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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儒家中庸的精义在执中：持守善德，恰到好处；时中：因时而变, 中和：

真善美的统一；和而不同，体现儒家的最高哲学智慧。 由次对我们今天构建和

谐社会的启示在于，以和为贵，致中和，以求社会和平发展；恰到好处，讲中庸，

以求掌握真理；修身为本，讲忠恕，以求人际关系的和谐；和而不同，讲原则，

以求坚持正义；天人合一，讲天道，以求生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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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礼记》的核心内容《中庸》  

《中庸》是儒家经典《礼记》中的一篇。宋代理学家程颐、程颢尊崇《中庸》将

之奉为“孔子传授心法”，朱熹认为“前圣之书”没有一部能像《中庸》那样，

即明白又详尽地“提挈纲维，开示蕴奥”。这就把《中庸》抬到了超乎所有“前

圣之书”的高度。因而他把《中庸》纳入四书体系，达到与五经同尊的地位。  

《中庸》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中庸思想，并将其系统化、哲理化，对中庸思想作

了较为详细地论述，阐明了“性”“道”“教”三者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将

“中和”作为中庸的价值取向；以“合外内之道”作为中庸之道的思想内核；以

“诚”为中心观念；并提出择中、执中、时中等方法论。《中庸》是对先秦以来

中庸思想的系统总结，在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成为道统之道的一个重要内

容。  

二、中庸思想的核心价值  

从《中庸》整篇看，主要是做人与治国的道理，儒家的中庸之道不仅是世界观，

矛盾观，更体现其现实政治、伦理观、人生观，具有方法论意义，体现了儒家的

最高哲学智慧。  

1、执中：持守善德，恰到好处  

（1）执中即要持守善德，反映儒家的世界观，具本体论意义执守中道是大德。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强调“中”是世界本原。  

上天把天理天德赋予人形成人性，人按照天理天性去行动，即为人道人德。儒家

所要执守的中道是“诚”“善”是“仁”“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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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惧乎所其不闻，莫见乎隐，故君子慎其独也。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

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下位焉，万物育焉。”  

“诚者，天之道也；儒家所言诚是天道（法则规律）天德（本性本质），依天道，

努力做到诚，就是人道人德。儒家“德”之本质内涵即是最高伦理概念“仁”。

“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如果达不到崇高的德，就达不到崇高的道（中庸之道）  

（2）执中即要恰到好处，体现儒家的矛盾观，具方法论意义。儒家强调把握认

识上两个极端的偏向，使自己不走极端，对人处事要恰到好处。君子信守中庸，

独立而不偏倚，才是真正的强大，儒家中庸的最核心最精华之处，就是“过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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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恰到好处”，执守正道善德，恰到好处的中庸是儒家的大德大智慧。  

2、时中：因时而变 

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中庸之道远不是一个机械静止的概念，而是一个时刻变化发展着的动

态概念，即“时中”。儒家中庸之道的关键，要害是“恰到好处”执中强调执守善德，可理解为

从静态强调坚持恰到好处的中庸道，时中则从动态角度强调坚持恰到好处的中道，即持守中

道要因时因地制宜，随时间条件变化而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环境的发展适时调整把握正

确之道是更高层次的“中”。  
出自《礼记•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又见于《易•蒙•象传》:“蒙亨，以亨行，

时中也”。“时中之义甚大”，旨在强调一个“时”字。“时”与某种常规、成见或原则相对举，

而与“权”、“义”(宜)、“损益”诸概念相沟通，系“庸”之方策，乃“中”之精义所在。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孔子并提倡“可与立，未可与权”的权变思想，即既要坚持善

德的原则，又要根据具体情况权衡轻重，随机应变，中道须在通达权变之中得以贯彻。  
3、中和：真善美的统一，儒家的最高理想境界  
（1）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人的感情为表露，内心处虚静淡然，不

偏不倚的本然状态，谓之中；感情表露出来以后符合“中”道，情感“中正”谓之和。“中”是自

在未发的本然状态，是抽象的本体，是世界万事万物的本源。“和”是因时而发的合宜状态，

是中的具体运用体现，是符合中的人们须遵循的道理。强调“和”是用“中”所达到的理想状态。  
（2）中和观。其一，中和是中庸之运用所追求达到的理想状态。中和是事物内部对立因素

的统一，是持善合理美好的状态，万物因和而生存、发展。其二，中和之善。“隐恶而扬善，

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执中即是执守正道、善德，宣扬在治理国家中要以德治国，处事

的善德，扬善的团结，追求一种和谐。  
4、和而不同  
《论语•子路》:“子日:‘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如果说“执两用中”是对中庸思想的

高度概括，那么“和而不同”则是对“执两用中”的具体说明。它表明了对待两端应持的态度以

及由此求得的中的实现状态。这全体现于“和”字。和即兼容两端，融会贯通，以求恰到好处。

因而，和既是达到中的手段，也是中的显现形式，中即最佳之和。尚和思想至子思益盛，《中

庸)以“和”为“天下之达道”，并赞曰:“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足见“和而不同(流)”乃中庸思

想的基本内核。  
三、中和观对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启示  
1、以和为贵，致中和，以求社会和平发展    
“和为贵”,中庸之用贵在求和。中和是真善美的统一,宇宙万物、社会人事得中和,即符合其存

在、发展的本然规律,才能生长、发展。人与人的和谐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前提。“家和万事兴”,
一个组织、集体、单位、国家,也因人和而文明进步、兴旺发达。“国泰民安”,和则泰则安,天
时、地利、人和,人和最为重要。在改革开放,利益调整,经济政治存在失范、失序,人们心理失

衡、矛盾交错的今天,弘扬儒家致中和的思想精华,对保持人际关系和谐、社会稳定发展有现

实的积极意义。“稳定压倒一切”是致中和思想在我国当代社会的运用与体现。  
2、恰到好处，讲中庸，以求掌握真理    
中庸,作为方法论其要害是恰到好处、适时适宜。中庸之道是儒家对至德至善的追求,也是其

对“真理”的追求。中庸之执中、时中,即要适时适宜,不偏不倚,恰如其分、恰到好处。从辩证

法说,要把握事物的度,从认识论说,要使主观符合客观,要把握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规律。运用

于现实生活,对人处事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时因地制宜,采取适当方法,掌握分寸,以求恰到

好处。  
3、修身为本，讲忠恕，以求人际关系的和谐    
儒家中和观在处理自身与他人与国家社会的关系上强调修身为本,养仁爱之心,行忠恕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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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求人际关系的和谐。我们须经扬弃改造,结合现代社会实际,弘扬儒家仁爱忠恕思想中的精

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抽去其反映封建社会关系的阶级内

容,它倡导的对人如己、推己及人,以求人与人的理解、尊重、信任、沟通,仍是我们今天处理

人际关系、团结同志,必须弘扬的伦理精神与处世原则,也是我们做人的思想工作时的一种原

则方法。弘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的恕道均有积极意义。每个国家要维护

自己的主权独立,反对别国侵略,那么也不要侵略别国,要尊重别国的主权、独立。由此可现儒

家的“忠恕”之道经剔除糟粕后所蕴含的具超时代超阶级意义的思想精华。 
4、和而不同，讲原则，以求坚持正义   
儒家中和观是执中与时中的结合,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高度结合,而并非无原则的调和折

中。持守中道,须强调坚持原则,这中道的原则就是儒家的善德、仁义。其中蕴含二点启示:
一是蕴含正义与民主观念。孔子强调“和而不同”、“和而不流”,反对随波逐流,更反对同流合

污、结党营私。二是要把原则性与灵活性高度结合。“中”要因时因地制宜,“和”是多样性的统

一,“和而不同”也体现在坚持原则前提下的灵活性。一个组织、集体、单位内在坚持集中统

一原则下,须有各个局部各个成员个性的保留与发挥,不要强求一律。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
在国家主权统一的原则下,港澳高度自治,由此港澳得以回归,可以说是“和而不同”思想在当

代解决重大问题上的杰出运用。国与国之间,也要讲“和而不同”,要强调各国走自己的路,互不

干涉内政,承认多样的统一,才能有真正的世界和平。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违背中庸中和,违背

世界和平之道。  
5、天人合一，讲天道，以求生态平衡    
“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仲尼继承尧舜，效法文王武王，上尊天

时的运行规律，下循水土的自然之理。强调遵循自然规律，而不违背，以求人与自然的和谐

相处。儒家的这种生态伦理观对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儒家把仁

德视为宇宙万物的本体，把爱人于爱物相结合，提出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的和谐观，对我们

今天走持续发展道路也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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