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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

内容概要

《大学》是儒家经典，也是四书之一，全书以人为中心，旨在提高人的修养，造就高尚的人格，成就
人的德行功业。本书对《大学》注析解读，旨在从平民的视角出发，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相结合，使之
成为指导平民修养的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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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

书籍目录

一、经总论“三纲领”和“八条目”　1.德行，引领我们抵达美好人生的至境　2.回归心灵的纯净透明
　3.深隐于事物内部的“道”　4.正心修身，格物致知　5.从思考开始　6.修身为本　7.立大本二、传
统论纲领旨趣，细论条目功夫  第一章 明明德    1.道德是公众的认同    2.高尚的品质与生俱来    3.远古的
昭示    4.道德的人  第二章 新民    1.每天都有一点进步    2.公民必须的觉悟    3.改变命运的方向    4.接受新
思想的陶冶和洗礼  第三章 止于至善    1.民为邦本    2.举止所宜    3.找到自己的位置    4.诗意人生和人生
的诗意    5.历史，永远写在人民的心里  第四章 本末    1.抓住事物的根本  第五章 格物致知    1.以民为本  
 2.智慧的境界    3.学习与思考  第六章 诚意    1.谨守内心的诚笃    2.诚于中而形于外    3.惟有德行，使我
们心身安泰  第七章 修身正心    1.修身必先正心    2.在心灵之外    3.美好的心灵是我们永远的航标  第八
章 修身齐家    1.人性中与生俱来的弱点    2.加强修养的理由  第九章 齐家治国    1.为治之道，必有先务   
2.治国以重民为要    3.德泽化育    4.家庭和睦，是成就一切事业的基础    5.我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6.融融
亲情照耀我们前行  第十章 治国平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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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

编辑推荐

　　曾子是孔子三干门徒中的佼佼者，后被列入儒家七十二贤人。曾子名参，少孔子四十六岁，相传
四书之首的《大学》为其所作。曾子以政治为轴心，以伦理道路为本位，弘扬并发展了孔子的“仁”
学体系。到了明世宗时，改称曾参为“宗圣”曾子，并敕封曾参之妻公羊氏为成5国一品夫人。　　
书中提出“至善”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也是政治上的最终理想。 “诚意、正心、修身”是道德修
养，“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政治实践。通过道德修养实现政治抱负，道德与政治水乳交融，这是
儒家思想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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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对于年纪比较小的读者来说可能只能做到背诵了。从小到大通读过几次，每次都隔了至少5年。温
故而知新。认可与否定感都是一次比一次强烈。
2、论为了工作而读书。
3、好书．
4、看的原版。
5、心止于静
6、妈妈说很喜欢，书很漂亮，插图很多，包装很好，内容也很好，
7、原来大学本身很短，内容典型孔孟之道，仁爱礼义讲与君子帝王。经典之重于我惶恐。但是长着
长着，却发现自己好像溜到遗世庄老之梦那去了⋯⋯
8、慎独
9、  四书第一。
10、似乎有断章取义之嫌
11、格物，致至，而后平天下。国学总是要和政治扯在一起。修生养性终究还是做给别人看的，儒家
思想只是悬浮表面，进入不了内心。统治者也许就是喜欢这样，不然高人都在山里面隐居了。所以说
，这个世界是装逼的人的天下
12、幼时背的国学书，如今的宝贵财富
13、大学者，集大成之学问之道也。
14、诚
15、读了好多好多好多遍，接下来我要开始背了$_$
16、陪我度过失恋的日子
17、还没读完，虽然作者之名已不彰，但大学之魂却长存。比起当今世人所推崇的成功学，止于至善
，才值得去品和行。
18、我读的是原文的，这本书教我们一些很大的道理，得慢慢品味其中的每个字
19、还可以，适合初学者，后来送人了
20、财散人聚，财聚人散！多少人能理解！理解的都成功了！
21、原文、注释、译文来回精读，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
22、恩
23、智慧的结晶。
24、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每当我读到这句话感觉自己的心灵都在颤抖，鸡血
不已。
25、学了好几次。。讲了好几次。。听了好几百次。。。
26、第一遍虽然拗口，可知其中的道理醍醐灌顶，只恨早些怎么没有对书的渴望，多看，多记，持之
以恒。
27、诚其意者，毋自欺也。现在有多少人是发自内心的真心诚意的做人，做事的。与其说社会太浮躁
，不如说我们心没修炼好，没守住原本的天性。古代的老者娓娓道来。告诉我们要正意、修心、修身
，还要立大志向，爱家，平天下。
28、读的原文，真正的经典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即使在今天也依旧有深远的意义。其实，与其去看如
今市面上的许多畅销书，不如静下心来慢慢阅读这些文化经典。
29、人莫知其子之恶。
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yi.
30、平天下最基本在意诚。伟大的书籍。
31、好书一生推
32、三纲：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
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慎独——有人无人都对自己高要求
看人眼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对自己厌恶的人往往存在偏见），之其所敬畏而辟焉，之其所哀矜（
同情）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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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

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
33、书本很ok。没什么质量问题。有丰富的内涵才是最重要的。
34、儒家經典，也是做人三觀基石。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也可謂此生永遠的追求
。
35、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36、还背过...虽然现在只记得“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清明，在止于至善⋯⋯”
37、儒家经典 圣贤 
38、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39、很短，一会就看完。虽大概知道意思。道理好像没那么容易得到啊。打算看传习录补充点知识。
40、全部都被下来了，挺有用的
41、高中毕业了那么久，有两句话至今能倒背如流。
一句是震川先生的：“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之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
还有一句便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42、正心，诚意，格物，致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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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

精彩书评

1、那些所谓的成功学大师都应该买一本《大学》回去好好读一下。估计认真读过之后，自吹自擂的
人会少很多。社会的浮躁，本质是人心的浮躁。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追逐财富成了所有人的目标
，大家给这个目的取了一个中性的代名词，叫“成功”。之后又诞生了成功学，引来无数渴望一夜暴
富人的追捧！读过《大学》之后，最好找一个安静的地方，问自己几个问题，从格物致知，到诚意正
心，到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自己真正做到了多少呢？自以为平天下的人，如果回头发现修身齐
家都没做好，可就要有危机感了，要不然，终有一天会出问题，正所谓，知其先后，则近道矣。
2、&quot;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
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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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
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
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quot;工
作不太顺利的那段时间，上了个国学班，并没太认真，只是去听讲。但是学到《大学》的时候，心里
为之一动，特别是开篇这段经的部分，忽然就觉得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君子的境界。而且文字也好理解
，它应该成为普及读物。一直以来就觉得好像四书中被提到最多的是《论语》和《中庸》，少听人们
谈到《大学》，感觉有些奇怪。我个人理解，《大学》是教导人们如何做人的，应该是学习经典的起
点，而《论语》等应该在其后，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做事先做人”，《大学》把做人做事的顺序说的
非常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想我无论如何都不敢说自己就是个正人君子，但是身不能
至而心向往之，愿以此成为标尺做人。
3、读起来有些生辟字，但是对章工整，抑扬顿挫，值得反复诵读或背诵。看一遍原文，接着看一遍
译文，怎么样给我感觉都很像《圣经》现代人，求知识，花钱去留学，喝洋墨水。殊不知老祖宗为我
们留下了伸手即得的文化财富够让我们读一辈子了。所谓圣经，无非是人为贴上的光环，你若有虔诚
的心，那么也会发现中国古典文学像钻石一样闪着光，像一个小小的白色的神坻，透着亘古不变的哲
理等到你发现这些廉价但珍贵的读物，只要细细品读，就会体会到天下大同，在乎的不是知识的深浅
，在乎是否身体力行付诸行动感受心灵的纯净，感恩这一比来之不易的财富
4、大学中的诚与苏格拉底的无人自愿为恶《大学》中有一套学习的体系，这套体系论述从格物致知
到治国平天下的过程，是一个从认识到伦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体系是这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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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
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关键
的环节，叫做“诚其意”。是从认识到伦理转变的关键步骤。要了解《大学》如何认为通过认识上的
“格物致知”可以达到伦理上的“正心”乃至“明明德于天”下，是至关重要的。要分析出这点，从
上面的那一段体系上看有两个步骤，一个是从“至知”到“诚意”，一个是从“诚意”到“正心”。
下面我们从原文来分析这两点。《大学》中论述诚意的内容为：“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
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揜
其不善，而着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这
一段的开始对“诚其意”这个概念作了这样的解释：“毋自欺也”，不要欺骗自己。为了说明这一点
，又举例说明，就好像厌恶恶臭，喜欢美色一样。可见所谓自欺，指的是本来是恶臭的反而不厌恶，
本来是美色却不喜欢。恶恶臭，好好色这个实然判断是建立在恶臭本应厌恶之美色本应爱好值得应然
判断上。所谓的本应，是从两个角度上说的，从客体上说，臭的本性是恶，色的本性是美；从主体的
角度上说，人的本性上面对恶臭就会表现为厌恶，面对美色就会喜好。这两个本性都需要认识来明确
。而认识在大学中即为致知。所以，这一句话是上承“致知”的。下面，立刻接了一句：“故君子必
慎其独。”故，指得是因此。也就是说，君子慎独，其原因直接是诚意。为什么说诚意了就会慎独呢
？举例子来说明：小人在独处的时候做不善的事，无所不为，见到了正人君子就极力的掩饰他不善的
地方，而显示他善的地方。但是，人看自己，就想能看见肝肺一样，他这样的掩饰自己又有什么好处
呢。可见，小人不慎独之所以无益，是因为小人虽然能够向别人掩饰自己的不善，但对于自己，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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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善确实无法掩饰的，而人的本性则是厌恶恶的，因此，对于他自己来说，如果坚持本性，也就是不
欺骗自己，自己对自己的否定是无法避免的。所以，只要坚持诚意，坚持毋自欺，就必然要慎独。慎
独是内心中诚意的必然逻辑结果。也就是“诚于中，形于外”，慎独是诚意的外部表现。而后，引了
一句曾子的话：：“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人在社会中，就好像被所有的人注视指点，是
十分严峻的。但是即使在这样严峻的社会环境中，坚持诚意，完全按照人的本性去生活，那么也没有
什么可以担心的，所以，“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所以，君子诚意慎独，
有如用道德来滋润自己的身体一样，可以心无挂碍，换言之，可以正心。所以，这一段话是下接“正
心”的。《大学》中对于诚意的论述，与苏格拉底对于无人故意为恶的论述颇有相似之处。苏格拉底
认为，人的本性就是追求至善，人对于至善的追求是幸福的。所以没有人故意为希望不幸福而为恶。
那么为什么人们会为恶呢？他认为，使人们对幸福的认识出了问题，也就是对人的本性的认识错了。
一个人如果正确地认识了人的本性和善，那么无论他做什么多不会是恶的。在大学中也认为一个人要
诚意，就必须要对于本性有正确地认识，也就是格物致知。而人一旦诚意了那么它既是在在独处的环
境中，也不会作出恶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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