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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类面临个人身心、家庭、社会、国家乃至于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对于上述种种矛盾，仅仅依靠西方文

化是难以解决的，而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思想中所包含的个人身心和谐、家庭和谐、社会和

谐、经济和谐等和谐思想却为解决上述矛盾提供了可能，也是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所应当吸取的中国

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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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思想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对中庸思想的解读

即是对儒家思想的归纳与总结。儒家中庸之道所传授

的是儒家学说的道统，南宋朱熹提出，子思所著《中

庸》篇“乃孔门传授心法”，是子思因为“忧道学之失其

传而作”[1](20)。宋明理学家认为，儒家的道统微妙而难

知，仅由尧、舜、禹等圣圣相传，在孔子当年的教学

中，仅颜子、曾子等极少数弟子能够完全接受这一道

统。曾子传于孔子之孙子思，子思传至孟子，孟子之

后，这一道统失传。直至宋代诸儒出现，儒家中庸之

道才得以接续，并进一步发展为理学。 
儒家中庸思想是一种和谐思想，这种和谐思想对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然而现

代一些学者对儒家中庸思想尚存在着种种误解，以至

于严重影响着中庸思想在现代社会中的应用，因而结

合现代社会的实际需要，用现代语言对中庸思想加以

解读是必要的。 
 

一、中庸释义 

 
中庸一词，儒家将其解释为中和之用。唐孔颖达

引郑玄对《中庸》篇名的解释，指出：“名为《中庸》，

以记其中和之为用也。”[2](1661)中庸的中字被解释为无

过、无不及。如程子将中解释为：“不偏之谓中。”[1](20)

朱熹则提出；“中者，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之名。”[1](20)

中庸的庸字通常被解释为用、常二义。如汉儒郑玄解 

释为，“庸，常也，用中为常道也。”[2](1664)刘宝楠《论

语正义》也说；“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3](132)

程子将庸解释为：“不易之为庸”，“庸者，天下之定

理。”[1](20)朱熹则将庸解释为平常。“庸，平常也。”[1](20)

然而，中与庸并非两事，而是对同一道理从不同角度

进行的描述。“中、庸只是一个道理，以其不偏不倚，

故谓之中；以其无差异可常行，故谓之庸。”[4](1326)可

见中庸即是中和在修身、处事、待人接物中的运用，

其表现是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此是君子所时时常

行之道。“君子依乎中庸”[5](495)。 
为进一步厘清中庸的内涵，有必要从相关概念的

体用关系上对中庸思想加以分析。与中庸一词相关的

概念有中、和、庸、中和、中庸等。子思在《中庸》

篇对中与和的解释是：“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

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

天下之达道也。”[5](494)朱熹对中、和的解释是：“其末

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

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1](21)可见，中是性，也

即是中庸思想的本体，和是从性所发之情合乎时宜，

不违背性体，属于中的外用。而庸则是和的外用。儒

家认为，人与天地万物都具有天然的性德，即“天命之

谓性”[5](494)。宋明理学家将这种性称为理。“性，即理

也。”[1](20)在人的喜怒哀乐未发之际，人所具有的这种

性无所偏倚，故称为中。在《中庸》篇中，这种性又

被解释为诚。“自诚明，谓之性。”[5](498)“诚者，天之道

也。”[5](498)在《大学》中，这种天然之性又被称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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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儒家所主张的学习，根本目标即是发明这一人人

本具的性德。“大学之道，在明明德”[6](531)。《中庸》

中则提出：“自明诚，谓之教。”[5](498) “修道之谓

教。”[5](494)大学、自诚明、修道虽名称不一，但都是

指儒家的学习或教育。中、诚、“明德”等所表述的则

是通过这种教育所要认识的、人人本具的天然性德。 
中和与中庸之间，也是体用关系。中和是从性情

层面看问题，中庸则是从礼义层面看问题。 “以性情

言之，谓之中和；以礼义言之，谓之中庸”[4](1361)。所

以中和是体，中庸是用。而中和与中庸两个名词内所

含的中也不相同，中和这一名词所含的中是作为本体

的中，也即是喜怒哀乐等情感未发时的中，而中庸之

中则是在人的情感已经发生时能够做到无过无不及。

如《中庸》篇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时
中即是情感发动时能够守中。未发之中属于性与理的

范畴，已发之中则属于礼义层次的范畴。另外，中庸

一词也可以分为中与庸两个层面，庸为不易之常道，

而中则是运用之时能不违背这一常道，故两者的关系

是庸为体，中是用。正如朱熹所解释的：“以中对和而

言，则中者体，和者用，此是指已发、未发而言。以

中对庸而言，则又折转来，庸是体，中是用。如伊川

云 ‘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是也，此‘中’
却是‘时中’、‘执中’之‘中’。以中和对中庸而言，则中

和又是体，中庸又是用。”[4](1361) 
 

二、中庸与儒家的思想体系 

 
仅就名词解释中庸是相当烦琐的，解读中庸思想

必须联系儒家的思想体系。近年来，学术界对儒家思

想体系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形成了各种说法，如以仁

为中心说、以礼为中心说、以中庸为中心说等等。仁、

礼、中庸三者都能够体现儒家思想的特色，然而，全

面反映儒家思想体系的莫过于《论语》中孔子对儒家

思想的概括，即“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

艺。”[7](100)志、据、依、游是儒家教人求学的方法，

道、德、仁、艺则是儒家教人学习的内容。四项学习

内容代表儒家思想体系的四个层次，道与德属于体，

是内在的，仁、艺则是外在的应用。其中仁是总用，

属半内半外。艺是别用，纯属于外。孔子在教学中以

仁为重点，由仁发艺，以艺护仁。而仁的本体是德，

德的本体则是道，因而，学习必须能由用达体，即由

学艺通达于仁，由仁再上升到德与道，此即是孔子所

提出的“下学而上达”[7](170)。道德属内，较难领会，所

以孔子在教学中不常讲解。孔子弟子子贡曾说：“夫子

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

闻也。”[7](83)性与天道即是孔子关于道与德的学问。 
孔子在《论语》中所教授的主要内容是仁与艺，

两者之中又以仁为核心。关于仁这一概念，《说文解字》

的解释是：“仁，亲也，从人二。”[8](161)仁就是二人合

而为一、亲如一体。二人相亲相合，即是亲人如己。

可见，爱人如己，即是仁。仁虽然是一种心理，但必

须见诸行动。如《中庸》中提出：“力行近乎仁。”[5](497)

孔子也曾答复子贡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

达而达人。”[7](97) 

儒家教学中的艺是指各种才能。礼乐射御书数六

艺，以及百工技能，都可称为艺。艺是行仁的手段。

为推行仁的事业，必须博学艺术技能。然而，学习必

须有主有次，博学的同时，还必须能守约。所以孔子

提出：“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7](96)礼为六艺之

首，道德仁义及诸艺术，待礼而成。治国、平天下，

非礼则乱。《礼记》中提出：“故圣人之所以治人七情，

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

之?”[9](371)所以，儒家学习道、德、仁、艺，必自学礼

开始。礼乃是儒家学说的基础。 
由以上分析，可以将儒家学说的理论体系概括为：

以道为最终归宿，以德为上达于道的途径，以仁为核

心，以礼为基础，以六艺百工为运用。道、德之学为

儒家学说的本体，仁、艺之学为儒家学说的外用。 
联系儒家的理论体系考察中庸思想，则中和是儒

家思想的本体，属于儒家理论体系中道与德的层次。

若进一步细分，则中、和分别相当于道与德。中庸是

外用，属于仁与礼的层次。中与庸则分别对应于礼与

仁。可见中庸思想包含了儒家的整个理论体系。 
 

三、中庸与修身 

 
《中庸》篇虽然也重视对中庸本体的研究，并提

出了性、诚、中等属于中庸本体的概念，然而，重点

讨论的却是中庸之用。中庸之用可以从由用达体及由

体起用两方面考察，由用达体即是通过儒家的学习逐

步通达中庸的本体。从体起用则是由认识中庸本体而

时时践行中庸，依于中庸之道。由用达体侧重于知，

也即是儒家的修身；由体起用侧重于行，也即是儒家

的治国、平天下。儒家知与行是合一的，因而修身与

治国也不能截然分开。 
儒家学者认为，中庸之道在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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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所不在，片刻不离。“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

非道也。”[5](494) “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

为道。”[5](495)孔子的弟子曾子将自己的修学内容概括

为三事，时时加以反省。“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为人谋而不忠乎 ?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 传不习

乎?’”[7](49)朱熹赞叹曾子修学抓住了根本。“曾子以此三

事日省其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其自治诚切如此，

可谓得为学之本矣。”[10](49)可见儒家的学问立足于日

常生活实践，在下学中求上达，并非脱离生活追求高

深的学问。故此，儒家的修学人人皆能知能行。然而，

在现实中，只有修身行道的君子才能时时坚守中庸，

普通人在处事、待人、接物中往往不是过分就是不及。

“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

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5](494) “道之不行也，

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

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5](494) 

中庸之道人人可知可行，社会大众却不能知、不

能行，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修身，即没有接受道德教

育。儒家认为人人皆有天生的善性，通过教育皆可成

为君子乃至圣贤。儒家另一篇重要著作《大学》对儒

家的道德教育进行了深入地讨论。儒家大学教育的目

标即是通过开发人人本具的智慧以体认中庸本体，并

以此智慧践行中庸之道，服务于社会、国家。“大学之

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11](6) “明明德”、
“亲民”、“至于至善”是儒家教学的目标。“明德”是指

人人先天本具的至德与智慧，也即是中庸的本体。“明
德者，人之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

也。”[11](7) “明德”虽人人本具，然而普通人由于被情所

蒙蔽而不能显现，为使其重新复明，须通过儒家的大

学教育。“(人之“明德”)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

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

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11](7)《大学》中的

“亲民”即是在自己“明明德”的过程中，践行中庸之道，

推己及人，以己之“明德”泽及他人，使人人都能践行

中庸之道。可见“亲民”即是道德实践，也即是中庸的

外用，只有在“亲民”的过程中，自己的道德与智慧才

能不断地得以完善。 “止于至善”即是“明明德”、“亲
民”两者都达到圆满。“言明明德、新民皆当止于至善

之地而不迁。”[11](7) 
用现代语言解释，“明明德”即是明理，也即是开

发人人先天本有的智慧与德能。“亲民”即是以此智慧

服务社会，做到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若以《中庸》

智、仁、勇三德配大学的教育目标，则“明明德”属于

智，“亲民”属于仁，通过不懈努力将两者推广到极至

则是勇。《中庸》提出智、仁、勇为天下古今所共同的

完美品德。“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5](497)。

而获得此三德的途径即是通过大学的教育。从另外一

个角度来说，“明明德”是个人身心和谐，“亲民”则是

推己及人、和谐社会。 
《大学》将儒家教育的先后次第分为格物、致知、

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步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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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31)儒家《大学》所教的内容即是中

庸之道，八个步骤可分为发明中庸、体认中庸、推行

中庸三个层次。“致知、格物，是穷此理；诚意、正心、

修身，是体此理；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是推此

理。”[4](278)三个层次中，格物、致知被视为“大学始教”， 
因而极为切要。 

关于格物、致知，宋明理学家有不同的解释。朱

熹认为，格物致知即是即物穷理以推极吾之知识，通

过知识量的不断积累逐步达到质的飞跃而豁然贯通。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

也。”[11](11) “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

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

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

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11](11)儒家所贯通

的即是中庸的本体，也即是人人本具的“明德”。朱子

认为，格物的主要内容是读古代圣贤之书。“读书以观

圣贤之意，因圣贤之意，以观自然之理。”[4](146) 
王阳明则提出“致良知”说。“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

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

谓天理也。”[13](13)王阳明对“格物致知”的解释是：“格
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

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夫是之谓

格。”[14](1063)可见王阳明的格物即是在心上去恶为善。

“致知云者，非若后儒所谓充广其知识之谓也，致吾心

之良知焉耳。”[14](1063)王阳明对致知的解释是开发自心

的良知。其入手处不是通过积累知识，而是通过去恶

为善、正其不正之心。 
朱子与王阳明的修学方法各有特色，两者都可以

作为儒家大学修学的入门手段。朱子的修学方法即是

孔子提出的“下学而上达”[7](170)的渐修过程。王阳明的

修学方法，则是孔子所说的“吾道一以贯之”[7](75)的顿

悟方法。虽然朱子强调积累知识，但并不认为知识即

是智慧，开发智慧须在积累知识的基础上达到豁然贯

通。而王阳明也并非不重视儒家经典的学习，而是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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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经典摄在去恶为善的修学实践中。但采取朱子的

方法须避免可能出现的仅仅将积累知识作为学习目

标，不重视在知识积累的基础上开启智慧的失误。这

种失误即是孔子所指出的“学而不思则罔”[7](59)。采用

王阳明的方法则须避免忽视学习经典、高谈心性而不

务实践的失误，这种失误即是孔子指出的“思而不学则

殆”[7](59)。 
能够通过格物达到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三

者则可层层递进、势如破竹。“知其不善之必不可为，

故意诚。意既诚，则好乐自不足以动其心，故心

正。”[4](272)若心正，则处事、待人、接物无不合乎中

庸之道，故身修。《大学》指出：“物格而后知至，知

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6](531)

儒家的修身、治国虽分为许多层次，其实都是一件事。

学理上虽有先后次第，修学时却是同时而行。“大学自

致知以至平天下，许多事虽是节次如此，须要一齐理

会。不是说格物后方去致知，意诚后方去正心。”[4](277) 
儒家的教育以艺为教学的主要内容。通过博学各

种艺术技能以推行仁的事业，进而通达德与道，体认

到中庸本体。各种艺术以礼为核心，所以礼是儒家教

学的基本内容。礼包括道德规范及各种正式与非正式

的制度，礼的具体内容随着时代的不同而变化，然而

礼的精神是不变的，这种精神即是中和。“礼之用，和

为贵。”[7](53)礼的内容虽然广泛，其目的却不外乎规范

人的心理与行为。调节心理即是诚意、正心，规范待

人的行为主要是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五伦关系，规

范处事的行为重在处理好义与利的关系。 
儒家提出的五伦关系包含了人所面临的所有社会

关系。 “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

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5](497)任何时代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都可以概括为上述五种关系。只是不同时

代表现形式稍有差异而已。父子关系、夫妇关系、兄

弟关系主要指家庭关系，朋友关系、君臣关系主要是

社会关系，其中朋友可以包括同事、同学等社会关系，

而君臣关系在现代社会则表现为上下级关系。不同时

代这五种关系的表现形式虽有差异，但其原则却不会

发生根本变化。处理五伦关系的总原则即是中庸，具

体原则即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

有序、朋友有信。“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

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

信。”[6](532)儒家强调五伦关系是古今所共同的达道，

是个人修身的基础，也是家庭幸福、社会和谐的根本

保证。由此可知，儒家的教育是一种生活教育，儒家

的智慧是表现在处事、待人、接物方面的高度智慧。 

人类最基本的关系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孝亲是

人生的基本责任，也是儒家修身的起点。 “君子不可

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5](497)孔子弟子

有若提出：“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第也者，其为

仁之本与！”[7](49)孝经中也说：“夫孝，德之本也，教

之所由生也。”[15](27)《中庸》中引舜王、武王、周公

作为以中庸修身、行孝的榜样，说明孝贯穿于修身、

治国的始终。“舜其大孝也与！”“武王、周公，其达孝

矣乎。”[5](496)所以中国古代强调以孝治天下。 
儒家的修身思想在现代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

意义，个人身心的和谐、家庭生活的幸福、和谐社会

的构建都离不开个人修身的基础。以“八荣八耻”为主

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即是当今社会对每一个公民

提出的修身要求。荣辱观的践行首在知荣辱，其次是

学习与力行，这与儒家的智、仁、勇三达德是相通的。

“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5](497) “八
荣八耻”既包括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内容，也包

括如何处理义利关系的内容，因而与儒家提出的五伦

关系与义利关系是相通的。若以儒家的仁、义、礼、

智、信等品德相配，则荣辱观与儒家修身思想的继承

与发展关系更为明显。“八荣”之中，热爱祖国、服务

人们属于仁，团结互助属于义，崇尚科学属于智，诚

实守信属于信，尊法守纪、辛勤劳动、艰苦奋斗属于

礼。可见践行“八荣八耻”即是修身，而儒家的中庸思

想及其修身理论完全可以服务于荣辱观的践行。 
 

四、中庸与社会和谐 

 
儒家的齐家、治国、平天下是通过修身体认中庸

本体而发起的外用，所以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基

础是中庸之道。尧、舜、禹三代相传的治国之道即是

中庸。“‘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

也。”[1](18)儒家的治国即是推行中庸之道。“舜其大知

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

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5](494)儒家的治国、平

天下在现代即是构建和谐社会，其中齐家即是和谐家

庭，治国是和谐社会，平天下则是和谐国际社会。三

者之中，平天下以治国为本，治国以齐家为本，齐家

则以修身为本。故孟子提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

在家，家之本在身 。”[12](249)身若修，则“家便齐，国

便治，而天下可平。”[4](279)故《大学》指出：“古之欲

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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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6](531)《中庸》则提出“知所

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

下国家矣”[5](497)。孟子也说：“道在尔而求诸远，事在

易而求诸难。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12](298)

可见，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是修身。 
就整个社会而言，修身即是推行道德教育。只要

人人接受道德教育，在为人处事中守中庸之道，就能

协调各种社会矛盾而达到社会和谐。所以儒家十分强

调道德教育在治国中的重要作用。《礼记·学记》中

提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16](421)《大学》中说：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6](531)孔子

指出，在国家治理中，以道德引导人民，以礼制规范

人的行为，要优于仅仅依靠行政命令与法律制裁。“道
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

礼，有耻且格。”[7](55)所以，儒家认为，在人民的基本

生活得到保障之后，应当积极推行道德教育。如孔子

弟子子贡向孔子请教治国问题时，孔子的答复即是：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7](146)足食即是富民，民信

即是教民。孔子在游历卫国时与冉有的对话讨论的也

是这一问题。“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
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

又何加焉?’曰：‘教之。’”[7](155)孔子弟子冉有在谈论其

治国主张时曾说，由他治国，三年可使民富，而教民

问题则不敢承当。“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

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7](140)

所以富民之后推广道德教育是儒家治国的基本原则。

“先饮食而后教诲，所谓治人也。”[17](144)孟子在当时所

主张的仁政也是以先富民后教民为主要内容，“五亩之

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

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

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

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12](219) 
社会的治理，道德的教化，需要相应的制度与文

化相配合。文化一方面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每

一个时代的文化都有其时代特点。另一方面文化又有

其延续性，新文化是在旧文化的基础上建立的。孔子

指出，夏、商、周三代的制度与文化相因而来，虽有

所损益，其发展规律却是显而易见的。同样，未来制

度与文化的发展也不能违背这一规律。 “殷因於夏礼，

所损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

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7](61)制度与文化的制定

关乎万民的利益，决定着国家的兴衰。因而构建文化

与制度必须把握中庸原则，做到不偏不倚，无过无不

及。把握中庸原则必须自身能够体认中庸本体，并能

“用其中于民”[5](491)另外还必须能洞察古今中外文化

与制度的得失。“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徵诸庶民。考

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

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感。”[5](500)所以儒家强调，非有贤

人在位，不能修订制度与文化。“虽有其位，苟无其德，

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

焉。”[5](500)同样，当前我国的和谐文化建设也是一项

十分艰巨的系统工程，新文化不仅需要充分体现时代

特色与我国当前社会制度的特点，更需要吸取中国传

统文化的精华，若对中国传统文化没有深刻的体验，

则难以把握中国文化的精髓。 
儒家认为，治理国家，推行道德教育，在位者自

身的行为起着关键作用。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

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风，

必偃。’”[12](269) “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

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

也。”[6](533)这也正是《大学》中提出的絜矩之道，“上
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

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6](533)所以孔子强调：“其身

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7](154)《中庸》

篇中提出的治理国家的九条原则即是要求在位者通过

践行中庸之道以处理好君臣之间、君民之间等各种社

会关系。“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

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

柔远人也，怀诸侯也。”[5](497)在推广道德教育的过程

中，只有在位者以身作则，落实道德教育，才有可能

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就现代社会而言，所

谓在位者，不仅仅指政府官员，凡是可以影响社会风

尚的阶层或团体皆是在位者。如新闻媒体、学校甚至

企业等，对社会的道德教育都可以产生巨大的影响。 
《礼记·礼运》中提出的小康社会充分体现了儒

家理想中的和谐社会的特点。“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

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已，大人世及以为礼，

域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

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

知，以功为已。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

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

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

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

殃。是谓小康。”[9](36)在这种小康社会中，依中庸原则

制定礼义等制度，以和谐五伦关系与义利关系，进而

使家庭、国家、天下都达到和谐。这种小康社会是一

种德治社会，也是一种礼治社会。我国当前正在建设

的小康社会与儒家理想的小康社会虽然有着重大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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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然而儒家的治国思想对当前我国小康社会建设却

具有主要的参考价值。 
 

五、结语 

 
中庸与和谐是儒家学说的基本理念，中庸之道是

儒家学说的核心。儒家无论是修身或是治国都是以中

庸原则为指导，理解中庸思想是全面把握儒家学说的

关键。现代一些学者由于不能全面理解中庸思想，仅

仅看到儒家学说表面上存在的某些历史局限性，而否

定儒家的思想以及儒家的教育。事实上，中庸思想包

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

必须加以吸取的内容。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

儒家学说及其中庸思想可以为我国建设和谐文化提供

重要的借鉴与指导。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人类面临着许多新的矛盾。

这些矛盾包括：个人身心之间的矛盾；家庭内部的矛

盾；社会中个人之间、阶层之间的矛盾；国家之间的

矛盾乃至于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等。对于上述种种矛

盾，仅仅依靠西方文化是难以解决的，而以儒家文化

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却为解决上述矛盾提供了可

能，中庸思想中所包含的个人身心和谐、家庭和谐、

社会和谐、经济和谐等和谐思想正是解决上述矛盾的

有效途径。 
儒家学说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不同的时代儒

学都有其适合时代要求的特色。同样，在二十一世纪

以及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也必须根据

时代的要求对儒学加以发展与创新，在儒家文化的基

础上建立具有时代特色的和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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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in modern interpre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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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uman beings are facing such conflicts, as those of their mental and physical aspects, of their families’, 
as well as social, national conflicts, even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mselves and nature, all of which can’t be solved by 
only relying on Western culture. Confucianism, the best par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can be a good way to help us. 
So nowadays we should try to find and get those great ideas from Confucian thoughts, our great ancestor’s thoughts to 
establish today’s socialist hor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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