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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

修道之谓教。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

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

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

闻。

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

子慎其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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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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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

焉。

天命所赋予人的本性，就是

“性”；遵循本性而行，就是

“道”；通过修养来践行道，

就是“教”。
 

道，是片刻都不能离开的；

如果可以离开，那就不是真

正的道了。因此，君子在别

人看不见的地方也保持谨

慎，在别人听不到的时候也

心存敬畏。

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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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比隐秘之处更能显现一

个人的品性，也没有比细微

之事更能彰显一个人的本

质。所以，君子在独处时也

格外谨慎。

喜、怒、哀、乐这些情感尚

未表现出来时，称为“中”；

表现出来且符合节度，称为

“和”。“中”是天下万物的根

本，“和”是天下共通的法

则。

达到“中和”的境界，天地就

会各安其位，万物就能顺利

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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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

这段文字探讨了人性、道与

修养的关系，强调了“道”的

普遍性和重要性。它指出，

真正的道是不可脱离的，因

此君子需要在任何情况下都

保持谨慎和敬畏，尤其是在

独处时。情感的表达需要符

合节度，未发之时是“中”，

发而中节是“和”。“中”是万物

的根本，“和”是通达天下的

法则。最终，达到“中和”的

境界，天地万物才能和谐有

序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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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

中庸。”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

中。小人之反（有书作“小人

之反中庸也”，也有书作“小

人之中庸也”）中庸也，小人

而无忌惮也。”

仲尼说：“君子遵循中庸之

道；小人违背中庸之道。”
 

“君子之所以能遵循中庸之

道，是因为君子能够随时保

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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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适中，不偏不倚。小人之

所以违背中庸之道，是因为

小人无所顾忌，肆意妄为。”

解释：

这段文字强调了君子和小人

在对待中庸之道上的不同态

度和行为。中庸之道指的是

在处理事情时保持适中、不

偏不倚的态度，既不极端也

不过分。君子能够时刻保持

这种适中的态度，因此能够

遵循中庸之道。而小人则相

反，他们无所顾忌，行事极

端，因此违背了中庸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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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比，说明了君子和小

人在道德修养和行为准则上

的根本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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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

能久矣。”

翻译：孔子说：“中庸之道是

至高无上的啊！但人们很少

能够长久地坚持它。”

解释：孔子在这里强调“中

庸”作为一种道德和行为的准

则，是极其崇高和完美的。

中庸之道要求人们在处理事

务时保持平衡，既不偏激也

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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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分，恰到好处。然而，

孔子也指出，尽管中庸之道

非常理想，但现实中人们往

往难以长期坚持这种平衡和

适度的生活方式。这反映了

孔子对人性复杂性和现实挑

战的深刻认识，同时也表达

了他对中庸之道的推崇和对

人们难以持之以恒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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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子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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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

也。”

孔子说：“道之所以不能实

行，我知道原因了：聪明的

人往往做得太过，而愚笨的

人又往往做不到位。道之所

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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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能显明，我也知道原因

了：贤能的人往往做得太

过，而不贤的人又往往做不

到位。”

“人人都要吃喝，但很少有人

能真正品味出其中的滋味。”

解释：

这段话主要讲的是“中庸之

道”难以实行的原因。孔子指

出，无论是聪明人还是愚笨

的人，贤能的人还是不贤的

人，他们在追求道的过程

中，往往会出现两种极端：

一种是做得太过，另一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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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不到位。这两种情况都偏

离了“中庸”的原则，导致道

无法真正实行和显明。

接着，孔子用“饮食”作比

喻，说明虽然人人都需要吃

喝，但很少有人能真正品味

出其中的滋味。这暗示了人

们在日常生活中，虽然都在

追求道，但很少有人能真正

理解和体会道的真谛。这进

一步强调了“中庸之道”的难

以把握和实行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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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孔子说：“中庸之道恐怕难以

实行了吧！”

这句话表达了孔子对中庸之

道在当时社会难以推行的感

慨。中庸之道强调不偏不

倚、恰到好处的处世态度，

但在现实中，人们往往容易

走向极端，或过于激进，或

过于保守，难以把握平衡。

解释



第五章

18

孔子感叹这种理想的状态在

现实中难以实现，反映了他

对社会现状的忧虑和对理想

境界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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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子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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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说：“舜真是具有大智慧

的人啊！他喜欢向别人请

教，而且善于审察那些浅近

的言论。他隐藏别人的缺

点，宣扬别人的优点。他掌

握事物正反两方面的极端，

而用中庸之道来治理百姓。

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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