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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 其书

«大学» 是 “四书” 之一ꎬ 是儒家的经典ꎬ 在中国传统文

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ꎮ 其实说它是一本书ꎬ 似乎不太确切ꎮ

«大学» 原本不是书ꎬ 只是 «礼记» 诸多文章中的一篇ꎬ 仅短

短两千余字ꎮ 相传 «大学» 是孔子的遗书ꎬ 其学生曾子独得

师传并加以己意阐发而成ꎮ 可以说ꎬ «大学» 成书于被认为得

孔子衣钵的曾子之手ꎬ 然而宋代以前ꎬ 它并没有被读书人看

重ꎬ 如果读书不仔细者甚至会忽视它的存在ꎮ 唐宋以来ꎬ 它

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ꎮ 先是唐代大文豪韩愈倡导人

们读 «大学»ꎬ 后来北宋哲学家程颢、 程颐兄弟对之进行整理

和注释ꎬ 使其思想和条理变得清晰易读起来ꎮ 南宋大哲学家

朱熹对 «大学» 情有独钟ꎬ 著有 «大学或问» «大学章句»ꎬ

并给 “格物致知” 一章补传ꎬ 去世前几天还在修改 «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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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注释ꎬ 以致他说自己这辈子只读懂了 «大学» 一本书ꎮ 更

重要的是ꎬ 朱熹将 «大学章句» 以单行本印行ꎬ «大学» 因此

由文变为书ꎮ 特别是公元 １３１３ 年元政府把 «四书章句集注»

作为官方标准的教科书ꎬ «大学章句» 成为读书人必读之书ꎬ

直到 １９０５ 年科举制废除ꎬ 影响中国读书人达七百年之久ꎬ 至

今仍余波荡漾ꎮ

«大学» 精义

«大学» 蕴涵着丰富的智慧和深刻的哲理ꎮ 所谓大学ꎬ 即

大人之学ꎮ 大人ꎬ 就是传统中国社会的管理精英和骨干ꎮ 大

学之道ꎬ 是古代培养精英骨干的教育原则和方法ꎮ 在古代ꎬ

子弟八岁入小学ꎬ 教育内容主要是 “礼乐射御书数” 之艺和

洒扫、 应对、 进退等基本生活规矩ꎮ 十五岁入大学ꎬ 教人穷

理、 正心、 修己、 治人的方法ꎮ «大学» 经文如下:

大学之道ꎬ 在明明德ꎬ 在亲民ꎬ 在止于至善ꎮ 知止

而后有定ꎬ 定而后能静ꎬ 静而后能安ꎬ 安而后能虑ꎬ 虑

而后能得ꎮ 物有本末ꎬ 事有终始ꎬ 知所先后ꎬ 则近道矣ꎮ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ꎬ 先治其国ꎻ 欲治其国者ꎬ

先齐其家ꎻ 欲齐其家者ꎬ 先修其身ꎻ 欲修其身者ꎬ 先正

其心ꎻ 欲正其心者ꎬ 先诚其意ꎻ 欲诚其意者ꎬ 先致其知ꎻ

致知在格物ꎮ 物格而后知至ꎬ 知至而后意诚ꎬ 意诚而后

心正ꎬ 心正而后身修ꎬ 身修而后家齐ꎬ 家齐而后国治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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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治而后天下平ꎮ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ꎬ 壹是皆以修身为

本ꎬ 其本乱而末治者ꎬ 否矣ꎮ 其所厚者薄ꎬ 而其所薄者

厚ꎬ 未之有也ꎮ 此谓知本ꎬ 此谓知之至也ꎮ

这段教育、 培养人才的原则和步骤的话被概括为 “三纲

领” “八条目”ꎮ

“三纲领”ꎬ 即 “大学之道ꎬ 在明明德ꎬ 在亲民ꎬ 在止于

至善”ꎮ “亲民”ꎬ 朱熹训为 “新民”ꎬ 这是培养人才的三大原

则ꎮ 意思是砥砺自己的美德ꎬ 并推己及人ꎬ 感染和影响他人

使其也改变ꎮ

“八条目”ꎬ 即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ꎬ 先治其国ꎻ 欲

治其国者ꎬ 先齐其家ꎻ 欲齐其家者ꎬ 先修其身ꎻ 欲修其身者ꎬ

先正其心ꎻ 欲正其心者ꎬ 先诚其意ꎻ 欲诚其意者ꎬ 先致其知ꎻ

致知在格物”ꎮ 简称为 “格物、 致知、 诚意、 正心、 修身、 齐

家、 治国、 平天下”ꎮ 这是大学教育的具体步骤和顺序ꎬ 其中

以 “修身” 为中心ꎮ

“三纲领” “八条目” 互为表里ꎬ 修身之前的格物、 致知、

诚意、 正心是讲砥砺自己美德的过程ꎬ 就是所谓的 “明明

德”ꎻ 修身之后的齐家、 治国、 平天下是讲通过自己的言行来

改变他人的过程ꎬ 就是所谓的 “亲民”ꎮ «大学» 说 “物有本

末ꎬ 事有终始ꎬ 知所先后ꎬ 则近道矣”ꎬ 是指大学教育的原则

和方法有本末、 先后次序ꎮ 其中 “明明德” 是本ꎬ 是起点ꎻ

“亲民” 是末ꎬ 是终点ꎮ 也就是说只有通过探明事理、 诚实无

欺、 端正心术来改变自己的内心ꎬ 才可能使自己的家庭和睦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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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ꎻ 如果能使一个家庭和睦有序ꎬ 才可能把一个国家治理

得井井有条ꎻ 如果能把一个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ꎬ 才可能使

世界 (即天下) 太平ꎮ 此即 «大学» 所谓 “物格而后知至ꎬ

知至而后意诚ꎬ 意诚而后心正ꎬ 心正而后身修ꎬ 身修而后家

齐ꎬ 家齐而后国治ꎬ 国治而后天下平”ꎮ

如今ꎬ 人们把 «大学» 的精神概括为 “修己治人” 或

“内圣外王”ꎮ 由于它以修身明德为中心ꎬ 主张德治及圣君贤

相的贤人政治ꎻ 由于它重视家庭ꎬ 视家庭为政治管理的基础ꎮ

因此ꎬ 现代中国人以西方政治文明为参照ꎬ 批评 «大学» 为

德治主义ꎬ 道德与政治不分ꎬ 家与国不分ꎬ 搞圣贤崇拜ꎮ 说

穿了ꎬ 内圣开不出外王ꎬ «大学» 已失去了效力及在现代社会

存在的价值ꎮ 这些观点似乎很有说服力ꎬ 可是 «大学» 恰恰

被孙中山认为是人类最优秀的政治哲学ꎮ 这不由得使我们产

生深深的怀疑和困惑: 为什么走现代政治文明的中国民主革

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那么推崇它? 为什么几千年的中国读

书人那么信服它?

«大学» 精义的英国碑文注脚

在英国著名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地下室的墓碑林中ꎬ 有

一块普普通通的墓碑ꎬ 粗糙的花岗岩质地ꎬ 外形呆板而缺乏

美感ꎮ 它与周围二十多位英国国王那质地上乘、 雕刻精美的

墓碑ꎬ 以及牛顿、 达尔文、 狄更斯等名人的墓碑相比ꎬ 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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黯然失色ꎬ 毫不起眼ꎻ 而且ꎬ 它没有墓主人的名字和生卒年

月ꎬ 更没有一丁点介绍墓主人生平的文字ꎮ 就是这座微不足

道的无名氏的墓碑ꎬ 却名扬世界ꎮ 凡是来威斯敏斯特大教堂

的人ꎬ 可以不去参观那些曾经显赫一时的英国国王的墓碑ꎬ

可以不去参观牛顿等世界名人的墓碑ꎬ 但没有不去参观无名

氏墓碑的ꎬ 而且没有不被这块无名氏墓碑上的碑文所折服和

震撼的ꎮ 这块墓碑上所刻的文字是这样的:

Ｗｈｅｎ Ｉ ｗａｓ ｙｏｕｎｇ ａｎｄ ｆｒｅｅ ａｎｄ ｍｙ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 ｈａｄ ｎｏ ｌｉｍｉｔｓꎬ

Ｉ ｄｒｅａｍｅｄ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当我年轻时ꎬ 我的想象力从没有受到过限制ꎬ 我梦想改

变这个世界ꎮ

Ａｓ Ｉ ｇｒｅｗ ｏｌｄｅｒ ａｎｄ ｗｉｓｅｒꎬ Ｉ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ｅ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ｗ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ｃｈａｎｇｅꎬ ｓｏ Ｉ ｓｈｏｒｔｅｎｅｄ ｍｙ ｓｉｇｈｔｓ ｓｏｍｅｗｈａｔ ａｎｄ ｄｅｃｉｄｅｄ ｔｏ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ｎｌｙ ｍｙ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Ｂｕｔ ｉｔꎬ ｔｏｏꎬ ｓｅｅｍｅｄ ｉｍｍｏｖａｂｌｅ

当我成熟以后ꎬ 我发现我不能改变这个世界ꎬ 于是我将

目光缩短了些ꎬ 决定只改变我的国家ꎮ 但是ꎬ 我的国家似乎

也是我无法改变的ꎮ

Ａｓ Ｉ ｇｒｅｗ ｉｎｔｏ ｍｙ ｔｗｉｌｉｇｈｔ ｙｅａｒｓꎬ ｉｎ ｏｎｅ ｌａｓｔ ｄｅｓｐｅｒａｔｅ

ａｔｔｅｍｐｔꎬ Ｉ ｓｅｔｔｌｅｄ ｆｏｒ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ｏｎｌｙ ｍｙ ｆａｍｉｌｙꎬ ｔｈｏｓｅ ｃｌｏｓｅｓｔ ｔｏ

ｍｅꎬ ｂｕｔ ａｌａｓꎬ ｔｈｅｙ ｗ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ｎｏｎｅ ｏｆ ｉｔ

当我进入暮年后ꎬ 我发现我不能改变我的国家ꎬ 我的最

后愿望仅仅是改变一下我的家庭ꎮ 但是ꎬ 这也不可能ꎮ

Ａｎｄ ｎｏｗ ａｓ Ｉ ｌｉｅ ｏｎ ｍｙ ｄｅａｔｈｂｅｄꎬ Ｉ ｓｕｄｄｅｎｌｙ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Ｉｆ Ｉ ｈａ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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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ｎｌｙ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ｍｙｓｅｌｆ ｆｉｒｓｔꎬ ｔｈｅｎ ｂｙ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Ｉ ｗ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ｍｙ ｆａｍｉｌ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Ｉ ｗｏｕｌｄ ｔｈｅｎ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ａｂｌｅ ｔｏ ｂｅｔｔｅｒ ｍｙ ｃｏｕｎｔｒｙꎬ ａｎｄ ｗｈｏ ｋｎｏｗｓꎬ Ｉ ｍａｙ ｈａｖｅ ｅｖｅｎ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当我躺在床上ꎬ 行将就木时ꎬ 我突然意识到: 如果一开

始我仅仅去改变我自己ꎬ 然后作为一个榜样ꎬ 我可能改变我

的家庭ꎮ

在家人的帮助和鼓励下ꎬ 我可能为国家做一些事情ꎮ 然

后谁知道呢? 我甚至可能改变这个世界ꎮ

显然ꎬ 这位令人肃然起敬的无名氏是位有理想、 有抱负

的人ꎬ 这篇碑文是他心灵的自省ꎬ 充满着哲理和教益ꎮ 据说ꎬ

许多政要和名人看了都感慨不已ꎮ 当年轻的曼德拉读了这段

碑文后如醍醐灌顶一般ꎬ 认为找到了改变南非ꎬ 甚至改变世

界的金钥匙ꎮ 回到南非后ꎬ 他放弃了以暴力抗争来打破种族

歧视的观念ꎬ 改变了自己的处事风格和思想ꎬ 进而改变了自

己的家庭、 亲人和朋友ꎬ 经过几十年的奋斗ꎬ 终于改变了南

非这个国家ꎮ

当笔者读到这篇碑文时ꎬ 心中亦豁然开朗ꎬ 原先对 «大

学» 的困惑和疑问顿然消失于无形: 这不就是 «大学» 精义

的最好注解吗? “我梦想改变这个世界”ꎬ 这不就是 «大学»

的 “亲民” 吗ꎬ 不就是 “欲明明德于天下” 吗? “改变我的

国家”ꎬ 这不就是 «大学» 的 “治国” 吗? “改变我的家庭”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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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就是 «大学» 的 “齐家” 吗? 在离开人世之际反省ꎬ 改

变我自己才是最根本的ꎬ 这不就是 «大学» 以 “修身” “明
明德” 为本吗? 而 “开始我仅仅去改变我自己ꎬ 然后作为一

个榜样ꎬ 我可能改变我的家庭ꎮ 在家人的帮助和鼓励下ꎬ 我

可能为国家做一些事情ꎮ 我甚至可能改变这个世界ꎮ” 这不就

是 «大学» 的 “身修而后家齐ꎬ 家齐而后国治ꎬ 国治而后天

下平” 吗?
更耐人寻味的是: «大学» 与这篇碑文都告诉那些有抱负

有理想的人们: 要想改变世界ꎬ 必须从改变你自身开始ꎻ 要

想撬动世界ꎬ 支点就在你的内心ꎮ 若曾子、 朱熹复生ꎬ 读到

这篇碑文ꎬ 定会击掌赞叹ꎬ 认为这与 «大学» 深意多么契合ꎬ
不免发出 “东海西海ꎬ 心同此心ꎬ 理同此理” 之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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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文

大学之道ꎬ 在明明德①ꎬ 在亲民ꎬ 在止于至善②ꎮ 知止

而后有定ꎬ 定而后能静ꎬ 静而后能安ꎬ 安而后能虑ꎬ 虑而

后能得ꎮ 物有本末ꎬ 事有终始ꎮ 知所先后ꎬ 则近道矣ꎮ

注 释

①明明德: 彰显光明的德行ꎮ 前一个 “明” 是动词ꎬ

使彰显ꎻ 后一个 “明” 是形容词ꎬ 光明的ꎮ

②止于至善: 达到最完美的地步ꎮ

译 文

大学教育之道ꎬ 在于砥砺美德 (而成就自己)ꎬ 在于

亲民爱人 (而成就他人)ꎻ 在于让人人达到完善至美的地

步ꎮ 知道自己位置的人ꎬ 才能心有定向ꎻ 心有定向ꎬ 才

能心静不乱ꎻ 心静不乱ꎬ 才能随遇而安ꎻ 随遇而安ꎬ 才

能思考谋划ꎻ 思考谋划ꎬ 才能有所收获ꎮ 世间的事物有本



«大学» 译解 ０１１　　　

末始终的次序ꎬ 如果懂得成就自己在先ꎬ 成就他人在后ꎬ
就离大学教育之道不远了ꎮ

原 文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ꎬ 先治①其国ꎻ 欲治其国者ꎬ
先齐②其家ꎻ 欲齐其家者ꎬ 先修③其身ꎻ 欲修其身者ꎬ 先

正其心ꎻ 欲正其心者ꎬ 先诚其意ꎻ 欲诚其意者ꎬ 先致其

知ꎻ 致知在格物ꎮ 物格而后知至ꎬ 知至而后意诚ꎬ 意诚

而后心正ꎬ 心正而后身修ꎬ 身修而后家齐ꎬ 家齐而后国

治ꎬ 国治而后天下平ꎮ
注 释

①治: 治理ꎮ
②齐: 整治ꎬ 理顺ꎮ
③修: 修养ꎮ

译 文

古代的治理者懂得要使天下的人有美德且和睦有序ꎬ
得先治理好地方国家ꎻ 要治理好地方国家ꎬ 得先管理好

每一个家庭ꎻ 要管理好家庭ꎬ 得先修养好自身ꎻ 要修养

好自身ꎬ 得先端正本心ꎻ 要端正本心ꎬ 得先心意诚实ꎻ
要心意诚实ꎬ 得先求知明理ꎬ 求知明理在于认识事物ꎮ
认识事物之后方可明理ꎬ 明理之后方可心意诚实ꎬ 心意

诚实方可心底正直ꎬ 心底正直方可修养自身ꎬ 修养自身

方可管理好家庭ꎬ 管理好家庭方可治理好国家ꎬ 治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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