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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骏河     

第四节  诚 

诚就是指真实无妄的状态，它有两层含义，一个是从实理的角度所说的真实，另一个是从人事的角度所说的诚实。前

者作为天道、天理是完美无缺的，是生而知之的圣人可以知晓的；后者作为人道，是普通人执着择善所能实现的。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

也”1，“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诚之者，未能真实无妄而欲其真实无妄之谓，人事之当然也。圣人

之德，浑然天理，真实无妄，不待思勉而从容中道，则亦天之道也。未至于圣则不能无人欲之私，而其为德不能皆

实，故未能不思而得，则必择善，然后可能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则必固执，而后可以诚身，此则所谓人之道也。”

2应该注意的是前者与后者并非毫无联系，竭尽全力实践人道之“诚”就会达到完美无缺的天道之“诚”，两者合二

为一。“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

疙瘩地之化育；可能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3精诚实践道德就能充分展现自己之本性、他人之本性、

万物之本性，就有助于天地之化育，达到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共存之境地。否则，就无法为人、难以处世。故“诚者

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4 

“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5因为世上万世万物的当然之理皆存于我的本性之中，所以当

你反观自身，看到自己竭尽全力、充分践行天理之时，自然会快乐无比。对此，朱子解释曰：“此言理之本然也。大

则君臣父子，小则事物细微，其当然之理，无一不具于性分之内也。诚，实也。言反诸身，而所备之理，皆如恶恶

臭、好好色之实然，则其行之不待勉强而无不利矣。其为乐，孰大于是？”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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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朱子又解释说：“诚其意者，自修之首也……欲自修者，知为

善以去其恶，则当实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恶恶则如恶恶臭，好善则如好好色，皆务决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

足于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为人也。然其实与不实，盖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者。故必谨之于此以审其几

焉。”8北溪陈氏（名淳）也作小注：“人之好善恶恶，亦须表里真实如此，自求快足，方是诚意。”9 

由以上分析可知，诚是指真实无妄的境地，是天道；诚实是指向往并实践天道的诚心，是人道。为了践行“诚”就要

有正确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敬”，即只有通过“敬”才能达到“诚”。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敬”的涵义。 

  

1见《中庸章句》第20章。 

2见《中庸章句》第22章朱子注。 

3见《中庸章句》第22章。 

4见《中庸章句》第25章。 

5见《孟子·尽心上》。 

6见《孟子·尽心上》朱子注。 

7见《大学章句》第6章。 

8见《大学章句》第6章朱子注。 

9见《大学章句》第6章小注。 

第五节  敬 



敬是指精神集中、神情严肃的状态。程子（名颐）曰：“主一之谓敬，无适之谓一”1，“整齐严肃则心自一”2；

“上蔡谢氏曰：敬是常惺惺法”3；“和靖尹氏曰：敬者，其心收敛，不容一物之谓”4；“朱子曰：敬者，圣学之所

以成始成终者也”5，“敬字惟畏为近”6；黄勉齐（名干）认为，“敬者，此心肃然有畏之名。7”即敬是精神专

注、毫不分心的状态，是心情肃然生畏的状态。人只有通过“敬”才能达到完美无缺的“诚”之境界，故“曲礼曰：

毋不敬，严若思，安定辞，安民哉。”8“敬”是所有“礼”中的题中应有之意。因此，范氏（名念德）认为，经礼

三百，曲礼三千。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①西山真氏《名德秀》也论述了“敬”；的重要性，”强调·敬乃礼之

纲，毋不敬如身心之内外，不得秋毫犯之。② 

孔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③这说明身处上层以宽厚仁爱为本，遵从礼节以虔诚

恭敬为本，奔赴丧事以悲痛哀悼为本。孔子认为，“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④对此，朱

子解释为：“敬者，主一无适之谓。”有人认为，“敬事”之“敬”乃小心敬畏之意，似无“主一无适”之意。朱子

则主张遇事小心谨慎就是“主一无适”⑤，敬就是全神贯注、毫不松懈的状态。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狄夷，不可弃也。”⑥对此，朱子解释曰：“恭主容，敬主事。

恭见于外，敬主乎中。”⑦说明了“恭”．与“敬”的关系。另外，孔子还认为，“敬而不中礼，谓之野；恭而不中

礼，胃之给。”16强调尽管“敬”与“恭”皆为“礼”之主体，但若不适度反而会带来危害。因此，“敬”与“恭”

必须要符合“礼”之规范和节度。 

1见《心经》易  坤卦  六二  敬以直内条。 

2见《心经》易  坤卦  六二  敬以直内条。 

3见《心经》易  坤卦  六二  敬以直内条。 

4见《心经》易  坤卦  六二  敬以直内条。 

5见《心经》易  坤卦  六二  敬以直内条。 

6见《心经》易  坤卦  六二  敬以直内条。 

7见《心经》易  坤卦  六二  敬以直内条。 

8见《礼记·曲礼》。 

9见《礼记·曲礼》集说。 

10见《礼记·曲礼》小注。 

11见《论语·八佾》。 

12见《论语·学而》。 

13见《论语·学而》朱子注。 

14见《论语·子路》。 

15见《论语·子路》朱子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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