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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近年来陆续听到各种有关国学复兴的呼声，从海外到中国，从港台到大陆。有的人写成了几

十万甚至数百万字的洋洋大著，系统论证儒学为何能与当代社会相结合。近年来，国内更是

出现了不少复兴儒学的宏伟方案，包括所谓的儒家国教化方案。这些书、这些方案，有很多

都讲得鞭辟入理，但我总感到还有些不足，时常心中茫然。一门以修身和践履为主的传统，

难道可以靠建构体系的知识化努力来复兴吗？在这个儒学凋零、人们对它的理解刚开始苏醒

的年代，儒学的希望怎能寄托于不切实际的“上行路线”或空想式的儒教方案呢？有些旨在

复兴儒学的理论努力，总让人感到好大喜功，不得要领，甚至误入歧途。我深信，在今天这

样的一个传统衰落、又急需传统的时代，与其创立一套把儒学与现代性相结合的理论体系，

不如将其中的精华展示给人们看；与其花大量工作从事理论论证，不如用个人的亲身实践向

人们展示传统智慧在当代生活中无与伦比的力量。传统的生命力在于解答现代人生活中的大

量问题，一个真正相信传统生命力的人应该告诉他人自己的亲身体会。如果说，儒学或国学

在今天需要创造性的转化或理论重构，也应当且只有在这一过程中才能实现。 

 

本书是作者在多年教学和读书心得的基础上，对中国数千年来绵延不绝的儒家修身传统的一

种个人化解读。本书所讲的九个范畴，多半取自于先秦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多年阅读宋明

诸子的经验使我感到，古人的语言、世界观与今人差别太大，很多表述对多数今人来说缺乏

感召力。因此，我认为心性儒学如果不能用现代语言来重新表述，恐难真正在今天发扬光

大。学术界多年来在心性儒学研究上多有进展，但是理论研究与学统的承续还不是一回事。

毕竟儒家传统、特别是其中的修身传统，主要是一个建立在个人践履基础上的精神传统。只

有知识化的理论研究，而无系统、完整、有章法的修身实践，是不可能把宋明理学传统传承

乃至发扬光大的。遗憾的是，如今谈论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多半停留在知识化的理论探讨

上。古人那种代代相传的，以践履、养心等为主的学统早已不复存在。这难道不是现今儒学

复兴、或弘扬国学中的一个致命问题吗？因此，本书一方面希望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国古代

修身传统，另一方面也希望把古人的思想激活，转化为现代人修身实践的鲜活资源。我深

信，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这个课题，不单纯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本书主要

从对于现代人来说具有可操作性的实践方式出发来探讨修身问题，期望能对儒家传统的现代

开新贡献绵薄之力。 

 

在内容方面，本书除了引用不少先秦儒家经典文字之外，还有大量参考并引用了宋明理学、

明清修身杂著等等。这些杂著包括《菜根谭》、《呻吟语》、《围炉夜话》、《格言联

璧》、《明心宝鉴》等，其中有些书并非儒家著作，但有助于说明本书观点，故而也辑录其

中不少内容。书末附录“曾国藩论修身”，并精选了一部分古人的格言，根据本书章节分类

编排。读者可在闲暇时间将书末“修身集锦”反复阅读、朗诵乃至抄写，记于心头，定是一



件收益无穷的事情。本书第一讲“守静”部分，有些内容来自我的清华学生文章的启发。近

年来，我在清华课程中引入“静坐”以后，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和大量的回应（这促使我在接

下来的课程中继续坚持静坐这项内容），不少学生在课程专用的网上讨论区和课程作业中纷

纷谈论自己的静坐心得。其中有大量言论非常精彩，本书有些地方或直接或间接引用了学生

的文字或段落。此外，其他还有个别地方受学生期末论文启发。但是碍于这本小书的体例，

不便于将援用学生的地方一一注明。希望学生能原谅采用他们文章的这种方式。 

 

在儒学和国学领域，我只是个初学者；在修身方面，我更需要不断修习。本书主要是一本与

大家共享和共勉之作，希望得到读者和学界朋友的批评与指正。 

附录一、《儒家修身九讲》内容提要 

本书试图用现代语言、结合现代生活需要较为系统全面地讲解中国古代的修身养性思想的精

华，以儒学为主体，兼顾佛、道及其他学派的思想。作者将儒家几千年来特别是从孔孟到宋

明时期所发展起来的的修身智慧，分成“笃静”、“存养”、“自省”、“定性”、“治

心”、“慎独”、“主敬”、“谨言”、“致诚”等九个范畴，对它们的基本含义及其现实

意义，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释。 

本书每讲述儒家修身的一个范畴，首先结合儒家历代学者的论述、佛家道家的智慧、现当代

人的精神状况展开论述。其次，将生动的事例与中国古代的修身思想相结合，贴近实际生

活，从几个方面分别论述其内涵，以及人们应当如何在现实生活中运用这些智慧。最后，对

于在生活中具体应用的若干方面，重点提示。 

该书文字通俗，语言生动，视野独特，比喻贴切，举例精当，让那些对儒家思想、儒家经典

缺乏基本知识的读者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对儒家修身智慧的精华有相当深入的了解；更重

要的是，本书注重传统的现代意义，紧密联系现代生活，让读者对儒家修身思想对现代人在

人格修养、为人处世、信仰确立、道德境界等方面的强大现实意义获得崭新的认识，产生强

大的心理震憾，从而用以指导自己的生活，提高人生的境界。 

本书是作者在清华大学多年开设的“儒家经典导读（修身篇）”一课教学经验的基础上形成

的，书中内容均出自作者长达八、九年的教学和研究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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