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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以快樂為目的 

 董東鴻 

 

壹、前言： 

    英國近代一位文學家威爾斯曾把《論語》列為世界十大書之一，是世

界上首部宣揚仁愛的經典；2000 年各國諾貝爾獎得主在巴黎集會，發表

了宣言，其中說：「人類要在 21 世紀生存下去，就要從中國的孔子那裡

去尋找智慧。」但在科技高速發展，文明日新月異的 21 世紀現代，古老

的孔子還能教我們什麼？對崇尚自由、個性的 e 世代來説，還有誰需要

孔子？傅佩榮教授所著《孔子的生活智慧》一書，開宗明義即言：「現在

學習孔子，是期盼生活有智慧」。 

    孔子是一位博大精深的學者和偉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與學術成就

對於幾千年間的中國學術文化產生了難以估量的影響。一般人對於孔子

的印象，無非是教育的導師，並讓許多弟子追隨他。但是孔子「述而不

作」，沒有寫下完整、系統地闡述自己思想的著作，兩千多年間，只有一

部紀錄了孔子及他的學生的言論與事跡的語錄體著作流傳了下來，這就

是《論語》。 

    古人云：「半部《論語》治天下」這句化說明此書在古代中國人心目

中的崇高地位。在中國歷史上，《論語》一書被那些追求理想人格並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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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人生最高目標的讀書士子奉為經典，成為不

可或缺的研讀之書。事實上，它深遠地影響著中國知識份子人格的形成，

塑造出無數立德、立言、立功的志士仁人。它也對普通百姓的思想品質

和文化心理產生潛移默化的作用。 

    而孔子的智慧是什麼呢？作者在書中表示，孔子的智慧就是「真

誠」。如果將真誠發揮到極致，則最高可表現在：「老者安之，朋友信之，

少者懷之」這個目標上。這本書即擷取孔子儒學經典的智慧哲思，在這

個充滿變數、繁雜紊亂的社會中，提示我們如何由真誠出發，讓人生達

到圓滿的境界。 

 

貳、書中內容摘要及心得： 

    讀《論語》，並非為了考古以求淵博，而是為了每天的生活實踐與活

用。本書作者在一系列的探討中，主要的課題就是要透過對儒家的反省，

重新界定人的意義－「什麼是人性？」「人生應該如何？」「人心想要如

何？」。人必須明瞭，活在世界上，有責任去選擇及安排自己的生活方式

及生命過程。以下茲摘書中精彩勵志篇幅及心得分述如下： 

一、理性開放的人文主義－孔子的成長經驗 

    孔子原出生於武士之家，但在孔子三歲喪父之後，就迅速降為平民。

所以他説：「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子罕＞）不過，他從 15 歲立

志向學，由此開創了不凡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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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的立志向學有兩個特色，其一是立志後就非常好學，其二是堅持

了一輩子。他說：「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不如丘之好學也。」

（＜公冶長＞）又說：「三人行，必有我師焉。」（＜述而＞）一個人在世

上生活，只要耳聰目明，能夠開放心靈，那麼，整個宇宙、人類都可以當

他的老師，這樣的人往往是最傑出的，因為他得到了眾善之所長，就像所

有的河流匯集到江海一樣。而孔子在 30 歲左右，就已全面掌握了當時的

學問。 

    孔子的學問有以下幾點特色： 

（一）學習傳統：包括了「詩、書、易、禮、樂」五經，及「禮、樂、射、

御、書、數」六藝。孔子不僅學習傳統的智慧結晶，也學習傳統的技能。 

（二）學思相融：光學習是不夠的，還必須思考。他説：「學而不思則罔，

思而不學則殆。」（＜為政＞）所以，思與學要並重。 

（三）一以貫之：是指孔子有中心思想可以統合不同的知識，包含知識系

統、人的思考「即要兼顧知行合一」、解釋生死問題的「道」即「朝聞道，

夕死可矣。」（＜里仁＞）、最後則是「天人一貫」之道。孔子說：「下學

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並且肯定自己：「五十而知天命。」（＜為政

＞）這是一種人生修養與智慧清明的境界。 

（四）學行並重：孔子的學並非是一種理論而已，同時也是一種實踐。他

說：「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行有餘力，則以

學文。」（＜學而＞）學習的最終目的就是修己成德以為社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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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一項研究指出：在 20 世紀最傑出的四百位人物之中，有四分之

三曾在青少年時代遭遇悲劇、殘疾、或重大挫折，然後力爭上游，克服困

難，成功立業，造福人群。所謂力爭上游，第一步就是要定下學習的心志。

學習，可以增強自己的才能，可以發展自己的個性，可以提高自己的修養，

使自己成為德才兼備的君子。孔子說：「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易

使也。」（＜陽貨＞）可見，「學」無論對個人、對社會，也無論對君子、

對小人，都是一件十分有意義的事，也是非常迫切的事情。 

    荀子說：「跂而望也，不如登高之博見也。」（＜勸學篇＞）踮起腳，

伸長脖子眺望，也不能得「千里目」，不如「更上一層樓」來得便當。牛

頓說：「如果說我比別人看得更遠些，那不過是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我們若想讓思想的翅膀真正高翔，就得學習人類社會以往累積的一切成

果，站在歷史巨人的肩膀上。因此，要立志於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

在新民，在止於至善。」有了這個志，才會發奮忘食，樂以忘憂。南宋朱

熹說：「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

活水來。」經過學習，我們心靈永遠不會落伍，它像個水塘，但裡面不是

一灘死水，因為新知有如源頭活水般不斷地注入這個內心的水塘，清澈如

鏡。藉著學習，我們可以把生命當中每一天的多采多姿都映在我們的心

上，流水不腐。 

    而在學習的過程中，學和思不能偏廢，只學不思不行，只思不學也是

危險的。只有將學與思相結合，才可以使自己成為有道德、有學識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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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必由學而提高層次，思必有所本才不會流於空想，不致於偏激。若

徒思而不學，見識膚淺，其所思必淺陋無用，或幼稚誤事，或一無所得。

孔子說：「吾嘗終日不食，終夜不寢，以思，無益，不如學也。」（＜衛靈

公＞）與其勞心勞神卻不得要領地思求，不如虛心向前人或他人學習。又

說：「不學而好思，雖知不廣矣。」（《韓詩外傳》）一個空想的巨人，行動

的矮子，到頭來必將一事無成。 

    另一方面，好學不思，不得精義，不能貫通，也將惘然收穫不大。有

思的工夫才能應用所學，有思的反省才能把握學的根源，不致得其形式而

失去內涵。王夫之說：「學非有礙於思，而學愈博則思愈遠；思正有功於

學，而思之困則學必勤。」（＜四書訓義＞）只思不學會養成怠惰之習。《尚

書》說：「思日睿，睿作聖。」只有以思為中心，用思去求學，用學培養

思，才能自造聖賢。不學無以入，不思無以出，始則以學為先，終則以思

為貴。 

 

二、人生之道的同與異－培養個人興趣 

    孔子說：「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學而＞）這四句

簡單說出一個人從立志開始，所要展現的生活方式與生命情調。又說：「三

軍可以奪帥也，匹夫不可奪志也。」（＜子罕＞）因此，人生首先要立志。

而立志就必須先認識自己，孔子說：「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陽貨＞）

又說：「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學而＞）我們要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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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了解自己的性格，沒有人生下來是完美的，但也沒有人不能成為完美

的。所以第一步要自我反省，之後，才可立下志向。 

    志向並非憑空可立，而須由一個人的性向著手考慮。孔子說：「君子

不器。」（＜為政＞）「器」就是你在社會上所能發揮的某一種特定的作用。

如果把一特定的功能或職業作為自己的志向，那就限制住了自己生命豐富

的內涵。所以，活在世界上，人各有限制，人各有命運，但人也各有選擇

的機會。在選擇機會的時候，便要思考自己天生有何性向，可以在社會上

表現何種志趣。 

    所謂「志」是一種比較堅定持久的自我選擇的意向，是人心之所欲，

意之所向，發之於己，而非奪於他人，是人生奮鬥的目標。而志不立，則

天下無可成之事，王守仁說：「志不立，如無舵之舟，無銜之馬，漂蕩奔

逸，終亦何所抵乎？」人若無志，將成行屍走肉，渾渾噩噩，雖生猶死，

故人生大事，首在立志。 

    曾國藩說：「將相無種，聖賢豪傑亦無種；只要肯立志，都可以做得

到。」人的資質視天稟而異，而人之前途則由志向而定。志在聖賢，則為

聖賢，志在豪傑，則為豪傑；但真正成聖成賢稱豪稱傑者，幾何？乃因立

志不難，人人皆可立志，但貴在有恒心、有毅力，能篤實力行，終身奉行

而不渝。因此，一個人既然選定了理想，樹立了志向，那麼就應該是任何

外力也不能逼迫改變的。後漢馬援說：「丈夫立志，窮當益堅，老當益壯。」

越是遭遇艱難，就更應該發揚光大一己的志向。孔子立志向學，堅持一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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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而成為世界四大聖哲之一，且排名榜首。所謂「君子立長志，小人常

立志」，立志加上堅持是成功的法門。孟子說：「富貴不能淫，貧賤不能移，

威武不能屈、此之謂大丈夫。」這是一種堅持理想的堅定、忠誠和勇氣。 

 

三、家庭與人性的原始面貌－回歸根源 

    儒家的「人性論」，基本上有兩種說法。一是「本善」，一是「向善」。

在《論語》中，只找到四句有談到人性問題：其一孔子說：「性相近也，

習相遠也。」（＜陽貨＞）他只說「性相近」，而從未說過性善。其二孔子

說：「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雍也＞）此句只是強調要照著

某種要求去活，並未提及人性是善或惡。其三孔子說：「唯上智與下愚不

移」（＜陽貨＞）這是針對人的學習能力來說的。其四孔子說：「中人以上，

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不可以語上也。」（＜雍也＞）這是談因材施教

的原則。又説：「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代表我有行善的能力，

這是內在的能力，我不是本善的。因此，孔子的思想是人性原非本善，最

多只是向善。 

    而「善」、「惡」的標準，絕不只是外在的，也要考慮到內心的「安」

與「不安」。孔子問宰我曰：「於女安乎？」這是屬於倫理的範圍，也就是

「孝」才能使我們安心。《詩經》云：「哀哀父母，生我劬我……欲報之德，

昊天罔極。」父母之恩，昊天罔極。孔子也說：「書云：孝乎，惟孝，友

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為政＞）孝順是一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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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本，因為孝順它完全符合生理、心理、倫理的原始要求，所以孝順變

成一種良知良能，是符合人性發展的最基本途徑。 

    《孝經》開宗明義說：「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行也。」言簡

意賅，說明盡孝道乃天地間自然之理、人之行為中自然表現，如水之就下，

其勢也然。是以，中國文化歷來一致認定孝為維繫家庭倫理與社會人際之

中心，《孝經．聖治》說：「人之行莫大於孝。」俗謂語「百善孝為先」、「孝

為傳家寶」。一個人假如被公認為不孝，就會被人藐視、唾棄。反之，則

受到尊敬，舜之所以被推薦為天子，因為舜是著名的孝子。孔子說：「舜

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中庸．十七章＞）可見，孝自

古就受到重視。 

    孝是天理，也是天倫，深植人心，落實人生。孝為百善之根，眾德之

本，父母懷胎十月，乳哺三年，備極艱辛，繼而養護，教育我們數十年，

此恩此德，若無絲毫感念之心，此人勢必殘刻寡恩。「羊有跪乳之義，烏

鴉有反哺之恩」動物尚知感恩，況為萬物之靈的我們，能夠做個忘恩負義

的不孝子嗎？ 

    俗話說：「瓜有藤，樹有根，最深父母恩，自幼懷中抱，叮嚀到成人。」

父母親的恩惠是數說不盡的，父母親的關愛是無微不至的。所以孟郊的遊

子吟曾說：「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孝是行仁的根本，「弟子入則孝」，孝的哲學是必須實踐，應該力行。

《孝經》說：「立身行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孝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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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境界，是子女努力充實自己的學識，認真修養自己的品德，有朝一日，

創功立業，功成名就，光宗耀祖，以顯揚父母的聲望。 

 

四、人際相與的層次及限制－立身處世 

    一個人立身處世，決勝的關鍵在於「自己」，依儒家的想法，須從三

方面來看： 

（一）首先要開拓心胸，要明白自知比知人重要，行動比言語重要，在人

我相處時要互相尊重，互為主體來實踐恕道。孔子說：「人不知而不慍，

不亦君子乎？」（＜學而＞）這是達觀的精神，也是君子的風範，君子不

求人知，只求己能。又說：「古者言之不出，恥躬之不逮也。」（＜里仁＞）

要謹言慎行，訥於言而敏於行。而在人我相處，儒家的基本立場是恕道。

「恕」是「如心」，也就是將心比心，視人如己，這叫恕道。亦即儒家所

說的『己所不欲，勿施於人』（＜顏淵＞）。 

    「恕」的原則貫穿於仁德之中，「恕」可視為「仁者」實行「愛人」

主張的基本方法。「恕道」，在思想方法上是「由近取譬，推己及人」，亦

即設身處地，不施虐於人，表現出對自己的高度自律和對他人的充分體

諒。《禮記‧大學》云：「君子有諸己而後求諸人，無諸己而後非諸人。」

即莫念人非，常思己過，嚴於律己，以身作則，寬以待人，不求全責備。 

    孟子說：「強恕而行，求仁莫近焉。」因此，不僅要獨善其身，還要

兼善天下，己立立人，己達達人，這就是恕道，依恕力行，就是行仁不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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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門。如果能本乎大公，出於至誠，而行其恕，則內不傷性，外不傷身，

使天下萬物並育而不相害，道並行而不相悖，依此擴而充之，推之極致，

自然能夠「博施於民，而能濟眾。」 

（二）接著要注意內在的陶冶，讓內在正直的本性實現出來，表現自我的

真誠。孔子說：「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雍也＞）「直」就

是訴諸當時所能找到的正直的途徑，也就是「誠」。誠於中行於外，內在

有什麼就直接表達出來。而另一方面，外在則需要禮樂的教化來配合。孔

子說：「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雍也＞）

恰當的表現是「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既有真正的內在情感，形式也恰

到好處。又說：「恭而無禮則勞，慎而無禮則葸，勇而無禮則亂，直而無

禮則絞。」（＜泰伯＞）說明了內在有直的本性，但外在也需要禮的教化，

兩者配合，才能談立身處世。 

    「質」是天生的本性，樸實無華，純乎自然。但是，光憑著樸實的本

性去生活，卻難免流於粗野。「文」是後天的修養，如禮樂教化，冠冕堂

皇。這是經由學習所得的本事，讓我們懂得如何待人接物，如何裝飾打扮，

如何言談中節，如何欣賞藝術等等。如果缺乏這種修養，生活將顯得枯澀

與貧乏。但是如果光是注意這種修養而忽略內心的真誠感受，久而久之，

難免顯得虛浮不實。因此，文是形式，質是內涵，形式與內涵兩相配合，

人的行為才能表裡如一，可大可久，顯示人格的尊嚴。 

    禮是對人欲的節制，對禍亂的防範，及對人的行為所作的規定。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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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非禮勿視，非禮勿聽，非禮勿言，非禮勿動。一日克己復禮，天下

歸仁焉。」（＜顏淵＞）禮是以仁為精神，以義為原則制定的行為規範，

依禮行事，自然是修成仁德的可靠方法。因此，有內心的情感加上禮的外

在規範，配合起來可以使人走上人生的正途。 

    孔子又說：「不學禮，無以立」（＜季氏＞）我們一切的立身、處世、

治事應都以禮為基礎，亦以禮為出發點。一個士人如果掌握了禮的規定，

遵守了禮的規範，那他就能很快地立身於這個社會，與人們和諧相處，並

可望生活幸福，事業有成。即使一個內在修養很高的人，如果行不由禮，

也會走向另一個極端，優點適足以變成缺點。恭、慎、勇、直本來是優良

品德，但如果行不由禮，就會適得其反。 

    所以，任何好心善意、嘉言懿行，都必須以恰當的方式表達出來，這

個恰當的方式，便是約定俗成、能為大家所接受的禮制。禮正是保證人們

妥當表達自己、實現自我的準確尺度，故孔子無限感慨地說：「禮乎禮！

禮所以制中也！」（《禮記‧仲尼燕居》） 

（三）最後要擇善固執，孔子說：「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見而識之，

知之次也。」（＜述而＞）「擇善」要兼顧外在的規範、內心的感受、對方

的期許。又說：「無可，無不可。」（＜微子＞）因而「固執」須注意通權

達變，不能執迷不悟。 

    「擇善」需要智慧，智慧首先表現於認清自己的現況與責任，以及與

此相應的行動。因此，所擇之善必須因時因地而制宜，人也應該隨遇而安。 



 96 年度公務人員專書閱讀心得寫作競賽得獎作品 
      

 12

    而「固執」會讓你的心眼變得狹隘，會把一個聰明人變成傻瓜，同樣

過度地堅持，意味著自己把自己逼上絕路。孔子說：「毋意，毋必，毋固，

毋我。」（＜子罕＞）人一固執就很難聽見別人在說什麼，容易犯各種各

樣的小錯與大錯。佛經上把固執叫做「執著」，人有執著心就不容易明白

一些更通徹的道理，因此應該「去執」。有修行的人處事都很隨緣，這種

無執的背後是一種可貴的圓融。他們內心的信念如花開原野，如星升夜

空，是一種大的境界。所以，「固執」是讓我們鞏固內心信念，但不要試

圖強加於人，這樣我們就可以自美其道，自得其樂。 

 

五、結伴同行，共創理想 

    朋友關係是人生重要的一環，西方文學家亨利‧亞當斯曾說：「人的

一生中如果有一次友誼(交到一個好朋友)就已足夠，有二次友誼就太多

了；有三次友誼幾乎不可能。」的確如此，人的一生中，很多時候是因緣

而聚，緣盡即散。 

    而儒家將朋友分為好壞各三種，孔子說：「益者三友。友直、友諒、

友多聞，益矣。」（＜季氏＞）朋友要以「善」來互相要求，「善」是理想

的人格表現。朋友又像一面鏡子，透過鏡子可以看到自己的缺點。又說：

「損者三友。友便辟、友善柔、友便佞，損矣。」（＜季氏＞）這三種朋

友交往久了，會使自己受到傷害。 

    另外儒家更強調入世之必要，因為沒有人可以脫離群體而得以成長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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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人性的實現不能離開人群，所以己立就要立人。孔子說：「夫仁者，

己欲立而立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雍也

＞）從自身的願望來體察別人的需求， 當自己要立身處世時，也能讓別

人立身處世。 

    西諺有云：「沒有人是一座孤島。」這句話指出人與人之間的交往與

溝通是不可或缺的。因此，各式各樣的朋友會在一個人生命的不同階段，

扮演重要的角色。朋友就像一個人的鏡子，可以反映出他的興趣、嗜好、

志向與品味。但是朋友不只是鏡子而已，他還會進一步敦促人走向更美好

更充實的人生。 

    朋友為五倫之一，又是志同道合的交往，所以儒家以結交良朋益友為

進德修業的重要途徑。「朋友有信」為五倫所揭櫫的信條，因此交友的方

法，莫過於「誠信」的篤守。孔子說：「主忠信，無友不如己者。」（＜學

而＞）曾子說：「與朋友交而不信乎？」（＜學而＞）均突顯交友必須言而

有信的重要，且是一個人立身處世的基石。 

    孔子說：「與善人居，如入芝蘭之室，久而不聞其香，即與之化矣；

與不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不聞其臭，亦與之化矣。」（＜說苑＞）

習染可以變化性情，結交一個敦厚善良的朋友，相處日久，蒙受其利而不

自知。反之，與劣德敗行的惡友為伍，往往身心俱損卻不自覺。所以交友

需要慎重，需要有選擇。而孔子更指出結交賢友的積極標準，「益者三友」，

除了理解為「三種有益的朋友」之外，亦可提昇為「益友的三種品格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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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諒是人我內在德性的真實流露，多聞則是外在文化的博涉；一求其

「質」，一修其「文」，「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雍也＞）豈不就是良朋

益友的絕佳理想形象。 

    至於「損者三友」，只會索隱行怪、八面玲瓏、花言巧語，不但無助

生命感情的溝通，而是更增遮蔽扭曲的損友。亦正如孔子所謂：「群居終

日，言不及義，好行小惠，難矣哉！」（＜雍也＞）其中的道理是一樣的。 

 

六、參贊化育，天人之際 

    儒家對於自然界的看法並不主張要和自然界對抗。孔子說：「子釣而

不鋼，戈不射宿。」（＜述而＞）不竭澤盡取，不貪多並棄其易獲者，這

有維護自然生態的用心。奧斯卡金獎影片《與狼共舞》中有一組震撼人心

的鏡頭；千百頭野牛暴屍荒野，血污橫陳，一片狼藉，那是利欲薰心的白

人幹出的勾當。印第安人目睹此景，驚呆了！他們從未以如此殘暴無恥的

行徑對待動物。印第安獵手們為儲備過冬的食物而補獵，補殺的是病弱掉

隊的野牛，牛身上的一切都全體加以利用，不亦宜乎？影片中的印第安人

靜默無語、佇立不動，似乎在為大自然哭泣。仁人有不忍人之心，相對於

鳥獸同樣有所不忍。為了使物生有路而人取之有節制，絕不可掠奪世界，

獨占資源，發自己的橫財。 

    孔子又說：「天何言哉？四時行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陽貨

＞）四季更迭，萬物生育，無不是大自然依照自身之規律運行的結果。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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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往復，生生息息，反映了客觀世界的辯證運動。種種現象已經昭示了一

切，又何須大自然自己站出來說明。「天行有常，不為堯存，不為桀亡。」

大自然的變化有自己的規律，並不以我們的意志為轉移。我們可以由自然

界的啟發，得到一些領悟，而後可以自我安頓。一個人一旦認識了天道，

明乎利鈍窮通，也就成了一個無怨無尤、不憂不懼的自由自在的人了。 

    另外儒家對於自然界的態度是由比喻而勵志，以大自然為師。子在川

上曰：「逝者如斯乎！不捨晝夜。」（＜子罕＞）體察自然生命之無常、奔

逝而去，「不捨晝夜」，這是一種時不我待的緊迫感受，及實現理想的緊迫

意識，因此，要與時間競賽，當把握當下，恆持剎那，化短暫為永恆，讓

分秒不空過。 

    詩人拜侖曾說：「時光從你的蒼額上，飛馳而過，不留痕跡，波濤滾

滾，從古自今。」生命的朝陽不能再一次昇起，有為者的表徵第一是愛惜

時間。古之成大功者，無不愛惜光陰；能愛惜光陰，則敏捷而無留事，常

能人之不能。王者大禹，乃惜寸陰；陶侃之賢，且惜分陰；至聖孔子，更

有發憤忘食之語。偉人和聖人尚且感到流光之易逝，人生之快盡，況平凡

而庸碌的我們，更當加珍惜光陰。 

 

七、藝術陶冶與充實之美 

    藝術一定要憑藉感官感受的能力，才能夠得到表現的機會。其基本作

用，就是在「點化」，把人的困境、實際情況加以點化，讓人生活在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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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裡，卻不受現實世界所局限、所控制。以儒家來說，特別重視兩個途

徑：第一是詩教，第二是樂教。 

    孔子說：「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為政＞）思無邪

就是要讓人回到本來的面貌－誠，是要達到「溫柔敦厚」這四個字。又說：

「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

也。」(《禮記．經解》)詩教啟發人的原始情感，可以發現人我的相通性，

自然而然就會關懷別人、同情別人，不會和人計較，這就是溫柔敦厚。 

    樂教的效果是希望人懂得音樂的道理，並且可以用來抒發感受。孔子

說：「禮云，禮云，玉帛云乎哉？樂云，樂云，鐘鼓云乎哉。」（＜陽貨＞）

禮樂並非只是外在的形式，它應有更深一層的內含。這涉及美的內容與形

式，所謂質與文的問題。又說：「人而不仁，如禮何？人而不仁，如樂何？」

（＜八佾＞）一個人如果沒有內在真實的情感，禮樂對他又有什麼用處

呢？樂是由內而發的情感表現。 

    另外儒家的美學思想，就孔子對於個人生命的期許，可以用人文之美

來形容。人文之美就是文質彬彬，文質配合之後，人就孕生一種美感，這

種美感會在他的行為及言語上表現出來。「美」並不是與生俱來的品質，

而是經由長期努力，實踐內心向善的要求，來達到完美無瑕的地步所表現

的境界。孔子弟子形容他「溫、良、恭、儉、讓」（＜學而＞），又說他：

「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子張＞）「溫而厲，威而不猛，

恭而安。」（＜述而＞）這些說明孔子進退有節、中規中矩、舉止優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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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到好處。一個人如果具有人文修養，比較容易使他生活的每一個步驟、

每一個階段都不至於陷入絕境。 

    學詩，最重要的一點是，詩的審美價值可以培養健康的人格、正確的

人生觀。詩是抒情言志的文學作品，具有優美的形式，巧妙的文辭。其一

吟一詠，都出於詩人至情至性的流露，毫無虛偽，而又合乎禮義。因此，

讀詩可以增進人與人之間的親和力，使人性情溫柔敦厚，進而改善社會風

俗。孔子說：「不學詩，無以言。」（＜季氏＞）《詩經》確實是「賦、比、

興」和「信、達、雅」方面的典範。而誦詩三百，可掌握了其中豐富的意

蘊，訓練了典雅的語言能力，且人的正當情感得以涵泳，並幫助人們彼此

交往。 

    而音樂小可陶冶性情，大可移風易俗，從修身養性以至於治國平天

下，它都具有一定的功用。音樂，可以提倡教化，也可以互通聲氣，從民

俗小調到廟堂樂章都可以產生和諧的抒情作用，使生命充滿多采多姿的韻

味。周敦頤說：「樂聲淡則聽心平，樂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易矣。」

鳴鐘擊鼓，樂聲悠揚，顯出一派祥和升平氣象，既宣達了人的情感，又能

陶冶情操，使人與人的關係更和諧。 

 

八、走上快樂的人生 

    快樂是有條件的。快樂的最高境界是要超越外界的干擾限制，不需

外在的憑藉。所以，快樂的必要條件是要人活著，充分條件則是必須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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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精神上的能力。因此，快樂的步驟包括： 

（一）由內而發，首先談到的重點是貧與富無法決定是否快樂。孔子說：

「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陋巷，人不堪其憂，回也不改其樂，

賢哉回也。」（＜雍也＞）快樂不是建立在物質享受或金錢上，而是建

立在內心對自己做為一個人的肯定上。孔子說他自己：「飯疏食，飲水，

曲肱而枕之，樂亦在其中矣。不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述而

＞）快樂源自內在的心靈，而不是建立在欲望的滿足上。 

    蘇格拉底曾說：「一個人的欲望在一方面強時，在其他方面就會弱，

正像水被引導流向一個地方一樣。當一個人的欲望被引導流向知識及一

切這類事情上去時，他就會參與自身心靈的快樂，不去注意肉體的快

樂。」 

    人生的一切慾望，歸納起來是兩種：精神慾望和物質慾望。庸人、

小人把物質慾望當作人生的全部，所以沒有多少精神的追求。君子、賢

人精神慾望特別強烈，但是卻也不能沒有物質的慾望，只是他們最終能

以精神慾望居於主導地位，達到一種有偉大包涵力的嶄新的心理和諧，

就是「安貧樂道」。 

    程頤說：「顏子之樂，非樂簞瓢陋巷也，不以貧窶累其心而改其樂

也。」不論貧賤富貴，都要樂天知命，才能心安理得。精神生活充實了，

就是物質生活差一點也不失其樂。但如果不擇手段，得到富貴榮華，這

富貴定不能久，如浮雲飄忽不定，來去無端，而患得患失，良心不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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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什麼快樂可言？因此，精神的快樂是最高的快樂，它值得我們忍受

物質生活的貧窮來穫取。 

（二）超越困境的動力，也就是要得到快樂的背後力量。孔子說：「默

而識之，學而不厭，誨人不倦，何有於我哉？」（＜述而＞）只要做好

自己該做的事，了解人生的正途，如此便能啟發心靈的快樂。外在雖有

眾多的限制，卻無法抑制內心的喜樂。 

    人生最大的快樂是做自己想做的事。相反，人生最大的痛苦是做不

成自己想做的事。這種區分看似簡單，實則是一種從痛苦走向快樂的身

心磨礪過程。孔子說：「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

快樂就像眨眼睛，隨時隨地都能做到，關鍵要「起心」，「起心」就能「起

緣」，起緣就能得因果。所以，真正的快樂在於珍惜我們每一個念頭與

行為。孟子說：「反身而誠，樂莫大焉」永恆的快樂是發自於內心。佛

家說：「一念轉即菩提」菩提就是覺悟的意思，我們的心如果能轉善轉，

就能樂觀思維，生命就可以活得很自在快樂。 

（三）值得奮鬥的目標。孔子說：「學而時習之，不亦說乎？有朋自遠

方來，不亦樂乎？人不知而不慍，不亦君子乎？」（＜學而＞）快樂是

不需要依賴任何具體成就也能源源不絕的。愛因斯坦說：「興趣是比責

任心有力得多的東西。」以學為任務、為責任，學得很被動，因而覺得

很苦。要學出興趣來，探求涵咏，濡沫商量，其樂陶陶，才能夠流連忘

返，與時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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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淵明《五柳先生傳》裡言：「好讀書不求甚解；每有會意，便欣

然忘食。不戚戚於貧賤，不汲汲於富貴，酣觴賦詩，以樂其志。」這是

一種中心有得、精神充實、文采風流的快樂。人的本質在於創新，可以

不斷超越自己。但是超越必須以明確的方向為指引，否則只是盲目浪費

時光與熱情。學習的目的就是為人生定位，助人實現生命的要求，在學

習中逐漸讓生命得到安頓，這種樂趣是內發與永恆的。 

    孔子又說：「不怨天，不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憲問＞）這句話更指出了快樂的產生並非由於外在的界定，而是生於自

我心中的精神力量。不管自己的才華有多高，見識有多廣，別人賞識與

否，都不會影響自己的心境。 

    這是一種曠達的人生，它能接受八面來風，不拘泥小川，不徘徊窄

巷，任狂風漫捲，飛砂走石，萬事隨生死，千慮歸自然，活著就飄飄落

落，天高地廣。因此，不以物喜，不以己悲，不拘泥於個人得失，而能

始終坦蕩寧靜，有一份內心的恬靜，這就是豁達的快樂。 

 

參、對本書之評價 

    西諺說：「當你打開一本書，你就打開了一個世界。」人的生命有限，

但要讀的書卻是無盡，故不宜隨意看書，當要慎選好書。何謂好書呢？

就是「讀完而能知天下之真理者」。傅佩榮教授所著《孔子的生活智慧》

一書，就是經典之作，智慧結晶。它娓娓道出豐富的做人處世原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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領我們人生的方向，安頓我們的心靈，讓我們體悟人生的真味。 

    本書作者透過對儒家的探討，從事根源方面的思考，設法認識人性

的真相。首先談到「什麼是人性？」人性是向善的，和諧的人際關係即

是善的效果，須由家庭出發，對父母的孝順開始。因此，善的本質回歸

根源就是「孝」，有子說：「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與？」（＜學而＞）。

其次談到「人生應該如何？」是指人在選擇時所憑藉的價值系統。人之

道，選擇「擇善固執」終身以行仁，認理實修；人生正途不外乎具體實

現仁的要求。另外還要有判斷及選擇的智慧，又要有內心真摯的情感，

同時面臨困難時可以堅持下去。最後談到「人心想要如何？」人的內心

最終是想要快樂與幸福的願望，真正的快樂是由內而發的，條件是努力

從事品德的培育。書中文字之美和思想之深隨機結合，內容深入淺出，

理明義盡，明白曉暢，妙語連珠，精彩觀點隨意而出。 

    另外本書對孔子的思想有較透切的觀察，精闢而深入。如：「子曰：

『自行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述而＞）」此句依馮有蘭的《中

國哲學史》解釋為：「只要繳了學費，我是沒有不教的。」果真如此嗎？

作者闡述依整部《十三經》裏，由古人說話的句法來看，其讀法應是「自

/行束脩/以上」。古代男子 15 歲入學，所備之禮即為束脩，行此禮之男

子的年齡可用『行束脩』稱之。因此，本句解釋為：「從 15 歲以上的人，

我是沒有不教的。」簡單明瞭，表現了孔子有教無類的胸襟；又如：「子

曰：『主忠信，毋有不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子罕＞）」其中「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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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如己者」一語，多處解釋為：「不要結交不如自己的朋友」作者於此處

詳明這是不正確的。「如」是相似而非比較，意思是不要交「不像」自己

的朋友，而要交志同道合的朋友。作者極其一生的歷練，博涉經史，學

貫中西，再加上二十餘年一直對孔子思想的玩味和體悟，做深入而透徹

的見解，剎時讓人茅塞頓開，受益匪淺。 

    本書以理性的態度思考儒家本身的意義，將孔子對人生的思考和感

情、世事的體悟和經驗加以展示，更重要思考它對現代的啟示，其深刻

而平易的思想魅力，簡樸而生動的文學造詣，開啟我們的智慧，激發我

們的靈感，呼喚我們的意識，使我們神遊天際。書中融注著真意實感，

文筆揮灑，使得《論語》更貼近生活，讓《論語》不只是《論語》，而是

生活中不可或缺的智慧寶庫。 

 

肆、分享 

    感謝主辦單位舉辦這個活動及傅佩榮教授所著《孔子的生活智慧》

一書，讓我憶起那一段青澀歲月裡，讀《論語》只是為了考試，結果，

書是書，人是人，永遠沒有交集的年代。以前學生時代學習《論語》，

總覺得深奧難懂，抑或斷章殘簡、七拼八湊的映像。而今，為了研讀此

書，我又重新拾起《論語》，重新體悟孔子的智慧，透過咀嚼與品味的

過程，發現《論語》不但是做人處事的寶典，更是生涯規劃的指引。在

此，僅提出拙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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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我認識 

    誠如作者在最後章節所言：「如何在現代人生中實踐儒家？首先，

必須設法認識自己。」人生是個舞台，也像一首歌，如何讓自己的每一

串音符飛揚跳動又響亮呢？首先要經由認識自己的階段，了解自己屬於

何類生涯型態與應扮演的角色，按部就班的循序漸進，而不能操之過急。 

    人人都有夢想，也都有希望，有的人希望成真，也有人夢想成幻。

人生的際遇不同，追求希望，實現理想不是種夢幻，重要的是在規劃之

前應先充分的自我認識與了解，才不致於差距過大，而成為夢幻。 

    因此，一定要充分的自我認識，特別是內在深層的自我部分，除了

智能、興趣、性向外，還要充分了解人格特質，亦即是個人的優點、缺

點和特點。然後針對優點與長處，盡力而為，以發揮潛能，創造出嶄新

的自我，開創屬於自己的路，並適度的接納他人，認清自己的缺點與短

處，順性而為，其人生就有獨特的意義。所謂職業無貴賤，勞動是神聖，

行行出狀元就是這個意思。 

 

二、自我成長 

    成長必須透過學習，而個人經由充分的自我認識以後，才能為自己

定位，訂定學習方針，並且安身立命，走出自己的路來。 

    處在瞬息萬變的社會裏，從事任何工作都要具備充分的專業知識與

技能，面對知識爆炸的時代，不能只靠經驗做事或下決定，而應講究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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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化，如果不能充實新的知識與技能，將無法趕上時代的趨勢，而有被

淘汰的危機。經由自我不斷充實以豐碩自己，不僅能使自己對工作更有

興趣，也使自己更有信心與樂觀，樂觀的人常能看到問題後面的機會，

而悲觀者只會看到機會中的問題。 

    孔子自己就是活到老學到老的人，並且在其中得到了莫大的快樂。

《論語》開宗明義即言：「學而時習之，不亦說乎？」（＜學而＞）因為

在學習中的快樂是任何人間名利權勢所不可替代的，透過不斷的學習，

智慧自然會有所增長，心性將更明澈，生命就會更圓滿。《大學》中言：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學習與人為善、學習

愛、學習仁慈與寬容。只要我們秉持「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精

神，鍥而不捨地不斷不斷地學習，「臻於圓滿人生」是指日可待的。 

    公務人員為了服務人群，造福社會，應不斷的學習，充實自己。目

前公務人員學習機會相當多，如「公務人員學習入口網」、「國家文官 e

學院」、「E 等公務園」、「電子化政府網路文官學院」等學習途徑。而在

各縣市更有「空中大學」、「社區大學」等管道，皆可供公務人員學習、

培訓以提升服務效能。 

    由於科技的發展日新月異，社會的變動日趨激烈，公務人員的工作

內容也作大幅度的改變，加上發展階段與任務的不同，公務人員更必須

基於發展的需求，建立起終身學習的理念，以增進服務社會人群之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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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我超越 

    人生因為「無常」，沒有定型，所以有無限的超越空間；人的潛力

無窮，不應荒廢，所以應當積極開展。人要能自我超越，才能創造美好

的、積極的人生。所謂「丈夫要有沖天志，不向如來行處行。」人的潛

能是無限的，但是需要被開發才能顯現出來。 

    電視上有這麼一句廣告詞說：「我想，一百分不是滿分，而是一百

零一分的開始」，我們常常會以一百分為滿分，而驕傲的自得意滿，孰

不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當我們在專業領域中，達到一百分，而感到

驕傲時，已經有人超越了一百零一分，向更高的領域中前進。因此，我

們必須精益求精，好還要更好，唯有不斷努力，超越自我，才能有所進

步。我們往往意在超越別人，從來沒想過，惟有不斷超越自我，才能贏

得了別人，我們的人生是以一百分為滿分嗎？不妨修訂一下，時時提醒

自己，一百分不過是一百零一分的開始。 

    孔子說他自己「五十而知天命」（＜為政＞）這是一種強而有力的

信念--突破命運所帶來的限制，自己作主去選擇人生的途徑。又說：「下

學而上達」（＜憲問＞）唯如此可以讓我們自覺到特定的使命，奮發圖

強以選擇自己的路，超越自己的命運。出生於台灣，今年 3 月甫拿下第

十一屆 LG 盃世界棋王賽冠軍的周俊勳，背負天生缺憾，因為同學的嘲

笑，從小自卑而不想上學。就醫但龐大的醫療支出，讓不寬裕的周家卻

步。就醫不通，上學又苦，最後終於找出另一條人生突圍的辦法---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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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因此，他 9歲棄學，在勝負的世界體驗競爭，11 歲獨自在大陸學

棋，他擺脫心理障礙，先破心圍，在破棋圍，多年後的今天，他超越自

卑缺憾，真正的成功了。 

    常有人感嘆自己的能力不足、學識不高，其實每個人都不應該貶低

自己的能力，不應該畫地自限，因為能力是可以訓練的，一旦潛力發揮，

能力將會提升，最重要的是在於你的用心有多少，願力有多強，產生的

力量就有多大。蕭伯納說：「成功者皆是起而行的行動派，他會尋找有

利的情勢，如果找不到，那就創造它。」是的，你才是你自己生命中的

主人。 

 

四、快樂的泉源 

    人生以快樂為目的。達賴喇嘛說:「我相信人生的目的是在追求快

樂。無論一個人是否信仰宗教,或信仰哪一種宗教,我們都在尋求生命最

好的一面。」而人生真正的快樂是什麼呢？是賺錢？是享受富裕的物質

生活？亦或是工作順利？事業成功？賺錢也許是達成快樂最便捷的方

法之一，但錢若賺得很痛苦，時常加班趕工，整天為跑銀行三點半而煩

惱，擔心這又擔心那的，又怎能算是真正的快樂呢？因此，要能知足常

樂而怡然自得。 

    我們的眼睛，總是注視外界太多，觀照心靈層次太少。「子貢曰：『貧

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對曰：『可也，未若貧而樂道，富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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禮者也』」（＜學而＞）孔子教導我們的快樂秘訣，就是如何去找到內心

的安寧，知、情、意的成長。每個人都希望過幸福快樂的生活，但幸福

快樂與貧富無關，而在於內心潛力的發揮。其更高的境界是，不僅能安

於貧賤，不諂媚求人，且是內心有一種輕安自在，無論遇到的是順境也

好，是逆境也罷，不僅不會被富裕的生活蠱惑，即便在貧賤中，仍然可

保持做人的尊嚴和享受內心的歡愉。 

    商業周刊第 1000 期刊載著來自被稱為「喜馬拉雅山下香格里拉」

的小國「不丹」，其土壤貧瘠，地勢險峻，環境惡劣，人均所得僅台灣

的二十分之一，卻有 97％的人表示快樂。他們不追求經濟成長率，而

追求「快樂成長力」。他們不要因為追求經濟發展，而出現失衡的社會

與環境，他們說：「光想著賺更多錢，不會更快樂！當你無法給別人，

那才是窮。」因分享而滿足，因施予而快樂，「不丹」造就了全世界最

快樂的窮國。根據英國萊斯特大學在 2006 年 7 月所公布的研究「世界

快樂地圖」，「不丹」的快樂，在全球排名第八，「不丹」人均國民所得

僅 1400 美元，卻比人均所得 31500 美元的「日本」高出八十名，也比

41800 美元的「美國」高出九名。顯見，金錢是買不到快樂的。 

    戴爾‧卡內基說：「快樂不在乎你是誰，或是你擁有了些什麼，它

只是在乎你所想的是什麼。」因此，快樂的擁有，常常是一念之間，是

掌握在自己手裡的。 

伍、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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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些年來，台灣亂象畢呈，不但經濟衰退、政黨惡鬥；社會人心更是

浮動不安，表現於人際關係，就是朋友猜忌，親眷成仇。似乎人人都不

相信別人，甚至也不相信自己。這些林林總總的病象，推就根源，仍當

是「人」的素質出了問題。 

    而傅佩榮教授所著《孔子的生活智慧》一書，昭示孔子在《論語》

中教會了「人」成大事的各種道理和技巧，讓我們學習了用孔子的生活

智慧擺渡人生，使人生從容如行雲流水。孔子的思想、理論和行為有如

黑夜中的一盞明燈，放射出理想與信念的光芒，給予「人」安慰、啟發、

鼓舞、激勵的無形力量。 

    本來，孔子思想之所以歷兩千多年而賡續不廢，正是因為他對於哲

學問題採取了從實際生活出發的態度。從實際生活出發，並從中觀察探

索具有規律性、普遍性的原理原則。孔子在《論語》裡的話著實不多，

但句句言簡意賅，點出了時代意義、點出了人性的真要，兩千年後再度

研讀孔學，仍不得不欽佩孔子對人的觀察力，以穿過時空，不論處於任

何時代，均同樣適用、同樣精確。 

    《論語》每讀一遍，就有許多新的體會和領悟。熟讀《論語》之後，

自然就會跨越編章的限制，採取「一以貫之」的方法，把相關思想整合

起來，作出系統的理解與說明。以這部「經典」為基礎，設法在現代生

活的「經驗」中加以印證，這樣才是學習孔子的正確態度。結合經典與

經驗，學習孔子的智慧，也學習孔子的精神，做一個聰慧和理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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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實現著自己人生的價值，孔子的智慧將成為我們走上人生坦途的最佳

指引。 

                        (本文作者為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台中分局 技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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