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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智慧心得》

前言

　　南宋大儒朱熹曾如此高度赞誉《中庸》：&ldquo;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rdquo;意思是
说，只要按照《中庸》的精义治国、修身，必定能达到天地万物各得其所的太平和合境界。可见，在
古人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中，《中庸》有着多么巨大的作用。　　可是，这部治国经典，对于早已生活
在现代社会中的我们，还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现在的人们一谈起《中庸》，总觉得它要么高深莫
测，要么不合时宜。　　其实，《中庸》所谈的道理，既是朴素的，也是永恒的，就是人们日常吃穿
住行用之中最基本的规矩和道理。　　翻开这部两千多年前的经典，一句句的妙语连珠映入眼帘。它
实际就是孔子及其高徒日常教学生活点点滴滴的记录。　　因此，《中庸》并非什么有着&ldquo;严格
逻辑体系&rdquo;的论著。它就像一位年老的贤人，断断续续地向学生唠叨那么一些人生的道理，教他
们如何获得快乐、幸福的生活。　　所以，今天我们再去重温这部经典，便要像听长者唠家常一样，
去体会其中朴素、温暖而不乏睿智的生活态度。　　那么，蕴涵在《中庸》里的这种生活态度究竟是
什么呢？　　一言以蔽之，就是&ldquo;中&rdquo;。所谓中庸之道，持中而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可是，什么才是&ldquo;中&rdquo;？又如何才能做到&ldquo;持中而立&rdquo;呢？　　回答了这两个问
题，也就能明白《中庸》这部经典，对于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我们，有着何等重要的意义了。　　《
中庸》说：&ldqu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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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rdquo;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人们的喜悦、愤怒
、哀愁和快乐情感还没有表现出来，就是&ldquo;中&rdquo;；而表现出来但都合乎时宜和礼节，就
是&ldquo;和&rdquo;。&ldquo;中&rdquo;是天下人的根本；&ldquo;和&rdquo;是天下人遵从的原则。达
到了&ldquo;中和&rdquo;的境界，天地也就各在其位了，万物也就生长发育了。　　由此可见，《中
庸》所谓的&ldquo;中&rdquo;，就是教人如何处理好内心的各种情感，让内心保持一种平静和平衡。
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宁静、幸福的生活。　　这种内心的平静和平衡最好的体现，便是孔子对《诗
经&middot;关雎》的评价。　　在《论语&middot;八佾》中有这样一句话：&ldquo;子曰：关雎，乐而
不淫，哀而不伤。&rdquo;　　意思是说，《关雎》这首诗，快乐而不淫秽，哀愁而不伤怀。这可以说
是对&ldquo;中&rdquo;的境界绝佳的阐释。　　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是难免喜怒哀乐的。然而，倘
若想要活得平静、幸福，最重要的便是人的情感控制能力。不然，一旦乐而忘我、悲而忘形，就不仅
容易伤身，更容易损情。　　因而，要做到《中庸》所谓的&ldquo;中&rdquo;，简单地说，就
是&ldquo;喜怒不行于色&rdquo;，保持内心的平静和安详。　　由此，我们便可以见到《中庸》
的&ldquo;中&rdquo;对于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是意义非凡的了。　　现代社会的我们，生活在竞
争激烈的市场氛围里，急功近利使得期望满足后狂喜、自满、虚骄，目的落空后沮丧、恐惧、空虚，
都在损害着我们的身心。在这种心态下，成功者难以守成，位低者欲速不达。此时，我们缺乏的正是
《中庸》持中而立的智慧。　　现代社会的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距离愈发遥远，猜疑、不信任、
没安全感，让人际关系更加难以处理。面对不公平待遇，面对亲近的人，我们需要的也是《中庸》的
持中而立，把握过与不及的度，让自己内心平和、安宁。　　曾有一则寓言说，有一群浑身长满锐刺
的豪猪，在天寒地冻时想要挤在一起取暖。可是，它们那一身尖利的刺，让这个美好愿景无法实现。
它们要不就是凑得太近，彼此相互伤害；要不就是离得太远，感觉异常冰冷。　　最终，它们在很多
次的磨合下，才找到了一个不远不近的距离，温暖了自己，也暖和了他人。　　其实，这个不远不近
的距离，就是《中庸》的&ldquo;中&rdquo;。　　记得孔子的高徒子游曾经说过：&ldquo;事君数，斯
辱矣；朋友数，斯疏矣。&rdquo;（《论语&middot;里仁》）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倘若
有事没事总爱跟领导套近乎，那么他就离羞辱不远了；倘若有事没事总跟朋友亲密无间，那么他就离
与朋友疏远不远了。　　之所以有这样的结局，就是这个人太不懂得《中庸》&ldquo;中&rdquo;的智
慧。　　实际上，《中庸》持中而立，就是教人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把握好距离和分寸，既不过分疏
离，也不过分亲近。　　这就很像禅宗所欣赏的一种人生境界，即所谓的&ldquo;花未全开月未
圆&rdquo;。　　什么是&ldquo;花未全开月未圆&rdquo;的境界？说简单点，其实就是&ldquo;
中&rdquo;的境界。　　你想，一朵美丽的鲜花，一旦全部开放，那就意味着很快就要凋谢；而一轮皎
洁的月亮，一旦全圆，那就离缺损不远了。　　因此，最美丽的瞬间，便是那花未全开、月未全圆的
时刻，因为在那时，我们还能够有所期待和梦想。这也就是&ldquo;中&rdquo;的境界，人间最好的境
界。　　因此，当我们与人交往怒火中烧时、狂喜不已时、极度悲伤时、乐而忘形时，不妨想一想这
个&ldquo;中&rdquo;字，想一想生活的幸福其实更多是在于内心的平静和安宁。　　如此一来，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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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智慧心得》

便能&ldquo;心远地自偏&rdquo;，远离了人世的嘈杂和喧嚣。在钢铁城市，同样能获得倦鸟归林的自
在和逍遥。这便是《中庸》这部经典亘古弥新的永恒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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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庸智慧心得》内容简介：南宋大儒朱熹曾如此高度赞誉《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
焉。”意思是说，只要按照《中庸》的精义治国、修身，必定能达到天地万物各得其所的太平和合境
界。可见，在古人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中，《中庸》有着多么巨大的作用。
可是，这部治国经典，对于早已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我们，还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现在的人们一谈起《中庸》，总觉得它要么高深莫测，要么不合时宜。其实，《中庸》所谈的道理，
既是朴素的，也是永恒的，就是人们日常吃穿住行用之中最基本的规矩和道理。
翻开这部两千多年前的经典，一句句的妙语连珠映入眼帘。它实际就是孔子及其高徒日常教学生活点
点滴滴的记录。《中庸智慧心得》通过一个个有趣的故事将中庸智慧的精华全部展现到读者面前。
《中庸智慧心得》由袁岳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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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上下通达——《中庸》的持中  1.妙在恰到好处  2.不偏不倚，顺势而为  3.千万不要弄巧成拙  4.
利害大小，不可不虑  5.到位而不越位  6.一定要避免过激  7.做人不要肠冷腹热  8.做人过慎，良机尽失 
9.善于给人台阶下第二章  大爱无涯——《中庸》的仁爱  1.仁者，爱人  2.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3.做一
个善良的人  4.孝以敬为先  5.君子之交淡如水  6.以道义结良友  7.施恩，也要有度  8.友善的境界  9.爱，
点亮世界第三章  诚身有道——《中庸》的诚信  1.诚于内，信于外  2.人啊，认识你自己  3.心中常存一
份敬畏  4.诚信，必须言行合一  5.推心置腹，开诚布公  6.诚信，需要一份坚持第四章  自强不息——《
中庸》的图强  1.准备，赢得一切  2.不要怨天尤人  3.有一种刚强叫柔弱  4.从低处做起  5.忍一时风平浪
静  6.锲而不舍，百折不挠  7.无志者弱，有志者强  8.以退为进，谋取强大第五章  和而不流——《中庸
》的和谐  1.君子和而不流  2.和气才能生财  3.家和万事兴  4.不要过于清高  5.创新先须和俗  6.善待意见
不合的人  7.吃亏是一种福气  8.和，要顺应人心第六章  大智境界——《中庸》的智慧  1.功成而不居  2.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3.多自嘲，少嘲人  4.智慧源自好学  5.智慧，就在我们身边  6.适者方能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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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等子夏跪坐下来之后，孔子缓缓地向他解释道：“在众多弟子之中，颜回是最讲诚信的，可
是，他虽然为人十分诚信，却不知道在有些时候，还不能过于讲诚信。而子贡是所有弟子之中，头脑
的思维最敏捷的，因此，他才能做成大生意；但是，他却不知道，一个人在世上，有些时候，还不能
过于伶牙俐齿。至于子路，他肯定是当世最英勇的猛士，可是，他最大的毛病，就在于不知道还应该
有害怕的时候。所有学生之中，子张在言行举止上，是最庄重的，可是，他却过于严肃了，严肃到忘
记了还应该在与人交往时，保持一种诙谐亲近的关系。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他们四个人才认我做了老
师！”从这段对话，我们可以看出，孔子之所以能让四位高徒心甘情愿地追随，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孔子在为人处世上的恰到好处。换句话说，无论是孔子的哪个高徒，颜回、子贡也好，子路、子
张也罢，都犯了过犹不及的错误。在孔子看来，一个人讲究诚信是可以的，但是过了头，就成了迂腐
；一个人在世上没有敏捷的头脑，自然吃不开，可是过了头，思维敏捷、口齿伶俐就变成了狡猾、奸
诈；一个人肯定是需要勇敢一些的，可是过了头，勇敢就只是匹夫之勇，那就成了鲁莽；一个人是要
将就一点行为举止的庄重，这样才会显出气魄来。可是，一旦过了头，庄重得太严肃了，就失去了亲
和力和幽默感，那还有什么人愿意跟他交往呢？因此，在《中庸》看来，真正有智慧的为人处世之道
，就是凡事恰到好处。这就是《中庸》的“中”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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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智慧心得》

媒体关注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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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中庸》“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
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北宋思想家程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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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智慧心得》

编辑推荐

《中庸智慧心得》：《中庸》一部蕴含丰富处世哲理的传世经典。《中庸》，让我们哪怕身处钢铁城
市。也能获得倦鸟归林的自在和逍遥。让生命成为一种艺术，少一点怨气，多一分和气。做人不偏不
倚，做事手到擒来。一朵美丽的鲜花，一旦全部开放，那就意味着很快就要凋谢；一轮皎洁的月亮，
一旦全圆，那就离缺损不远了。最美丽的瞬间，便是那花未全开、月未全圆的时刻，因为在那一刻，
我们还能够有所期待和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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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老一辈的人生经验，值得学习，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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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智慧心得》

章节试读

1、《中庸智慧心得》的笔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第三章，第二小节：人啊，认识你自己（3）

       一般说来，就是要看清楚自己的能力、地位、优点、缺点等性格特征。
    认识清楚了自己，才能帮助我们找到在社会上的正确位置。
    当然，要想认识自己，除了进行自我反思之外，还可以通过对别人的认识，来反观自己。
    曾经有这样一个年轻人，自认才华横溢。
    可是，他却在找工作时，四处碰壁。伤心绝望之余，来到了海边，准备自杀。
    正在这时，一位好心的路人经过这里，劝住了他。
    看到年轻人一脸痛苦的表情，路人问道：“你为什么要走绝路呢？”
    年轻人说出了自己的苦衷，认为自己这么出众，为何得不到社会的承认和重视。
    路人听完笑了。他从沙滩上捡起一粒沙子，然后又扔在了地上，对年轻人说：“现在，请你把刚才
那粒沙子捡起来。”
    年轻人觉得，这是根本办不到的事情。
    接着，路人从口袋里掏出一颗光亮的珍珠，还是扔在了地上，对年轻人说：“那你总能把这颗珍珠
捡起来了吧？”
    年轻人说：“这当然没问题！”
    于是，路人笑道：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一颗珍珠太与众不同了。
    可是，你为何不想一想，你现在究竟是一颗珍珠还是一粒沙子？
    假如你和别人一样，都是沙子，你凭什么要求别人把你当成珍珠，从而承认和重视你呢？”
    年轻人低下了头。
    孔子曾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2、《中庸智慧心得》的笔记-到位而不越位

        第一章，第五小节：到位而不越位（3）（4）

有一年夏天的时候，下了很多场暴雨，子路担心会引发洪水。
    这个时候，如果不及时疏导已经积聚起来的河水，就会导致洪灾。
    于是，子路一马当先，带领当地的老百姓和军队，一起疏浚河道、修理沟渠。
    就在紧张的抢险进行之中，子路发现了老百姓的辛苦。
    当时是大夏天，老百姓顶着烈日，泡在污浊的河水里，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自然非常辛苦。
    心地善良的子路，实在看不下去了。于是，他拿出了自己的俸禄，给老百姓买来了许多食物。
    这件事情，很快就传到了孔子那里。
    孔子听后十分着急，连忙派了另外一个弟子子贡去制止子路。
    子贡赶到蒲，向子路说明了老师的劝告。
    子路听完，十分生气。他那犟脾气又上来了，一股劲就冲到孔子那里去，怒气冲冲地对老师说：
    “我是因为下了大雨，担心会出现水灾，所以才带领百姓修筑这些水利工程的。我看他们一个个的
十分劳苦，有的甚至都饿得没有力气了，于是我才给他们弄了一点粥喝。

谁知，老师您却让子贡来制止我，那岂不是要让我不去做仁义的事情吗？可是，老师，您经常教导我
们，为人要做到仁爱，您今天这样来阻止我，岂不是不让我实行仁义。我今后再也不听你的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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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完这通气，子路转身就要走。
    孔子赶忙叫住他说：
    “我知道你是在实行仁义，可你要真是可怜这些老百姓，不忍心他们忍饥挨饿，那你为何不去向国
君报告，让国君用国家的库粮来帮助他们呢？
    你知道吗，你现在用自己的粮食来帮助老百姓，实际上是在向百姓们传达这样一个信息，那就是他
们的国君，还不如你对他们好呢。
    也就是说，老百姓会因为认为，你是一个大好人，而他们的国君却不管人民的死活。
    你仔细想想，假如你的国君知道老百姓这样看待他，他会怎样对你呢？
    所以，你还是赶紧停下来吧。不然的话，你一定会被国君治罪的！”
    听完老师的话，子路恍然大悟：原来老师阻止自己，是在劝告自己做事不要越位！
    于是，子路就停止了向老百姓提供食物，也因此避过了灾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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