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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的邊界

說起「邊界」，總先令人想到分隔，至少不同國家之間

就非常重視邊界的劃分，屬於你的，還是我的，絲毫苟且

不得。由談判桌上到兵戎相見，因為土地分隔了，人心也

分隔了。我建議換一個角度來看：劃分邊界的地方，也就

是接觸的地方，所以分隔的同時，就是接觸。戰爭與和平，

是千里天涯，還是咫尺相濡？其實是看你把目光和心力投

向哪裏。

於是我想起教育。

教育的重要方法是和學生「保持通話」，接觸溝通，才

可引導關懷，因此「聯繫」永遠放在第一位。談論的不管是

春秋大義，還是不着邊際的娛樂八卦；是家國經綸，或者

閒話家常，只有大家都「在線上」，才有影響和改變的可

能。〈禮記．曲禮〉說「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孔子也要

求學生「自行束脩而上」，可是財經科技的發達專橫，很容

易令學生轉身而去。現代教育中蒼白乏力的「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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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和文學的學習上，顛困艱危走了多年，需要更到位

的點撥與深耕。我們站在講台和黑板前面，絮絮，也滔滔，

期望着學生欣賞、觸動與回應，令年青一代深信中華文化

的美好。都在說歲月飛奔，代溝或許成為一道道的邊界，

疊疊層層，但如果用心想，我們所有人都共同活在當下的

時空，用心聞聽，或許摺疊處，正早藏屐印泥痕，微漾清

芬，特別是偌大的任何時代，總會存在一批復一批志在千

里的英雄年少。我們在生命和思想的高處與他們相逢，然

後發現了事情的真相：時代是最大的阻隔，也是最真實的

接觸。

教育的另一重要原理是引領學生看見美好與崇高，有

了眼界和識見，學生自然會放棄粗鄙與低劣。有經驗的教

師，在引領過程中，會掌握和預計到學生的難處，例如動

機、基礎知識的不足及理解的盲點，種種樣樣，對於香港

的年青學生，尤其重要。這些，我在下筆過程中，從來沒

有忘記。把古典和傳統推引到年青人面前，我們縱有滿胸

熱情，也要放下個人的偏執與成見，更不要說利益的計算。

由古代到今天、文言到白話、國家到香港，怎樣認識過去

與當下、莊嚴與世俗，不是強拋一些西方思潮術語，形式

學派主義等，文學教育就會發生。

i i
認

識

孔

子

，

讀

懂
︽

論

語

︾



重要方向和策略是把要說應說的，有理有情地告訴學

生。時代反複在跨越與逝去，與年青人保持通話，這裏有

「聯繫的必要」。我期望筆下的內容廣闊立體一些，所以採

取了「叢書」的形式，希望照顧面能更周全。題材內容由文

化、語文、文學欣賞到創作技巧等並有，時間空間上則古

今兼及，闡發析述，盡量運用切合現代生活的例子，也常

會分享一些個人的遭遇與經驗，不用學術論文式的敍述表

達，不疏不箋，重要的是雙向交流，能入能出。以學生角

度引發話題，希望「往教」成為「來學」，例如討論中國文

化，特設「弟子問」的部分，就是希望針對同學對儒家思想

或中華文化的一些誤解與疑惑，讓他們「發聲」，我們嘗試

回應與引導。跨過邊界與阻隔，最好的方法就是真誠的溝

通交流。人與人之間的阻隔，從來都不是時代，是偏執與

成見、是利益與傲慢。放下了，天涯便是咫尺。  

我希望年青人願意聽，而且聽得明白準確，最後懂得

尊重和欣賞。文字浸淫中，邊界是接觸聯繫的明證，變化

氣質，成就水平，提升了生命的高度。數十年教學生涯，

我滿懷感恩，從來不願曲學阿世，更不忍看見中華文化，

在秋意無端中花果飄零。對於文學與傳統，我相信「一情

獨往，萬象俱開」，跨過種種道道的邊界，相信和需要的，

是對中華文化的一縷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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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也是一種跨過。從全職工作崗位退下來，邊界

鮮明，馬後桃花滿眼，馬前，想也一樣風光明媚。我努力

令視野遼廓，胸襟清朗，下帷書生退而修書，只希望為中

華文化教育作一點貢獻。來意鮮明，進路也簡單，就是為

青年人寫幾本認識中華文化的書。這套叢書能夠順利出版，

當然最要多謝是香港教育圖書有限公司，特別是羅海玲女

士和朱婉兒女士的信任與協助。如果沒有出版社和她們的

支持與催促，過程中細心校閱，提出意見，叢書的出版，

肯定還要多走一大段路。

潘步釗

2024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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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論語》可能是中國數千年來最重要的一本書。

程頤說：「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之後又

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讀《論語》可以令人變化氣質，

感悟倫理，思考人生，提升做人的質素和境界；數千年來，

是帝王書，也是平民讀書人最重要讀本，是最影響中國人

的書。

本來，在數千年的流傳過程中，儒家的內容思想變得

駁雜繁複，孔子死後，韓非就有「儒分為八」的說法。但是

如果要真正認識儒家文化，必須以《論語》為本，在當中看

孔子和弟子究竟做了甚麼，說了甚麼。後世儒學發展，特

別是漢代以後，豐富了的同時，也扭曲了儒家學說，影響

中華文化發展。學術研究儒學思想，歷朝發展都可以成為

對象，但如果想理解中華文化價值觀念，並借以幫助我們

面對今日的客觀社會，必須「讀《論語》，識孔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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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書分成十二章，希望幫助同學明白認識孔子，讀懂

《論語》，因為無論孔子還是《論語》，背後都是三千年中

國文化與儒家思想的具體陳述、精彩演繹。由認識孔子生

平開始，理解《論語》解釋人生在世，應該怎樣「與自己相

處」、「與別人相處」和「與天道自然相處」。閱讀過程中，

希望同學從中明白中國人怎樣理解血緣親疏、情感道德、

進退志業、家國物欲等儒家思想重要價值觀，從而成就自

己以成為君子的人生方向追求。

作為中國人，我希望同學通過切實認識這些中華文化

的倫理價值觀，在二十一世紀，情感疏離，正道滄桑的今

天，找到生為中國人的睿智清明與自重自信。由成長、學

習到面對死亡，生於天地之中，正直磊落，內省不疚，雖

然難免會遇上顛沛奔波，但因為背後這份「睿智清明與自

重自信」，可以安心實然走過快樂的一生。

寫法上，為了便於閱讀，每一章都抓住一個主題闡述，

除了在《論語》和其他古書中找印證、說明的材料，也盡量

扣緊同學日常生活與現實社會，希望同學感覺親近一些，

也較容易明白。每一章節前面特別設「弟子問」，代年青人

擬寫一些面對傳統中華文化，經常會產生的疑惑和問題（我

在教學上遇過不少同學發問）。每章節結束前，建議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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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章句片斷，希望同學可以背誦，多記住，日子久了，

你的感覺可能不一樣。

我深信，只要客觀持平，有理有情地理解與掌握，中

華文化必定可以代代相傳下去。因為當中充滿我們祖先前

賢的智慧與深情。身為中國人，我們的情  ─  也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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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的父母都疼愛子女

日常生活中，我們常常在報章、電視新聞

或網絡媒體上看到父母疏忽照顧，甚至虐待自

己子女的報道。看到這些事情和個案，我們不

禁要問，是不是所有父母都一定會疼愛自己子

女，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為甚麼人必須行孝

道，更要說這是人的基本道德和情感？「天下

無不是的父母」，這句話到底有多真確！我們

說孝順是「天經地義」是本乎人性，會不會有

時也不一定對？

面對這問題，我們要明白「常」與「變」的

分別。一切規則說理，或者倫常規範所守的是

我們經常在電視或報章上看到父母

虐待或疏忽照顧子女的新聞。既然

父母不一定是愛我們的，那為甚麼

我們一定要順從父母，又為甚麼儒

家思想要這樣強調「孝道」？

弟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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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也就是指在一般正常情況下，這就像馬路上有超速的

魯莽駕駛者，但這並不等於因為有這些人，我們就不談，或

者認為不需要遵守交通規則。儒家思想講究發乎人性人情，

人性本是向善，也一定講究和重視，並且渴望與其他人有情

感的交流，這是人性的常情，千萬年來都不會有很大的轉變

和差異。世界上即使有不疼愛子女，甚至虐待子女的父母，

卻絕對是少數，是倫理常情的例外，因為這種特殊性，所以

一旦被我們知道了，就會連媒體新聞也有報道，也因為大家

都同意愛護照顧子女完全合乎天性人情，所以我們的法律也

不容許父母疏忽照顧子女。

現實的情況是這種「倫理常情的例外」不多，絕大部分父

母疼愛子女，並不需道理原因，只是順乎人情，出於本性。

父母為子女辛勞擔憂，甚至犧牲，絕不會從希望回報和原因

來考慮，這種疼愛子女是動物的天性，即使鳥獸也會有，萬

物之靈的人類尤其如此，做一些符合我們天性的事，不但合

理，也合情，更加因為情感性靈上的滿足而使我們快樂。

孝順是基本品德

四十年前，我仍在唸預科，趁暑假參加大學校外進修學

院的一個電視編劇訓練課程。我記得課堂上一位曾在電視台

監製多部長篇電視劇的導師說，電視台編寫電視劇本，塑造

男主角的形象時，除了外型、背景、性格之外，一定會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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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孝順仔」，因為這樣，觀眾才會受落和喜愛，大家都覺

得孝順的人，一定是好人。

「孝順仔」就一定是「好人」，為甚麼？

邏輯上，「孝順仔」和「好人」沒有必然的關係，但有內

在相關的合理性。中國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是將孝和品

德結合在一起的。為甚麼中國文化這樣重視孝道，因為大家

認為這是人性最根本的品德，是人性良善的起點，所謂「孝

者，德之始也」、「人之行莫大於孝」。簡單說，在中國人的

觀念裏，孝是衡量個人品德的重要準則，是判別一個人的基

本道德水平的最簡單方法。

我們日常說話時，說到一件事很合理，很基本，沒有甚

麼好爭論懷疑，會用「天經地義」這成語來形容。在漢語裏，

「天經地義」最初就是用來形容「孝」的。儒家有部書叫《孝

經》，內裏引用孔子的說話：「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

民之行也。」（〈三才〉第七）這裏說明孝是「天經地義」，是

人性中最自然的事。「經」字的本義是紡織機上的垂直的絲

線，在織布過程中，它一般是固定的，所以後世就引申為恆

常不變的意思。一些說明歷久不變道理的重要書籍，也因此

叫作經典。「天經地義」，就是最基本、最恆久的不變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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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族是世界上最重視孝道的民族，至少見之於文字

典冊，所謂「百善孝為先」。東漢的許慎在《說文解字》解釋

「孝，善事父母者。子承老也。」因為中國人講孝道，不但是

從親人家庭倫理上講，而是結合人性、道德和社會團結穩定、

政治倫理等來理解。

為甚麼說「孝」是最基本的心性道德？儒家思想講究順人

之情，認為人生活在世界上，只要本着人性，由內而外推展

開去，妥善處理人與人之間不同的關係而得到快樂。中國文

化以家庭為基本單位，在人世間的種種愛與感情之中，父母

之愛是一個人最基本、最自然、最親密、最可經驗的倫理情

感關係，因此孝不是一種利益回報和計算，而是作為有情感

有道德追求的人類，與生俱來的應有之情，所以是天經地義，

人性的基本，是天性，是子女對父母與生俱來應有的感情。

中國人一句老話：「養子方知父母恩」，我們說「孝順是仁德

之本」，因為孝順其實也是一種天性，符合人情人性，敬愛、

侍奉生我育我，血肉相連的父母，對人的情感和內心，都是

一種安頓；儒家思想教人怎樣面對和安頓人生，能夠安頓好

情感和內心，我們才會快樂，也才會有幸福滿足的感覺。

因此，中國文化裏對「孝」，是一種絕對的倫理價值觀，

特別是在儒家思想裏，更加是數千年來的共識。所謂「百行

（善）孝為先」，歷代以來，下至庶民，上及天子，都推崇孝

道：例如民間廣泛普及的「二十四孝」故事、《三字經》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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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子要「孝於親，所當執⋯⋯首孝悌，次見聞」；漢代以孝

廉選官，歷代帝王用各種方法提倡獎勵，唐朝皇帝會到太學

講《孝經》，詩文作品不少寫到孝道，明代律法中更有「死刑

三千，不孝為重」的條文。

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

儒家期望天下最終得到太平和有秩序，所以很強調忠和

孝。中國歷代帝王，不少相信可以借助「孝」來管治天下。〈論

語．里仁〉就說得更清楚：「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

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

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孟子〈梁惠王〉篇說：「未

有仁而遺其親者也（具有仁心的人是不會遺棄父母的），未有

義而後其君也。」東漢時候有一個叫韋彪的大臣，曾經引孔子

的說話來勸皇帝要選一些孝子為官，他說：「事親孝，故忠可

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所以中國人常會說「求

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事實上，從日常生活的觀察和交往，我

們一般也會同意孝順的人，應是比較謙虛、感恩和重感情的

人。有這些性格特點，犯上作亂的機會少一些，也很合理。

所以上面說「孝順仔多數是好人」，也可從這些方面思考。簡

單歸納，明白儒家思想以孝悌為仁之本，由孝父母而及於祖

宗，甚至及於整個民族和民族的歷史文化，對於社會穩定和

團結，都產生重大作用。所謂「慎終追遠，民德歸厚」（〈學

而〉），也是這個意思。正因為深信這種由內而外，由小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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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衍擴充，所以儒家思想非常維護和強調孝的禮節，提倡

情感教育之餘，亦透過情感教育來維持人的道德。由親疏遠

近的血緣關係和上下分明的等級關係，混融起來的各階層的

和諧，周王朝尤其如此。 

跟世界上許多民族比較，中國文化特別強調孝道，因為

中國文化對父母角色和恩情的看法不同。父母對子女首先有

孕育養育之恩，「十月懷胎」、「三年而免於父母之懷」、「生

兒一百歲，長憂九十九」等，父母之愛是生死始終的。除了生

活上的相處與相伴，父母更同時兼具管教和愛護的責任。所

謂「養不教，父之過」，現代法律也有「疏忽照顧孩童」的罪

行，但中國文化的「照顧」，除了「管」，還有更重要的「教」

和「愛」。現代人對這種「父母式」、「家長式」說法，側重了

「管」，因此對中國文化的父母子女倫理關係理解不夠準確。

例如我們說「父母官」，在現代用語有時會強調多了「管」，

但以「父母」比喻為官，更重要是強調「愛護關心」。出處是

《詩經》的〈大雅〉，句子「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要求為官

的正是温情仁厚（愷悌），將百姓當子女般看待，這樣才可以

「愛民如子」。

孝的要義：關心  愛惜自己  尊敬    

既然孝道重要，而且是人性的最基本情感，那怎樣才可

以實行孝道，或者說應該怎樣行孝才合適？回答這問題，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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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上文中《說文》說的「善事」，即好好供養侍奉，此外，當

中還包括幾個重要的概念，就是要關心、尊敬和善於溝通。首

先說關心，這也是自內而發的應有情感，就是我們要真的關心

父母的健康，生活過得好不好，快不快樂等。《論語》說「父

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對於父母的健

康，我們要關心，父母的年歲，不能不知，一來是因為看到父

母高壽而開心，同時也會為父母愈來愈年長，身體衰弱和接近

死亡而擔憂。既然知道父母健康會隨年紀而衰弱，所以行孝要

及時，《韓詩外傳》中說的：「樹欲靜而風不止（息），子欲養

而親不待（在）」，成為家喻戶曉的說話，也是這意思。

除了關心父母，行孝，我們也要愛惜自己，《孝經》上說：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好好照顧自

己，令父母不為自己擔憂，就是最基本的孝行。所以《論語》

裏，當孟武伯向孔子請教孝，孔子很簡單回答：「父母唯其疾

之憂。」意思就是我們應該做到除了疾病之外，父母都不用為

我們其他事擔憂。孔子也說「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除了責任感，也是為了不讓父母擔心自己。

照顧好自己，當然同時要好好侍奉父母，供養衣食住行

之外，也要善於溝通。「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

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孔子強調不止要照顧父母起居生

活，對父母要和顏悅色，即使看到父母有做錯的地方，也要

婉轉勸說，不可粗魯無禮，或者大發脾氣。子曰：「事父母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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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色難」是對父母要

和顏悅色；「幾諫」是指婉轉地勸說父母，表達不同的意見。

孔子強調「禮」，所以盡孝道也是要根據「禮」的要求，生養

死葬，不可違反，所以又提出「無違」的重要準則：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
「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
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
祭之以禮。」

不過今天我們理解儒家強調的孝道，最重要的一點是

「敬」，在儒家思想裏，經常會見到這個「敬」字，正是表現出

內在情感而使外在行為，更有實質和豐富的道德意義。當學

生子游問怎樣行孝，孔子用精彩準確的比擬，留下簡潔易明

的回應：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
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孔子認為如果沒有真正的尊敬，那我們侍養父母，就跟

飼養犬馬沒有分別，這種只有物質的孝道，並不是着重內心

真情實感的儒家所欣賞的，所以在《禮記》上說：「與其敬不

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意思正是內心的尊

敬，比只着重外在形式更重要。與父母的相處，無論是和顏

悅色（色難），或者遵照禮制（無違），都講究發自內心。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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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思想一直維護孝的禮節，目的在提倡情感教育，守住人的

道德水平。

當「孝」與「義」衝突時    

青少年對於「孝」，會有兩個疑惑，除了上文說過的當我

們遇到不好的父母時，是否仍要講孝道；二是當孝道和正義

公道發生衝突時，我們仍堅持要孝嗎？

第一點，上文已經談論過，至於第二點，就是當父母做了

不當，甚至犯法的事情時，「孝」是否應該讓路予「義」和「法」

這些關係大多數人的價值觀。例如當我們發現父親做了非法勾

當，是否應該報警。在《論語》裏，就出現過這樣的情境難題：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
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
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關於這一節，歷來受到很多人的批評，說孔子不重視法治

精神，包小護短，不值得學習。我們應該怎樣回應這種批評？

最重要的是要掌握孔子說這話時所採取的角度。孔子在

這裏，並非從道德價值的是非對錯角度說出這句話。孔子沒

有說「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是正確的行為，他的總結是「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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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做法不同），「直在其中矣」（也是一種直）。在這裏，

「直」是最關鍵的詞語。台灣學者王邦雄解釋這一節時說「父

子兄弟的親情，是仁心顯發最直接的對象，正直就是義，父

子相互隱藏是親情仁心不容已的自覺要求，故就是義的表現，

也是直的表現。」（《論語義理疏解》）

孔子沒有說葉公不對，更沒有責罵，只是要指出還有另

一種解讀「直」的方法。在《論語》書中，很常見孔子嚴厲批

評他不認同的言和事：「鳴鼓攻之」、「朽木不可雕」，都是

他很生氣的罵人話，反映他對該人和事的是非道德判斷。但

在這一節，因為他不比較兩種做法的對錯，也不強調是品格

高低的不同，而只是人倫關係的兩種不同處理：葉公的鄉黨

和孔子的鄉黨  ─  選擇「證」和選擇「隱」。他重視倫理親情，
所以強調「隱」也是一種「直」，因為父子親情在人性中，是

自然而重要的，所以「父子相隱」，雖然不合法治公義，但卻

合乎倫理親情的自然。

儒家思想重視人性的自然情感，所以「父子相隱」就有它

的「正常性」。我們必須知道，孔子對中國文化的最重要貢獻，

就是為「禮」注入相應的情感意義，令這些本來客觀的條文，

背後都有人倫間的情感內容。孔子在〈陽貨〉篇教導子路說：

「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楊伯峻將「絞」譯作「說話尖刻，

刺痛人心」，就正好說明從今天法治的角度看，「父為子隱，

子為父隱」當然傷了公義，但內裏的倫理情感，既真實也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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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如果選擇了「子證父攘」，公義受到捍衛，可是一己的傷

心自歎，還是合乎人性的。孔子說的「直」，就是這人性自然

的部分，他選擇從這角度切人，所以是「異於是」（他沒有認

為這是最正確）；可是能夠肯定的是：即使有人選擇舉報指證

自己的父親犯法，孔子也不認為是錯的行為，只是從親情倫

理角度，他選擇的是另一種「異於是」的「直」。

小結

總而言之，父母是所有人在人世間必定有、也通常是生

命中最早擁有的親人，父母子女的感情，也是作為人最基本、

最容易及真切體會感受到的情感。為人子女盡孝，父母亦親

愛子女，當中最重要是「敬」和「關愛」。行孝，既符合人的

本性，亦是中國文化對人倫感情，由血緣親情，經親疏一路

推展開去的起點。
24
認

識

孔

子

，

讀

懂
︽

論

語

︾



章句快遞

1.	〈論語．為政 6〉		 父母唯其疾之憂。

2.		〈論語．為政 7〉		 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

何以別乎！

3.		〈論語．為政 8〉		 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

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

孝乎？

4.	〈論語．里仁 18〉		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

敬不違，勞而不怨。

5.	〈論語．里仁 19〉	 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6.	〈論語．里仁 21〉	 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	

以喜，一則以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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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現代人有時會用「消費者」概念來理解老

師和學生的關係，那是完全不符合中國文化

的師道概念。中國人看師道，注入非常強烈的

道德責任，夾雜着某種形態的「親情」和「恩

情」，不單止傳授學問，還要幫助學生成就自

己的人格道德。「經師」之外，也着重「人師」，

即以身作則，教導學生做人的道理。令自己明

理，建立人格道德，對一個人來說，這是最重

要的事，而且是超越「買和賣」的消費關係，

學生自應懷有「感恩」之心，尊敬就理所當然。

至於一些不稱職、不盡責，甚至不疼愛學生的

教師，我個人也以為只須尊重，敬之與否，就

像一切人倫關係，要出自本心，不應苛求了。

中國人常常說尊師重道，但老師只

是一種職業，每月支薪，教好學生

不是他的本分嗎？更何況我們經常

會碰到不盡責或不稱職的老師，為

甚麼一定要尊敬他們？

弟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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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教無類

孔子自知生於無道之世，所以特別重視教育。

談到老師和教育，孔子是中國文化史上代表性的象徵人

物。後世人稱孔子為「萬世師表」、「至聖先師」，即使用「杏

壇」來代表教育，也是出自孔子的故事。故事出自《莊子》的

〈漁父〉：「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

孔子絃歌鼓琴。」〈漁父〉這篇文章，後世很多人認為是偽作，

不過，「杏壇」代表教學的地方，就流傳下來，而孔子泰然絃

歌的形象，也深入後世人心。

晉代人注釋杏壇，是「澤中高處也」，我們讀《莊子》，

也明白書中不少提到孔子的故事，都不一定是真的。如果今

天旅遊，現在在山東曲阜孔廟真是有一座杏壇，那是宋代時

的孔子子孫所建。

孔子在春秋亂世，開始了平民教育，是中國教育史上劃

時代的人物。孔子身處於社會發生重大變化的春秋末期，禮

樂制度崩壞，過去教育的資源和機會，一直都由貴族階級所

把持，平民百姓沒有接受教育的機會。孔子的出現，除了建

立中國傳統文化的重教育，講師道的數千年傳統，也示範了

祟高的教育理念和優秀的教學方法，作為一個老師，更加垂

典範於千秋萬世，被後世稱為「萬世師表」。這一章先談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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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理念、方法和對學生的認識與愛護，下一章再談他提倡

的學習方法。

縱觀人類文明和教育歷史，孔子的一個罕為人所企及的

貢獻就是他鮮明地標舉了「有教無類」（〈衛靈公〉）的觀念。

今天的青年人，在經濟正常發展和建立的社會，例如香港，

不但人人有接受教育的機會，而且甚至是政府立法強制「十二

年教育」的。在香港，如果青年人在合法年齡，父母不把他送

進學校讀書是犯法的。這樣簡單而理所當然的事，在二千多

年前的春秋末期，完全不是同一回事。

孔子雖然主張並實踐有教無類，但也強調學生的學習動

機和責任，雖說「誨人不倦」（〈述而〉）但也說：「自行束脩以

上，吾未嘗無誨焉」（〈述而〉）。關於這一章句，過去很多人

都簡單將「束脩」解作肉乾，變成說只要送上肉乾，孔子就會

教導他。傅佩榮教授則有不同的解釋，以「行束脩」代表「達

到十五歲」，也就是只要儒家思想重內在的主體性，強調人要

對自己有要求、有追尋，這也是一種責任感的表現。陳永明

教授在《原來孔子》一書中指出，這句話的焦點在「自行」兩

字。無論如何解釋，學生的主動自發最重要，有這種志向，

孔子便願意教，學生的身份富貴都不重要，否則，一貧如洗

的顏回便第一個被「趕出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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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情深（認識學生）

如果用現代教育的角度和理論來看孔子的老師身份，也

發覺他在時代的超越和領導。他強調教育對人的重要，其中

以品德為最重要。《論語》中有很多地方都記載孔子教導學生

要重品德，要做「君子儒」，儒，簡單來說就是讀書人，我們

在前一些章節已說過，《論語》中的君子，大多時候都是指一

些有知識有品德的人，所以修身立德，承禮啟仁，一直就是

孔子教學的最主要內容。

孔子提倡繼承周代禮樂文化，大力推行六藝教育。〈述

而〉說：「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這裏的「藝」

一般都解釋為六藝。孔子自己早年受過良好的六藝教育，也

十分擅長駕車，以禮、樂、射、禦、書、數為教，創設了儒

家學派。他熱心於教育，收了不少學生，其中早期追隨他的

如子路、冉有和子貢等，也有出仕為官，《左傳》中亦記載了

他們的事蹟；晚一些隨孔子的弟子，則傳授文獻，如曾參和

子夏便是代表人物。

孔門學生中，不少皆取得很高成就。三千弟子當中，身

通六藝者有七十二人。孔子晚年刪《詩》《書》、定《禮》《樂》、

修《春秋》、序《易傳》，將它們作為教材教授弟子。孔子之

後，六藝教育與六經教育成為儒家教育兩大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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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老師，孔子有一個很大的優點，值得即使是現代的

教師也應學習的，就是他對學生非常認識，而且與他們建立

了很親密的關係。對於學生，他有真性情，會生氣、會擔心、

會有期望、會感到自己不如學生，師生有交流、互相欣賞，

學生（顏回）過身，他會極度傷心，是一個有血有肉有情有理

的老師。這種師生關係到今天，仍然是我們相信和追求的一

種模式。在《論語》中，孔子經常會評論自己的學生，往往可

以準確而概括地道出學生的強弱點和特性，又針對學生這些

強弱點和特性，提點引導。這種本事，建基於他對學生有深

入的認識。

例如我們常說的「孔門四科」和「十大弟子」，出自〈先進〉

篇：「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

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子路。文

學：子游，子夏。」這裏，孔子把學生中表現優秀的十人，分

別歸屬於「德行」、「言語」、「政事」和「文學」，也可以理

解為孔子教學的重要內容，綜觀這十位孔門學生一生，見出

孔子的觀察非常準確。在〈公冶長〉篇，他逐一點出自己幾位

學生的能力：「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求也，

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赤也，束帶立於朝，

可使與賓客言也。」在〈雍也〉篇，也可以見到類似對學生的

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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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中，看到孔子作為一位萬世師表的儀範，為人師

者，值得學習。他對學生有深刻認識，懂得欣賞學生，學生

亦由衷佩服和尊敬他。他最喜愛而出色的學生顏淵曾感歎說：

「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

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子罕〉）孔門師生關係深厚：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

夫人之為慟而誰為？』。」孔子為學生之死痛哭大慟，到孔子

死時，許多弟子為他守喪三年，子貢更是六年，足見師生之

間，有着很深厚的感情，如果不是很熱愛教育，很受學生尊

敬愛戴的老師，不會如此。

因材施教

用現代教育理論來看孔子的教學，會驚覺遠在二千多年

前的孔子，教學方法不但獨特，而且超越時代，與今天許多

教育理論家提出的方法相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因材施教」

和「自由開放而重啟發」的兩大特點，處處體現孔子教學方法

的多元和靈活，令人不得不佩服這位至聖先師。

不同學生問同一事，孔子往往會因應學生不同的特性來

回答。這「因材施教」的教學最著名例子是〈先進〉篇「聞斯行

諸」章，討論孔子的教學方法時，一定會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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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
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
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
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
『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
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我們在上文說孔子對學生的特質和強弱非常了解，這是

因材施教的重要條件。試想想，如果我們根本不知道學生之

間有甚麼不同的特性，如何可以因應不同的學生而作出適合

於他的教導。孔子近乎完美地實行「因材施教」，其基礎就是

對學生的充分了解。孔子說：「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

也。」（〈學而〉）他認識到「知人」的重要，因此他十分重視

「知」學生，認真分析學生個性，甚至只用一個字即可準確地

概括，足見其對學生之細致認識。

在「聞斯行諸」這一章，冉有和子路分別來問孔子聽到一

件事，是不是就馬上作出反應時，孔子對兩人的同一道問題，

作出了不同的答案。回答冉有時，叫他馬上回應；「聞斯行

之」；可是回答子路時，就叫他可以先和家人商量一下。同一

道問題，孔子作出不同答案，因為來問的是不同的人。孔子

說「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論語》中有記載

冉有處事怯懦，他曾在權臣季氏的手下做事，季氏為人聚斂

暴虐，作為孔子的弟子冉有，明知道這樣做不對，不但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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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勸上司季氏，反而順從季氏的意願，為他「聚斂而附益之」，

氣得孔子大罵冉有「非吾徒也」，要學生們「鳴鼓而攻之」！

因為冉有處事比較怯弱，所以孔子想推動他；子路呢，剛好

相反，他性格比較急躁，所以孔子要他先停下來想想。孔子

針對學生不同的特點，甚至是強弱點施教，從而幫助學生建

立更理想的人格和處事態度，背後就是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

和方法。

這樣因應學生特點來回答提問的例子，在《論語》其他地

方也有。例如子貢問孔子：「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

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子貢是孔子學生中

口才最好的一個，但孔子卻希望他在仁厚修德方面有提升，

所以特別強調「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說法來啟導他。〈雍

也〉篇中，樊遲問仁的時候，孔子的回答也針對樊遲的性格特

點：「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樊遲在孔子學生中比

較計較成效利益，所以孔子特別跟他說「先難而後獲」，也就

是先要努力付出，然後就會收到成效。

課程與教學法：自由啟發

孔子的教學法非常先進，不是高高在上式的單向灌輸，

而是讓學生自由發表，交流討論，遠在二千多年前，已經跟

今天的教學法非常接近。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弟子侍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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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指出孔子曾經說：「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

焉」。後世理解這句話，多是指出孔子的「有教無類」，但其

實也要留意這「無類」還是有少許要求，就是「自行」，即是

學生要有學習動機，否則他是不肯教的  ─  「無誨」。

這種要求學生自己也要有要求和主動性，是孔子認為學

生學習時，必須配合老師的。有了學習動機，主動追求，師

生之間能夠產生互動，而不只是老師單方向的灌輸教授。他

說：「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述而〉）。我們後世談教育，重「啟發」這一詞語和方法方

向，正是從此處開始。「憤」是不滿意，有些生氣；「悱」是

臉紅，當然也是因為生氣。學生不但要有這種追求學問的情

感和渴求，而且更要聯想思考，觸類旁通，所謂「舉一反三」，

就是這道理。

教學過程中，孔子也留給後世許多良好的示範，例如他

常把自己放在跟學生平等的位置上，他面對學生，開誠佈公：

「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

是丘也。」（〈述而〉）他教學生，常用啟發或引導的方式，例

如子貢問他：「貧而無諂，富而無驕」（〈學而〉）怎樣，孔子

進一步說「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學而〉）。就是希

望引導他進一步思考。有時甚至倒過來稱讚學生啟發了他，

例如〈八佾〉篇中稱讚學生卜商說「起予者商也」，這個「起」

字，大概就可譯作「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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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孔子被後世尊為「至聖先師」，實在是實至名歸。他誨人

不倦，奉行有教無類，與學生關係良好，認識他們的特點，

而大家感情深厚。教學法靈活具針對性，重視啟發交流，無

一不是教育理論發展到今天，教學界公認的專業方向和策略。

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在春秋亂世之中，開創了平民教育，令

中華文明產生上下流動，從而衍伸發展，豐富進步的可能與

社會框架，可以說功在千秋，說孔子是中華文化第一人，沒

有錯。

章句快遞

1.	〈論語．述而 8〉	 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

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2.		〈論語．述而 7〉	 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

誨焉。

3.		〈論語．先進 26〉	 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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