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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章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

「至誠」，鄭康成的注解，所以指的「天命之謂性」，指這個「性」講的。所謂「至誠」就是『性』的

「至誠」，這就是講孔子聖人『本性』完全開發出來了。既是『本性』完全開發出來，那孔子對于一切

人，所辦的一切事情，都是「至誠」。前面也講過，「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

天之道也」。就是天然而有的這個道，天然而有的就是，「至誠」指的就是『本性』。(徐)
「經綸」皆治絲之事：「經」是理其緒而分之，「綸」是比其類而合之。「大經」是父子、君臣、夫婦、

長幼、朋友五品之人倫。「大本」是所性之全體（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化育」是造化生育萬物。

「倚」是靠着的模樣。（直）

子思說：獨有天下極誠無妄的聖人，於那五品之人倫，如治絲一般，分別其等，比合其類，各盡其當然

之則，而皆可以為天下後世法，故曰「經綸天下之大經」。

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僞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從此出，故曰「立天下之大本」。

於天地之化育，陰陽屈伸，形色變化，皆 契於心，渾融而無間。故曰「知天地之化育」。這經綸大經黙 、

立大本、知化育三件事，都從聖人心上發出來，乃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不須倚靠他物而後能。故曰

「夫焉有所倚」。（直）

只有天下至誠，才能成為治理天下的崇高典范，才能樹立天下的根本法則，掌握天地化育萬物的深刻道

理，這需要借助什么呢（也就是說，聖人的秉性是天生的，不需要任何輔助和贊化）！（譯）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肫肫」事懇至貌。「淵淵」是靜深貌。「浩浩」是廣大貌。子思說：聖人經綸天下之大經，懇切詳至，

渾然都是仁厚之意在裏面，故曰「肫肫其仁」。

聖人立天下之大本，其德靜深有本，就是那淵水之不竭一般，故曰「淵淵其淵」。

聖人知天地之化育，其功用廣大，就是那天之無窮一般，故曰「浩浩其天」。（直）

他的仁心那樣誠摯，他的思慮像潭水那樣幽深，他的美德像蒼天那樣廣闊。（譯）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固」是着實的意思。「聰明聖知」聖人生知之質。「達」是通。「天德」即是天道。「孰」字解做

「誰」字。「知之」是知至誠之功用。

子思又總結上文說：至誠之功用，及其神妙如此。若不是着實有那聰明聖知之質通天德的

聖人，其誰能知得這功用之妙。可見惟聖人然後能知聖人也。

如果不真是聰明智慧，通達天賦美德的人，還有誰能了解天下至誠呢？（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