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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 DING YAO ZHI DAO DE CHUAN TONG MEI DE

写在前面的话

● 道德一体

“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它和“道”字组成一个整体，成为

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中国五千年辉煌的传统文化只是追求一个德

字，讲究一个德字，不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佛家，它们各自的文化

都是建立在德字上。古代“得”与“德”相通，“得者，德也”。得什

么？得的就是对宇宙真理——道的同化，凡是符合道的“得”都是

“德”，不然就是无德。古人云：“道之在我之谓德。”古人把德与道直

接相通，德是内在于人的道。德从道中来，德是道的体现，是道的标

准和要求，同化真理就是一个“得”者，就是一个大德之士。自古以

来，道德一体，修道就是修德，修德就是修道，道德是一而不一，二

而不二，不可分连。老子在《道德经》里也已经把这个道理讲清楚

了，老子说：“孔德之容，惟道是从。”意思是最大的“德”，就是

“道”的体现和作用。

中华文化一开始就把道与德紧紧结合在一起：《易经》说：“一阴一

阳之谓道，继之者善，成之者性”，“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礼记》中的：“诚

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

之谓教”，这些中国文化的经典名句，每句都是道德一体的体现。可以

说，中华文化是道德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充满着道德一体的精神，不管是本土的道家和儒家，

还是外来的本土化的佛教，都体现于这一精神。中华文化要求治国、治

家、治身都要根据道的准则，“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

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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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知道的传统美德

乃普。”这样使社会“道普德溢”，天下仁爱太平。这是儒、释、道三家

的理想，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千百年来要达到的境界。

● 明德慎罚

中国古代的圣人们，从三皇五帝到尧、舜、禹、汤、文、武、周

公，都是体悟和遵循大道而行的人，历来被奉为有德的人，他们开创了

不同历史时期的美好社会。而今，历史已经远去，远古的传说和文献早

已湮灭难觅，现在的人已经很难体察、理解那些时代的美好，和那些时

代人们所追求的高尚的道德理念和人生价值。如今，人们只能从周公和

他所开创的周朝社会中看到一些端倪。

在古代的圣人中，周公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也是一个伟

大的道德家。他提出的“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罚”的思

想，成为周朝最重要的治国纲领。周公说：“不可不敬德。”一定要“自

敬德”，并且必须“疾（急）敬德”，只有发挥“德之用”，才能永葆天

命。周公深切地认识到“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天不讲亲情，只有发

扬仁德，才会得到天的庇佑），道德是立身立国的根本。因而，周朝把

道德的完善看成是治国的第一要义。周人推崇先王的德行，他们编写的

《诗经》中津津乐道地颂扬从后稷、公刘、古公，到文王、武王这些先

祖们有什么样的高尚品德，如何进德修业，以德兴国的事迹。他们把文

王的仁政视为榜样：“文王在上，于昭于天。”（文王的神灵在天，啊，

神灵显赫在天上。《诗经·文王》）周朝这些圣君贤臣的德行，也历来

被后世的炎黄子孙称为人生的楷模。周公的以德立国的思想，是周朝的

主流思想。在周朝社会中，人们所追求的道德功业和道德人格成为那个

社会的人生理想，被各个阶级的大多数人所认可，甚至成为下层社会成

员共同追求的目标。人人追求道德，坚守道德，发扬道德，甚至视道德

高于自己的生命。“杀身成仁”成为道德准则，整个社会处在道德的氛

围和环境之中。在西周的一些早期文献中，已经初步提出了“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的德治思想。周人对德的自觉和对德的认同，为中

华传统文化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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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在历史上另一个伟大功绩就是“制礼作乐”。周公在“损益”

殷礼的基础上使传统的礼制、礼仪，严密化、系统化，从而在整体上达

到一个新的水平，创设了适合当时社会的优秀文化制度。其具体内容包

括一系列社会、政治等制度，还有一系列相应的道德伦理规范和文化教

育的方式，形成一整套完备的典章制度，称之为“周礼”，或“周公之

典”。周朝的礼乐文明，一直被视为后世社会的典范，被认为是上古社

会的鼎盛时代，孔子赞叹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于文哉！吾从周。”

（周朝借鉴夏商二代的礼仪制度，多么丰富多彩啊！我赞成周朝的礼仪

制度。）

礼是道德的表现形式，周公通过礼仪规范人在社会中的行为，使人

保持德行，与天道合一。

梁漱溟更以“周孔教化”为“以道德代替宗教”的文化，以历史上

的中国社会为伦理本位的社会思想，与王国维的看法相一致。近代王、

梁两位著名学者的观点指明了周礼和周朝文化的实质。周公主张“明德

慎罚”，提倡“德治”，“制礼作乐”，实行“礼治”。这正是孔子梦寐以

求的“道（引导）之以德，齐（规范）之以礼”的治国理念。

周朝社会所以能绵延八百年，正是贯彻周公的治国理念。在这样的

社会中所产生的丰厚的道德土壤里，必然会造就出一大批社会道德精英

和一大批社会的中坚，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有深厚的知识和极高的道德素

养，有判别是非的能力，有从事政治的才干和实践道德理想的勇气。在

日常生活中，他们温文尔雅，是社会道德的表率。在社会和国家危难之

际，他们力挽狂澜，正礼乐，定制度，锐意改革。在周王室，在各诸侯

国中，显现他们的特殊才能。例如，周厉王、周宣王时的邵穆公、仲山

父，周平王时的郑武公，周定王时的单襄公；在各诸侯国中有孔子、管

仲、鲍叔牙、宁戚、曹刿、藏文仲、叔孙穆子、狐偃、赵衰、赵宣子、

韩献子、范文子、魏绛、祁奚、叔向、赵襄子、申叔时、伍举、文种、

范蠡——他们都是那个时代所造就的大德之士，在那个时代创造过非凡

的功业，留名后世。在他们的周围，还有一大批同样具有道德情操的懿

行之士的群体，同他们一样追求人生的价值，同样泛射着君子人格的光

辉。正是这一大批社会精英和社会中坚，奠定了后来中华文化人格的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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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他们高尚的道德人格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越来越突显出来，他们的

道德精神永世长存。

周公作为那一时代的精英群体的杰出代表，他的人格魅力和品德更

是举世仰望。孔子说，像“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博施于民

而能济众”这样的境界，连尧、舜都恐怕达不到，但是，周公做到了。

周公以自身的品格、道德、理念、才能和成就，为中华民族提供了理想

的人格典范，这是他对中华文化的巨大贡献。

周公和他的那个时代充分演示了道德一体的文化精神，是孔子以前

儒道的辉煌展现。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家正是在继承这一文化

精神的基础上发展的。这一文化精神就是中华民族的价值理念，体现中

华民族和文化的终极追求和理想的境界。它是一个民族行为方式和思维

方式的出发点和归宿，深远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心理结构和文化结构，

奠定中华文化的基础，为中华文化的发展规定了方向。这个方向就是道

德文化，它的特征就是对道和德的追求。

● 修德合道

《易经》被视为“群经之首”，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但是《易

经》与道德紧紧相依，道德一体的文化精神是易之本。《周易·说卦

传》认为：“圣人之作《易》也，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至于

命（天命）。”

这是说，圣人作《周易》，是为应和顺从道德，制定礼仪准则，深

入研究事物的道理和性质，直至认识天命。同时，《周易·系辞下》指

出，伏羲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这是说，伏羲作八卦，用以传达天地自然的德性，用以归类反映万

物的情状。以上两句指明了作《周易》、八卦的目的，是为了揭示道和

德。圣人在制作卦爻象数符号的过程中，隐藏着宇宙的秘密，“立象以

尽意，设卦以尽情伪 （内心想法），系辞焉以尽其言。”这里的“尽

意”、“尽情伪”和“尽其言”，都是为了揭示宇宙自然规律的秘密。通

过卦爻变化规则反映的“天命”和“通神明之德”。《易经》的宗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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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易经》是圣人用来推崇道德，

扩大事业的。）可见，古代圣人们的目的，是通过《易》规范人所必须

遵循天道的道德行为，提高人的道德境界，达到安身立命。

因此，《周易》实质上是演德的，没有德的人无法演易。古代对卜

筮的人要求很高，必须是德高望重的人，而且卜卦前要焚香净心，契合

神灵，不仁不义的人不能为巫师。《易经》告诉人如何分辨不同的境

况，要求如何在不同的境况下修德合道，去面对所遭受的境遇，从而从

困境和逆境中走出来，或者从顺境中继往开来。《易经·系辞下传》指

出：“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

损，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

之制也。”履、谦、复、恒、损、益、困、井、巽等都是卦名，它们与

人的道德直接相对，处于各种不同的境地状态，需要人以德相应对之，

只有用德行对之，才能合易、合道，才能正确应对各种境遇，化解各种

矛盾。天道和人事是一致的，《易经》深刻地体现出中华文化道德一体

的内涵。

由于社会的变迁和社会经济的高度发达，《周易》对现代人来说已

经失去其本意了。不是道德高尚的人根本无法理解《易经》，更谈不上

对天地自然之道的认识，他们从《周易》中所获得至多是些皮毛或雕虫

小技。只有大德才有大智，这个智是智慧，是对宇宙真理的认识和把

握，是真正的大智大慧。没有大德，永远达不到大智，这由中国传统文

化的本质所决定。

《易经·系辞上传》中“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成之者性

也”，大意是说，继承一阴一阳的天道，就是善良，使天道具体化的是

天赋的人性。可见，中国文化的人文本质和道德本性早就同时植于《易

经》之中，《易经》的展现就是中国文化人文本质和道德本性的展示。

● 道心不二

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根本区别，就是突出人内在的精神超

越。它要求通过内在的精神超越达到道所要求的境界。这样就必须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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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要进行向内的精神磨炼，完善道德心性修养。道德心性修养，是精神

超越能否成为人达到理想境界的起点和关键。理想的人格、智慧的飞

跃、道德的升华，都是在内在的精神超越中实现的。这是返璞归真之

路，对儒家来说，是成为实现对社会关怀和道德义务的君子、贤人、圣

人之路。对道家来说，是成为内心安宁平和，超越自我的至人、真人之

路。对佛家来说，是成为对人生、宇宙有深切觉醒的觉悟者之路。

尽管三家说教不一，表现形式不同，但是他们共同存在和相互契合

的前提和基础是一致的，那就是道德心性修养，“修身养性、明心见

性”是它们的共同点。因此，明朝著名佛学学者真可认为，儒、佛、道

三家所不同的是名称，相同的是“心”，是“本心”，“不昧本心”是三

家的共同宗旨，“直指人心”是它们心性修养的共同途径。这样，真可

揭示了中华道德文化三家融合的根本所在：修身养性。

在明朝儒家大思想家王阳明看来，这个“心”是道德的心，他把它

称为“良知”。王阳明认为“良知”这个道德的心是宇宙万物之本体，

宇宙的一切都由它演化而来。孔子曰：“践仁以知天。”这是说，由践仁

可上达天道。孟子提出“尽心知性知天”，是说能尽心便可知性善，能

尽心知性善便可知天。《礼记》声称“诚者，天之道也”，是说诚信就是

天道。在这里，儒家认为“仁”、“善”、“诚”，这些伦理道德与天相

通，与天道是一致的，作为宇宙本体的天可以用伦理道德来表达。可

见，道德本体论的思想早已在儒道早期时代萌发。王阳明的心学思想是

儒家思想的延续，王阳明是在承接宋朝理学所融合的佛道两家文化的基

础上，沿着这条路进一步继往开来，揭示天、地、人皆同德，皆合德，

宇宙是道德的宇宙，揭示道德心是创化一切的本体，把中华的道德文化

推向最高，高扬了道德本体的文化。

在王阳明看来，要了解宇宙的奥秘，达到对事物真相的认识，只须

返视探求自己的心性良知即可。人体本身就是一个小宇宙，人先天的善

良本性与宇宙的本性是相通相合的，与宇宙的真理是一致的。探视这颗

道德心就是探视宇宙；认识自己的本性就是认识宇宙；内视揭示自己的

心，天理、宇宙、天地、万事万物尽在其中；一旦先天的纯然之心得到

恢复，那就是“天人合一”的境界。因此，王阳明说：“心外无物，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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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无事，心外无理。”因此，真理存在于人的先天真性里；天道存于人

心之中；道在心中求，道在心中找；修道就是修心，修心就是修道。

总而言之：道就是德，德就是道，道德一体；道就是心，心就是

道，道心不二。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和根本内涵，这也正是中国传

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迷人之处。

第一讲 仁

● 仁者爱人

“仁”的金文字体写作“竺”，即“竹子”。竹子中空外实，如果剖

开后一一分开就变薄，而全竹就是厚，因此有厚的意思，所以仁就是

“厚以待人”。“仁”还代表二人彼此把对方当成自己一样，就是“亲”。

此外还有一种说法，说“二”是天和地，“仁”就是“天地生出万物，

人就是这样产生的”。

“仁爱”思想是儒家文化的核心观念，提出仁者能浑然与天地万物

为一体，成就君子人格。《易传》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

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天行健”与“地势坤”均为天地之道，天地

之道的根本精神在于“无私”。古语有“天地之大德曰生”、“覆载群生

仰至仁，发明万物皆成善”，古人认为上天造就万物并赋予其美好的德

性，为其制定了法则，生成万物一片仁慈之心。

君子为人之典范，应效法、顺应天地之道。其大意是天体运行体现

刚健精神，君子应自强不息地尽自己的责任；君子的胸怀像大地一样宽

广，德行像大地一样深厚，所以能滋长万物，承载万物，包容万物，使

万物都能够欣欣向荣。

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出发，中国传统文化讲究仁爱精神，要求

人们替他人着想，帮助他人，珍爱生命，与天地万物和谐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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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天生德于予”、“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

何？”认为人处世立身，做任何事情当以仁为依据和前提。樊迟问仁，

孔子说“爱人”；颜渊问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孔子还讲“夫仁

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意即自己想要的，也要帮助别人实现，出门见

到谁都很恭敬，好像迎接贵宾那样，就是说对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很尊

重。孔子这里讲的“仁爱”就是指做事要严肃认真，宽以待人，讲诚

信，善待而不伤害他人。

孟子提出德性、良知属于人之天性，做人要保持善性并不断升华道

德境界，每个人都有怜悯别人的同情心，“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

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子

把道德责任与安身立命连在一起，说：“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认为君

子的最高德行就是偕同别人一道行善，主张推行仁政和德化，启迪人的

善心和责任感，使社会形成“仁民而爱物”的风尚。

● 仁政爱民 天下归心

古语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北极星），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我国历代圣贤明君无不恪守仁爱为本的思想，以道德教化人民，使国泰

民安。

周文王姬昌仁政兴国，受到万民敬仰。人称“西伯侯（周文王）之

仁，泽及枯骨”，其宽容仁爱的胸怀垂范后世。

当周文王还是诸侯国君，被封为西伯侯时，在现今陕西鄠县东三十

里的地方建造灵台，台下有灵囿、灵沼。正当挖掘池沼时，发现了许多

枯骨，主管官吏立刻向文王报告。文王心生怜悯，于是吩咐主管官吏将

这些枯骨埋葬。官吏说：“这些骨骸都是死了很久，没有后代的人，已

经没有人管这些枯骨了。”文王说：“拥有天下者，就是天下的主人；拥

有一个邦国者，就是这个邦国的主人。这些枯骨在我的邦国内，我就是

他们的主人，理应管他们的事情。”说完便命令手下准备棺木重新埋葬

这些骨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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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人听到文王的善行，都说：“文王真是贤德啊！恩德都施行

到枯骨上了，何况是人呢？”文王施行仁义，天下人心归附。

孔子曾说：“治理国家必须经过三十年才能实现仁政。善人治理国

家经过一百年，也就可以克服残暴免除刑杀了。”从汉朝建立到汉文

帝，经过四十多年，德政达到了极盛的程度。一方面文帝受老子思想影

响，采取无为而治的方式；但更主要的是文帝为人十分仁德宽厚，这使

天下百姓受益无穷，也使西汉王朝逐渐走向强盛。

文帝刘恒，被高祖封在代地称代王。公元前180年，被拥立为天

子。文帝在治理国家方面，以仁德为本，体现在方方面面：

其一，他废除了连坐法和肉刑。文帝认为，法令是治理国家的准

绳，是用来制止暴行，引导人们向善的工具。既然犯罪的人已经治罪，

就不应该株连他们无罪的父母、妻子、儿女和兄弟。而且法令公正，百

姓就忠厚，判罪得当百姓就心服。后来齐国的太仓令淳于意犯了罪，应

该受刑。太仓令的小女儿缇（音“提”）萦（音“营”）向朝廷上书说

愿意入官府为奴婢，以免除父亲的刑罚。文帝怜悯缇萦的孝心，同时认

为是自己的道德不厚、教化不明，就下诏废除了黥、劓、刖等肉刑，改

用笞刑代替。因为取消了严苛的刑罚，文帝时许多官吏能够断狱从轻，

持政务在宽厚，不事苛求，因此狱事简省。

其二，在确立继承人的问题上希望寻找到圣德之人实行禅让。一些

大臣劝文帝及早立太子，文帝却说自己的德薄，希望可以找到贤圣有德

的人把天下禅让给他。大臣们认为确立继承人为自己的儿子是由来已久

的定规。如果抛开应当立为太子的人，却从诸侯或宗室中另选他人，是

不合适的。这样，文帝才同意立自己的儿子启为太子。同时赐给全国民

众中应当继承父业的人每人一级爵位。

其三，文帝能够与民同乐。文帝立太子的母亲为皇后，并赐给天下

无妻、无夫、无父、无子的穷困人，以及年过八十的老人，不满九岁的

孤儿每人若干布、帛、米、肉，希望天下这些贫苦之人可以享有一些快

乐。

此外，文帝还对普天下施以德惠，安抚诸侯和四方边远的部族，加

封有功大臣，因此社会上上下下都融洽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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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节省民力、财力，文帝二年（前178年）十月，下令居住在

长安的列侯回到各自的封国。一方面可以省却百姓供应运输给养的劳

苦，节约人力和财力；另一方面列侯也可以教导和管理封地的百姓。

其五，节省物力。文帝从代国来到京城，在位二十三年，宫室、园

林、狗马、服饰、车驾等，什么都没有增加。但凡有对百姓不便的事

情，就予以废止，以便利民众。文帝曾打算建造一座高台，召来工匠一

计算，造价要上百斤黄金，于是文帝便放弃了。文帝平时穿的是质地粗

厚的丝织衣服，对所宠爱的慎夫人，也不准她穿长得拖地的衣服，所用

的帏帐不准绣彩色花纹，以此来表示俭朴，为天下人作出榜样。文帝规

定，建造他的陵墓霸陵，一律用瓦器，不准用金银铜锡等金属做装饰，

不修高大的坟；要节省，不要烦扰百姓。

其六，废除法令中的诽谤朝廷、妖言惑众以及百姓批评朝政有罪的

条款。文帝认为，古代治理天下，朝廷设置进善言的旌旗和批评朝政的

木牌，可以打通治国的途径，招来进谏的人。而这条罪状就使大臣们不

敢完全说真话，做皇帝的也无从了解自己的过失。群臣中如袁盎等人进

言说事，虽然直率尖锐，但文帝总是宽容采纳。

采取“无为”方式。文帝十分重视农业，他认为农业是国家的根

本，因此即位后多次下诏重视农桑，经常给予他们赏赐，以鼓励农民发

展生产。同时还注意减轻人民负担，降低田租和赋税，减轻徭役。

对外关系中，在匈奴的问题上，文帝或战或和，完全从百姓的利益

出发。虽然匈奴多次背约入侵劫掠，而文帝却只命令边塞戒备防守，不

发兵深入匈奴境内，不愿给百姓带来困扰和劳苦。

在对待臣子上，文帝也十分宽容，认为百官的过错，应当由自己一

人承担责任。如大臣中张武等人接受别人的贿赂，事情被发觉，文帝就

从皇宫仓库中取出金钱赐给他们，用这种办法使他们内心羞愧，而不把

他们交给执法官吏处理。吴王刘濞谎称有病不来朝见，文帝就趁此机会

赐给他木几和手杖，以表示关怀他年纪大，可以免去进京朝觐之礼。

在位二十三年的文帝，常常自省。天灾出现时，文帝自责说：“我

听说天生万民，为他们设置君主，来抚育治理他们。如果君主不贤德，

施政不公平，那么上天就显示出灾异现象，告诫他治理得不好。我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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