇有错简⑤，今因⑥程子所定，而更考经文，别为序次如左。 

 

【注释】 

①右：指前面。经：经典。汉代开始将被尊崇为典范的著作称为经或经典。

本章据传是“孔氏之遗书”，儒家的典范著作，故称为经。 

②盖：大概。 

③曾子：即曾参（公元前 505—前 436）。字子舆，山东武城（今山东枣庄市

附近）人，孔子的学生。 

④传（zhuòn）：解释经书的文字。 

⑤错简：古代的书是写在竹简上按次序串联编成的，竹简前后次序错乱叫错

简。后来古书文字颠倒错乱也叫错简。 

⑥因：依照。 

 

【译文】 

朱熹说：以上是“经”一章。大概是孔子的言论，由曾参口述的。十章“传”

文，则是曾参的见解，又由他的学生记录下来的。旧的版本文字多有错乱颠倒，

现在依照程颐的校正，再考证经文，特确定分出章节次序如下。 

二、释“明明德”章 

【原文】 

《康诰》①曰：“克明德②。” 

《太甲》③曰：“顾諟天之明命④。” 

《帝典》⑤曰：“克明峻德⑥。”皆自明也。 

 

【注释】 

①《康诰》：《尚书·周书》中的篇名。《尚书》是中国上古历史文献和部分

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康

诰》是周公封康叔时所作的文告。周公在平定三监（管叔、蔡叔、霍叔）武庚所

发动的叛乱后，便封康叔于殷地。这个文告就是康叔上任之前，周公对他所作的

训辞。 

②克明德：克，能够。明，崇尚。《康诰》篇原句为：“惟乃丕显考文王，克

明德慎罚。”是赞扬文王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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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太甲》：《尚书·商书》中的篇名。太甲，商代国王，商汤的嫡长孙，太

丁之子。传说太甲即位后，因破坏汤法，不理国政而被伊尹放逐。后回国复位。

太甲被放逐期间，生活在民间，了解人民疾苦。复位后，励精图治，做到“诸侯

归殷，百姓以宁”。 

④顾諟天之明命：这是伊尹告诫太甲的话。顾：回顾、想念、思念。諟：是，

此。明命：光辉的命令，即明德。古人认为是天所赋予的，故称为“天之明命”。

据《太甲》篇原句为“伊尹作书曰，先王顾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祗”。伊尹

是商朝初年的大臣，曾放逐仲任的侄子太甲，自立为王，后又让太甲复位。 

⑤《帝典》：即《尧典》，是《尚书·虞书》中的篇名。主要记叙尧、舜二帝

的事迹。 

⑥峻：《尧典》中原作“俊”，是“大”的意思。据《尧典》原句为“帝典曰

若稽古帝尧……克明俊德，以亲九族”。 

 

【译文】 

《康诰》里说：“能够有崇尚光明的德性。”《太甲》里说：“经常思念上天赋

予的阐明美德的使命。”《帝典》里也说：“能够使伟大崇高的德性显明。”这些书

上说的都是要使自己的美德得以发扬和弘扬美德的意思。 

【朱熹提示】 

右传之首章，释“明明德”。 

 

【译文】 

朱熹说，前面一段是传文的第一章，解释“明明德”的。 

三、释“新民”章 

【原文】 

汤之《盘铭》①曰：“苟日新②，日日新，又日新。” 

《康诰》曰：“作新民③。” 

《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④。” 

是故，君子⑤无所不用其极⑥。 

 

【注释】 

①汤之《盘铭》：汤，指商汤。商朝的开国君主叫成汤。盘：青铜制的沐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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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器具。铭：是镂刻在器皿上用以称颂功德或申明鉴戒的文辞，后来成为一种

文体。 

②苟日新：苟，假如，如果。新：指身体上洗涤污垢，焕然一新。引申为品

德修养上的弃旧图新。 

③作新民：作，振作，鼓励。新民，使民自新。原句为：“己，汝惟小子，

乃服惟弘王，应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此句证明“经”一章里的

“在亲民”应为“在新民”。 

④《诗》曰句：《诗》，指《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此处所引

的两句诗，出自《诗经·大雅·文王》，这是一首歌颂周文王的诗。周，指周国。

自从后稷开国，经历夏、商两朝，都是诸侯国。到文王时，国力强大，武王时灭

掉商朝，建立周朝。邦，古代诸侯封国之称，旧邦，古老的国家。其命，指周朝

承受的天命。维，助词。 

⑤君子：此指统治者。 

⑥其极：尽头，顶点。其极指“至善”。 

 

【译文】 

商汤时的青铜器盘上镂刻警辞说：“如果能在一天内洗净自己身上的污垢，

焕然一新，那么就应当天天清洗，弃旧图新。每日不间断，永远保持，做到天天

新、每天新。” 

《康诰》里说：“振作商的遗民，使他们悔过自新。” 

《诗经》里说：“周国虽是一个古老的诸侯国，但由于文王秉承天命除旧布

新，所以它终能自我更新。” 

因此，那些执政者在新民方面，总是时时处处用尽心力，追求达到美好完善

的最高境界。 

【朱熹提示】 

右传之二章，释“新民”。 

 

【译文】 

朱熹说，前面一段是传文的第二章，解释“新民”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