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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因真誠而開展 

 宋瓊玲 

壹、前言 

《論語》為儒家思想的經典著作之代表，能解讀《論語》，就能從中擷取

智慧，瞭解人生的價值、潛能及方向，可謂實現人生理想的第一步。孔子過

人的智慧與識見，使後人得到無數啟發，但蘊藏在道理背後的人生哲學，卻

未必人人可容易明白。孔子距離我們已有二千餘年之遠，許多的文字，在現

代人看來，或許有表面的衝突與矛盾，但若以文化層次區分開來，就可古今

皆宜。從西方哲學到中國古代哲學，善於圓融一貫的傅佩榮教授讓此書呈現

了多元面貌，使讀者以宏觀的角度解讀孔子的思想與人生智慧。 

貳、本書之主體 

傅佩榮教授帶領讀者跨越時空的距離，讓讀者能從孔子的智慧中，延伸

到對中國儒家經典，讓我們藉由閱讀經典，將孔子的智慧落實在人生中。全

書共分八章，從儒家傳統文化、人生之道、人性之根源、立身處事之道、交

友之道、天人之道、藝術之美及快樂人生等方面來剖析，讓經典不只是經典，

更能巧化為心靈甘露。從傅佩榮教授清晰的理路與獨到的詮釋，使人更易深

入體會到孔子的思想，並能導入現代社會的生活情境中，令人獲益無窮。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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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以「真誠」帶出統一的主題核心，讓讀者讀來可突破原典的障礙，並以「真

誠」貫穿通篇章節，讀來更易產生共鳴。 

一、回歸生命的原點 

  生命的有限，不僅在於自然生命限制，連道德、精神生命也會隨之變化。

儒家思想正可以讓我們正視生命的不同面貌。人性向善與向惡，往往只存乎

一念，而「向」可解釋為自我要求的動力；「善」則是人我之間適當關係的實

現。儒家的主張是人性向善，人性是一種力量、趨向，趨向於善，而善又是

人與人之間適當關係的實現。所以儒家提倡入世，強調群體合諧與人間的關

懷，對別人表現同理心，在行善的付出中，成全自我的價值。儒家思想在許

多方面都可以和現代的生活哲學相配合，強調學、思並重，如此在面臨富貴

與現實挑戰時，就明確知道如何以智慧進行判斷，如何用平和的心態來對待

生活中的缺憾與苦難，由此可見，儒家思想的確可活用在人生中的為人與處

世。 

二、從真誠出發  

從儒家的「己所不欲勿施於人」，到「己欲達而達人」，最後到孔子的志

向「老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如果每個人都了解孔子思想，從真誠

的理念開始，這個世界走向和諧以致於到大同，並非不可能。人身為萬物之

靈，其靈秀之處，在於擁有理性，可以反省也可以自覺，由此建構及開展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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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世界。孔子的學說，首重「真誠」，而這正是「仁」的基本意旨。孔子五

十而知天命，他認為人只要真誠，內心就有向善的本能，自然會修善斷惡。 

參、本書菁華與人生的智慧 

一、學而時習之，不亦悅乎：開創自我的價值 

探討儒家思想時，要從根源面思考，從儒家思想中對人性的解讀，及透

過對儒家的反省，可讓我們重新界定人的意義。孔子偉大之處，即在於他用

以一生做驗證，進行人文的重建，肯定人的價值。 

    傅佩榮教授將孔子的學問的特色分為： 

(一)學習傳統(五經與六藝)：孔子不僅學習傳統的智慧結晶，也學習傳統的

技能。 

(二)學習相融：學與思並用，處事把握中心思想。 

(三)一以貫之：孔子的中心思想可以融合不同的知識，許多人認為「仁」可

代表孔子的中心思想。 

《論語》的開頭即說：「學而時習之，不亦說乎!」，即說明孔子認為學習

做人做事道理時，要選擇適當時機，要分辨環境條件，靈活的將學習應用在

生活中的待人處事。 

二、鐘鼎山林，各有天性：培養個人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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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賢教人要先立其志，有志向之後，才會有人格的表現。如何塑造一個

品質完整的人，可從《論語．述而篇》所言「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

於藝。」得到答案。人們應抱持一種的悠然的態度來學習實用的技藝並藉以

塑造人格特質，以陶冶人的內在情感，達到情緒的平靜與和諧。「鐘鼎山林，

各有天性」，我們要設法瞭解自己的性格，也要瞭解沒有人天生而完美，因此

要會自我反省，並要自我實現，真正的自我實現才能達到身心的快樂。 

三、家庭與人性之回歸與重建：上善若水 

    藉由孔子的時代背景、成長經驗及其基本思想與道家的不同處世態度對

比，回扣到自己的人生；透過傅佩榮教授完整的解說，詮釋出人性三部曲，

兼顧人的生理、心理與倫理三方面，而「人性向善」論是傅佩榮教授研究儒

家多年的心得，和諧的人際關係即是善的效果，須由家庭出發，並從對父母

的孝順開始，即可發展出很大的影響力。「百善孝為先」，以孝順為例，沒有

人生來即有孝順的善行，但是人只要有真誠，就會自覺應該孝順父母、對敬

師長。長期以來，中西學者常把孔子說成教人行善的老師。孔子確實教人行

善，但是他的目的並非只求社會秩序之和諧，而更是為使人們從「向善」走

向「擇善」，希望最後可達「至善」之境。 

四、老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人生志向的達成 

「三十而立，四十而不惑，五十而知天命，六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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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不踰矩。」孔子每隔十年就有不同的進展，他的修身理念，是由內發的

潛能，實現自我的要求。孔子由「知」的潛能開始，開拓心靈及視野，確立

目標，堅定志向，如此內心才會平靜、性格才會安穩、思慮才會周詳。如《大

學》章句所言：「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

而後能得。」。 

理想的人生態度，不僅要生活上的安定，心態上也要有知命的安定，安

於現實，並推己及人。子路曾經問孔子，怎樣才能成為一個君子。孔子告之：

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即是說，修煉自己，激發自己的良

知良能，由裡而外將個人的潛能運用於群體、社會及國家，不僅求於自我德

行完善，更要推己及人，造福於人群。由真誠引發的社會關懷，將會隨著個

人角色的變動及影響層面，由近而遠，體現生命的最高價值。 

五、不親愚人，就有道而正焉：廣結善緣 

益者三友，損者三友。我們親近有道德仁義的人，可導引我們走上正途；

若是不慎而親近愚人，就會使我們誤入迷途。因為愚癡的人重利輕義，自己

已經迷惑不清，若再親近愚者，很容易隨波逐流，捨義求利、迷失自我。所

以，我們一定要非常謹慎，選擇自己應該親近的人，若能做到這樣，才是真

正好學之人。這就是孔子教導學生應該如何取捨的方法。我們要取義捨利，

親近有仁義道德的人，遠離愚癡貪利的人，才能真正奉行孔子的教法；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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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說，「不親愚人」，「就有道而正焉」，才是真正求學行道的人。 

六、端正其風，在於誠心：師法自然 

深切瞭解儒家思想的人，就會瞭解儒家絕不同意破壞生態。有些人斷章

取義，認為儒家利用自然、主宰自然，好像和現代科技一樣對付自然，其實

不然。在《中庸》二十二章提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

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

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參矣。」由此可見，儒家思想的最高

境界是天人合一，儒家教育目的是盡人之性以成天地化育之功。儒家的人文

主義雖開放，但不會在討論自然界時，就把重點轉移，一昧去崇尚大自然、

歌詠大自然，儒家的思想是在人先安頓，才能使參贊化育自然界得到實現，

當人的世界得到安頓的同時，讓自然世界也得以安頓。 

    從報章雜誌網路等媒體訊息中，我們得知地球的生態破壞日益深鉅，若

肯定「只有一個地球」，我們就須節約能源和做好廢物回收。從我們只有一個

地球的論點來深思，對國內日益嚴重的環境生態問題，不免更加憂心，我們

應對自然環璄，起尊重與敬畏的心，才能自稱為地球人的一份子。以台灣資

訊科技的發達及充滿活力的創造力，人類的活動正改變大氣層的組成，這種

變化比若能考量生態自然，在經濟發展與生態資源保護應可取得平衡之處。

我們生活在工業發達、經濟繁榮的社會中，有時會發現生命裡其實附加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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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必需的東西，常常得到愈多，自己的束縛也更多，如此一來，反被物質所

拘束，身心不得自由。老子云：「為學日增，為道日損」，知識要因累積而增

加，但要活得自在，則要減少對物質的執著，享受簡單且自由的快樂。 

七、興於詩，立於禮，成於樂：展現人文之美 

「詩與樂」，是中國儒家典型的藝術陶治及人文修養。透過詩與樂，可讓

群體社會因互動產生和諧。因此，在孔子社會教化的理念中，特別重視詩教

與樂教。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興於詩，立於禮」，

是講詩歌在“修身＂方面的教育作用。所謂“觀＂，是講詩歌具有一定的認

識作用。所謂“群＂，即“群居相切磋＂的意思，是講詩歌具有聚集士人、

切磋砥礪、交流思想的作用。所謂“怨＂，即講詩歌具有批評及諷刺政治世

態的作用。所以「興觀群怨」這四種作用，可使人在抒發情緒之後，回到生

命的原點，並反觀自照，省思人與人之間的異同，藉以尋找一平衡點。 

藝術之美，在於可以引起人的共鳴與內心的感動，能夠讓人的心靈昇擴

大，藉由藝術，可將人的困境，得以解脫與釋放，讓人生活在現實中，但可

不受現實世界所控制。藝術的確可帶給人希望，這種希望可暫使使人擺開世

俗煩惱，可見藝術在人生的重要性。。 

八、學而時習之，不亦說乎：由內而發的快樂 

傅佩榮教授認為，快樂的第一個條件就是由內而發，人人皆可得。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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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熙攘的人世間，要產生由內而發的快樂並非易事，只要透過學習及訓練，

懂得為人處事的道理後，在適當的時機，要加以印證及練習，如此心中才會

獲得喜悅，這樣的學習會更有價值。我們可以改變自己的氣質、人生觀與生

活態度，如此一來，快樂就是人人皆可達成的目標， 

真正的快樂並非來自外在滿足，而是源自心靈的安頓寧靜。要讓生命有

價值，必須發展人性中美好的特質，那就是親切、仁慈、同理心。人生不如

意事常十之八九，無常常在你不經意時找上你，與其自怨自艾，不如改變對

痛苦的態度，以寬容之心接納痛苦，這麼就會減低我們不甘心、不滿足的心

理狀態。接受生命無常的基本概念，做好心理準備，可以幫助我們應對各種

問題，讓我們以更積極的角色去學習理解生活中的多變性。面臨生命中的難

題，可轉移角度、改變態度，不是僅從自己的角度看待人事物，而是設身處

地、客觀的看待事情的全貌，而學習包容、寛恕，自然會發展出萬物同感的

同理心。 

肆、結論 

傅佩榮教授樂於將自己所學所思與人分享，將幾十年進行中西哲學研究

的成果，與當代日常生活密切結合，傳達作者本人通透暢達的人生智慧。其

真誠的態度、清晰的道理，讓讀者閱讀此書，感受到作者的做人原則，也是

哲學在生活中運用的最好佐證。傅佩榮教授在哲學領域悠遊三十年，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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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生活中印證哲學，並汲取東西方哲人與教育家的智慧，發現哲學與人生

互動的豐富趣味。 

人生在世，離不開做人與處事，要想不枉度此生，就需不斷修養實踐。

儒家思想帶給人一種向善的生命精神，促使人生有正面開展的動力；而透過

閱讀《論語》，能使我們用多元且包容解角度去體證人生價值，並有反思和憧

憬的能力。聖嚴法師曾說過：「如果知道人身難得，能夠知善知惡、為善去惡，

人生就有意義；如果又能進一步積極奉獻、自利利人，這就是人生的價值。」 

古人云：「天不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孔子離我們已有二千五百餘年的

歷史，但所留下的經典寶藏，影響世人甚深。《論語》經典雖不厚重，但其中

卻蘊藏著幾千年的豐富文化與人生智慧。《論語》是集合孔子生平講學和門下

弟子言行的一本智慧語錄，其中所體現先賢聖人的思想，不僅貼近一般人的

現實生活，更點明人生的真諦。閱讀傅佩榮教授此書，體認到孔子就如同暗

夜裡的明燈，明確指引人生方向。人生在世，受限於時空，若能閱讀傳統經

典，從中獲得生命力量的展現，就可超越時空的限制，圓滿人生的價值。 

（本文作者為中央大學圖書館組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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