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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的内容教案

课程名称 四书五经导读 课程代码

使用教材名称、编

著者、出版社

授课对象 所有专业 一 年级 班

课 题 《中庸》的内容

教学目的

基本要求

教学目的：

1. 了解《中庸》的主要内容

2. 了解《中庸》与《论语》《大学》的关系

基本要求：

《中庸》在四书系统中的地位

教学重点 《中庸》的内容

教学难点 《中庸》中的性命观念

教 法

教 具

课 件

教法：讲授法、文献法、问答法

教具：多媒体设备、板书

课件：《中庸》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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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及进程：

一、导入

《中庸》本来是《礼记》中的第 31 篇，是《四书》中阅读难

度最大的一篇，但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不亚于《大学》和《论语》。

首先，《中庸》是先秦儒家文献中集中讨论天道、性命等概念

的专门之作，弥补了孔门学术思想的不足。《论语》中说：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

可得而闻也。”（《公冶长》）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程子曰：“计利则害义，命之理微，仁之

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子罕》）

其次，自从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传播日广。除了因果、轮

回、极乐世界等观念外，佛教在心性理论上也有很大的建树。相比

之下，儒家这方面的言论却很少，难以解决人们的心理需求。唐代

大儒韩愈及其弟子李翱，一方面激烈排佛反佛，树立儒家道统，一

方面入室操戈，用佛教的心性理论充实儒家既有理论。他们找到最

合适发挥的先秦文献就是《大学》和《中庸》。李翱依据《中庸》

撰写了三篇《复性书》，认为《中庸》是论性命之道的书，性是“天

之命”，情是“性之动”，性原本寂然不动，感物而起，流为喜怒

哀惧爱恶欲等七情。但人终究与万物有别，因为人有道德之性，虽

有蒙蔽，但只要努力修身，就能恢复本性之善，进入圣人之域。由

韩愈、李翱开辟的新方向被宋代儒者所继承，宋代学术也因为被称

为“新儒学”，就是因为增加了心性之学，从而不仅与先秦汉唐之

学迥然有别，而且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

第三，程颐解释中庸：“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朱熹的

解释是：“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

当然。”将“庸”解释为“平常”，意思更为显明贴切。由中庸这

个词汇，又延伸出很多词汇，如“执中”、“中行”、“中节”、

“中用”、“中立”、“时中”、“用中”、“中正”，都强调不

偏不倚，恰到好处。甚至一些流俗的错误理解，如“各打五十大板”、

补充说明

参考资料：

朱熹：《四

书集注》，

凤 凰 出 版

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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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稀泥”，僵化的将中庸理解成不区分具体情况，平均分割。所

有这些词汇，都构成中国哲学思想中的重要概念，成为一套体现中

国文化和合精神的话语系统，带有极为鲜明的中国特色。张岂之先

生在《<四书>的文化意义》中说：

佛教有佛性，那儒家有一个什么呢？儒家就有一个中庸、中行、

中正，将这些东西用不同的词来表述，讲了一个道理，就是诚，诚

心诚意的诚。诚者知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什么是诚呢？按

照自然规律运行，人按照规矩办事，不能随心所欲。人要讲诚信，

不欺人不自欺，自尊、自信、自爱，人不但要爱人，而且要爱万物。

可以说，中庸是以人为本的儒家哲学，而不是以神为本的宗教

信仰。中庸本于《易经》，强调在天地的发展化育中以人为本的中

庸之道——“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大而言之，中庸重视万事

万物中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强调在矛盾的对立统一中，遵循天地万

物的规律而生生不息，在中正、平衡、有序、适度、和谐中，获得

生命的延伸和文化的拓展。

二、《中庸》的作者

一般认为，《中庸》的作者是孔子的孙子子思，年代约在春秋

末期、战国前期。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孔子生

孔鲤，字伯鱼，早卒。伯鱼生孔伋，字子思。子思作《中庸》。”

孔子去世后，儒家分为八派，子思便是其中的一派。子思学于曾子，

孟子学于子思之门人，所以后世也把子思、孟子学派称作“思孟学

派”，并尊称子思为“述圣”，孟子为“亚圣”，配祀于文庙。

李翱《复性书》中又说：“子思著《中庸》四十七篇，传于孟

轲。”朱熹《中庸章句序》说：“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

之失其传而作也。”强调中庸的撰写是因为担心道学的失传。

三、《中庸》的章句结构

在朱熹看来，尽管《中庸》不像《大学》那样颠倒阙失，但是

因为所论述的是性命天道之类的玄奥哲理，圣人心传，学理深奥，

本来就不容易读懂，加上未分章句，条理不清，就更加不易索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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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按照文义，将全文分为 33 章，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包括

第 1章的总论和 2-11 章的详细阐释，总论中提出性、命、道、教、

中、和等重要概念，是全文的核心。第二部分包括 12-20 章，重点

解释道不远人、道不可离之意，并用 8章的篇幅来阐释，在结尾的

第 20 章又进而提出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五达道，和实

现五达道的三达德：知、仁、勇，以及根本精神：诚，并区分天道

与人道，重视人道的主观能动性，内容极为丰富。21 章以下至结

尾都属于第三部分，是子思针对天道、人道的进一步论述，推崇慎

独，强调至诚尽性，反复叮咛，深切著明，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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