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知和而和”还是“由之乃得”？——与张立文先生商榷之二（米继军）

米继军 

摘  要：本文之作胥在于，在前此所作《“和合学”辨正——与张立文先生商榷》

[1]一文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全面审理和澄清当下所谓“和合学”等有关于中国传统

文化本质与核心问题上出现的若干思想偏差，致力于从“道”的意义上，还原典儒学

以本来面目，进而为当下有关于“和谐社会”理论重新奠立起必要的历史、文化与哲

学的思想根基。 

关键词：中  和  礼  乐  道  德  

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无疑乃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思想景观。当是时也，可谓

“诸子蜂起”，“处士横议”。于是乎，“仁者乐山，智者乐水”[2]，“仁者安仁，智者

利仁”[3]，而且“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甚至于“一阴一阳之谓道”，“百

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4]。然而即使如此，“古典时代的论敌们在他们最

为根本之点上是完全一致的”[5]，而且这种“一致”就在于礼义陵迟、礼崩乐坏的混乱社

会时局中恢复整个天下安定团结、有序亲和的正常秩序。正有如《中庸》之所云：“致中

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但这个“中和”却并非“知和而和”，更非“以和求和”，无

论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上说，均值得作深入的探索和考察。 

一、“天下何思何虑” 

众所周知，战争与政治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其中，“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

“不流血的战争”；而为“战国”这一名词所指对着的春秋战国时代“争地以战，杀人盈

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6]的战争，亦然——换句话说，当是时也，“诸子蜂起”、

“处士横议”的“百家争鸣”，无疑亦是其题中应有之义。胡适说，“诸子自老聃、孔丘至

于韩非，皆忧世之乱而思有以救济之，故其学皆应时而发”[7]；而梁启超则亦云：“所谓

‘百家言’者，盖罔不归宿于政治”[8]。但问题是，“不流血的战争”则往往被“流血的

政治”所掩盖，使人们只看到了其中分外抢眼的“流血”的一面，却看不到其“不流血”的

另一面；但究其实，正是“不流血”才最终导致了“流血”——而且其中前者是“因”，后

者则不过只是由这一原因而导致的一个最极端的结果而已。 

与此同时，正有如“流血的政治”，其目的并不在于“战争”本身而是在于“和平”与“统

一”；“不流血的战争”，为其最终所趋向的乃是思想和政治上的“同归”与“一致”。

“天下何思何虑？”曰：“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9]；其中，“殊途”的居心在于

“同归”，而“百虑”的用意亦在于“一致”。至于其所“思”所“虑”、所“归”所

“致”，若用《中庸》中的话说，就在于“致中和”。这是因为，只有“致中和”，“天地

（才能）位焉，万物（才能）育焉”。既如此，则无论是“不流血的战争”还是“流血的政

治”，便显然是谈不上的了。 



由此可见，“中和”无疑乃是“不流血”以及“流血”的基本前提和基础，而且它作为前提

和基础，在中国古典时代的作品中，有时还被具体称之为“和”、“中”、“道”、“中

庸”或者“和合”……等等等等，诸如此类。但正如“致中和”这句话中的一个“致”字所

暗示的那样，这个作为前提和基础的“中和”亦并非虚妄而空疏的；换句话说，它同时也是

一种结果，是作为一种结果而存在的——也就是说，它作为一种结果，也同样存在着一个何

以“致”或怎样“致”的问题，并非已示诸掌间、备于身边，可以信手拈来，轻而易举地直

接取用的。 

如此看来，只要找到了导致或达至“中和”这一结果的方法、路径和手段，那么“天地（就

能）位焉，万物（就能）育焉”，进而“不流血”以及“流血”的问题也就能由此而得以幸

免——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却让中国古典时代的儒学政治哲人们思考了几千年，求索了

无数遍。但他们找到了么？回答是肯定的。据《中庸》载，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

布在方策。”然而这种所谓“方策”，时至今日，显然已不可见，但却可以从“述而不作，

信而好古”[10]、“祖述尧舜，宪章文武”[11]的孔子以及“道性善，言必称尧舜”[12]的

孟子那里获得必要的启示。“中和”可以说是一种前提和基础，但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它

更是一种状态或结果——只要“致中和”，那么其他方面的问题便可以水到渠成，迎刃而

解。 

既如此，则“天下何思何虑”，便不仅仅只是一个战争与和平、分裂与统一的“流血的”战

争问题，更在于“同归”与“一致”这一“不流血的”政治层面：在于于当时社会礼义陵

迟、礼崩乐坏的混乱时局之下，于“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以及“陪臣执国

命”的分裂状态之中，全面恢复整个天下安定团结、有序亲和的自然政治秩序，进而最终呈

现出“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一最自然、最理想的结局。《国语•郑语》之中曾载有史伯

的话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

乃弃矣”——由此亦可见，这个“中和”的“和”，的确可以生育万物。“和”固然重要，

但其中更为重要的却依然是，何以才能“致中和”？ 

二、“中”与“和” 

那么作为一种前提和基础的“中和”如何得以确立，或者说作为一种状态或结果的“中和”

何以才能达至？何以才能“致中和”而使“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一言以蔽之曰：“中

庸”。正有如《逸周书•度训》中之所谓：“和非中不立。” 

然而在“和”与“中”或者“中庸”与“中和”之间到底又有什么区别呢？在朱熹看来，

“变和言庸者”，“以性情言之则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则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实兼中

和之义”[13]；按照他的意见，“中庸”这一理念是完全可以包蕴和涵摄着“中和”的——

而且在这个意义上说，或许将其称之为“中庸”，要更为合适，因为在基本理念上，前者包

含着后者——原因本身即暗含着结果，而不是相反。与此同时，在《中庸》看来，“中也

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也就是说，在“中”与“和”二者之间，

还是有所不同的。对此，朱熹是这样解释的：“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

之体也；达道者，循性之谓，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14]——其意思是说，“中”

乃是“道之体也”，而且“天下之理皆由此出”；而“和”则不过只是“道之用也”，同时

又是“天下古今之所共由”。由此可见，所谓“和”者无疑乃是“中”之为“用”也，是

“用中”，即连续不停地“用中”、持续不断地“用中”乃至于始终如一地“用中”；或者

说，是“中庸”。 



有关于“庸”字，《说文解字》是这样解释的：“庸，用也，从用、从庚；庚，更事也”—

—其意思是说，“庸”就是“用”，这乃是一个基本前提。而且在这一基本前提之下，一方

面，它“从用”，因此便可以解作是“用”；而在另一方面，它又“从庚”，而“庚”则是

“更事”，并且“庚”与“更”均有“续”或“相继”之义。如《国语•晋语四》之所谓：

“姓利相更，成而不迁”，韦昭对此注曰：“更，续也；迁，离散也”。又如《诗经•小雅•

大东》之所谓：“东有启明，西有长庚”，而毛苌亦将这里的“庚”训作：“赓，续也”。

黄侃《春秋名字解诂补谊》上说：“古文赓从庚，庚亦续也”。于是乎，在“用”这一大前

提之下而“从用、从庚”的“庸”便不仅是一般地用、简单地用，而应当是连续不停地用、

持续不断地用，是“续用”。于是乎，所谓“中庸”，则便是连续不停地用中，持续不断地

用中，随时随地地用中，时时处处地用中。此即“中庸”的精微、精妙之所在。而且也只有

作如是观，才能全面而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孔子的“中庸”，才能上则可与尧、舜、禹三王之

所谓“允执厥中”[15]的思想相对接，而下则可与《中庸》载仲尼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

而时中”一句话相关联。孔子有言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

不可能也”[16]；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17]。但为什么“不可

能”？又为什么“民鲜久”？究其原因，胥在于：“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

之达道也”，“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体也；达道者，循性之谓，天

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在于民众或非哲学的大多数（the unphilosophical many）

不能始终如一地做到固守本位、无失本心，不偏不倚、无过不及，恰如其分，恰到好处，率

由自然，无为而治；换句话说，所谓“中也者”，乃是“天下之大本”，是“天命之性”，

是“天下之理皆由此出”的“道之体也”——或者说是“体”；而所谓“和也者”，则不过

只是“天下之达道也”，是“循性之谓”，不过是“天下古今之所共由”的“道之用也”—

—或者说是“用”。而且按照朱熹的意见，这个“体”“用”不二，并且在实际上，前者本

身已兼有了后者之意；换句话说，“中”字当头，“和”在其中。如此看来，近代以来乃至

于今日，有关于“体用”问题的讨论，似乎并未抓住其中问题的症结，亦未能归结到这一根

本视域中来，其大而化之、大而无当是明显的，充满了太多的辩护性。 

既如此，若没有“中”、不谈“中”或不要“中”的话，则何谈于“和”？皮之不存，毛将

焉附？无根的问题同时也一定是无解的，而既无根又无解自然便是伪问题或假问题——是根

本不存在而且也不可能得以解决的问题。《管子》曰：“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

民合。和合故能谐，谐故能辑。谐辑以悉，莫之能伤”[18]；又曰：“畜之以道，则民和；

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习，习故能偕。偕习以悉，莫之能伤也。此居于图西方方外”

[19]——由此可见，其中“和”的前提乃是所谓“畜之以道”中的一个“道”字；而“合”

的前提，则是所谓“养之以德”中的一个“德”字——换句话说，只有“畜之以道”，才能

使“民和”（即和睦、和谐）；同时，也只有“养之以德”，才能使“民合”（即合作、协

作）。于是乎，所谓“和合”，不过意味着和睦合作与和谐协作；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在

《管子》作者看来，同时也还必须要从根本上做到同道同德，或者说是同心同德。而且也只

有如此，才能够从根本上做到“能谐”、“能辑”、“能习”、“莫之能伤”以及“此居于

图西方方外”——也就是说，其实所谓“和合”者，盖不过只是在于其中能够最终导致“能

谐”、“能辑”、“能习”、“莫之能伤”以及“此居于图西方方外”这一美好而理想之结

果的另一逻辑前提而已，而其中的“道”与“德”，才是至为关键之所在。 

三、“道”与“德” 



有关于此，也许董仲舒曾说过的一句话要来得切中肯綮，最为到位：“中者，天下之所终始

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20]。在这句话中，董子竟

将“中”与“和”分别上升到了“天下”、“天地”这样一个难以企及、无以复加的高度，

可以算是说到家了。那么什么是“中”？董子在此说得十分明白：“中者，天下之所终始

也”；而什么是“和”？董子亦在此交待得十分清楚：“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于是

乎，所谓“中”与“和”，便由此而最终被提升到了一个最终极的本体论的高度；与此同

时，董子在此更将所谓“中”与“和”分别与所谓“道”与“德”有机结合、完美统一起

来，而且在他看来，“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换句话说，所谓“和”，就是

“德”而且又是其中最“大”的“德”；而所谓“中”，就是“道”，同时更是其中最

“正”的“道”。这一说法，在本文看来，应当说是极为精辟的。而且汉代去古未远，而董

子又是古往今来第一位真正将儒学推向政治舞台之台面上的儒者，因此对其有关认识和见解

似应抱有几分信服才是。对此，若轻易加以否定甚至于不加省察地全盘否定，都难免会产生

严重的心理之蔽。 

《管子》曰：“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生知得以职道之精。故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谓

所得以然也。以无为之谓道，舍之之谓德。故道之与德无间，故言之者不别也。间之理者，

谓其所以舍也”[21]。尽管如此，尽管“道之与德无间”，尽管“言之者不别也”，但这并

不意味着，“道”就是“德”，而“德”就是“道”；换句话说，尽管“道之与德无间”，

“言之者不别也”，但在古典时代，此二者间还是有所区别的。对此，王弼曾于《老子》第

三十八章之中作过这样一个著名的解释：“德者，得也。常得而无丧，利而无害，故以德为

名焉。何以得德？由乎道也”；同时，他又于《老子》第五十一章之中再作解释道：“道

者，物之所由也；德者，物之所得也，由之乃得。”这一释义堪称不易之论。如其所言，

“何以得德”？曰：“由乎道也”；若没有这个“道”（毋宁说“中”），则所谓“德”

（毋宁说“和”）是根本谈不上的——因为所谓“道者”，乃是“物之所由也”；而所谓

“德者”，则不过只是“物之所得也”，而且是“由之乃得”——也就是说，若不由

“之”，不由这个“道”、这个“中”或者不由这个“中道”的话，则这个“物之所得也”

的“德者”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而便将无从谈起。其中“中即道也”[22]，“道无

不中”[23]；而所谓“德者”，则相应地只能是“和”。正像若没有“中”便没有“和”一

样，若脱离于“道”，则这个“德者”，显然是不可能孤立存在的。 

也许正惟如此，孔子才作如是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24]。 

而这句话的意思不过在于明确人的四种不尽相同的基本生存方式：或“志于道”，或“据于

德（得）”，或“依于仁（人）”，或“游于艺（义）”——其中，如果说所谓“志于道”

者可谓之曰“圣人”、“据于德”者可谓之“伟人”、“依于仁”者可谓之“好人”的话，

那么所谓“游于艺”者，盖可相应地称之为“坏人”了。至于孔子为什么在此要用“游于

艺”而不用另外的“志”、“据”或“依”，何晏《论语集解》曾对此注曰：“艺，六艺

也。不足据依，故曰游”。而“艺”既然已“不足据依”，那么它自然也便更不足为“志”

了——由此可见，孔子在此所言，在修辞学意义上，是极为严格的。也就是说，这个“道”

在于“志”，乃是人的根本志向；而这个“德”则仅在于“据”，只是人的基本凭据——只

有“志于道”，才能“据于德”；反之亦然。然而，其中前者却是第一位的；同时，后者亦

同样不可或缺——于是乎，道德一体，浑然天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高度统一，不离不

弃，合而言之，即为道德。而今日之所谓“道德”一词本身，盖不过只是晚近的一个衍生性

伦理学术语，空洞苍白、含糊不清，抽象得很；“更确切地说”，“不足以领会更早的思



想”[25]；或至少说，与古典时代之所谓“道”、“德”二者，似不可相提并论，同日而

语。如此看来，若舍“道”之“志”而论“德”之“据”，则不啻于舍本逐末、本末倒置，

显然是极不严肃，也很不明智的。 

四、“礼”与“乐” 

众所周知，作为当时人们之经典和权威的“四书”，其存在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它本身只是

一部“四书”，更在于它是人之成为人、成为其所是的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它

蕴藏着高高在上、不可亵渎而又无由不在、无时不刻地跃动于人们心中的“礼”，也蕴藏着

登峰造极、无以复加而又无所不在、不离不弃的“道”——就好像是所谓“离地三尺有神

明”的“神明”一样。于是乎，我们看到，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

勿动。”[26]在他看来，无论是人的“视”、“听”还是“言”、“动”，都无疑要全面地

纳入到这个“礼”的轨道上来，从而达至“乐”这样一种状态——而“四书”则无疑正是这

样一部有关于“礼乐”或“礼乐文明”；或者说，有关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之书——

有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东周”这个和谐社会的生成、发展、建立与健全之书。尽管“一阴一

阳之谓道”、“百姓日用而不知”[27]，但这个“道”无疑乃是哲人的问题，而与所谓“百

姓”或者说非哲学的多数人（the unphilosophical many），除了人伦日用而外，似乎便不

再有其他任何关系。既如此，则“一阴一阳之谓道”，“百姓日用而不知”，实际上，岂不

是很正常么？ 

那么什么是“礼”？什么是“乐”？以及此二者间到底又存在着什么关系？ 

在儒家传统文献之中，“礼”总是与“乐”相提并论的。譬如，“先君之礼，藉之以乐”[2

8]、“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者为同，礼者为异”、“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

“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

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29]，以及所谓“礼也者，物之致

也”，“（乐也者，）和之至也”，“礼也者，反其所自生；乐也者，乐其所自成。是故先

王之制礼也，以节事；修乐以道志。故观其礼乐，而治乱可知也”[30]……等等等等，诸如

此类。由此可见，“乐”、“礼”二者之间，乃是一种一内（“乐由中出”）一外（“礼自

外作”），一上（“作乐以应天”）一下（“制礼以配地”），为同（“乐者为同”）为异

（“礼者为异”），必简（“大乐必易”）必易（“大礼必简”），一静（“乐由中出故

静”）一文（“礼自外作故文”）之关系——其中，“礼也者，反其所自生”，其作用与功

能胥在于“以节事”和“道其志”；“乐也者，乐其所自成”，而其作用与功能则在于“以

道志”与“和其声”，并且它们都是人的一种“自生”、“自成”，自然而然、自己如尔的

生存和生命状态。同时，“礼也者，物之致也”，“（乐也者，）和之至也”，“乐至则无

怨，礼至（致）则不争”，“礼”、“乐”二者本是一个整体，不可或缺，而且也只有“礼

乐明备”，“天地（才能）官矣”。 

至此，倒让人联想起《中庸》里的这样一段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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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所谓的“乐”，大概就是“喜怒哀乐之未发”这样一种“谓之中”的状

态——正所谓“乐由中出”、“乐由中出故静”以及所谓“乐也者，乐其所自成”；而“发

而皆中节”，则似乎也同样是“乐”，但在这里，它却“谓之和”——而“乐也者”，无疑

正是一种“和”的状态而且还是其中的“和之至也”，是其中最大的“和”、最高的“和”

与最终极的“和”。但这个“和”或者“和之至也”的“乐”，却需要经由“礼”的从中调



节，才能最终得以达成，即只有“发而皆中节”，才能“谓之和”；反之，若“发而（未）

中节”的话，则不可“谓之和”——当然，更不可谓之“和之至也”的“乐”。而所谓“乐

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其中前一句“乐至则无怨”并不难理解：既然“和之至也”的

“乐”已“至”，那么“无怨”自然是顺理成章，不难想象的状态；但后一句“礼至则不

争”中的“至”，大概应视之作“致”——因为“不争”与“无怨”虽是一种状态，但这种

状态却需要“乐至”、需要借助于“礼致”、“致礼”或者通过“礼”的从中调节和作用，

最终才能得以导致或达致；也就是说，“礼”是其中必要的前因、方式、方法、手段或途

径，而“乐”则只是由此前因、方式、方法、手段或途径而导致或达致的后果、目的、最后

落脚点和最终归宿。一句话，“礼”就是“中”而“乐”就是“和”，前者就是“天下之大

本也”而后者就是“天下之达道也”；至于“致中和”就是“礼乐齐备”，而“天地位焉，

万物育焉”也就是所谓“天地官矣”。而且如果说“礼”就是“中”、“乐”就是“和”的

话，那么所谓“致中和”，在逻辑上，其所对应着的，正是所谓“礼乐齐备”。于是乎，当

我们在谈及“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31]时，似乎不应仅限于“宗周社会”下的“礼乐文

明”，同时也应探讨一下“礼乐文明”下的“宗周社会”——一个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安

定团结、有序亲和的和谐社会。如果当时的社会并非如此而仅仅只是人们心目的一种想象、

幻觉或乌托邦的话，那么“四书”的作者、中国古典时代的伟大思想家们尤其是其中的孔

子，无论如何是不可能有那种近代以来的乌托邦主义者们所具有的天才般充满着浪漫主义和

革命英雄主义的想象力的——要知道，古典时代的思想家们并“不是闲来无事，抓着许多话

题扯来扯去，而是有他们的‘问题意识’于其中”[32]的。 

但这个“礼”却是变动不居、与时俱进而非一成不变的，不过只是“中”的意象、表征和化

身而已。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说，似不可谓之曰“天下之大本也”。《荀子•天论》中有云：

“礼者，表也”；庞朴先生在其所著《儒家辩证法研究》一书中亦明确指出，“礼就是中的

化身”。此外，《礼记•礼器》中则更明确地说，“礼时为大，顺次之，体次之，宜次之，

称次之。尧授舜、舜授禹、汤放桀、武王伐纣，时也。”在《礼记》的作者看来，就“礼”

而言，其当以“时变”为大，以“顺应”为次之，以“践行”为又次之，以“遵照”为再次

之，并且以“称道”为最次之；换句话说，就“礼”而言，“时”当是其中最为重要的，至

于所谓“顺”、“体”、“宜”、“称”，则不过等而下之而且是一个不如一个。然而，我

们却看到，当下人们对此的研究，似乎却仅仅停留在其中的“称”这样一个最低阶段之上，

尚且未能提升到其他几个层面上来——不管怎么说，这毕竟是太肤浅了。同时，其中的问题

是，不管被说成什么，它似乎都是一个开放着的变量、一个跃动着的变数；或者说，它永远

都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着并由此而又可以不断地被诠释和解读的思想理念——它需要因地制

宜、通权达变，也更需要与时偕行，与时俱化。但其中所蕴含着的“中”、“道”、“中

道”或者“天下之本也”，却是永不可变的；同时，为其所根本指向的“天下之达道”、

“和也者”、“中和”或“和之至也”的“乐”，亦永不可变。但问题却是，“六经”之

中，何以单单一部《乐经》至汉代而佚失并从此不复存在？是不是其中所归结的那种最终极

的生存状态距离当时人们的现实生活太遥远了，因而引起了他们的失望、不断地失望甚至于

绝望而为其最终所厌恶、摒弃以至于遗弃？对此，我们不得而知；然而，却并不能因此而全

盘否定了这一问题的存在。“乐”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却是“礼”及其本质。也许正惟如

此——正惟“和”已内含于“中”之中、“德”已内含于“道”之中以及“乐”已内含于

“礼”之中，一部《乐经》才最终失去了其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并由此而流于亡佚的吧？ 

此外，“礼乐”又是关乎于政治的，是“先王之制”或者“先王之道”——“先君之礼，藉

之以乐”，“先王之制礼也，以节事；修乐以道志”。“故观其礼乐，而治乱可知也”。而



且有子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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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由此看来，这个根本关涉政治的“礼乐”乃是相辅相成的、一

体化的或者说是成龙配套的，缺一而不可；同时“礼之用”，当贵在于“和”，而且即使广

为儒家所称道的所谓“先王之道”，亦皆以此为宗旨和依归。但其中的问题却是，若不问

“礼”而只求“乐”或者说是“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的话——就像当下国学界之所谓

“和合学”一样，必然是“有所不行”，“亦不可行也”[34]，必然是根本行不通的。因而

是伪问题或假问题，是既无根又无解的问题，是“不是问题”的问题，是根本不存在而且也

不可能得以解决的问题，或者说是存在着真实性、必要性、正当性乃至于合法性危机的问

题，是需要对其重新作出审理和辩护的问题。如此看来，“知和而和”尚且如此，当然就更

不消说是（似可概而言之为“以和求和”并因而是既不可取又不可行的）所谓“和合学”

了。 

五、“极高明而道中庸” 

一部《中庸》之开篇便开门见山、开宗明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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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应当说是对

“中”或“中庸”之最本真的界定；也就是说，所谓“中”或“中庸”，其原初之意，就在

于人的“喜怒哀乐之未发”这样一种自然而然、自己如尔的状态，而且这种状态，又是所谓

“天下之大本也”。至于“发”并且“发而皆中节”，便是所谓“和”或“中和”，或者所

谓“天下之达道也”；同时，也只有“致中和”，“天地（才能）位焉，万物（才能）育

焉”，从而也才能达到“生生之谓《易》”[35]这样一种境地，实现《易》之所谓“生

生”——即生之又生、持续发展，不偏不倚、无过不及，恰如其分，恰到好处。然而这个

“和”或者“中和”，务必通过“中”或“中庸”才能得以实现；换句话说，所谓“中

和”，乃是“中庸”所企盼达致的一种目的、结果或归宿而非什么手段、途径或方法，而且

除此而外，别无他途。惟其如此，它才是所谓“天下之大本也”；而且亦惟其如此，孔子才

要说“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36] 

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对人而言，却殊非易事。于是乎，孔子才紧接着要说，“民鲜久矣！”

至于孔子本人，当然也并不例外。于是乎，他必然要为此而付出相应的代价。但这又是一个

怎样的代价呢——被迫“去鲁”、“去父母之道也”，颠沛流离、周游列国，而且这一

“去”一游，就是十几年的时间；而在一个人的一生当中，到底又有多少个这样的十几年？ 

而且不管人们作何解释，所谓“中”或者“中庸”，归根结底，都不过乃是一个率性自然、

无为而治的“道”；或者说，它是一种思想方式和方法[37]，一种人之所成为人、成为其所

是的最重要也最本真的自然状态——若一言以蔽之曰，就是认识你自己、成为你自己，努力

去做自己所是的那个人。当代美国著名政治哲人阿兰•布鲁姆（Allan Bloom）曾经说过，

“人的尊严就在于去做自己所是的那个人。”[38]但要“保持人的尊严”、“去做自己所是

的那个人”，其实却并不容易；特别是对那些非哲学的大多数（the unphilosophical man

y）而言，尤其如此。难怪乎，孔子要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难怪

乎，程子要将其一生之学最终归结为所谓“天下大中之道”[39]——要知道，他的这番话可

是说给当朝皇帝仁宗听的——韩非子说，“臣闻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为人臣

不忠，当死；言而不当，亦当死。”[40]如此看来，当时身“为人臣者”的程子似乎不可能



在撒谎，不可能是“假话真说”而只能是“实话实说”。于是乎，信哉斯言！毋遑他论矣。 

此外，按照朱熹的意见，“学问须以《大学》为先，次《论语》，次《孟子》，次《中

庸》”；何以竟要如此？曰：“《中庸》工夫密，规模大。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

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

微妙处。《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第，总作一处，易晓，宜先看；《论语》却实，但言语散

见，初看亦难；《孟子》有感激兴发人心处，《中庸》亦难读，看三书后，方宜读之。

《论》《孟》《中庸》，待《大学》贯通浃洽，无可得看后方看，乃佳。道学不明，元来不

是上面欠却工夫，乃是下面元无根脚。若信得及，脚踏实地，如此做去，良心自然不放，践

履自然纯熟，非但读书一事”[41]。由此可见，朱熹谈此“为学次第”的根本用意盖即在

于：“以求古人之微妙处”。什么“微妙处”？用《中庸》的话说就是，“致广大而尽精

微，极高明而道中庸”：  

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

其人而后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

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

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

之谓与！  

由此看来，若非“致广大”，就不可能“尽精微”；与此同时，若非“极高明”、不高明或

一般高明的话，也不可能“道中庸”。反之亦然。于是乎，这里接着又征引《诗•大雅•烝

民》中的诗句说，“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换句话说，若不“明”不“哲”或只“明”不

“哲”的话，则到头来终将不足以保全自身。也就是说，所谓“既明且哲”，就是所谓“致

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亦惟其如此，也才能真正做到“以保自身”。于是乎，

这里最后一句才要说：“其此之谓欤！”但要真正做到这一点，的确是太难了。于是乎，也

难怪朱熹本人对此要作如是说：“自古以来圣贤讲学，只是要讨这个物事”，但其结果却

“从来也只有六、七个圣人把得定”[42]；而程颐则亦尝有云：“自古学者众矣，而考其得

者盖寡焉”[43]。更何况在一个“没有圣贤的时代”（牟宗三先生语）？ 

总之，“中”、“道”或“中道”既是“所以然之故”，又是“所当然之则”[44]；或者

说，它既是其中的原因，又是由此原因而导致的最终而必然之结果。既如此，若不要“中”

而只要“和”、不要“礼”而只要“乐”、不要“道”而只要“德”，只知“和谐”而不知

何以求“和谐”或者说只要结果而不要原因抑或“以果代因”，“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

然”，可乎？要知道，结果只是彼岸性的，何以才能到达，才是最本真、最现实也最此岸性

的；理想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这一理想可否实现以及如何才能加以实现？而且勾勒和描

绘出某种美轮美奂的彼岸性的理想或蓝图显然是粗线条的简单的，就像每个人在其一生当中

都可能要做这样或那样的美梦一样；但这个梦最终又何以圆成，无疑却是另外一个问题，一

个极其复杂、难以言说的问题。对此，《管子》早就说过，“大道可安而不可说”[45]；与

此同时，孔子本人则亦有言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46]——否则，到头来，他们

很可能将会失望的，甚至会不断地失望乃至于绝望——就像他们之于“乌托邦”（the Utop

ia）或“理想国”（the Republic）所曾给予过的万丈豪情那样。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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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论语•雍也》。 

[3]《论语•里仁》。 

[4][27][35]《易经•系辞上》。 

[5][美]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著、彭刚译：《自然权利与历史（Natural Right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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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孟子•离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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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参见陈荣捷《西方对朱熹的研究》，《中国哲学》第5辑，第208页，三联书店，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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