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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思想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田唱 

（郑州大学，河南省、郑州市，450000） 

 

摘要：中庸思想是儒家思想体系中宝贵的精神财富，作为历代儒士推崇的儒家道德标准，已经逐渐演化成

扎根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行为准则，更是影响并塑造了中华文化“中与和”的一面。在国际力量对比复

杂变化的背景下，中庸之道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代依然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和价值。本文

首先对中庸思想的内涵和核心进行阐释，以探求儒家中庸思想的当代价值，为提高构建和谐社会、提升国

家文化软实力以及全人类共同价值提供启迪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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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的，各个国

家休戚与共的理论成果，是中华文明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和平是各国关系最理想的状态，

也是各国人民心向往之的，然而放眼全球如今的形势，由于发展不平衡不断发生冲突和战争，

大国博弈趋于激烈。儒家提出的中庸思想，目的是教化和引导人们以达到稳定和谐的理想状

态，用中庸的方法论指导思想和行为，将“和而不同”“用中”“时中”等运用到治国理政，

掌握好“度”，有利于助力世界有序和平发展。中华文化提倡中和之美，中庸的实质就是避

免“过”和“不及”，表达自己时符合“中”，最后达到“和”的境界，这不仅符合全人类共

同价值的内涵，对于人类构建和谐世界也有重大的意义。 

 

一、中庸思想及其内涵 

（一）对“中庸”二字的理解 

何为中庸？中庸之道是先秦哲学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说文解字》对“中”字的解

释：中，内也。从口。丨，上下通。“中”即事物内部，中间的丨表示上下贯通。这种上下

贯通即为中庸之道。对“庸”字的解释为：庸，用也。从用从庚。庚，更事也。庸，使用。

字形采用“用、庚”会义。庚，表示变更做法。中庸也就是中用，一种以中为道德行为的最

高境界。 

所谓“中”，有不偏不倚、中正中道之义，易有改变之义，坚持“庸”不改变，即坚持

原则不改变，与“中”相对应。中庸思想在中国的由来已久，对于“中允”“中执”的追求，

据说尧禅让给舜时就教导他“允执其中”，《尚书·舜典》中记录舜曾言“直而温、宽而栗、

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这些都属于早期的中庸思想表现。 

《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是“中庸”一词最早的出处。对于中庸

的含义，《中庸》释为“执其两端，而用其中。”后人对于孔子所说的中庸又逐渐进行阐释和

完善，二程的解释为“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

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的解释为“中者，不偏不倚，无过无过及之名。庸，平常也。”孔

子的中庸是存于天下的规则，形于天下的准则，不偏不倚，无过无及，以达到“中和”的状

态，中庸之道成为儒家立身处世待人的准则。 

庞朴先生认为“尚中”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在《易经》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其中也蕴含

着丰富的“中”来治国理政为人处世的爻辞。易有八卦，两两相重共六十四卦，卦各六爻。

第二、五爻是原八卦的中爻，中爻的爻辞多是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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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庸思想的主要内涵 

中庸思想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作为儒家的伦理思想，孔子认为是最高的

道德标准，另一方面是提出的方法论。 

1.“仁” 

“仁”在孔子的思想中处于核心地位，也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中庸思想是想通过礼教，

教导人们避免走极端，他认为在矛盾双方之间一定找寻可以保证事物性质不发生变化的“中

和可常行之道”。还提出了五达道、三达德、九经等观点，用于调节人际关系、君臣关系，

以追求大家都能怀着至诚、至善之心达到“仁”的境界。如法家主张君主用刑法来压制臣民，

道家主张自然无为，而孔子不走两者绝对的对立，提出了和谐中庸的观点。中庸思想既是其

维系社会秩序的伦理道德，又是实现仁的方法和原则。 

2.“中正平和，依礼而行” 

《孟子·尽心上》中讲：“于己能中正平和，于人可兼济天下”。这里所讲的“中正平和”

即遵循自我的本心和良知，不受外界影响，不违背自己的本心和志向，与己和谐，与人和谐，

与天地和谐，实现自我与外界的和谐统一。儒家认为致中和，可使天下万物都各得其所，达

到和谐的境界。孔子的“用中”是有原则的，即“伦理原则”。孔子坚持以“礼”为中庸的

行为准则，并以“礼”为依据，将事情处理得力求趋于中道——“礼乎礼，所以制中也。”

越礼和不及礼，皆非“中行”，而依礼而行，各正其位，各尽其人伦义务，大事小事才能处

理得当。 

3.“素其位而行” 

“素其位而行”体现出一种尽人事待天命的思想，但也不是简单的安于现状，而是要求

君子应该基于目前所处的地位努力做好应当做的事情。不去过多的考虑外在，而时刻谨守内

心的君子之道，依道而行。“素其位而行”主要包含立位、行道、为己三方面。“立位”强调

立足根基方能有所作为，“守道”而行强调“道存于心显于行”的精神境界，“为己”强调自

身价值的实现。 

 

二、践行中庸之道的原则 

（一）“时中” 

孔子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孔子中庸思想中的并不是好人主义或教条主义，

而是因时、因地、因人而异，随时势灵活而动，根据情况不断变化的“中”，即“时中”。君

子能实现中庸的原因在于其做到两点：一是合乎时宜，二是随时变通。既不太过，又无不及，

而不是仅局限一个“中”字。“时”在这里可解释为随时、适时，指的是与时势一致。两端

是在不断变化的，而中是相对于两端来讲的，因此适中的度是很难准确把握的，在难以把握

适中恰到好处时，要知变通、适时调整、因时而中，以求逐渐接近中道。 

（二）“执两用中” 

“用中”就是在把握事物的两端之后，找到两端之间的“中”，以中正为贵，也就是说，

在解决问题、处理矛盾时，不仅要坚持用中，还要掌握事物的两端，事物在平衡的情况下才

能得以发展。“执两端”就是要通过抓住矛盾中相对立的两面，看清事物的本质，是多样的

统一、复杂的平衡。因为历史原因许多人将“中庸”贴上了折中主义和投降主义的标签，其

实并非如此，折中主义是既肯定这个又肯定那个，是一种没有判断是非原则的迁就。中庸思

想以“无过无不及”“过犹不及”为运用原则，按照礼的标准用其“中”，方能把事情做得恰

到好处。 

邓小平同志将“执两用中”运用到治国理政当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政策，

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政策创举之一，它巧妙解决了香港、澳门的回归问题；运用到经济中，

提出了计划和市场两种经济手段的融合，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道路探



                                     http://www.sinoss.net 

 - 3 - 

索中的一个伟大创举。这也证明了《中庸》思想方法论与现实情况的完美结合，在“和”的

至高境界下，承认事物之间的存在矛盾，并通过合理的调和促进事物的发展。 

（三）“和而不同” 

《中庸》讲：“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孔子贵中尚和，和则万物生，但同则不继。“和”指具有多样性的、

有差别的统一，而“同”是单调的、无差别的同一。完全相同不仅阻碍旧事物的发展，还会

影响新事物的生成。多样的统一和谐融合才能孕育发展万物，孔子还把“和而不同”作为君

子追求的目标，和衷相济而又各有所见，不苟同于他人。正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

不和”，君子应该追求和谐但是不应该趋炎附势，一味附和，可见不仅是实践原则，更是上

升到了道德层面。 

 

三、中庸思想的世界性价值 

（一）政治启示 

在治国理政中，中庸思想强调追求德性政治与和谐政治，追求天下大同，美美与共。万

物都是平衡状态中得以存在与发展，而这种均衡一旦被破坏，就必然走向崩溃与灭亡。这种

观念体现在政治领域，即“和谐社会”，它强调国家之间的协调相处，国家领导人不以个人

意愿统治人民，而以各人内在的“中庸”来治理人民。在风起云涌的国际关系和复杂的现实

中，应当“素位而行”，有所为有所不为，专注自身各国之间应该内化于行。 

对于国家对外战略来说，中庸思想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国家要以提升自己的实力为根

本，兼顾软、硬实力，灵活运用平衡与冲突策略，加强国际话语权，在国际合作中寻求双赢。

“中”的智慧，不仅对国家的和平发展大有裨益，而且对世界各国的和睦相处大有裨益。中

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第二大强国，国际行为备受全世界瞩目，要深入发掘中庸儒

家文化的价值，承担大国责任、展现大国风范，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应有的作用。和谐的世界

需要均衡有序的发展，将“中和”理念运用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来，以“中”为立

足点，为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而奋斗。引领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中庸之

道有利于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从而使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公

正、合理、有效。 

（二）文化启示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国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尽管出

现过多次战争、自然灾害，但是文化在变化中传承，协和万邦的理念一脉相承，在与其他文

明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交流借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亲仁

善邻、协和万邦的天下观，天下一体、世界大同的世界文明观，在当代仍然具有深刻的现实

意义，在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提出了全人类共同价值。 

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提出了“求同存异”的主张，赢得了各国代表的拥护和尊敬，

表达了对和平友好的向往，谋求了团结协作的福祉。每个国家都是独立的个体，拥有不同的

民族心理和思维方式，和则万物生，但同则不继。秉持“和而不同”的思想和“贵中守和”

的原则，结合当今世界的形势，各国都应该以一个海纳百川、博采众长的心态更加开放的拥

抱世界。“和而不同”为多元文化和谐共处，化解各国矛盾提供了借鉴，也为世界各民族发

展提供了思想源泉。我们所追求的“和”，是一种动态的平衡，世界之间的联系是复杂多样

的，而且是相互贯通的，并非是各自孤立的存在。道并行而不相悖，命运与共、大道同行，

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 

 

结语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使得人类社会又一次来到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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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十字路口，各国人民的前途和命运彼此依存、休戚与共。倡导以“时中”“执两用中”

“和而不同”的儒家中庸思想指导实践，让世界看到中华传统文化中“中与和”的智慧，与

其他国家积极交流治国理政的经验，多元并生，合作共赢，深入发掘中华文明的价值，不断

促进世界多元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交流借鉴、相知相融，积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以开放包容的胸怀构建和而不同的人类生活新篇章。 

 

参考文献 

[1]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 年。 

[2] 张文旭 .立位、行道与为己——《中庸》“素位而行”思想析义 [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

报,2022,34(01):47-52. 

[3] 朱永民.中庸思想的古为今用[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14,(02):61. 

[4] 凌海青.中华文明赋能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传播[J].民族学刊，2022. 

[5] 李聪颖.儒家中庸思想研究[C].河北大学,2015. 

[6] 柴亚琼.《中庸》的伦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D].郑州大学，2021. 

[7] 李蕾.中庸思想在国家对外战略中的应用[J].西部学刊,2021,(20):24-28. 

 

 

 

 

The Common Value of All Humanity Implied in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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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is a precious spiritual wealth in the Confucian ideological system. 

As a moral standard advocated by Confucian scholars throughout history, it has gradually evolved into a 

cultural tradition and code of conduct rooted in the Chinese nation, and has also influenced and shaped 

the "harmony" aspect of Chinese culture.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complex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balance of power,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Chinese culture, still holds 

universal guiding significance and value in contemporary times. This article first explains the connotation 

and core of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Confucian Doctrine 

of the Mean, and provide inspiration and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enhancing national cultural soft power, and the common value of all mankind. 

Keywords: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The common value of all humanity; Modern signific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