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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智慧》

前言

　　儒家思想形成，从孔子算起，已经两千五百多年，而且它曾经作为官方哲学统治中国两千年之久
，其中经历了不少曲折流变，但其理论体系却逐步走向完善。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儒家试图用儒
学解释西学，但由于封建社会的覆亡，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也在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的怒吼声
中覆亡，儒家思想遭到前所未有的打击，但这也促使了新儒学的诞生，使儒学得到了现代阐释。20世
纪90年代，中国社会处于激烈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人们的意识受到市场的冲击，出现了重大的道德危
机，同时由于寻根的民族情结，产生了一股巨大的国学热浪潮！儒学作为国学之首冲必然得到人们更
多的关注！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得到新的生机！　　如果说上世纪90年代的国学热有更多的非理性因
素，那么新世纪的国学研究需要更多的冷静与理性，需要人们更全面更细致地了解儒家的思想，领会
儒家思想的精神内蕴，提取儒家思想的人生智慧为我所用！本书就是介绍儒家思想与智慧的通俗读物
，通过介绍儒家的修身之道、处世之法、为官之术、学问之路等来让读者对儒家智慧有一个全面而生
动的认识。　　儒家智慧是鲜活的、生动的人生智慧，在日常的洒扫应对与行居坐卧之间彰显智慧，
在儒者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中也透露生活的真谛！这里不但有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豪言壮志，“先天
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胸怀，“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进取，而且有“温良恭俭让”的
儒雅，“关关雎鸠”的生趣，“兼济天下”的历练，“下笔如有神”的才情！　　任何一种思想都包
含着对人生、他人、社会和宇宙的认知，并且还要延而广之，人们还需要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
自然之间的关系有所认识！人总是处在各种关系的包围之中，我们每天不但要面对他人，面对社会和
大自然，还要面对自己的心灵，我们要处理和他人之间的关系，处理和社会的关系，处理和自然的关
系，还要不时地处理与自我的关系。在现代社会，人们试图要用科学来征服大自然，用法制来解决公
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利益冲突问题，用各种娱乐方式来解放自我，看上去好像人们已经可以妥善地处
理好各种关系了。但是现代科技的发达能够真正解决人与自然的冲突吗？法律能解决道德的沦丧吗？
疯狂似的娱乐能解决内心的空虚与失落吗？　　儒家思想以其对生活和生命的深刻认知，提出了解决
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和人与自我关系的一系列方案。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儒家提出了天人
合一的思想，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相与为一；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提出了天下大同理想，主张民
为邦本，以和为贵；在人与他人的关系上提出仁者爱人的思想，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处理与
自我的关系中提出修身诚意，主张慎独自省，格物正心。儒家思想在处理各种社会关系时展现出独特
的甚至超越时空的智慧。高节奏的现代生活，有时让人觉得无奈、躁动与麻木，希望儒家的智慧能在
激烈的竞争中给你激励，能在为人处世中给你智慧，能在忙碌的生活中给你恬淡与闲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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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智慧》

内容概要

《儒家的智慧》：儒家智慧是鲜活的、生动的人生智慧，在日常的洒扫
应对与行居坐卧之间彰显智慧，在儒者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中也透露生活
的真谛！这里不但有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豪言壮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
下之乐而乐”的博大胸怀，“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进取，而且有“温良恭俭
让”的儒雅，“关关雎鸠”的生趣，“兼济天下”的历练，“下笔如有神”
的才情！
    《儒家的智慧》由隋晓明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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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智慧》

书籍目录

序言一、穷则独善其身——修身之道以修身为本修身在正心君子慎独自省功夫格物与致知静斋后能安
艺术的修身功能爱护自己的身体君子以自强不息二、君子坦荡荡——处世之法忠恕之道以和为贵成人
之美过，则勿惮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温、良、恭、俭、让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夫孝，德之本也爱之
以敬，夫妇之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三、天下为公——治国之略为政以德民
为邦本贤者在位四、学而优则仕——为官之术中庸之道群而不党举荐贤者所恶于上，毋以使下不在其
位，不谋其政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五、富国安邦——管理之道人性管理用人之道劳心与劳力变则通，
通则久预则立，不预则废其身正，不令而行六、言传身教——育人之要诲人不倦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全
面发展七、学不可以已——学问之路温故而知新博学而日省学而不思则罔朝闻道，夕死可矣致良知，
知行合一八、人皆可为尧舜——理想人格内圣外王浩然之气止于至善九、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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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智慧》

章节摘录

　　一、穷则独善其身——修身之道中国的修身之道源远流长，修身之道本是一个很古老的话题。儒
、释、道三家都讲修身，儒家的修身注重自己对社会的责任感，修身为了更好地治国平天下，理想是
成就内圣外王之道；释家修身注重修心，修身为了解脱，理想是成就佛果；道家修身注重养生，修身
为了从肉体上超越生死，理想是成仙得道！汉代哲学家王修说：“志向高远的人，能够不断地磨炼自
己，以成就大业，没有节操的人，懈怠轻忽，只能成为平庸之辈。”老子的《道德经》中虽然重点讲
的是哲学观念，但也讲了许多道德修身的问题，他说：“含德之厚者，比于赤子。”意思是说，德性
浑厚高尚的人，好比初生婴儿一样纯洁。又说：“重修身，则无不克。”　　儒家的“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指明了个人的修养不仅是处世的条件，而且是成就事业的根本。修身不仅是儒家人
生实践的思想基础，也是理解儒家思想的一把钥匙，只有全面而深入地了解儒家修身思想，才能真正
地掌握儒家智慧之三昧，尤其是当今社会，儒家修身思想对我们的现实生活有更多的启迪作用！　　
本章是全书的基础，读者仔细地阅读此章，这样就可以在以后篇章的阅读中有更多的体悟！不过本章
有很多内容讲的是一种意境，是一种人生实践证悟，要深刻理解本章，不但需要我们对人生、人性甚
至整个宇宙与社会有一定的实际体悟，还需要某些虔诚、信笃和灵感！修身在为妙处有时很难甚至不
可名状，所以本章的文字有时会显得有些生涩，这是为领略高山之美而付出的代价，但我在文中还是
尽量要使文字生动一些，这在后面的一些篇章会更明显！　　以修身为本原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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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是皆以
修身为本。”——《大学》　　译文：古时候想要把彰明的穗性推及天下人，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
。要想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先要整治好自己的家族。要想整治好自己的家族，先要修养自身的德性。
要想提升自身的德性，先要端正内心。要想端正内心，先要使自己的意念精诚。要想使自己的意念精
诚，先要推极自己的智识，要推极自己的智识，先要穷尽事物之理。穷尽事物之理而后能够推极自己
的智识，推极自己的智识而后意念精诚，意念精诚而后内心端正，内心端正而后才能提升自身德性修
养，提升自身德性修养而后才能整治好自己的家族，整治好自己的家族而后才能治理好自己的国家，
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而后才能使天下太平。从天子到平民百姓，一切都以修养自身德性为根本。　　古
人常常谈论“修身”。“修身养性”指的是培养性格，涵养性情，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锻炼增强心
理承受能力和心理调节能力。在古人心目中，修身养性要达到的境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遇事
沉着冷静，头脑清醒；二是与人相处宽容大度，有礼有节，能达到这种境界的人历来很受推崇。修身
也可以理解为定力、涵养、大度、宽容。倘若真正做到这些，那便是一种境界，一种修为。在任何环
境下皆可立于不败之地。　　儒家的修身之道，是一种思想，一种哲学，虽有与世无争的淡薄，却更
有着励精图治、卧薪尝胆的锐利。修身养性并不仅仅代表急流勇退或养生之道，这种理解并不全面，
它也代表一种进取，一种历练的精神和态度。　　儒家以塑造人格为首要目的，而其起点与底蕴则是
“修身”。修身是打开儒家思想与智慧的一把钥匙。修身向内则表现为成就圣人，向外则表现为成就
王道！儒家经典《大学》一篇指出：“白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句话意思是说，
上至君王大臣，下至黎民百姓，一律以“修身为本”，人人重德向善，就会出现家庭和谐、民富国强
、天下太平的盛世景象。这个涉及道德理想的宣言表达了儒家的一种信仰；而且它很自然地表达了如
下一系列道德推论：“修身”被视为“齐家”的基础，“齐家”同样又成为“治国”的前提，而只有
“治国”之后才可做到“平天下”。所以世人不论高低贵贱，都必将通过“修身”这种道德方面的努
力，积极投入到“实现自我”这一人类的共同事业中去。《大学》中设计的一系列方案赋予了“修身
”以枢纽的地位。儒家学者把修身视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他们将其道德教育的大厦奠基于
“修身”之上。　　修身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所要达到的目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
，作为关键环节，具有内外相合的特点。修身的特点是将人内在的意念及其活动表现出来，意念是否
诚、正，在诚意、正心两个步骤上还不能得到证明，只有意念及其活动表现出来时才能得到验证。因
此，修身在这里就有对前面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进行验证和总结的意义。也就是说，修身已不是
纯粹的意念及其活动的内省，而是有着力行的外在表现。　　尽管修身还只是个人的自我道德的践行
，但它却是道德修养由人的意念转向现实的行为的关节点，所以《大学》强调“自天子以至于庶人，
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正是由修身在八目中的这种特殊意义决定的。　　修身首要的是避免成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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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智慧》

再以自我为中心的立场对别人预先作判断，使人际关系被扭曲。根据《大学》，人对自己所亲爱的、
所贱恶的、所敬畏的、所哀矜的以及所傲惰的人最容易有成见，这样的心理偏差往往主要发生在家庭
里，上至帝王将相、王公大臣，下至每一个平民的家庭随时随地也都普遍存在的问题，作为一个主持
家政的人首要的修养就反映在这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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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智慧》

编辑推荐

　　子有九种考虑：看的时候要考虑看得明白，听的时候要考虑听得清楚，脸要考虑温和，容貌态度
要考虑端庄恭敬，说话要考虑忠诚老实，对待工作要考虑严肃认真，遇到疑问时要考虑如何向别人请
教，将要发怒时要考虑发怒后有什么后患，见到可以得到的名利要考虑自己是否应该得到。　　《儒
家的智慧》（隋晓明）以其对生活和生命的深刻认知，提出了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和
人与自我关系的一系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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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智慧》

精彩短评

1、收货的时候发现纸张不好，不喜欢
2、领导需要，顺便看看了，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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