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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的64个人生感悟》

前言

　　《中庸》是我国儒家的重要哲学经典之一，是一部含有深刻哲理的重要古代思想文献，通常被认
为是孔子的孙子子思所著。它原来是《礼记》中的一篇，宋代的朱熹把《中庸》从《礼记》四十九篇
中分割出来，与《大学》、《论语》、《孟子》合在一起，使它成为“四书”之一。它的内容主要是
发挥和贯通了孔子“中庸”的思想。“中”就是不偏不倚，“庸”就是常。　　以“中庸”为名就是
启发人们在思想上要不偏不倚，在行为上要不走极端，无不及亦无过之。其中也体现了儒家关于修身
、治国、处世等方面的伦理道德思想。同时，《中庸》一书还希望人们以“至诚”的态度不断进行道
德修养，以达到自我完善的境界。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中庸”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
个重要方面，极富哲学内涵。“中庸”思想体现了事物自身的内在规律，反映在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
活动上．对于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秉承中庸做人的哲学，身上就少了些火
气，多了些和气。中国有句俗话叫以和为贵，贵就贵在它能为你营造一个健康良性的生存环境。中庸
是一种做人哲学，更是一种成事的智慧。本书分十章讲述中庸之道在盐活社交中如何正确运用自如，
才能透彻地领悟中庸做人的哲学，进而让人生的路左右逢源，处处和谐圆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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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庸的64个人生感悟(珍藏版)》中庸之道，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它要求我们不断地提高自身的素质
和修养，待人待物至诚至善，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中庸之道，看似是为人处事的大道理，而把它
运用到具体之处，则如天鹅绒衬托下的水晶，处处闪现着美妙的光芒。
体味中和，和谐中正，修身心道，修道以仁，诚于中，信于外，情动于中，仁者爱人，天命之谓性，
率性之谓道，道不远人，远人非道，审计度势，能屈能伸，人前藏智，话中藏锋，执其两端，取其中
正，高标处世，低调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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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体味中和，和谐中正——成功人生靠中庸　感悟1 “中庸之道”的现代意义　感悟2 中庸之道
倡导和谐一　感悟3 不明中庸之道。则难以立身　感悟4 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感悟5 权衡两端，取其
中道　感悟6 中庸而行，可以无忧　感悟7 中庸与成功之道第二章 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成大事者
先修身　感悟8 修身正己，以得天下　感悟9 堂堂正正，遵守道义　感悟10 节制自己的欲望　感悟11 
慎独是自我修养的一种方法　感悟12 自省是大智大勇　感悟13 成大事者皆自律　感悟14 每天总结自己
第三章 诚于中，信于外——诚参天地方能立足天下　感悟15 诚于中，信于外　感悟16 对人对己都要
讲诚信　感悟17 做人无信不立　感悟18 诚信是一枚凝重的砝码　感悟19 诚信让人快乐　感悟20 你的
诚信也要因人而施　感悟21 诚信才能够取胜第四章 情动于中，仁者爱人——待人以友爱之心　感悟22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感悟23 施之以恩，动之以情　感悟24 互助互进，互惠互利　感悟25 言多语失祸
从口出　感悟26 结朋交友亲疏有度　感悟27 德刑并用四方敬服第五章 天命之谓性，牵性之谓道——
做人做事以顺应规律为先　感悟28 遵循规律，合乎自然　感悟29 循序渐进，顺应潮流　感悟30 适者生
存褥不是强者生存　感悟31 学会接受无法改变的事实　感悟32 做人不可硬充好汉　感悟33 做人处世切
忌强人所难　感悟34 中庸帮你把不利因素变有利因素第六章 道不远人，远人非道——变通之道乃因势
利导　感悟35 布在方策，谨慎谋划　感悟36 对比效应，心理操纵　感悟37 处世不能太固执　感悟38 
强弱之分，关键在于算与变　感悟39 充满弹性地处世　感悟40 学会辩证处世　感悟41 在主动和被动中
变化第七章 审时度势，能屈能伸——处世应当懂得进退　感悟42 退让折中，隐忍适度　感悟43 真正
有才华的人不会自以为是　感悟44 进退结合乃做人之真谛　感悟45 锋芒不要太露　感悟46 圆通而不圆
滑第八章 人前藏智，话中藏锋——伏藏是成事的上策之选　感悟47 宠辱不惊，委曲求全　感悟48 保
留自己的底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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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感悟1　“中庸之道”的现代意义　　提倡“中庸之道”似乎有点不合时宜，因为这一思想曾一
度被认为是一种处世圆滑、态度暧昧、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而遭受人们的大加鞑挞和批判。其实，从
“中庸。思想的本意看，它并不是奸猾，置仁义于不顾，为保全自己而明哲保身，而是一种至高无上
的德行和智慧。　　何谓中庸呢？孔子认为“中庸”即为“中和”。孔子说：“中”是有喜怒哀乐之
情而未表现出来；“和”是感情表达时合乎节度。“中”。是天下事物的根本；“和”，是天下遵循
的通则。如果人们能达到中和的境界，那么，天地间的一切就会各得其所，万物也就顺其自然而生了
。　　凡事，取乎中，是应付时代和任何事情的良方。中是不偏不倚，不左倾也不右斜的。非中则不
能正，非正则不能稳，菲稳则不能久。人生处世的要点，就在于“执中致和”。传说，远古时期的舜
帝就是一个善于遵循“中庸之道”的智者，他不仅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同时又能加以审视，扬其善
，隐其恶，取其中，而施行于民，从而使天下化而治之。治理朝政者若能采用。中庸之道，就可以处
于无为而治的自由境地，避免过于专制。　　过于偏激，表面看似愚拙，内心里却实在是一种智慧，
一种明亮。孔子对“中庸”的评价甚高，他认为这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德行，几乎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超
过它，若能把握中庸的道理，就达到了至高无上的境界。但是，一般人又很少能做到这一点。这是为
什么呢？主要是因为：　　“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这就是说，聪明的人过于聪明，认为它不值
得去实行，而愚蠢的人又理解不了。君子和小人在这方面表现就截然不同。　　君子的所作所为都合
乎中庸之道，而小人的所作所为都违反中庸之道。君子之所以能合乎中庸之道，是因为君子能时时居
于中，不过亦无不及；而小人所以违背中庸之道，是因为小人对什么都太在乎或肆无忌惮，不知也不
遵循中庸的道理。孔子深知“中庸之道”不是谁都能明白的，也不是常人所能做到的。只有那些有修
养的君子才能够坚守。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导向容易使人们急功近利，追求表面的外在　的
东西。而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又容易使人们往往简单地理解矛盾的两个方面。对满足、成功、富贵、
权力等，总是期望达到顶峰，人人在我脚下才好，而对空虚、失败、贫穷、低下等，则惟恐降临自己
身上。这样，他们处高位不觉得满足，处低位反而一蹶不振。这两个极端都不会使人安宁和快乐，并
且，对位高者而言，他们难以守成，很快会转入低下；而对位低者而言，他们欲速不达。结果是成功
也好失败也罢，一切都处在不安与失意之中。他们所缺乏的正是先哲提出的并加以践行的“中庸”智
慧。　　《中庸》上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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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是说：人的欢喜、愤怒、哀伤、快
乐的情感还没有表现出来，就是“中”；即使表现出来但是都合乎时宜和礼节，就是“和”。“中”
是天下人的根本；“和”是天下人所遵从的原则。达到了“中和”的境界，天与地也就各在其位了，
万事万物也就生长发育了，由此我们得知，倘若一个人没有表现出喜、怒、哀、乐的情感时，心中就
会平静淡然，这就叫做“中”。喜、怒、哀、乐都是人们的正常反应，是人们受到外界事物的刺激后
产生的自然情感。之所以说喜、怒、哀、乐的情感没有表现出来的时候叫做“中”，是因为在这种情
况下这些情感是被控制的，内心保持着平静和均衡，这是合乎正道的。然而，人的感情无法正常宣泄
是不可能的，因此宣泄需要有个尺度，这个尺度就是：不要看到好的事物就喜形于色，遇到不高兴的
事情就勃然大怒，极度悲哀或是过度高兴都是不合理的，情感表现得合常理、合时宜、有节度，这就
是“和”。　　子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觅，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使天下
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j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意思是，孔子说：“鬼神的德行，真
是很大呀！看它却看不见，听它也听不着，但它却体现在万事万物之中而没有遗漏。让天下的人，斋
戒沐浴后穿上庄重服装，来祭祀它们，浩浩荡荡啊！祭祀时他们好像在人们的上方，又好像就在人们
的左右。”　　孔子的这段话通过对鬼神特点的分析来说明中庸之道是不可离的。我们现在通常认为
“鬼”是不吉利的、可怕的，但是古代人却不是这样。他们认为，鬼神是祖先死后的魂灵，不但不可
怕、可恶，还可以保佑他们的后代。古代人经常祭祀鬼神，以求得它们的佑护。鬼神处于天地之中，
可谓盛大，虽然人们所看不到、听不到，然而人们却不得不对它们产生敬畏和谨慎之情，同样，中庸
之道也是如此。　　众所周知，“大道”是无言无声、无形无相的。无论谁都没有听到过“大道”的
声音，也无从知晓“大道”的形象。然而，世上万物都是“大道”创造的，都是“大道”的载体，都
必须按照“大道”的规律去行事，顺道而行就有发展，背道而驰就必然失败。“大道”主宰着我们，
就像老子所说的那样：“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也就是说，它寂寞
无声，广阔无形，独自存在又永恒不变，循环运行而不会停殆，它是天地万物的渊源。　　《易经?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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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传》中说：“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意思是说，观察天下的
造化之道，四季周而复始。圣人仿效自然造化的万物之道教化人民，而使天下信服。这说明圣人也是
以自然运行法则作为统治管理天下的依据的。　　在我们的生活中，既有有形的、看得见的东西，比
如我们的身体、树木、动物等，也有我们无法看见的东西，比如各种规律、自然法则等。看得见的东
西，我门很容易把握，但是对于看不见的东西，人类就无法用直观的方法加以认知了，这时就需要运
用智慧的思考，总结和归纳它们。中庸之道就是这样无形无相却又真实存在而不离我们左右的。中庸
之道就是“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
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中庸的“大道”就是这样，虽然我们看不见它，它却可以通过“无所
不在”的形式使每一个人都心悦诚服。我们常常以为看不到的东西就是不存在的，所以在违反规律做
事时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殊不知规律会暗中考察我们的行为，然后做出相应的奖励或惩罚。所以
，我们为人处世只有真诚地遵循“中庸大道”，才能不招致灾祸，取得最终的胜利。　　感悟2　中
庸之道倡导和谐　　“中”与“和”是中庸之道的重要概念。中，就是不偏不倚，保持一种适可而止
、恰到好处的处世态度，合乎自然的中正之道；和，就是和谐，是指对待一切事物都能保持一颗平常
心，不与自然规律背道而驰。无论是在自然环境还是人类社会中，只有在“中和”的和谐环境里，万
事万物才能平等共存。所以说，“中”是我们人性的根本；“和。是我们必须遵从的原则。达到了“
中和”的境界，天与地也就各在其位了，万事万物也就欣欣向荣地生长发育了。　　“和”字在中国
历史上出现较早。《尚书》中出现42次“和”字，《老子》一书中出现了5次，《沦语》中出现了8次
。而“和为贵”出自《论语》：“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
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之后，出现了很多以“和”字为中心思想的古训，如和为贵、和
气生财、和气致祥、和衷共济、家和万事兴、百忍堂中有太和，一争两丑、～和两有等，说的都是“
和”。儒家的“太和”观念，包括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以及自我身心的和谐
。儒家正是通过道德修养达到自身的和谐，再推广到“人与人的和谐”。　　“和为贵”是中国文化
的优秀传统和重要特征。不仅儒家，构成中国传统文化有机部分的流派，如佛、道、墨诸家，也大都
主张人与人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的“和”。佛教反对杀生，主张与世无争，道家倡导“不争”，以
“慈”、“俭”、“不敢为天下先”为“三宝”；墨家则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尤为反对战争。
　　“和”是宽容主义精神的表现，是理性的体现。和谐的人际关系，和谐的社会环境，对于人的生
存和发展至关重要。人类自古到今，因国界、宗教、种族、主权、经济利益的歧义，思想、语言的差
别，乃至因家庭、财产、感情等诸多问题，所引起的冲突不胜枚举，以至常常上演“争地以战，杀人
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惨剧，以和为贵的观念，对于纠正今天社会上人们浮躁、暴怒的心态
大有裨益。　　人与人的关系中不可以无“和”。“和”是人际关系的减震器、润滑油，是生活的芳
香剂。“和”可以在我们出现误会、产生分歧、发生矛盾时，充当调停人，化一切既恼人又难堪又剑
拔弩张的干戈为玉帛。所以，当我们争吵得面红耳赤几乎兵刃相向时，为何不试着听从“和。的召唤
和教诲，心平气和地伸出双手与对方相握？当我们冷战静坐相对无言时，为何不让“和”来修补我们
生活中的裂痕。“和”是光与热，驱散我们心中的阴云与寒冷。　　战国时代的赵国将军廉颇武功高
强，沙场之上历经百战，常常以一当十，屡立战功。然而，当文官宰相蔺相如官职比自己高出一截时
，他心中非常不满，认为蔺相如只是一个耍嘴皮子的文官，官职不应该比自己高，就到处公开扬言要
让蔺相如受点羞辱。蔺相如知道后就千方百计躲开廉颇，避免与他直接见面。廉颇见蔺相如不敢见自
己就很得意，以为蔺相如真的怕他。人们也以为蔺相如惧怕廉颇。后有好事的人就问蔺相如为什么要
怕比自己职位低的廉颇，蔺相如说：“我并不害怕廉将军羞辱我，更不怕廉将军让我在众人面前丢面
子。我个人的荣辱算得了什么呢。秦国人正盼着我们将相出矛盾、国内出乱子呢。若我与廉将军天天
互相仇视、互不服气或者互相拆台，不是正好给秦国创造了攻打我们的机会吗？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
，我只好先避免与廉将军见面了，等廉将军想明白了也就理解我了。”廉颇听说后，感到非常惭愧，
向宰相蔺相如负荆请罪，从此将相二入齐心协力，共同保障了赵国的繁荣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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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庸的64个人生感悟（珍藏版）》中庸是一种做人哲学，更是一种成事的智慧。　　中国有句
俗话叫以和为贵，贵就贵在它能为你营造一个健康良性的生存环境。秉承中庸做人的哲学，身上就少
了些火气，多了些和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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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可以看一下此书，对于非专业人事可以作进一步的深入理解。
2、通俗易懂，难得一本，但愿对人生有益！值得一读
3、这是老公读的这套书的第二本，他打算一本一本整套读完。他觉得受非常大。
4、合适，超喜欢，周新老师提倡的！
5、前几天购买的书质量很好能容更好看完受益匪浅
6、内容肤浅，有凑字组书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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