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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周敦颐之《通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的关联 
郝志红  张文俊  胡小洣  张雨 

（赣南科技学院  江西省赣州市  341000） 

摘要：《通书》全篇以“诚”为本，提倡圣人“诚”立、修“仁”，“仁”，“诚”，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优秀传统

文化是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思想文化结晶，是中华民族的无价瑰宝，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是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内涵。本论文探讨周敦颐之通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之间的关联，释义宋代理学思想在弘扬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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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的讲

话中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

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1]”。

“对中华传统文化，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继承和弘扬其中

的优秀成分[1]”。 

宋代处于我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鼎盛时期，其政治、经济、文化

教育和科技都是处于一个高度繁荣的黄金时代，在历史上有着非常

特殊的重要地位，宋明理学就是在这个时代发展起来的。 

宋代理学是周敦颐在赣州开创，经程颐、程颢，杨时，张载等

理学家发扬光大。周敦颐（1017～1073），字茂书，谥号道公，宋代

道州营道县（今湖南省道县）人，被称为宋朝儒家理学思想的开山

鼻祖。据赣州府志记载，周敦颐曾先后任虔州（今江西省赣州市）

南安军司理和虔州通判。其在赣州任职期间，为官清廉，殚精竭虑，

秉公执法，同时他在赣州也进行讲学，当时程颐、程颢兄弟俩也一

同在其门下学习。由于周敦颐、程颐、程颢的理学思想都是在赣州

奠定的，因而赣州被称为是宋代理学的发祥地[2] 

周敦颐的主要代表作有《太极图说》、《通书》（后人整编进《周

元公集》）《周元公集》、《爱莲说》等。其著作所提出的无极、太极、

阴阳、五行、至诚、无欲、顺化等理学基本概念，为后世的理学家

反复研讨，构成理学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内容[3]。其所著的《通书》中

提及，“诚”是圣人的根本，是五常的根基，是五行的源头，全书对

“诚”的思想进了多维度的探寻，也因此创立了其以“诚”为中心

的理学思想体系[4]。 

一、讲仁爱与“德” 

《通书·诚几德》：“诚无为，几善恶，德爱曰仁，宜曰义，理

曰礼，通曰智，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谓圣，复焉执焉之谓贤，发微

不可见、充周不可穷之谓神”。 

“诚”由内德而来，对于一切众生一切生命的热爱叫做“仁”，

适宜的，合适的恰如其分的称为“义”，内在修养表现为礼即为“理”，

内心通达无碍即为“智”，坚守信念即为“信”。仁爱皆是由内德而

来，此与孔子五常（仁义礼智信）亦相通，亦与儒家思想相通。 

爱是至真之理、至上之策，必然会与儒释道文化中的大智慧、

大学问实现统一与融合。 

讲仁爱之于现代，崇德向善，仁者爱人无一不体现了“诚”之

内涵。孟子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仁民，爱物，不仅体现

了对人的仁爱，有仁爱的人也爱万物。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非常重视，并在多次讲话中都提倡和鼓励要汲取其精华并予

以发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家、社会和个人的三个层面，无

一不体现了仁爱的具体实践和升华。 

二、重民本与“顺化” 

《通书·顺化》：“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生，仁也；成，

义也。”上天以仁义滋养万物，以义教化万物。“故圣人在上，以仁

育万物，以义正万民。天道行而万物顺，圣德修而万民化。大顺大

化，不见其迹、莫知其然之谓神。故天下之众，本在一人。道岂远

乎哉？术岂多乎哉？” 

周敦颐之理学思想，圣人在上，以仁滋养万物，以义来教化万

民，治理之道，天道运行，万物顺应规律，圣人修养品德万物得到

教化，天下百姓顺应。修养仁心德行百姓则顺应，修仁者得民心，

所以提倡圣人要修仁。自古以来，得民心者得天下，为政者有仁心，

施仁政，要修仁才能得民心。治理天下的方法有很多，但以“仁义

治天下”就足够了。有仁心，有仁爱，重民本，天下就顺化了。 

重民本之于现代，民本即民生之根本，重视民本的思想具有极

其重要的价值，民本也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中“民主”的重要思想源泉，值得我们吸收和借鉴。它

提倡我们执政为民，富民利民，取信于民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宗旨。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短短八个字，提

纲挈领地诠释了习总书记为代表的党中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

本宗旨。 

三、守诚信与“诚” 

《通书·诚上》：“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

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纯粹至善者也。故曰：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诚之通；利贞，

诚之复。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通书·诚下》：“圣，诚而已矣。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

静无而动有，至正而明达也。五常百行，非诚非也，邪暗塞也，故

诚则无事矣。至易而行难，果而确，无难焉。故曰：一日克己复礼，

天下归仁焉”。 

作者周敦颐以“诚”为开篇，他认为“诚”是圣人的根本，乾

元万物都是以诚为源头，诚立，则能达到至纯至善的境界。可见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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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人性说是五常之根本，对于百行的行为道德来说是五行的源头。 

中华民族自古就是重信重义之大国，孔子亦主张“言而有信”。

人无信不立，诚信不仅仅是每个人的为人处世之道，更是国家强盛

不衰，蒸蒸日上的根本。习近平总书记积极肯定了诚信在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并且把“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写入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和表达[5]。 

四、崇正义与“道” 

《通书·慎动》：“动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义，匪

礼，匪智，匪信，悉邪也！邪动，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慎动”。 

《通书·道》：“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守之贵，行之利，

廓之配天地。岂不易简？岂为难知？不守，不行，不廓耳！” 

周敦颐之思想，行事正义才是道，和谐应对各种关系是为德，

那些不仁，不义，不礼，不智，不讲信用的人做起事情来，行为和

道德就已经走上了邪路，动了邪念，那么自己也走上了邪路，所以

君子要谨慎行事。圣人之道德内涵无非就是仁义中正，把握关键坚

守，顺理而行，这样的人品也就可以和天媲美了。 

周敦颐之“道”于现代是提倡我们做事要诚，要仁义中正，要

做事就要有正义。“正”是指正义，公平，中正，不偏颇，不徇私，

与“仁义中正”相契合。习近平总书记将“公正、法制”写入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层面要求人们做事要公平，依法办事，推

进全面依法治国，形成良好的社会规范，提高国家治理水平。 

五、尚和合与“礼乐” 

《通书·礼乐》：“礼，理也；乐，和也，阴阳理而后和。君君

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各得其理然后和，故礼先

而乐后”。 

《通书·乐中》：“乐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则天下之心和。

故圣人作乐，以宣畅其和心，达于天地，天地之气，感而大和焉。

天地和则万物顺，故神只格，鸟兽驯”。 

礼，就是要合理；乐，取和谐之意，阴阳合理就会和谐。君臣，

父子，兄弟，夫妇各行其道，社会就和谐了。好的政教人民就会安

定，国泰民安则天下之心就和谐了。 

崇尚和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古人的一

项基本价值观，周敦颐认为，君臣和谐，父子和谐，兄弟、和谐夫

妻和谐那么社会就会是稳定和谐的局面。中华大国，现代不仅仅是

一个国家的和合，更是世界各国的和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体现，和谐表

现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和合。崇尚

和合的中华大国，与世界各国之间本着“诚信、友善”的合作态度，

建设和谐世界。 

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

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6]。崇尚和平，独立自主的思想成为中华民族

繁荣昌盛精神内涵。 

六、求大同与“公” 

《通书·公》：“圣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谓也？”曰

“天地至公而已矣”。 

圣人之道就是要有至公之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天地是

公允的，所以做事要道法自然。 

“大同”一词 早是在《尚书·洪范》中提到的，它是用来描

述各阶层和天地鬼神之间的一种同心同德的状态。大同真正的意义

是在《礼记·礼运》中提到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大同是和小

康对比提出来的，用来彰显大同的伟大精神，旨在提出某种社会理

想。孙中山先生曾主张三民主义，他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

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孙中山把大同观念和社会主义、共

产主义联系在一起，其 典型的表现则是“天下为公”[7]。 

中华民族以和为贵，和合，和谐和睦又集合，大同，天下为公。

尚和合与求大同是相辅相成的，既不能因为求和合而全同，也不能

因为不同而失和。孔子有云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中国在全世界各国都是以和为贵，以和平友好的方式积极的谋

求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实现合力共赢，以求实现各国利益 大化，

与各国之间同呼吸，共命运，同进步，共发展。“和合”与“大同”

不是千篇一律的追求一致，而是孔夫子推崇的“君子和而不同” 

小结 

周敦颐之《通书》以“诚”为本，主张圣人修“仁”以养万的

理学思想，涉及天、地、人、道等哲学思想理念，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内涵相一致。周敦颐之理学思想为后来的程朱理学奠定了基础，

在中华儒家思想发展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传承作用，更为我们继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烙上了不可磨灭的文化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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