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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庸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中庸的心理学研究却存在何为中庸的困惑。儒家典籍中的中庸

是一种至高无上的道德，人们理解与践行的中庸则经历了异化与演变，与传统中庸概念有所不同。提取

自儒家经典的中庸研究传承了文化基因，大众理解并践行的中庸则是了解文化心理的窗口，两者的研究

都有其必要性与价值。近代，中庸一度被认为是民族进步的障碍。目前与中庸相关的心理学实证研究揭

示了中庸研究在心理健康、社会适应、企业管理与创新等领域的积极作用，发挥了中庸思想在当今社会

的价值。本文将从中庸的概念入手，阐述中庸研究的发展与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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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Zhongyong is an important concept in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 yet the study of the psy-
chology of Zhongyong faces the challenge of defining what Zhongyong truly means. Within Confu-
cian classics, Zhongyong represents the highest moral virtue, while the popular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e of Zhongyong have undergone transformation and evolution, differing from the tra-
ditional concept of Zhongyong. Research on Zhongyong extracted from Confucian classics carries 
forward cultural genes, while the popular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e of Zhongyong serve a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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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 into cultural psychology. Both lines of inquiry are valuable and necessary. In modern 
times, Zhongyong was once considered an obstacle to national progress. However, contemporary 
empirical research related to Zhongyong reveals its positive impact in areas such a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social adaptation, corporate management, and innovation. It demonstrates the value of 
Zhongyong in today’s society. This paper will begin with an exploration of the concept of Zhon-
gyong and elucidate the development and achievements in the study of Zhongy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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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庸是传统儒家思想中的重要内容。《中庸》一书于礼崩乐坏之后提纲挈领地总结了前人优秀文化

传统，解决了“道统”问题，也就是我们倡导怎样的价值观，想要建设怎样的社会的问题(李效东，2022)。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学习和了解儒家文化，就是了解中国人的文化根源，探索中

华民族精神世界的过程。吸取优秀传统文化精髓，从心理学视角了解中庸，描述、解释、预测、干预(改
善)人们的心理现象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2. 什么是中庸 

2.1. 理想中庸 

中庸是我国传统哲学概念，其历史源远流长。中庸一词来源早于《中庸》一书。有学者指出，早在

西周就出现了“尚中尚和”的思想，此时，“中”字代表不偏不倚，“德”字代表从心从直，“中德”

一词统治阶级专用(李平，2014)。中庸演变自中德含义，“庸”通“用”，“中庸”即“用中”。汉代郑

玄也将中庸解释为“记中和之为用”。孔子论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中庸之为德也，其

至矣乎”(《论语》)。中庸之所以是“至高无上的德行”不仅是“用中”而是能够时时用中，持续用中。

从个人维度理解，中庸可视为一种个人修养的追求，其思维方式具有多方考虑、顾全大局等特性(李启明，

陈志霞，2014)。其目的是使人的情感抒发、行为表现恰当，达到自我和谐及人与社会的和谐。一般用书

中“执两端而允中”作为其定义，即处事适度，能够正确处理“过”与“不及”(苏永利，2022)。中庸作

为高级品德被视为君子才具备的品格，从传统儒家经典中解析出的中庸被称为“理想中庸”(高志强，2021)。 

2.2. 现实中庸 

理想中庸的实现是困难的，加之中庸文化在大众中不断的传播演变等诸多因素，目前大众对中庸的

理解与其原意有较大出入。“中庸”一词，“中”字可以指事物除了两极之外还有中点，而“庸”则与

庸俗、平庸等含义联系起来。见到这个词人们的反应是内隐记忆，内因记忆反应了时代观念的在个体身

上的沉淀(刘昌，2019)。 
当下人们所理解、践行的中庸更多是一种折中主义，与妥协、随大流、尚和畏争等含义息息相关(刘

昌，2019)。这一中庸现象在近现代曾被激烈批评，鲁迅评论中国人的这一特质：“中国人的性格总是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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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调和的、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必须在这里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但如果你主张将屋

子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可行。”现实

中庸内涵不仅包括折中、妥协，也与二元对立关系的转化，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以及阴阳思想有深刻的

关联。例如“一件事情总有好的和坏的方面，就看你怎么看”，“做事情要以维持大局为重，不要只考

虑自己”(黄金兰，林以正，杨中芳，2012)。这一套中庸行事方式、价值观与思维方式体现了中国人的心

理特点。这种中庸被认为是理想中庸实现过程中的扭曲与异化，称为“现实中庸”。理想中庸对当代社

会来说是智慧与自信的养料，而现实中庸则是解析民族心理的途径(高志强，2021)。 

3. 中庸的理论建构 

3.1. 中庸构念化 

中庸的心理学研究与其他本土心理学研究(如面子、孝道)相比开展较晚，实证研究也更加困难，原因

之一在于中庸的传统与现在，理想与现实的不同。理想中庸的践行是困难的，且缺乏操作定义，因此心

理学实证研究多采用现实中庸视角。杨中芳、赵志裕等人是最早进行中庸心理学研究的学者。在面临理

想中庸与现实中庸的冲突问题时，杨中芳提出中庸心理学研究的目的为解释当代中国人做人处事的文化

特点，因此应从大众观念入手，不拘泥于《中庸》一书的论述(杨中芳，2010)。 
对中庸进行研究首先需要进行构念化与测量，早期研究中将中庸视为一种实践思维，包括静观其变、

以和为贵、两级思维、大局为重、合情合理、以退为进、注重后果与不走极端八个方面，后期简缩为处

理具体事件的层面。此后对中庸的构念有了新的观点，即从“和”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庸是整合分歧、

处理冲突的思考模式与行动方式。中庸思考模式涵盖多面性、整合性、和谐性；中庸行动则表现为圆滑

性、克己性与自我性(杨中芳，2010)。 
中庸构念存在较多分歧，为重新构念中庸的内涵，杨中芳将中庸构建为一个包括集体文化思维层面

世界观和个体思维层面的思维体系。其中个人层面还划分为个人思维活动层面，包括三个部分生活哲学、

个别事件处理、事后反思，以及个人心理健康层面。这一构念搭建起了中庸心理学研究框架，此后的中

庸心理学研究大多围绕这一框架展开(杨中芳，2009)。 

3.2. 阴阳辩证思维 

阴阳辩证思维是杨中芳引领的中庸构念之外具有诸多成果的另一中庸研究视角。Peng 和 Nisbett 
(2000)在研究中外文化差异时提出中国人的“辩证思维”带有明显的民族特质，与西方的辩证思维有较大

区别，其表现形式与中庸有一定的关联。中国人的辩证思维包含三个原理：变化论，即万物处在不断变

化中；矛盾论，事物是对立统一的；及中和论，事物存在适度的合理性。辩证思想是否可以归于中庸思

想的研究范畴仍存在争议，但毫无疑问辩证思想为中庸的心理学研究带来新的思路。 
除辩证思想外，阴阳思想与中庸的关系也十分紧密，成为中庸研究的另一重点。阴阳是中国哲学中

描述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基本观念。受源远流长的哲学精神影响，阴阳已成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思维方式之

一。心理学研究者通常将中庸概念与阴阳思想相结合。杨中芳的中庸实践思维构念框架中，阴阳转换思

维是中庸生活智慧中的重要概念。但关于中庸与阴阳思想的关系仍存在部分争议，李平(2014)提及，中庸

世界观扎根于阴阳思想当中，如何处理对立统一关系，寻求适度与平衡是中庸思想的核心。应将中庸概

念的理解置于阴阳哲学框架下，从阴阳思想的角度进行中庸研究。 

3.3. 中庸与西方心理学概念范畴 

进行中庸构念与研究的过程中将面临对西方心理学概念与中庸的对比与选取的问题。杨中芳与赵志

裕将中庸视为一种“元认知”。元认知的实质是对认知活动的自我意识和调节。将中庸视为一种元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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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认为中庸是一种涉及如何理解和认知事物并做出决策的思维方式，个体在动机、信念、价值观等心理

层面的各种特点都与中庸元认知相关(许燕，杨宜音，2022)。中庸中的阴阳感知方式涉及最基本的对世界

的理解，满足了阴阳感知中庸元认知的特征则具有了意义(林升栋，2020)。 
中庸思维与西方智慧研究体系进行对比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张仁和，林以正，黄金兰，2014)。杨中芳

(2014)智慧实践思维体系所包含的阴阳转换、顾全大局、内外和谐、多面性、整合性等特点与智慧研究定

义非常相似，呼应智慧六向度：妥协性、对知识限制的认可、灵活性、观点取替、对改变的认可。西方

智慧理论模型的构建同样关注道德与自我元认知，将其视为组成智慧的重要内容，认为具有道德基础的

元认知思维是智慧的核心(Glück, 2020)。 
除内容结构的相似外，西方智慧理论模型的探讨过程与中庸思维构念的过程也具有相似之处。目前

关于智慧的看法存在以下四种：第一种观点将智慧视为人的特质，如智慧原型模型、智慧示例模型等，

将智慧视为一个人的功能；第二种观点将智慧视为情境属性，人的智慧取决于情境状况，在某种情境下

具备智慧并不意味这在另一情境下同样具备智慧；第三种观点认为智慧不存在于人与情境，而存在于人

与情境的互动之中，这种互动的观点考虑了智慧发生的社会文化背景；最后一种观点认为智慧是行动的

属性，不应过度关注个人，智慧体现在行动中(Sternberg, 2019)。在中庸的心理学研究中同样存在中庸自

我、中庸思维、中庸行为等不同维度的探讨，并经由智慧实践思维体系统一起来。 

3.4. 理论中庸研究现状 

与现实中庸相比，提取自传统经典的理想中庸具备塑造品格，增长智慧，修炼心性的作用。《中庸》

探讨了人之天性与后天教化的关系，树立了君子应当具备的行为规范与道德准则。同时中庸也超越具体

生活，在天地宇宙之大格局中探索自我。中庸企图建立的并非“儒家之道”，而是希望寻找放之四海而

皆准的普遍真理(李效东，2022)。随着传统文化复兴与民族意识的进一步觉醒，研究者们逐渐不再满足基

于文化角度揭示民族心理，而渴望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解决现代心理问题。基于传统经典

的理想中庸开始受到关注。但目前，心理学视角下理想中庸理论研究尚有不足。受限于研究内容，理想

中庸的研究更适合采纳基于传统文本的质性研究方式(刘昌，2019)。 
儒家思想中君子、中庸、仁等概念互相关联。子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

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中庸》)。儒家思想中“中庸”为至高无上的德行，而君

子则为理想中的人格。中庸可视为划分君子与小人的标准，而君子也必然具备中庸特质，二者密不可分。

目前基于传统文本理论分析展开了君子人格相关研究(葛枭语，李小明，侯玉波，2021)。君子人格与自我

控制、心理健康、幸福感等积极心理要素呈正相关(葛枭语，侯玉波，2021)。启发人们关注经典文化智慧，

从经典中获取心理力量。 

4. 中庸实证研究进展 

4.1. 中庸自我 

儒家文化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庸思想影响的第一层级即为“自我”。自我是中

庸认知、中庸行为的主体。相比西方人，中国人的自我表述更具变异性和矛盾性，更倾向于将“辩证思

维词汇”与自我概念联系起来(柏阳，彭凯平，喻丰，2014)。既此又彼、对立统一的思想体现在个人概念

上，带有中庸特质。中庸自我概念能够容纳矛盾状态的存在，寻找平衡。传统的 self-schema 忽略了个体

自我概念的多面性，中庸自我弥补了这一缺陷。这种多面自我概念更准确地说明了个体自我多样性的存

在(林升栋，杨中芳，2007)。 
目前，尚未发现中庸自我的全年龄阶段的变化，但中庸自我很大程度是跟随人的成长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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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学生中庸自我水平测量中，高年级学生中庸自我水平明显高于低年级。高中庸自我的个体更能进行

适应性的自我调控，在人际冲突中更倾向以合作方式解决问题，化解矛盾，而非妥协退让(徐圆圆，2012；
胡舒乐，2014)。中庸思维水平更高时也更能容纳自我矛盾，更能接纳和处理自我不一致评价带来的冲突

和矛盾(王飞雪，刘思思，2014)。 

4.2. 中庸与心理健康 

中庸所追求的“君子”境界修持自身本身包括达到内心和谐的心理健康的含义，中庸思维在情绪调

节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汪曼颖，林淑菁，叶怡玉，2014)，有助于建立对自己的自认和稳定的自信并宽恕

自己的过失，中庸信仰和实践确实可以正向影响个体心理健康(毕重增，2018)。中庸实践中的多方慎思、

沉着克制等指标与临床心理症状有显著负相关，中庸实践越强心理健康状况越好。多面思辨、冷静克制

等中庸实践指标与临床心理症状呈显著负相关，中庸实践越强，心理健康状况越好(阳中华，周家秀，周

甄会，2014)。 
良好的人际关系同样是人际幸福感和心理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彭文会，黄希庭，2015)。人际交往中

体验情感平和与认知平衡符合中庸之道。运用“中庸”哲学治疗方法促进个人心理健康和人际和谐关系，

特别是针对老年人，能够促提升精神健康程度和幸福感(郭景贤，2013)。中庸思维和实践不仅能够对个人

心理健康产生积极影响，还能够对家庭功能产生积极影响，低中庸思维不利于其家庭功能的多个方面(彭
敏等，2016)。综上中庸思维能够帮助人们调节自身的心理与行为，达到更加和谐的心理状态。 

4.3. 中庸与社会适应 

“中庸”与“仁”一脉相承，实现人际和谐是其目的之一，因此中庸思维冲突解决、社会适应等问

题息息相关。“外圆内方”型人格不仅在古代备受推崇，其刚健自强、圆融练达的特性在现代社会中具

有更好的适应性(周明洁等，2023)。作为一种处事哲学，中庸影响人们的社会感知，并通过心理弹性和情

感评价对社会适应起积极影响(李启明，陈志霞，2016)。中庸思想能力强的大学生，孤独感水平更低，也

更不容易产生网络成瘾现象(丁倩等，2019)。除此之外，中庸还可理解为理性的行动思维方式(李启明，

陈志霞，2014)，具有中庸思维的个体，会审慎考虑到行动后果，更谨慎地进行投资决策，更愿意考虑他

人的回报，在面对决策情境时更倾向于采用合作策略(叶晓璐，张灵聪，2014)。 
通过培养中庸思维或可促进人们的人际适应。中庸思想不仅影响人们的社会感知，并能直接影响人

们的处事行为。中庸思维能够正向预测人们的宽恕倾向，中庸思维能力强的人不仅更容易宽恕他人，也

更容易宽恕自己(吕美祯等，2015)。人们能够通过培养中庸思维降低攻击性水平，增强宽恕倾向(康锦萍，

2020；文雨卿，陈友庆，2022)。这为从传统文化中吸收养分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新的思路。 

4.4. 中庸与创新 

近代中国经历了的巨变，人们对中华民族的创造力产生质疑，并将儒家文化、中庸思想批判为限制

中国发展的拦路石，中庸顾全大局、求和等特点被视为创新的阻力。这一刻板印象已经有了新的转变。 
与中庸相关的创造力研究表明中庸思维中的多方思考、整体看待问题有利于创新活动的形成(张红

坡，李明珠，周治金，2020)。中庸可以增强远程联想思维。在运用中庸思维处理问题时，通过发散思维

产生尽可能多的解决方案，然后整合信息找到最合适的解决方案(李明珠，2017)。中庸的实践者选择进步

和创新的方法来改进任务，实现人力努力和缓解之间的平衡(杜旌，冉曼曼，曹平，2014)。中庸不仅是个

人修养的要求，而且与管理和大众教育有着重要的关系(许燕，杨宜音，2022)。 
中庸概念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其内容不仅是个人修养要求，也是对民众的教化，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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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息相关(许燕，杨宜音，2022)。目前与中庸相关的创造力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管理领域，研究中通常把

中庸思维作为一个调节变量，能够正面影响创造力(耿紫珍，赵佳佳，丁琳，2020；王佳蕾，2022；吴士

健，高文超，权英，2021)。在团体层面中庸思维同样对创造力发挥正面影响，团队的中庸思维通过团队

决策的全面性促进团队创造力(Lang, Zhang, & Yin, 2022)。 

4.5. 中庸与管理 

管理领域的中庸研究同样倾向于将中庸思维视为调节变量，除了能够促进员工及团队的创造力，员

工的中庸思维能够帮助员工调节情绪，维护其积极情绪，缓冲消极情绪的产生，适应压力事件以维持主

观幸福感(李原，2014)。在消极情绪已经发生的情况下，中庸思想还能够调节消极情绪对组织公民行为和

绩效的影响，高水平中庸思维者所表现出的消极情绪状态的负面影响较弱(孙旭，严鸣，储小平，2014)。
在中庸思想影响下的工作重塑能够激发工作动机减少工作倦怠(胡俏，焦长勇，周美琴，俞金正，2017)。
在动荡的变革环境中，中庸价值取向对员工的变革行为有促进作用，能够帮助维护组织环境的和谐(杜旌，

冉曼曼，曹平，2014)。 
Zhang 和 Han (2019)基于中国道家阴阳思想提出了“辩证领导行为”。辩证领导行为是一种动态的管

理思路和管理方式，能够将稳定性和灵活性联系起来，在快速变化的商业环境中整合矛盾，满足竞争性

需求。对企业声誉、创造力、市场份额等诸多方面产生积极影响。辨证领导行为这一中国特色领导行为

实践运用了传统中国智慧，以阴阳协调整合的方式来对待矛盾与中庸实践密切相关。 

5. 不足与展望 

5.1. 理论中庸研究不足 

传统文化经典中蕴含着深刻的心理学思想，从心理学的角度发掘中庸以及儒释道等传统经典中的心

理学内涵也是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过程。选择传统文化内容进行探索首先需要理解贯通优秀传统文化

内涵，使用“心理学”这门语言在现代环境下重新诠释传统文化的现代作用。目前心理学研究中对中庸

内涵与构念体系仍存在争议并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但当下基于传统文化的理想中庸研究尚且不足。未

来可深入理想中庸的理论研究，基于优秀文化传统重新构念中庸理论。 
消除异化与通俗化演变的理想中庸概念集中体现儒家文化对人性本质的追问与探寻，并代表了一种

贯连古今的，被中国人所接纳传承的世界观与人生观。这种极具东方特质的中庸观念或许在还原为本意

之后更加接近智慧概念。目前在基于现实中庸的研究中，已发现了中庸研究与西方智慧研究的诸多相似，

两者之间相互补充(张仁和，林以正，黄金兰，2014)。在此基础上或可借鉴西方智慧研究方式，重新探索

理想中庸，并基于理想中庸探索中庸与智慧的关系，进一步完善中庸研究体系。 

5.2. 中庸实证研究展望 

杨中芳为中庸进行了较为详细全面的心理学构念(杨中芳，2010)，经过多年发展，中庸心理学研究已

经展现出本土心理学知识体系建构的雏形(许燕，杨宜音，2022)。但在知识体系研究方向的创新上，目前

略显不足。阴阳转换思维是中庸思维体系内的研究焦点。辩证思维是否属于中庸存在争议，但积极进行

不同知识体系与中庸研究的碰撞与对话能够为中庸研究带来新的方向。“辩证领导行为”的研究探讨或

许能为中庸研究创新带来灵感。从这一角度，中庸即可看作协调对立统一，平衡“过”与“不及”的策

略方法。有矛盾处即有阴阳，需要“中庸”来达到和谐。不仅管理领域中长期利益、短期利益间的矛盾、

正式制度与道德间的矛盾等需要应用辩证中庸思维与实践，在个人成长、人际关系、家庭生活等各种情

境中都存在类似的矛盾点需要我们去探寻并借由中庸实践解决。转换中庸研究的视角，加强中庸研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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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知识体系研究的对话，发现新的议题将扩展中庸研究体系，带来研究的创新。 

6. 结论 

中庸实践思维体系探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及价值体系，解释中国人的心理现象。关于现实中庸的实

证研究经过了二十年的发展，探索了中庸在现代社会的诸多应用。中庸思维与实践能够在自我心理的成

长、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组织的管理等诸多方面发挥作用。甚至延伸到社会的整体治理，指导组织和

社会的行为，以达到和谐、平衡和可持续的结果。中庸不是传统的遗留物，需要被淘汰；相反，在复杂、

多变、不确定的现代世界中，探索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智慧愈发重要。“择善而固执之”，“君子慎独”

(《中庸》)……种种中庸思想千百年来为中国人带来了心灵的慰藉，塑造了中国人的品格与操守。未来中

庸研究将进一步完善，更多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提取适用于现代社会，能够给予心灵力量的养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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