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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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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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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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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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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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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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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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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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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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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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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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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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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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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就是舜之所以成为舜的原因吧！”

解释：
 

这一章通过舜的例子，阐述了中庸之道的实践。舜之所以被称为大智慧者，是因为他具备几个重

要的品质：首先，他虚心好问，善于听取他人的意见，这体现了他对知识的渴求和对他人智慧的

尊重。其次，他善于审察浅近的言论，表明他能够从日常的言语中洞察真理，不被表象所迷惑。

再次，他隐恶扬善，即对别人的缺点不轻易暴露，而是宽容对待，同时积极宣扬别人的优点，这

体现了他宽厚仁慈的品德。最后，他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说明他能够把握事物的正反两面，

不偏不倚，用中庸之道来治理百姓，从而达到和谐与平衡。这些品质共同构成了舜的伟大智慧，

也是他能够成为圣贤的关键所在。

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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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

能期月守也。”

孔子说：“人们都说‘我很聪明’，可是当被驱赶到罗网、陷阱或机关中时，却不知道如何躲避。人

们都说‘我很聪明’，可是选择了中庸之道，却连一个月都坚持不了。”

这段内容主要批评了人们的自以为是和缺乏真正的智慧。首先，孔子指出，许多人自认为聪明，

但在面对实际的危险或困境时，却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和行动，甚至不知道如何避开陷阱。这反

映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高估自己的能力，缺乏真正的洞察力和应对复杂情况的能力。

其次，孔子提到，虽然人们口头上说他们懂得中庸之道，但在实际行动中却难以坚持。中庸之道

要求人们在生活中保持平衡、适度，既不偏激也不懈怠。然而，许多人虽然明白这个道理，却无

法长期践行，往往在短时间内就放弃了。这说明真正的智慧不仅仅在于知道道理，更在于能够持

之以恒地付诸实践。

总的来说，这段内容强调了真正的智慧不仅仅是口头上的夸耀，而是要在面对实际挑战时能够做

出正确的判断，并且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坚持不懈地践行中庸之道。

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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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子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孔子说：“颜回这个人，他选择了中庸之道，一旦领悟到一种善的道理，就会牢牢地记在心里，

并且坚定不移地实践，永不丢失。”

解释：这段文字强调了颜回对中庸之道的坚定追求和实践。中庸之道是一种不偏不倚、恰到好处

的处世哲学，颜回一旦领悟到其中的善，就会全身心地去践行，并且始终不渝地坚持。这体现了

颜回对道德修养的执着和对中庸之道的深刻理解。通过颜回的榜样，孔子希望人们能够像他一

样，认真对待道德修养，坚定不移地实践中庸之道。

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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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子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孔子说：“天下国家可以治理得公平合理，爵位俸禄可以推辞不受，锋利的刀刃可以勇敢地踏

过，但中庸之道却难以完全做到。”

这段文字强调了中庸之道的难能可贵。治理国家、拒绝名利、面对危险，这些都是可以做到的，

但要做到中庸——即在各种情况下保持平衡、不偏不倚、恰到好处——却极为困难。中庸不仅仅

是一种行为准则，更是一种内在的修养和境界，需要极高的智慧和自我控制能力。孔子通过对

比，突出了中庸之道的深奥与不易实现。

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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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子路问强。

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

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

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

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

变；强哉矫。”

子路问孔子什么是真正的强。孔子回答说：“你问的是南方的强，还是北方的强，或者是你自己

所认为的强呢？以宽厚柔和的方式教导别人，即使面对无理的行为也不报复，这是南方的强，君

子具备这种品质。而披甲持兵，战斗至死也不厌倦，这是北方的强，那些勇武的人具备这种品

质。所以，君子能够和谐相处而不随波逐流，这才是真正的强！保持中立而不偏不倚，这才是真

正的强！国家政治清明时，不改变自己的操守，这才是真正的强！国家政治混乱时，至死也不改

变自己的信念，这才是真正的强！”

解释：孔子在这里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强”：一种是南方的强，表现为宽厚柔和、以德服人，即使

面对无理也不报复，这是君子所具备的品质；另一种是北方的强，表现为勇武刚烈，战斗至死也

不屈服，这是勇者所具备的品质。孔子认为，真正的强不是外在的勇武，而是内在的坚定和独

立。君子能够在和谐中保持自己的原则，不随波逐流；能够在复杂的环境中保持中立，不偏不

倚；无论国家政治清明还是混乱，都能坚守自己的信念，这才是真正的强。孔子强调的是内在的

坚韧和道德的坚定，而不是外在的武力或强势。

解释



第十一章

13

第十一章

子曰：“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

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废：吾弗能已矣。

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

孔子说：“有些人喜欢追求隐僻的道理，做些怪异的行为，即使后世有人传述，我也不会这样

做。君子遵循正道而行，如果半途而废，我也不能停止。君子依循中庸之道，即使隐居避世而不

被人所知，也不会感到后悔。只有圣人才能做到这一点。”

解释：
 

这一章主要讨论了君子应如何行事，强调了遵循正道和中庸之道的重要性。孔子首先批评了那些

追求隐僻道理、行为怪异的人，认为即使他们的行为在后世被人传述，自己也不会效仿。这表明

孔子不赞同标新立异、哗众取宠的行为，而是主张遵循正道。

接着，孔子指出君子应坚定不移地遵循正道，即使遇到困难也不能半途而废。这体现了孔子对君

子品格的严格要求，强调了坚持和毅力的重要性。

最后，孔子提到君子应依循中庸之道，即使隐居避世而不被人所知，也不会感到后悔。这表明中

庸之道不仅是行为准则，也是一种心态和境界。只有圣人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体现了中庸之道

的至高境界。

解释



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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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君子之道，费而隐。

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

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故君子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

莫能破焉。

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君子之道，既广大又精微。普通夫妇虽然愚昧，也可以了解一些浅显的道理；但到了深奥之处，

即使是圣人也有未能完全理解的地方。普通夫妇虽然不贤，也可以做一些简单的事情；但到了极

高的境界，即使是圣人也有无法做到的事情。天地如此广大，人仍会感到有所缺憾。所以，君子

谈论大道时，说到它的宏大，天下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承载；说到它的细微，天下没有任何东西能

够将其剖析。

《诗经》中说：“老鹰高飞至天际，鱼儿跃入深渊。”这是说君子之道既上达天穹，又下及深渊，

无所不察。

君子之道，始于普通夫妇的日常生活；而到了极致，便能洞察天地万物。

解释：
 

这一章主要阐述君子之道的广博与精微。它既存在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又深奥到连圣人也难

以完全掌握。君子之道既宏大无边，又细致入微，涵盖天地万物。它的起点是平凡的夫妇关系，

而它的极致则是对宇宙的深刻洞察。这强调了道的普遍性与深邃性，既贴近生活，又超越世俗，

体现了儒家对道的全面理解。

解释



第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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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

诗云：‘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犹以为远。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

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

勉；有余，不敢尽。言顾行，行顾言。君子胡不慥慥尔。”

孔子说：“道并不远离人，如果人为了追求道而远离人，那就不算是真正的道了。《诗经》中

说：‘砍伐树木做斧柄，斧柄的样式就在手中。’拿着斧柄去砍伐树木，斜眼一看，还以为很远。

所以君子以人的本性来治理人，只要他们改正错误就可以了。忠恕之道离道不远。自己不愿意的

事情，也不要强加给别人。

君子的道有四个方面，我孔丘一个也没能做到：要求儿子做到的，我自己在侍奉父亲时没能做

到；要求臣子做到的，我自己在侍奉君主时没能做到；要求弟弟做到的，我自己在侍奉兄长时没

能做到；要求朋友做到的，我自己在对待朋友时也没能做到。平常的道德行为，平常的言语谨

慎，如果有不足之处，不敢不努力弥补；如果有余力，也不敢全部用尽。说话要顾及行动，行动

要顾及言语。君子怎能不诚实谨慎呢？”

这段文字强调了“道”与人的关系，认为道并不远离人，反而是贴近人性的。孔子通过举例说明，

君子应该以人的本性来治理人，而不是用远离人性的方式。忠恕之道是离道不远的，要求人们以

己度人，自己不愿意的事情也不要强加给别人。孔子还谦虚地表示，君子的道有四个方面，他自

己一个也没能做到，强调了自我反省和不断努力的重要性。最后，孔子提醒君子要言行一致，诚

实谨慎。

解释



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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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

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

自得焉。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

君子根据自己所处的地位行事，不羡慕地位之外的事物。处于富贵时，就以富贵的方式行事；处

于贫贱时，就以贫贱的方式行事；处于夷狄之地，就以夷狄的方式行事；处于患难之中，就以患

难的方式行事。君子无论处于什么境地，都能安然自得。
 

处于上位时，不欺凌下属；处于下位时，不攀附上级。端正自己而不苛求他人，就不会有怨恨。

对上不抱怨天命，对下不责怪他人。
 

所以，君子安于平易的处境，等待天命的安排；小人则铤而走险，妄图侥幸得到非分的东西。
 

孔子说：“射箭的道理与君子之道相似。如果没有射中靶心，应该反思自己，而不是责怪外在因

素。”

解释：
 

这一章主要阐述了君子应有的处世态度。君子无论处于何种境地，都能安于本分，坦然面对，既

不羡慕外在的荣华富贵，也不因处境艰难而怨天尤人。君子注重自我修养，端正自己的行为，不

依赖或苛求他人，因此能够做到内心平和，无所怨尤。同时，君子以平和的心态面对命运，不妄

图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获取利益，而是顺其自然，等待时机。
 

孔子以射箭为喻，强调君子应时刻反省自身，遇到问题时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而不是推卸责任

或责怪他人。这种自我反省和自律的精神，是君子修身的重要原则。
 

总的来说，这一章强调了君子应具备的安分守己、自我反省、不怨天尤人的品德，以及面对命运

时的坦然与从容。

解释



第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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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

诗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耽。宜尔室家，乐尔妻帑。”

子曰：“父母其顺矣乎。”

君子之道，就像远行一样，必须从近处开始；就像登高一样，必须从低处起步。

《诗经》中说：“夫妻和睦，就像琴瑟和谐。兄弟和睦，欢乐融洽。家庭和睦，妻子儿女快乐。”

孔子说：“父母也因此感到顺心如意。”

解释：

这一章主要讲的是君子修身齐家的道理。君子要追求远大的目标，必须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循序

渐进。无论是个人修养还是家庭关系，都需要从基础开始，逐步提升。

《诗经》中的诗句强调了家庭和睦的重要性。夫妻之间如琴瑟和谐，兄弟之间和睦相处，整个家

庭才能其乐融融。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睦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孔子的话则进一步指出，家庭和睦不仅能让夫妻、兄弟、子女感到快乐，也能让父母感到顺心如

意。孝顺父母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供养，更重要的是让父母在精神上感到满足和安宁。

总的来说，这一章强调了君子修身齐家的重要性，指出要从身边的小事做起，逐步提升自己，同

时也要注重家庭和睦，让父母、妻子、兄弟、子女都感到快乐和满足。

解释



第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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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子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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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夫微之显。诚之不可揜，如此夫。”

孔子说：“鬼神的德行，真是盛大无比啊！”
 

虽然我们看不见它，听不到它，但它却体现在万物之中，无所遗漏。它让天下的人都穿着整洁庄

重的衣服，恭敬地参与祭祀。鬼神的灵性仿佛弥漫在空气中，仿佛就在我们头顶，又像在我们左

右。
 

《诗经》中说：“神灵的到来，无法揣测，何况去轻视它呢？”
 

那些看似微小的事物，却往往能显现出巨大的力量。真诚的力量是无法掩盖的，就像鬼神的存在

一样。

这一章主要讨论了鬼神的德行及其在世间的影响。孔子强调，鬼神虽然无形无相，无法被直接感

知，但它们的存在和作用却无处不在，贯穿于万物之中。通过祭祀仪式，人们表达对鬼神的敬畏

和虔诚，而鬼神的灵性也仿佛时刻伴随在人们身边。
 

《诗经》中的诗句进一步强调了鬼神的不可揣测性和神圣性，提醒人们不可轻视它们。最后，孔

子指出，真诚的力量是无法掩盖的，就像鬼神的存在一样，虽然看不见，却真实而强大。
 

这一章的核心思想是强调敬畏、真诚与信仰的重要性，提醒人们要以虔诚的态度对待无形的力

量，同时也要认识到微小事物中蕴含的巨大能量。

解释

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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