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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做事如何做到“正好”
———读《中庸》有感

□杜福建

处世 合乎天理
中庸之道的理论基础

是“天人合一”。
我们说某个人非常坏，

常常会用“伤天害理”来形
容。何谓天理？说白了，就是
规律，就是法则。 儒家把天
理列为本然之性。

在儒家看来，“天”是善
良美好的天，人是善良美好
的人，“天人合一”就是倡导
人们自觉修养，达到像美好

善良的天一样造福人类和
自然的理想境界。

天道与人道合一的目
的， 就是要将天性与人性合
一。天性是至善、至诚、至仁、
至真，那么，人性也应该是至
善、至诚、至仁、至真。只有使
人性达到至善、至诚、至仁、
至真的天性， 才能称得上真
正意义上的天人合一， 才能
创制天下的大纲， 建立天下

的大本， 才能通晓天地化育
万物的道理， 才能达到中庸
之道。反之，如果我们做人做
事的初衷是“伤天害理”，不
遵从规律、法则（即“天道”），
有违人的本性（即“人道”），
那么，必然为天地所不容，做
人必将遭唾弃， 做事注定以
失败告终， 即使一时侥幸取
得些许收获， 也改变不了失
败的最终命运。

做事 立德为先
孔子说，对于品德高尚

的人而言， 在无人看见的
地方也很谨慎， 在无人听
见的地方也会有所戒惧；
越是隐蔽的地方越是明
显， 越是细微的地方越是
显著。 因此，道德高尚的人
在独处时也很谨慎。

做人做事的 效果如
何，看似不可把控，实际上
不过是个人修养的外在表
现形式而已。

做事先做人， 修德以
成事。 可以说， 做任何事
情，都是从做人开始。 古往
今来，对人的要求，无不以
做人为本。《大学》 有云：
“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

以修身为本。 ”儒家后继者
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为培养人才的基本规格 。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指
出：“才者， 德之资也；德
者，才之帅也。 ”教育家陶
行知留下警句 ：“千教万
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
学做真人。 ”毛泽东倡导，
要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
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
低级趣味的人， 有益于人
民的人”。 这些都是讲做人
的重要性。

成就大事者，无不以立
德为先。 立德，必须修德；
修德，贵在慎独。 东汉名臣
杨震在斥责送礼者时怒吼

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怎说无人知道？ ”元代大学
者许衡外出途中口渴难
耐，许多人跑去摘梨解渴，
唯独许衡一动不动。 别人
问许衡为何不去摘梨 ，他
说：“这不是我的梨， 怎么
可以随便乱摘呢？ ”人们讥
笑他迂腐， 对他说：“世道
这么乱 ， 你管他是谁的
梨！ ”许衡道：“世道乱，但
我心不乱；梨无主，但我心
有主。 ”做人，贵在无论何
时何地，都能够心有定力，
不受蛊惑，慎独慎微。 这不
仅仅是古代君子的修身之
道， 我们也应做到慎独自
修，以此成就辉煌。

宽容 更高情商
“尽己之谓忠， 推己之为恕”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宽柔以
教，不报无道”……这些警句告诫我
们， 要以宽恕、 容忍的态度对待别
人。 这就是“以德报怨”———以善良
的德行，回报别人对我们的仇怨。 这
种广阔的胸襟，这种做人的方式，是
一种更高的智慧、更高的情商。

一个人所能取得的成就，常
常可以用宽恕、 容忍的标尺去衡
量。 只有宽恕，才能对人容忍；只
有容忍，才能让人折服。 宽恕与容
忍不仅是一种自身的修养， 更是
一种取得别人信任的重要方法。
东汉光武帝刘秀在河北大战自立
为帝的王郎，王郎节节败退，逃入
邯郸城里。 围攻二十多天后，刘秀
攻破邯郸，杀死王郎，大获全胜。
在清点缴获来的书信文件时，刘
秀部下私通王郎的信件竟然有一
大堆，内容大多为吹捧王郎、攻击
刘秀，写信者有官吏，也有平民。
有人很气愤， 认为这些人吃里扒
外，应该全部抓起来处死。 给王郎
写过信的人，无不提心吊胆，恐惧
不已。 刘秀知道这件事后，立即召
集文武百官聚到一起， 而后让人

把那些信件全部取过来， 他看也
不看， 让人当众把它们扔到火中
烧掉。 刘秀对大家说：“有人写信
私通王郎，做了错事。 但事情已经
过去了，既往不咎。 希望那些做错
事的人从此安下心来， 努力供
职。 ”刘秀的这种处理方法，使那
些曾经私通王郎的人从心眼里感
激他，甘愿为他效劳。

与其把人们赶到与自己为敌
的对立面， 不如对人们施以德行，
收为己用。“大德容下，大道容众。
盖趋利而避害， 此人心之常也，宜
恕以安人心。 ”也就是说，大德能够
容纳下方，大道能够容纳众人。 人
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这是人之常
情，因此，我们应该宽恕他人，以安
定人心。

宽容待人是凝聚力和吸引
力的重要因素。 严于律己，宽以
待人，这需要涵养与器量。 以宽
广的胸怀对待曾经伤害过你的
人，更能够显示出你高尚的品德
修养，更能够让你周围的人对你
刮目相看。 这实在是一种无声的
力量，这种“强”可以使你赢得更
广泛的支持，走向更大的成功。

至诚 成己成物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人

如果不守信用，那就不知道该怎样
肯定他了!

诚实守信，在人，为立身之本；
在国，为立国之本。人而无信，则无
人与之交往；国而无信，则将失信
于民，政策、法令很难行得通。

《中庸》的“至诚尽性”内涵广
博， 是施行中庸之道的重要原则。
只有坚持至诚原则，才能充分发挥
善良的天性；只有充分发挥善良的
天性，才能感化他人、发挥他人的
善良天性；只有发挥一切人的善良
天性，才能充分发挥万物善良的天
性； 只有充分发挥万物的善良天
性，才能参与天地化育万物，达到
至仁至善的境界；只有达到至仁至
善的境界，才能同天地并列。 这就
是《中庸》强调的坚持至诚尽性原
则所达到的理想境界，达到了这一
理想境界，也就找到了自己在宇宙
间的真正位置。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诚，是
事物的发端和归宿。 仁者爱人，成

己成物。至诚有三种情形：一是“不
见而章”。一个有至诚道德的人，不
用故意表现自己有道德，别人会时
时处处感受到他的美德。 二是“不
动而变”。至诚生生不息，能够衍化
出无穷无尽的事物来。三是无为而
成。 这里的“无为”，指的是遵守规
律与法则，不乱作为，以有为之道
合理作为，功到自然成。

我们要在“诚”的实践中让自
己的品德越来越纯，纯到与天地
相合，就达到了至诚。 只要我们对
“诚”的追求不断完善，我们的做人
做事自然也就容易达到完美的
境界。

生命不止，为诚不已，博大高
明，悠远长久。 小川流，大德淳化。
修炼至诚的美德，就是心正而后身
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
国治而后天下平。

中者， 天下之根；庸者，天下
之本。 践行中庸，恰如其分，不偏
不倚，完善自我，完美人生！ 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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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步入社
会后，常常遇到如何
处理好上下级关系、
如何与同事和谐相
处、如何处理好社会
事务、如何处理好家
庭关系等问题。 想要
解决这些问题，《中
庸》也许会给出一个
比较合适的答案。

中庸 被误解的智慧
当下，谈及“中庸”，很

多人将之理解为中立、平
庸，视之为讲折中、、放弃原
则的代名词。 其实，这是对
“中庸”的偏见或误解。

作为儒家经典著作之
一，《中庸》是我国古代哲学
先驱们的智慧结晶。 书中
云，“语大， 天下莫能载焉；
语小，天下莫能破焉。 ”“君
子之道……察乎天地。 ”意
思是说， 天地如此广阔博
大， 但人们仍有不满之处。
中庸之道， 就其广大而言，
天下没有什么能载得起它；
就其精微而言，天下没有什
么能剖析得了它。 阐述中庸
之道，以普通人所知的浅近
道理为开端，但推究到深奥

精微处，便可以明察天地间
的一切事物。

那么，究竟什么是“中
庸”呢？

“中庸”， 既是世界观，
又是方法论；既不是简单的
折中， 也不是庸俗的搞平
衡、和稀泥，更不是卑劣的
放弃原则。“中庸”追求的目
标是在不同时空环境中寻
觅尽善尽美的最佳方案。

做人做事要达到“恰到
好处” 的目标， 必须理解
“中”、“庸”的基本含义。

“中”：不偏不倚，适度、
适中、 正确； 无所偏倚，合
宜、合理、恰如其分；合乎天
理人情，中正、公正；无过无
不及，恰到好处。

“庸”：平凡、平常，平易可行
而又无可改易， 与怪异、险
僻、神秘相对，含有“普遍适
用”之意。

“中”与“庸”之间的关
系：“中” 是道之体，“庸”是
道之用，即理论上的基本原
则与实践中的具体运用相
结合。“中”与“庸”的结合，
旨在阐明“中”这一基本原
则人人不可或缺、人人可以
做到、适用于一切事物的普
遍真理。

明白了“中庸”深奥精
微而又平易近人的道理，就
会自觉地在日常工作生活
中践行“中庸之道”，以“正
好”的方式把做人做事做到
最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