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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四书五经》一直被知

识分子视作修身之法则，终生追求不止；被统治者奉

为治国之圭臬，从上到下大力推行。在浩如烟海的中

国历史文化古籍中，《四书五经》之所以能够获得这

样至高无上的地位，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从各个方面提

出了封建社会人们安身立命、治国齐家的法则。《论

语》的“仁者爱人” 宣扬的是忠恕；《周易》的“天

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提倡的是坚韧；《诗经》教

会人们感受和抒发；《尚书》教会人们开拓与创新；

《礼记》是人际关系的准绳……

尽管《四书五经》因时代局限而带有封建的、迷

信的、落后的东西，但是在今天看来，它们依然是中

华民族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最活跃时期的政治、经济、

历史、科技文化的等各领域精髓的全面再现。因此，

读懂了它们，我们才算是读懂了中国历史。为此，我

们特地编写了这本《四书五经》，精心挑选出最具代

表性的原文，并在文后配以当代人的解读。这样一

来，我们既可以通过它们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现

状，以及将来，也可以将古老的国学文化品出新意。

同时，我们也可以在汲取传统文化营养的过程中，以

此为借鉴来勉励和提高自己的身心修养。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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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原意为王公贵族子弟的学校，也可以

说是培养统治者的学校，所以又解释为“大人之

学”。《大学》原是《小戴礼记》中的一篇，也是

一篇论述儒家人生哲学、讲述统治者治理天下的

最根本学问的政治性论文，全文 10 章，共 1546 字。

北宋程颢、程颐兄弟等将其从《礼记》中抽出，

并对其进行加工整理以后，与《中庸》、《论语》、

《孟子》相配，合称为“四书”，从此独立成章。

成书背景

关于《大学》的时代和作者，历来有不同的

说法。朱熹认为是孔子的弟子曾参所作，近代以

来有人认为是思孟

学派的作品，也有人

认为是秦汉之际

荀子后学之作。

汉以前，《大学》

并没有被十

分重视，

直至汉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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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时，倡导“罢

黜百家，独尊儒

术”，儒学经典

才得到了很大尊

崇和整理，《大

学》也随着《礼

记》成为五经之

一而进入了官方

的学说和必修典

籍之内。

内容简介

北宋二程兄

弟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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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学》“初学入

德之门”的称呼由此而始。南宋期间的大儒朱熹

更是继承和发扬了二程的思想，倾其一生心血为

《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作注，撰写

成《四书章句集注》，将它列为四书之首。对于《大

学》，朱熹可谓是用力甚勤，不过经过朱熹注释

◆宋·朱熹·《大学章句》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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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的《大学》与《礼记·大学篇》中体现的秦汉

儒学偏重为政治民的政治观相比较，更多的是偏

重宋代儒学诚意修身的政治观点。朱熹加入了“格

物致知”章，朱学思想彰显其中，在一定的意义

上，也可以说朱熹所诠释的《大学》是朱学的代

表，而非纯孔孟之道地体现了。

总体思想

《大学》着重阐述了提高个人修养，培养良

好的道德素质与治国平天下之间的重要关系。中

心思想可以概括为“修己以安百姓”，并以三纲

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和八条目“格物、

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为主题。

《大学》提出的人生观与儒家思想有千丝万

缕的联系，基本上是儒家人生观的进一步扩展。

这种人生观要求注重个人修养，怀抱积极的奋斗

目标，这一修养和要求是以儒家的道德观为主要

内涵的。三纲八目又有阶级性，“明德”、“至善”

都是封建主义对君主的政治要求和伦理标准；“格

物”、“致知”等八条目是在修养问题上要求三纲

领中的政治理念和伦理思想相结合。

《大学》还继承了孔子的仁政学说与孟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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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本论，从其治国平天下的原则中可以找到这两

点存在的痕迹。《大学》里的统治者都是以“尊

长”、“民之父母”的身份自居，但实际上他们还

是站在剥削者的立场上这么说的，他们所谓的“爱

民”、“不暴戾”只是为了维护他们上层建筑的经

济基础——生产力。只有这样，他们无生产能力

的剥削生活才得以巩固。

大学之道章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

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

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

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

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

修其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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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知在格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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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篇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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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

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

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赏 析

什么是大学？大学是针对小学而言的，小学

是教人掌握文字知识，而大学则是教人如何为人。

本章提出的是《大学》中的根本宗旨：三纲领“在

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八条目“格物，

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这也是整个《大学》的中心思想。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德是大学之道的

根本原则，意思是要求人们标榜善性与良好的德

行，如忠、孝、仁、义等这些品质，更要求注重

个人的修养，在《大学》的作者看来律己很重要，

只有先治好己，才能把别人甚至是国家治理好。

“在亲民”则可以说是大学之道的根本任务，“亲”

也通“新”，遵循大学之道就是要创造出全新的人，

这里所说的新人是从本质上彻底改观的人。大学

之道的最终目的是“在止于至善”，人们能够“明

明德”，能够“做新民”最后也就能“至善”，能

够明辨是非，能够善恶分明。

那么要如何做才能达到这一最高的境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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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思想上说

明 这 一 点， 要

“知止而后有定，

定而后能静，静

而后能安，安而

后能虑，虑而后

能得”，了解至

善的内涵而后再

定志向。有了奋

斗的目标内心就

相对平静了，内

心平静，做起事

来就能够安定稳

当，安稳了就会

思虑问题，然后通过周详思量后再做事也就能达

到至善的目的了。二、从行动上说明要如何达到

至善，提出了“八条目”并详述了这八条之间的

关系。八条目实际上也是实施三纲领的八个步骤：

先“格物”就是要求我们去探究事物的本来原理，

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蒙蔽，“致知在格物”；再致知，

“物格而后知至”，是要求我们求得真正的知识，

“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三、诚意，“知至而

后意诚”，就是心意诚实，以真正的诚去追求真理，

◆明·《大学》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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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四、正心，“意诚而

后心正”，就是要保持心境的安实，心安才能不

为物欲所蒙蔽，才能公正诚明，毫无偏私，“欲

修其身者，先正其心”。五、修身，“心正而后身

修”，是说自身的道德修养是很重要的，自己品

德提高了才会被别人拥护与爱戴，“欲齐其家者，

先修其身”。六、齐家，“家齐而后国治”，家庭

是一个国家的基本组成要素，家庭齐整而安定关

系到一个国家的稳定，“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

七、治国，“国治而后天下平”，国家是天下的重

要组成部分，治国就是要以德治而行，国家安定

天下就太平了。

“格物”的概念是第一次出现在《大学》中，

并且它被放在了八条目中第一的位置，也就是说

儒家的伦理概念、政治观点以及哲学基本原理从

这开始更加注重实践的重要性，把一些抽象的东

西联系到了事实当中，这是儒学的一大进步。

修身章

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 则

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

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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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

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

赏 析

修身是一切重大行为的开始，因为个人是这

个社会的基本元素，必须不断地净化自己，那么

这个社会才会有所进步。一个人会有愤恨，会有

恐惧，会有好乐，这里所说的身不仅仅是个人身

体的身，而更多地扩展到自身的道德品质和修养。

有了这些偏私，身就很容易走向歪斜，产生这样

不良后果的原因是“心不在焉”，一个人的身体

行为是受到这个人的内心思想控制的，所以正如

文中所说“修身在正其心”。

从正心的这一观点的阐述上，我们可以分析

出主观唯物主义的一些痕迹。主观唯物主义思想

认为外部的一切条件都是由我心所分化出来的，

我心包容一切，所谓“宇宙在我心中，宇宙由我

而生”。据文中的描述，“心不在焉，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一切

好与不好的外部现

象与我们的

行 动 都 得

归咎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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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心想法的是否善良与正确，这正是符合了这个

观点。由是我们不能否定“正心”这一观点的好

处：如果进一步提高自己的道德品质，社会环境

也将好得多，进步相对也快了。

齐家章

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

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

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

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

天下鲜矣。故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

莫知其苗之硕。”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

赏 析

本章在上篇《修身章》的基础上，以主观上

爱与恶的不同而最终容易产生偏见为例，进一步

阐明了齐家与修身之间的关系。

修身是齐家的前提条件，只有自身具有良好

而高尚的道德品质，人才会有地位，才会受到众

多家庭成员甚至是社会成员的尊重与爱戴，所以

身不修何以治家。公正是这种良好而又高尚的道

德品质中极其重要的一点，但是“人之其所亲爱

而辟焉”，意思是说人们经常会对自己所亲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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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爱的人过分地

偏爱 ；“之其所贱

恶而辟焉，之其所

畏敬而辟焉，之其

所哀矜而辟焉，之

其所敖惰而辟焉”，

对于各种各样的

人，包括自己所厌

恶的、敬畏的、怜

悯的、傲视的、怠

惰的人都会有不同

程度的偏袒，所以

那种“好而知其恶，

恶而知其美”的人

实在是很少，而修身的作用就是要培养有这种能

力的人，也就是要培养出这种公正的，善于分别

好坏，一视同仁的品质修养。在一个家庭当中，

有长幼之分，有亲疏之别，作为一位治家之人，

也只有自己能公正无私，才能博得大家的信任。

本章中选用了一句谚语“人莫知其子之恶，

莫知其苗之硕”，再次体现了《大学》全文引用

经典、运用比喻、活用对比来突出文章主题的这

一特点。

◆明·《大学古今本通考》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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