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宇烈：中国的品格（选文）	  

	  

  第三篇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源性典籍	  

	  

  中国文化中的这些根源性典籍，大概可以用“三、四、五”这三个数字来加以概括，说简

单点就是三玄、四书、五经。	  

	  

  一、三玄、四书、五经 	  

  一个述而不作，一个理念相通，这两个特点就使得中国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汇聚成

几部具有根源性影响的著作，成为中国文化的源头，也使得后人得以由此把握中国传统文化

的基本内容和根本精神。	  

  这一讲我们讲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源性典籍。	  

  中国早在三千年前的商周时代就已经有了文字，用来记载个人和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事

情。几千来，中国流传下来的典籍可以说是浩如烟海。这些经典，任何人用他毕生的精力，

都只能窥其一斑，即便给他几辈子的时间，也很难遍览。	  

  但是中国文献的传承有两个特点，使它虽然数量繁多，但却统之有序。	  

  一个就是孔子说的，叫做“述而不作”。所谓“述”就是叙述，“作”就是创作、发明。中国

古人可以说是比较谦虚的，他们认为自己其实不是在创作什么新东西，而只是在叙述、阐发

前人的一些思想。这样一来，中国历史文献的传承就跟西方的文献传承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西方的文献很多都是强调个人的一种创作，而中国都是以阐发前人思想或者前代经典性著作

作为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	  

  再一个就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并没有像现在这样细密的学术分科。文学、历史、哲

学、宗教、艺术、政治、经济、法律、军事，乃至于农、工、医、科技等，可以说都是混杂

在一起的，后来才慢慢形成了经史子籍这样简单的四部分类。清代编四库全书，就是按照四

部分类来分的，但即使是这样，也有很多的交叉。比如说现在我们说的哲学，对应在四部里，

应该是哪些科目、哪些图书呢？有的人说是子部，但有些经部和集部的内容也可以归到哲学

类去，而且将子部完全归于哲学，那也不确切，因为其中有很多东西，讲文学也是离不开的。

所以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典籍分类的方法，跟现代的方法也有很大差异，按现在的分类标准去

安排它，是行不通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各部分虽然谈论的具体问题不同，但它们的内在其

实都遵循着一个共同的理论基础，秉承着同一个价值观念。	  

  所以，一个述而不作，一个理念相通，这两个特点就使得中国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

汇聚成几部具有根源性影响的著作，成为中国文化的源头，也使得后人得以由此把握中国传

统文化的基本内容和根本精神。	  

  中国文化中的这些根源性典籍，我们大概可以用“三、四、五”这三个数字来加以概括，

说简单点就是三玄、四书、五经。三玄是指《老子》、《庄子》、《周易》。四书是指《大学》、

《中庸》、《论语》、《孟子》。五经指的是《周易》、《三礼》、《书经》、《诗经》，还有《春秋》

（三传）。	  

  加起来是多少呢？十二本。在这十二本书里，我们可以看到五经里面的《周易》，跟三



玄里面的《周易》是相重的，那么就减掉一个，等于十一本。另外，四书里面的《大学》和

《中庸》其实是《三礼》里面《礼记》中的两篇文章，如果把它再放到《礼记》里面去，那

么又少掉两个，等于九本，因此，这九本书就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根源性典籍。	  

  从春秋战国一直到二十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之前，可以说这九本书是中国文化内容的根

源。不管你是论述哲学思想，还是论述文学历史；不管你是讲政治、经济、法律，还是讲农、

工、医、科技，都离不开这几部经典的根本理念和价值观念，引经据典也都不会超出这九本

书。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不了解这九本书，那么也就很难去了解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

反过来，即使是了解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但如果不能将它们统摄到这九本书里去，那么

也把握不住中国文化的根本理论基础和核心价值观念。	  

  所以，这九本书统领了整个中国文化，是我们把握中国文化根本精神的必读书。	  

	  

二、五经要义 	  

	  

  汉代是五经地位确定的时期。在汉武帝时，国家专门设有五经博士，也就是把五经提到

了一个指导整个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的高度。	  

  1.	   不学《诗》，无以言	  

  五经里面的《诗经》最初应该说是一部文学作品。孔子在教育他的儿子时，就说了过“不

学诗无以言”的话，认为学了诗以后，就能够懂得怎样遣词造句，怎样来表达自己的情感。

而且因为《诗经》描述各种东西的方方面面，所以通过学诗就可以懂得很多实用的知识，比

如各种植物、虫鸟的名字等。	  

  但是到了荀子，《诗经》就不仅仅被当成文学作品来看待了，它成了一种非常重要的、

指导人们生活、做人乃至治国的理论依据。在《荀子》这部书里面，引诗有七十多处。受荀

子的影响，汉代很多讲诗的人，都很重视《诗经》的思想性。汉代有一本很著名的注释《诗

经》的书叫做《韩诗外传》，写这本书的人叫做韩婴，他就专门以《诗经》来讲政治的道理、

做人的道理，其中很多内容都跟荀子讲诗的内容相合。	  

  因此，《诗经》不仅仅是中国文学作品的源头，而且也是中国哲学的一个基础经典。所

以也有人说，哲学跟诗是分不开的。	  

	  

  2.	   不学《礼》，无以立	  

  《三礼》包括《仪礼》、《礼记》、《周礼》三部分。《仪礼》就是讲的人们日常生活中的

伦理原则和行为规范，规定了不同的等级应该遵循的礼。《三礼》的第二部叫《礼记》，它实

际上是来解释《仪礼》的，它包括了《仪礼》中最基本的内容，同时从理论上进一步来阐发

为什么要运用这样一些礼？这些礼都包含了什么样的意义？起什么样的作用？还有一部书

就是《周礼》。《周礼》的内容主要是讲周代的官制。中央设哪些官？地方设哪些官？这些官

的职责都是什么？等等。	  

  总的来说，《三礼》中的《礼记》对后来的影响是最大的。刚才讲到的像四书中的《中

庸》、《大学》，其实也都是《礼记》里面的文章。还有像大同、小康等我们中国人治国的一

些理想也都出于《礼记》。	  



  另外，流传于先秦，后来丢失的《乐经》，它的思想其实也包含在《礼记》之中。《礼记》

中专门有一篇《乐记》，其中对音乐的起源、社会作用，以及它在整个礼里面有一个什么样

的地位，都诠释得非常清楚。	  

  《乐记》的主要观点就是人生而有情，这些情感需要发挥出来，怎么发挥呢？就要通过

唱，通过呼喊，通过手舞足蹈等方式来表达。在这个过程中，礼引导得好就会陶冶心情，引

导得不好，就会使得人们疯狂。所以音乐的直接作用是发泄人们的情感。例如，奏起一个哀

乐，人们就会伤心，奏起一个雄壮的歌曲，人们就会精神奋发。同时，音乐又是来调节人们

之间关系的，所谓礼以道别，乐以道和。礼确立了人们之间不同的关系，很严肃；而乐又把

这种关系拉近了，大家在一起唱歌跳舞，等级差别也就不那么明显了，关系自然就亲和了。	  

  《礼记》里面还有一篇《学记》，是阐发社会教育的必要性、教育的意义和教育的方法

的，强调教育的根本是要教人做一个人。我想这样一些观点，即使对我们现在来讲，也是非

常有参考价值的。	  

  《礼记》里面，还谈到了许许多多具体的礼的问题，其中有六个方面的礼是最根本的。	  

  首先是冠礼，冠礼就是成年礼。男子二十就要给他戴帽子，女子十五就要给她及笄，及

笄就是上头，插上一个东西，这都属于冠礼。冠礼就是说明你成年了，成年了就要对社会、

对家庭、对个人负责任了，因此就举行这个仪式告诉你应该担负起一个成年人的责任来，不

能再像小孩子那样随便了。	  

  第二个是婚礼，婚礼也是礼里面的重要的一个内容。按照《礼记》的说法，婚礼是合二

姓之好，就是把两个姓结合在一起，然后好延续子嗣。所谓延续子嗣也就是延续人类，因为

中国人的生命观念，不是个体的生命观念，而是一个族类的生命观念。也就是作为每个个体

来讲，有生就必有死。死了以后也不会再生的，不像佛教讲的有轮回。但是他的生命也在延

续，怎么延续呢？就在子女的身上延续，因为子女跟父母血脉相承，所以子女的生命就是父

母生命的延续。中国人最重视这个，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因为这是生命的延续问题，

要不然生命就没有了，就中断了。	   	  

  第三个是丧礼，丧礼是非常重要的，《礼记》里面也讲了它的意义。比如守丧要守三年，

为什么？因为从父母生你下来到你能够相对独立活动，这个时间要三年。所以你要报父母的

养育之恩，就应该守丧三年。孔子讲“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就是说我们要非常慎重地对

待人的死亡，并且不断地去思念他，这样民风才能够归于淳朴。这个话实际的含义是要教人

不忘报恩。所以我常常讲，一个人如果不知道报恩的话，大概就不能算是一个人了。知恩报

恩是人的一个最基本的品行，丧礼里面实际上就体现了这样一种精神，体现了一种对父母的

知恩报恩。	  

第四个是祭礼，祭礼是祭天地日月、山川河流。从某种角度来讲，这表明中国人有一种

自然神的崇拜，认为不管是天地日月、高山河流都有神，山有山神，河有河伯，等等。但从

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报恩的思想。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靠这些东西来

生存。所谓天生之，地养之，天地万物养育你，你该不该祭它？当然应该！	  

  第五个是聘礼，或者叫朝聘礼，就是聘用人的礼节。这个礼，我们现在很忽视，其实它

是非常重要的。聘用一个人时，在他工作的部门里给他举行一个小小的仪式，其实就是告诉

他，他的责任是什么。同时也告诉大家，这个人来是做什么的，大家才好去配合他、监督他。	  

  朝聘礼中其实也包括了解聘礼，解聘也需要以礼相待，不是说炒鱿鱼就完了，或者说退



休了就结束了。	  

  我们现在很多学校为学生办的入学典礼、毕业典礼都属于朝聘礼这个范围，但是我们往

往都弄得很草率、很简略。其实入学典礼、毕业典礼，在很多学生来说是一辈子都难忘的，

可学校这么简单就完事了，这就是不能做到以礼相待。	  

  第六个是乡射礼，过去就是指一个村子里面，能够体现尊老爱幼这样一种文明风气的礼

仪。现在社会上都在强调建设社区文化，我觉得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乡射礼现代化一下，效果

一定会很好。	  

  这六个基本的礼，我觉得都是非常重要的，对我们现在来说也很有借鉴意义。现在提倡

要建立和谐社会、小康社会，如果能有这样一些基本的礼仪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协调人们的

关系，使人们懂得怎样做人、如何尊重他人，那应该是事半功倍的。	  

  总的来说，《礼记》是中国传统伦理规范得以建立的根本典籍，它指导了中国人几千年

来的日常生活。	  

	  

  3.	   帝王之学——《书经》	  

  《书经》是上古历史文献的一个总集，里面的内容除了一些传说中夏代和商代的文献外，

大部分是周代政府的公告，这些公告总结了夏商两代兴衰的经验教训。它特别注意到，夏代

为什么能够兴起？那是由于夏代的创始人禹通过治水为老百姓谋了福利，因此得到了民众的

拥戴。夏代为什么又灭亡了呢？那是因为它的末代统治者夏桀残害百姓，失去了民心。同样，

商代也是如此，它的兴起是因为开国君主成汤“解民于倒悬”，把老百姓从夏桀的统治下解救

了出来；而它的灭亡，则是由于商纣王酒池肉林，荒淫无耻、道德败坏到了极点，完全不把

老百姓当人看，人民当然要起来反对它。	  

  正是因为总结了前两代兴亡的经验教训，周代的政府公告中就非常突出地提出了“民为

邦本”这样一个思想，认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是

最根本的。一个国家能不能兴旺，能不能巩固，关键要看你是不是得到了人民的拥戴。因此

周代的公告都强调作为一个统治者首先要修德，只有德行高尚，才能够获得上天的保佑。	  

  应该说，《书经》里的这些思想决定了中国文化的一个根本特性，就是以人事为根本，

这也就奠定了中国文化人文精神的根基。	  

  所以《书经》虽然表面上只是一个历史文献的汇编，是一部历史著作，但它实际上是中

国文化最根本的人文精神的重要来源。	  

	  

  4.	   中国人的价值观——《春秋》	  

  《春秋》实际上是一部编年史。西周没落之后，周平王东迁，历史上称为东周。东周包

括两个历史时期，一个春秋，一个战国。《春秋》这部经记载的就是春秋这一个时期的历史。

但是《春秋》只记载了某年某月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至于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这件事情

中包含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等，它并没有展开叙述。后人为此对《春秋》又进行了注释，形

成了所谓的《春秋三传》。所以我们现在谈到《春秋》这部经，除了《春秋》经文以外，也

包括了这三传在里面。	  

  《春秋》经相传是孔子所删订的，而且传说孔子在删订《春秋》的时候，下笔是非常慎

重的，可以说每一个字都包含了一种价值判断，都表明了孔子对事件，对人物的一种表扬或



者批评。	  

后来在中国历史上，就有一个所谓的春秋笔法。春秋笔法的特点就是秉笔直书，不避讳

历史上的事件，这个事件该怎么样就怎么样，该肯定就肯定，该批评的就批评。所以春秋笔

法是乱臣贼子见了都害怕的。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因为春秋笔法就是给他

们在历史上定了位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春秋》这部经，实际上是给人一种价值观的判断，

告诉人们该怎样来评判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强调一个公正而不妥协的态度。	  

  《春秋三传》第一部就是《左传》，因为是一个叫左丘明的人为《春秋》作的传，所以

叫《左传》。《左传》的特点是以记事为主。《春秋》经里记载某年某月发生的某一件事情，

《左传》就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详详细细地叙述出来，所以左传侧重于对历史事实的

注释。	  

  另外两部，一部叫做《公羊传》，一部叫做《谷梁传》，这两部不着重于史实方面的讲解，

而是注重讲解这个事件本身的意义，和它告诉人们的经验教训。	  

  汉代特别重视《公羊传》，像汉代的大儒董仲舒就是公羊学的一个重要代表。他们特别

注重发掘《春秋》里所包含的那种“微言大义”，就是说在《春秋》简短的语言里，其实包含

了非常深刻的道理。所以汉代人在断狱的时候，都要参考《春秋》里记载的类似事件，看它

在《春秋》里面是怎样被解决的，怎样被判断的。然后再按照这个来判断，这在汉代就叫“春

秋断狱”。	  

  所以说《春秋》在汉代政治制度的建立和治国理念的形成上起过很大的作用。	  

	  

  5.	   宇宙的奥秘——象数之《易》	  

  《周易》也包括经和传两部分。从现在一些地下发掘出的资料来看，《周易》中经的这

一部分，形成较早，应该在先秦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它的内容实际上就是古人占卦的时候

所留下来的那些卦辞、爻辞，并经过筛选和编辑，文辞古奥，主要用于占卜。而真正发挥《周

易》思想的十传，即所谓的易传，大概是到汉代初年才最后形成。	  

  十传，就是指系辞（分上、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彖辞（分上、下）、象辞（分

大象、小象）。十传中系辞是最重要的；除此之外，是文言；再一个就是说卦。这些传里都

讲到了一些对后来影响很大的理论问题，比如《周易》起源的问题，八卦是怎样形成的，等

等。至于其他的传，序卦、杂卦都是来解释卦序的。序卦是说明现在的六十四卦为什么这样

来排，杂卦则是提供了另外一个排序的方法。彖辞是对六十四卦的每一卦，它所包含的意义

做一个综述。而象辞中的大象是解释每一卦的卦辞的。每一卦又有六个爻，每一爻都有对应

的爻辞，小象就是用来解释爻辞的。整个十传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对《周易》经文的解释系统。	  

  综合《周易》的经和传来看，它大致包含了三方面的内容。第一《周易》六十四卦卦图

的	   品	   格第三篇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源性典籍个是象，就是卦象，比如乾卦就是六条直线，坤

卦就是六个断线，这就是象。第二个是言，言是指卦辞和爻辞，对每个卦都有相应的卦辞和

爻辞。比如乾卦，“乾，元、亨、利、贞”这句话就是它的卦辞。爻辞呢？第一爻就是初九，

潜龙勿用。第二爻是九二，见龙在田。然后是九三，夕惕若，历无咎。九四，或跃在渊。九

五那是飞龙在天了。那么第六爻，上九呢？上九就是亢龙有悔了。卦辞和爻辞合起来就称为

言，有象就有言。第三个是意，就是指每一个卦象以及它的卦辞、爻辞里所包含的意义。所

以，《周易》包含了象、言、意三部分内容。	  



  《周易》在汉代形成后，当时的人十分重视象这一部分，称为象数学。为什么？因为大

家都用《周易》来占卜，而占卜的方法主要是跟象、数有关。	  

  实际上，《周易》最初就是用来占卜的，在《系辞》里就非常明确地讲了，易是什么？

易是占。	  

  在中国历史上，占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甲骨的占法，称为兆。就是把一个乌龟壳钻一个

窟窿到火上去烤，烤过以后它就有裂纹，这种裂纹就称为兆，然后根据这个裂纹的走向、构

成，来预测或判断某一个东西。	  

  还有一种就是根据数，这是《周易》所采用的方法。即是根据蓍草数目的分排，来确定

卦象，然后根据卦象来推断一件事情。所以在《系辞》里，《周易》这种占卜的形式被称做“极

数知来之谓占”。具体的方法很复杂，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当然还有更简单的，民间的土办法，就是拿一个铜板，扔一下，正反面，正的多少，反

的多少，这样来算，这也是占卜。	  

  汉代的易学不仅继承了《周易》古老的象数占卜的方法，而且还把象数跟十二节气、跟

东西南北这些方位都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象数之学，并且把它归纳得非常清

晰明白，用于预测，很实用。一直到今天，只要用周易来算卦，基本上用的都是这种方法。	  

	  

三、三玄要义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为了反对当时已经僵化的象数之学和制造出无数假孝廉、假道学的

名教，思想家们从《周易》、《老子》、《庄子》中汲取营养，开创了玄学一派。	  

  1.	   不易、变易、简易——义理之《易》	  

  汉代的象数之学，到了魏晋的时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象数学是用比较固定的模式来

做判断的。比如说乾卦，乾卦代表刚健，拿一个动物来比喻，就是马，因为马是非常刚健的。

于是就固定了下来，后来乾卦的代表就是马，别的都不行。相应的，坤卦代表柔顺，拿一个

动物来比喻，就是牛，因为牛是非常柔顺的，后来也固定了下来，坤卦的代表就是牛，别的

都不行。到了魏晋的时候，人们就认为这样一种象数学太死板，学习《周易》主要应该把握

它的易理，而不是这些呆板的象数。	  

  当时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叫做王弼，他就批判这个象数学，说，乾卦为健，所有刚健

的东西都可以来代表乾，何必一定是马呢？坤卦代表了所有温柔的东西，所有柔顺的东西都

可以代表坤，何必一定要用牛呢？他认为象数学是有局限性和机械性的，研究卦象的时候只

要把握它的精神是刚健、是柔顺，就可以了。所以他一扫象数之学，提倡要得意。在方法上，

就提出得意要忘象、得意要忘言，因为如果你停留在象和言上就不可能把握它的意，要得意

就不能仅仅停留在语言和卦象上。这就形成了中国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由强调象转而

强调意，玄学也就随之产生了。	   	  

  魏晋玄学的根本依据就是三玄，《周易》、《老子》、《庄子》。	  

  那我们再来谈《周易》，玄学家抛弃了汉代的象数易学，重视发掘《周易》蕴涵的深刻

道理，提倡义理的易学。	  

  玄学家认为易这个词，其实包含了三层意义：不易、变易、简易。不易是什么呢？不易

是指一个根本的秩序和原则，所以《系辞》里面一开始就讲，天地上下确定了，那么这个世

界也就确定了，这就是一种不易。但是，这种不易又不是那种机械的固定的不易，而是在变



化中的永恒。所以《周易》又讲了许多阴阳、刚柔等变化的过程，这就是变易。万物的变化

虽然繁复，但天地却从不去干涉它，一切顺自然而发展，这就是简易。所以《系辞》里指出，

简是天之德，易是地之德，简易是天地之大德。	  

  另外，《周易》还包含了一种生生不息的品德。比如其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

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精神就对中国人影响很大。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也都成了中国人

追求的一种理想品格。	  

  《周易》里面还有许多重要的思想，比如它特别强调一个时的概念。我们看到很多彖辞、

象辞都在赞叹这个时，“时之义大矣”！强调与时偕行，也就是说时间变化了，我们也要跟着

变化。它还强调一个中，中正平和，这跟后来《中庸》的思想也可以联系在一起。	  

  总之，《周易》是中国许多根本思想的源泉，历代对《周易》的注释数不胜数，思想家

们都通过对《周易》的注释来发挥自己的见解。	  

  	  

2.	   道法自然——《老子》的智慧	  

  三玄里面的第二玄，就是老子的《道德经》了。《道德经》的核心就是自然无为，自然

是强调尊重事物的本性，无为是强调不要以人的意志去干扰事物发展的方向，应该因势利导

地去做。所以无为不等于无所作为，而是要积极地引导，是无为而无不为。	  

老子认为，如果遵循了万事万物自然发展的规律，那所做的事情自然就会取得成功。而这种

成功又不是那种有为的成功，不是通过干涉什么、改变什么得来的，而是自然而然得来的，

谁都不会感到不舒服。而获得成功的人呢，自己也不居功自傲，正所谓“为而不恃，长而不

宰”。	  

  这个方法应该说和儒家是正好相反的。儒家强调礼教，或者也叫做名教，因为礼里面主

要规定了每一个人的名分。名教认为为了社会的和谐，要克制自己很多自然的欲望，这本来

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克制过度了又会造成对人性的伤害，所以在汉末就出现了许多假孝廉、

假道学。	  

  那么，玄学家就提出，可以用老子自然无为的办法来调和名教和人的本性之间的矛盾，

使之既尊重了每个人的个性，又能够使得这个社会的秩序得到稳定。所以人们从来都把老子

的思想看做是既可以治身又可以治国的。	  

	  

  3.	   逍遥游——《庄子》的精神	  

  《庄子》也是道家的一部经典，但是《庄子》跟《老子》的思想，有很大不同。《老子》

是非常收敛的，所以在《老子》里面有这样的话，叫做“将欲夺之，必固予之”，我要得到你

的东西，就要先给你，这是以退为进的。而庄子则非常张扬，把自己的个性完全地展现，他

追求的是一种无拘无束的逍遥。	  

  怎样才能得到这种逍遥呢？庄子说要“齐物”，强调事物之间没有绝对的差异，所有的差

异都只不过是相对的。你说大，你大得不得了，还有比你更大的，相对于比你更大的，你又

是小的，所以大小这些东西都是没有实质区别的。因此有的时候就可以有一种自我安慰，我

小啊，我小还有比我更小的呢，跟比我还小的比我还大呢。所以常常讲中国人有一种阿 Q

精神，精神胜利法，很多就是来自于《庄子》。	  

  到了魏晋玄学时期，有一位注释《庄子》的非常著名的玄学家，叫做郭象。他就不太赞



同庄子这种相对的说法。他说形象上的差异是得承认的，如果一眼看去这一个就是比那一个

大，那就得承认这个事实，所以他是主张承认事物外在大小的差别的。	  

  但是郭象也要齐物，怎么齐啊？他说事物内在是平等的。你说你身材高大得不得了，我

并不需要羡慕你，如果我像你一样高大的话，做衣服还费布呢，还费钱呢？当然郭象不会举

这样的例子，这是我举的例子。	  

  郭象举的例子是两只鸟，一只大鸟、一只小鸟，大鸟要吃很多东西才能饱，一只小鸟吃

一点东西就饱了。但是大鸟没有必要羡慕小鸟，小鸟也没有必要羡慕大鸟。如果小鸟羡慕大

鸟，也要多吃一点的话，就可能被撑死了。大鸟如果羡慕小鸟，也少吃一点的话，可能就饿

死了。	  

  所以郭象说“自足其性”就是逍遥，在满足“自足其性”这个上面，没有差异。只要适性，

适合我的本性就是逍遥，不适性就不逍遥了。	  

  所以同样的一些东西，通过后人的注释，它就会发生变化。虽然说中国文化重注释轻创

作，但实际上注释里包含了很多创作。我们研究王弼的哲学，拿什么来研究呢？主要就是根

据他的《老子注》，玄学的思想就在那里面。研究郭象的思想有什么材料？就是他的《庄子

注》，他对庄子的解释有很多的不同，刚才那一个解释就不同。	  

  又比如《庄子》里面讲逍遥，怎样才能逍遥呢？庄子强调是“无以人灭天”，不要以人为

的东西来改变事物的天性、本性。他举例说牛、马本来是很好的，放开脚就在那儿跑，这是

牛、马的天性。可是人去给马套一个笼头把它锁起来，给牛鼻子上穿一个窟窿，套一个圈拽

走，这就违背了牛、马的本性，所以这是人为的，跟牛、马的天性相对立。郭象一解释就不

一样了，郭象说，这个穿牛鼻子、落马锁也是根据牛、马本性所设计的，是顺应它们本性的。

反过来，你去穿马鼻子、给牛套一个笼头，行吗？不行的。	  

  郭象由此证明，作为一个人，他也必须遵守一些伦理道德的规范，这些规范，其实也是

人性所需要的、所具有的。这样一解释，跟庄子原来的意义就发生了变化。	  

  所以《周易》、《老子》、《庄子》，也成了中国整个思想文化体系里的根源性典籍。后来

的人通过发挥书中的思想，来阐明各自的主张。	  

	  

四、四书要义 	  

  在隋唐时期，人们都去追求佛教或道教，对儒家的思想反而淡漠了。宋代的理学家因此

受到触动，认为这都是因为儒家只讲具体的道德和行为规范，而没有一个很深奥的理论体系

造成的。因此他们就要为儒家寻找一个复杂的理论依据，四书的地位因此而确立。	  

	  

  1.	   如何达到至善之境——《大学》	  

  到了宋代，又把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为什么呢？这有一个时代的背景。就是在隋唐时期，人们都去追求佛教或道教，对儒家的思

想反而淡漠了。宋代的理学家因此受到触动，认为这都是因为儒家只讲具体的道德和行为规

范，而没有一个很深奥的理论体系造成的，因此他们就要为儒家寻找一个复杂的理论依据。	  

  很快，他们发现，《礼记》里面的《大学》、《中庸》两章，包含了许多深奥的道理，也

可以用来阐明儒家所遵循的这些道德规范的根据。所以他们把《大学》、《中庸》单独拿出来，

和《论语》、《孟子》一起并列为儒家的根本经典。	  



  理学家通过考证，认为《大学》是孔子的弟子曾参所作，《中庸》是孔子的孙子子思所

作，他同时也是曾参的弟子，而《孟子》又是子思弟子的弟子孟子所作，这样就形成了一个

儒家完整的传承系统。从时间上来讲，《论语》第一，是孔子作的，《大学》第二，是曾参作

的，《中庸》第三，是子思作的，《孟子》第四，是孟子作的，他们将之统称为四子书。	  

  但是从内容上来讲，理学家又觉得，《大学》是入门书，因为《大学》还是讲具体的道

德规范的。《大学》讲什么，三纲领八条目。	  

  所谓三纲领就是《大学》里的第一句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这是人的三个最根本的追求目标，所以称为三纲领。	  

  那么八条目呢？八条目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

们现在常常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八条目的后半段。修身之前要做准备，

准备什么呢？八条目的前半段，格物致知，诚意正心。	  

 整个《大学》就是围绕这三纲领八条目来展开的。最高理想是止于至善，通过明明德，明

自己的德性，然后不断地新民（原作“亲”，通“新”），就是说让民众都能够不断提升自己的

道德品质，最后一起达到至善。	  

  八条目中，核心的条目就是修身，前面的四个步骤，是为了修身，后面这三个是修身以

后所要实现的目标。所以《大学》里面讲，“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不管天

子也好，普通老百姓也好，都要以修身为根本。修身的目的就是要达到一个道德层面的自觉

自愿。因为如果是被动的，就不能够称之为道德了，那就是在法律制裁威胁下遵守法律的问

题，道德一定是出于自觉自愿，只有这样，才可能达到至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修身当然

是最根本的。	  

	  

  2.	   为人之道——《论语》	  

  《大学》可以说是一个入门，然后具体的又该怎样去做呢？这就有《论语》中提出来的

那些具体的道德规范作为参考。	  

  《论语》的核心，其实就是仁。因为在孔子所处的时代，按他自己的话来讲，是“礼崩

乐坏”了。那么怎样来挽救这个礼崩乐坏的危局呢？孔子就强调要通过人的自我修养来恢复

对于礼这种规范的遵循。	  

  孔子讲“克己复礼为仁”，即主动地克制自己的行为，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礼的要求，这就

是仁的意义。所以孔子提出来的仁是倡导一种道德的自觉。同时，仁如果具体来讲，又是分

散在各个方面的。所以孔子回答什么叫仁，答案是多得很。他根据每个人不同的特点，来告

诉对方，什么叫做仁，通过仁来规范这个人的各种行为。	  

	  

3.	   完美政治——《孟子》	  

  到了孟子那儿，又把孔子“仁”的思想，进一步推演，成为了“仁政”。仁，不仅仅是每个

人自我修养时应当自觉遵守的规则，同时也成了一个治理国家的根本理念。	  

  孟子认为，治理国家必须要以礼乐教化，而不能够用强制的、暴力的手段，要实行王道，

而不是霸道。实行王道主要的措施就是要置民恒产。孟子认为老百姓如果没有固定的而且有

保障的财产，就不会有恒心，即“无恒产者无恒心”。没有恒心，国家就不会稳定。	  

  置民恒产在当时讲就是给人民一定的土地，让他们都拥有自己固定的财产。所以孟子常



常想象着这个仁政的结果是百亩之田、五口之家，小孩子有人抚养，老年人也有肉吃，并且

不必担心强权的剥夺。这样当然就是一个比较美好安定的社会了。	  

	  

  4.	   最高的德——《中庸》	  

  道德自觉了，政治安定了，就有了达到至善之境的基础。什么是至善呢？就是中庸。从

孔子开始，儒家就认为中庸这个品德是最高的。孔子讲过，“中庸之为德，至矣，民鲜久已”。

中庸这种品德是最高的，老百姓能够这样去做的已经很少了。	  

  《中庸》这本书就着重探讨了中庸这个品德的内涵。中庸这个德是什么样的德呢？它有

两个根本的意义，一个就是中，即什么事情都要做到恰如其分，也就是要掌握一个度。中庸

的庸是通常的意思，也是用的意思。所以中庸也可以反过来讲“用中”，即我们要“用”这个“中”，

“中”可以说是一个常道。	  

  在这个意义上儒家还讲一个概念，叫做和。跟“中”一样，“和”也是恰如其分的意思。所

以中庸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我的喜怒哀乐表达出

来了，而且是恰如其分，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就对了。儒家还有句话，“礼之用和为贵”，

这个“和为贵”并不是说和和气气，这个“和”就是指用得恰如其分。所以礼之用也要恰如其分，

过头了就虚假了；不足了，心意没到不够诚心，所以一定要恰如其分。这个分寸是很难掌握

的，所以《论语》里面借孔子的弟子有子之口讲道，“礼之用和为贵，大小由之”，只要能够

掌握这样一个原则，掌握这个分寸，那不管大小事情，都可以做到得心应手。所以中庸这个

品德也可以说是中国人的一个实践原则。	  

  《中庸》的另一个根本意义就是“诚”。我们现在都在讲诚信，《中庸》就把“诚”这个概

念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诚”是什么？天之道！“诚者天之道”。天是最讲诚信的，“四

时不忒”，四季不会错位，不会不来。春天过去一定是夏天，夏天过去一定是秋天，秋天过

去一定是冬天，这个规律是不会变的，这是天道，天道就是这样的诚。那么人呢？人就应该

效法天的诚道，所以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这句话在《孟子》里也讲过，孟

子讲“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说法不太一样，但意思是一样的。	  

  中国人非常强调以德配天，德侔天地，这是最高的。我们去看孔庙，孔庙里面写的就是

德侔天地。因为孔子了不得，他的德行可以跟天相配，什么地方相配？这个中间就是这个诚

字。所以天人合一，其实讲的就是这种德的天人之间的合一，也可以说是一种德行上面的天

人感应。你的德行跟天一样了，天就保佑你，你德行达不到天的要求，天就不保佑你，所以

人的品行跟天的品行是互相感应的。人道应该向天道学习，天之道讲诚，人之道也要讲诚，

以人道的诚之德去配天道的诚。《中庸》里这个诚的思想的提出，可以说影响了整个中国文

化的气质。	  

  到了宋代，我想就完全形成了中国的这样一些根本性的典籍，三玄、四书、五经。可以

说从中国本土的经典里面来看，在以后的发展中，都没有离开过这些经典。不管是讲科学的

也好，讲医药的也好，讲农业的也好，引经据典都离不开三玄、四书、五经。所以我前面就

讲了，别看中国有那么多的典籍，但是汇总起来，都是有源可循的，这个源就是这些根本性

的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