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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選 

 

．孔子出生年有二說： 

1.史記孔子世家：「魯襄公二十二年（西元前五五一年）而孔子生。」 

2.公羊傳、穀梁傳均記載，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一年（西元前五五二年）。 

按二說都有一定的學者各執己見，但孔子後代族人，從南宋時就認可史記孔子世家的記載，

所以到了民國時期，「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的說法獲得普遍認同。本書採第一說。 

 

妙譯「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 

  曾有頑皮學生翻譯成：「我從小就很賤，所以什麼卑鄙的事都做過。」被同學調侃：「怪

不得你的分數變得『很賤』！」 

 

．孔子的出生 

  相傳孔子母親的名字為顏徵在，據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叔梁紇和顏徵在「野合」而生孔

子。「野合」一詞，有兩種說法： 

1.「野合」指野外幽會。叔梁紇和顏徵在未經婚配，在野外幽會而生孔子，故孔子是私生子。 

2.叔梁紇和顏徵在雖有合法婚姻，但叔梁紇年歲甚高，而顏氏則正是妙齡，兩人年紀相差懸

殊，不合禮儀，故司馬遷稱為「野合」。叔梁紇當時膝下九女一子，兒子孟皮腳有殘疾，不

能正常走路，叔梁紇深感遺憾，於是又與顏徵在成婚，生了孔子。 

 

．長人孔子，文武兼備 

孔子精通詩書禮樂，也擅長射箭、駕車，可謂文武兼備。史記孔子世家：「孔子長九尺有六寸，

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九尺六寸約一九一公分，可見孔子身材高大，絕非文弱書生。 

 

《論語》簡介 

．《論語》的版本 

  今本論語共有二十篇，四百八十多章，一萬二千七百多字。在西漢，論語有三種抄本：

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二十二篇，多了問王、知道兩篇；古論語二十一篇，沒有問王、知道

兩篇，但把堯曰的「子張問」另分為一篇。 

  魯論語、齊論語屬於今文，古論語屬古文。各本篇次、文字不盡相同，各有師承。 

  西漢末，安昌侯張禹把魯論語、齊論語混合為一，篇次以魯論語為依據，稱為張侯論語。

到東漢末，鄭玄又以張侯論語為底本，參照齊論語和古論語作論語注，遂為論語的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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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寫作背景 

■儒家文化 

儒家是先秦時期由孔子創立的學術派別，建立以「仁、義、禮、智」為基本範疇的思

想體系，並透過禮制、四書五經，傳授弟子修身為有道德修養的君子，形塑儒家學派所持

的理論觀點，在春秋時代，發展成一個強大的學派。 

儒家思想主旨是「仁義」，捨生取義，以仁孝治國，講的是入世的人倫道德、力行實踐

與中庸和諧的意識，影響中國民族性格和精神至深至遠。 

孔子、孟子和荀子是儒家學說的三位重要人物，他們都想透過提倡某些政治理想，形

成社會普遍守禮愛人的思想，藉由人人自我省察，達到修己愛人的目標，從而使社會和諧

穩定。基於春秋 戰國時代，政治不安、社會秩序混亂，戰爭和篡弒不絕，故孔子主張透過

「仁」、「守禮」等倫理道德來恢復社會秩序；孟子主張回復人本來的善性，並加以發揚光

大，便可以成就仁義禮智之德行；荀子認為人的本性有趨惡的傾向，而且又有各種慾念，

若不透過教育改善，很容易會引起紛爭，進而主張統治者要重視禮法，以禮使人安守本分，

維持社會秩序，當中已具有法治的成分。 

1.建立秩序，崇尚仁義道德 

孔子生當周朝文化崩壞之際，一方面固有「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的價值認同；一

方面又興發「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的根源反省。進而找到人心之仁

的實質精神，為人的道德生命，開發了它的活水源頭。人人有仁心，人人皆尊貴，尊貴

不在王室血統，而在每一個人隨時都會有不安的價值自覺，故認為德化禮教，不該是王

室貴族的專利特權而應普及於全民。 

儒家以「君子」為人格典範，「聖賢」為理想，為君臣、父子、夫婦、朋友、長幼等

社會關係訂下規範，以六禮─冠禮、婚禮、喪禮、祭禮、相禮、相見禮為社會禮制，

透過飲食、衣服、事為、異別、度、量、數、制等「八政」形成生活制度。 

儒家提倡的「仁義禮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以道德為設身處地的行為準則，

因此，強調做事要從仁義出發，不仁之事不做，不義之財不取，與人相處、居處之所也

要選擇仁義之風。 

儒家期待藉由道德教化以造就志士仁人的理想人格，故儒家教育重視的不是知識教

育，而是倫理教育、做人的教育。儒家崇尚道德，以德行作為評價人格的直接依據。一

個人如若沒有崇高的道德，即使貴為王侯，也得不到萬民敬重；反之，有了崇高道德，

即使窮困潦倒，也能得到萬民稱頌而名垂千古。 

儒家的「禮治」使貴賤、尊卑、長幼各有其特殊的行為規範。只有貴賤、尊卑、長

幼、親疏各有其禮，才能達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

夫、婦婦」的理想社會。國家的治亂，取決於等級秩序的穩定與否，亦即上至國君、下

至百姓，仁義道德存則存，仁義道德亡則亡。 

2修身成聖，立功行道外王 

「內聖」有賴於「立德」，即注重人的自我身心修養以挺立道德人格；「外王」有賴

於「立功」，即在社會上成就一番大事業以挺立政治人格。 

孔子說「為仁由己」，孟子說「道惟在自得」，說明求道沒有別的途徑，全靠自身的

修行和體悟。儒家一方面藉由「誠意、正心、修身」的成己歷程，宏揚人的個體主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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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獨立自覺價值生命，強調道德修養或道德實踐即通過修身或自我改造以達其「內聖」

目標。另方面，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推己，鼓勵在現實中，奮發進取

的努力和作為，透過社會政治實踐（即通過事功或社會改造）以達其「外王」的目標。 

3以身作則，民貴君輕 

儒家以「親親」、「尊尊」的立法原則，維護「禮治」，提倡「德治」，重視「人治」，

如顏淵篇：「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治國之道的依據，應當定在人，還是定在法？人治是治於人之謂，主張治道應當定

在人的主體生命上的，就是所謂的人治；法治是治於法之謂，主張治道應當定在法的客

觀制度上的，就是所謂的法治。大體說來，儒家主張人治，法家主張法治，二者差異如

為政篇所言：「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禮教開發人的道德理性，必須透過行政的領導。儒家認為治國者要得「民心」，君主

要以「仁義」為本，施行德政。因此著重統治者的修為，在人本意識突出「人」的主體

性上，提倡重視民意，與民同樂，這是尊重人性的體現，也是古代民主思想的萌芽。 

荀子強調的也是「人」，「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人是非常重要，為一

切「法」的根源。「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君子立法，以法為治，以至

善治。「人治」大於「法治」，無君子的話，有法都是多餘。我們可以看出儒家政治學強

調「君子」，呈現仁義治國，造福萬民的理念。 

4天人合一，中庸和諧 

儒家文化中的和諧意識表現在提倡「天人合一」，寓天道於人道之中，因此孔子把天

擬人化、道德化，又強調人在天命面前不是被動的。人際關係的和諧以「中庸」為尺度，

過猶不及、和而不同，強調通過事物之度的把握以獲得人際關係的和諧，避免人與人、

人與社會乃至國家、民族之間的對立和衝突。 

 

二、作者補充 

(一)孔子生平補充（配合 P12-1） 

1.孔子之父叔梁紇 

孔子之父孔紇，字叔梁，名紇，是陬邑大夫，以勇力聞名。左傳記載他兩次英勇的事蹟： 

(1)魯襄公十年（西元前五六三年），晉、魯等國攻打小國偪陽，叔梁紇參與這次戰役，

當部隊攻入城門時，守城人突然放下閘門，想截斷攻城的部隊。此時，叔梁紇奮力

托起閘門，讓已入城的將士安全撤出。由此可見他的勇力過人。 

(2)魯襄公十七年（西元前五五六年）秋，齊國進攻魯國北部邊境，魯大夫臧紇、叔梁

紇等人在防地被圍。叔梁紇深夜帶領三百名甲士，襲擊齊軍，保護臧紇衝出重圍，

最後還迫使齊軍撤兵。 

2.去魯返魯（35～50歲） 

  孔子三十五歲時，魯國公室衰微，卿大夫孟孫氏、叔孫氏、季孫氏專權，號稱「三

桓」。其中，季孫氏控制了魯國賦稅勞役的一半，並獨擅魯國的國政。 

  有一次，季孫氏在庭院欣賞六十四人共跳的舞蹈，按禮制規定，這種舞蹈只有天子

才能舉行。孔子對季孫氏的僭禮深感憤怒，說：「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論語八佾）因此離開魯國，前往齊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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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到了齊國，頗受齊景公賞識，曾兩次向他問政，並打算把尼谿封給孔子，但遭

到宰相晏嬰反對。齊景公只能作罷，對孔子說：「我老了，不能重用你了。」孔子只好

無奈地回到魯國。孔子回到魯國後的十幾年間，繼續講學、傳道授業，並潛心治學修鍊，

以臻於「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之佳境。 

3.在魯從政（51～55歲） 

  魯定公九年（西元前五○一年），孔子被任命為中都宰，中都是魯國的一個邑，其

宰即為該邑之長。史記記載，孔子為政「一年，四方皆則之。」可見其政績卓著。由於

孔子政績顯著，各方官員紛紛效法。之後升任為掌管土木建築工程的司空，再升為大司

寇，成為掌管國家司法、刑獄和社會治安的最高長官。孔子在外交、內政兩方面都有所

建樹，曾參與「夾谷之會」和「墮三都」。 

(1)夾谷會上以禮拒齊侯 

  魯定公十年，魯定公和齊景公在夾谷相會。齊國官員請求演奏四方各族樂舞，

齊景公應允，於是一支手持各種兵器的舞隊擁至臺下欲挾持魯定公。孔子上前喝道：

「兩國國君友好相會，為何讓夷狄舞樂在此獻醜，請命令他們下去！」齊景公只好

讓舞隊退下。 

  不久，齊國官員又請求演奏宮中樂曲，齊景公點頭應允，一群庸俗不堪的侏儒

小丑立即上前嬉戲吵鬧。孔子嚴厲地說：「百姓糊塗，竟敢戲弄諸侯，論罪當斬！」

於是魯國官員聽令依法行刑。齊景公知道自己有失禮儀，回國後就將侵占的鄆、汶

陽、龜陰等地歸還魯國，向魯國致歉。因為孔子的沉著應變，使魯國在外交上，獲

得很大的勝利。 

(2)「墮三都」以維護魯君權勢 

  魯國三桓各自修築自己的都城，孔子深感憂慮，利用弟子子路做季氏管家的機

會，提出毀三都。三桓恰逢家臣陽虎作亂，害怕陽虎坐大，因而同意孔子主張。叔

孫氏的郈城、季孫氏的費城都順利被毀，繼而準備毀掉孟孫氏的成城時，孟孫氏以

邊防為由，拒絕毀城。魯定公派兵包圍成城，但始終沒有攻下。這次行動雖然沒有

完全成功，對三桓卻是有力的打擊。 

齊國擔心孔子從政後，魯國日趨強大，將威脅齊國的稱霸地位，於是挑選八十名能

歌善舞的美女，及華麗馬車三十輛，送給魯國，季桓子收下厚禮，而魯君終日留連，

三日不上朝。孔子大為失望，但還是心存一絲希望，說：「魯國將舉行郊祭，如果依

禮儀送來一份祭肉，我還是可以留下來的。」然而不見祭肉送來，孔子澈底失望，

離開魯國，開始周遊列國的旅程。 

4.周遊列國（55～68歲） 

  孔子周遊列國，先到衛國。衛靈公年老糊塗，並不想重用孔子，只是以禮相待，給

予年俸祿「六萬小斗」。幾個月後，衛國發生公孫戍叛逃事件，孔子曾與公孫戍來往，

引起衛靈公的懷疑，派人監視孔子。孔子恐無端獲罪，就離開衛國。赴陳國途中，路過

匡地。為孔子趕車的弟子顏刻，七年前曾為陽虎趕車攻打匡地，匡人以為車上的人是陽

虎，便包圍孔子。圍困五天後，匡人得知被圍困的確實不是陽虎，孔子才得以脫身。前

行受阻，孔子一行不得不返回衛國。 

  衛靈公夫人南子，是個淫亂女子，名聲不佳，但對衛靈公極具影響力，孔子不得不

前往拜見。有一天，衛靈公與夫人同坐一輛車出宮，宦官陪侍左右，讓孔子坐第二輛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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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隨。孔子嘆息道：「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論語子罕）再次離開衛國。 

  魯哀公二年，在位四十二年的衛靈公去世，太子蒯聵及其子出公輒，父子奪權鬥爭。

主張「亂邦不居」的孔子無法在衛國逗留，又一次離開衛國。孔子南行路過宋國，看到

宋國大夫司馬桓魋命令工匠為其製作死後使用的石棺，費時三年仍未完工。孔子說：「桓

魋這樣奢侈，不知愛惜民力，這樣的人真不如死了的好！」桓魋聽聞，派人砍掉孔子與

弟子演習禮儀處的大樹。師徒見此，便匆匆離去。 

  到達陳國，陳國國君見孔子博學，待為上賓，卻不授以官職。當時正值吳、楚交戰，

陳國成為吳、楚爭奪的目標。一次吳軍兵臨城下，孔子一行倉皇逃離，數日之後，糧食

吃光了，跟隨的弟子都餓病了。子貢前往楚國求援，得到一車糧食，才解除危難。 

孔子周遊四方，輾轉奔波，但始終未曾忘懷故國。他在魯、衛的學生也不斷來信，希望

老師回國。於是孔子經歷陳、宋、衛、蒲，再次來到衛國停留。此時，魯定公已經去世，

魯哀公繼位，季康子執政。季康子仰慕孔子德高望重，邀孔子回國。魯哀公十一年，孔

子攜同弟子返回故鄉，這時孔子已是六十八歲的老人了。 

5.整理六經（68～73歲） 

  孔子回國已垂垂老矣，再也無法出仕，只得把自己一生的理想和主張，全部寄託在

整理「六經」上。 

  司馬遷說：「孔子擔憂王道廢弛、邪道興起，於是論定、編次詩、書，修訂興起禮、

樂。」（史記儒林列傳）孟子也說：「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

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

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 

  孔子對「六經」的整理，無疑是他晚年對中華文化最大的貢獻。 

(二)孔子生平年表 

西  元 紀  元 歲數 事       件 

前五五一 魯襄公二十二年 1 歲 孔子生。 

前五四九 魯襄公二十四年 3 歲 父叔梁紇卒。 

前五三五 魯昭公七年 17 歲 母顏徵在卒。 

前五三三 魯昭公九年 19 歲 娶宋亓官氏。 

前五三二 魯昭公十年 20 歲 生孔鯉，字伯魚。 

前五二五 魯昭公十七年 27 歲 
郯子來朝，孔子向其學古官名。在此之前，孔

子曾任委吏、乘田等職。 

前五二二 魯昭公二十年 30 歲 

在此前後，開始授徒設教。顏無繇、子路、曾

點、冉伯牛、閔損、冉求、冉雍、顏回、高柴、

公西華等弟子先後從學。 

前五一八 魯昭公二十四年 34 歲 
魯孟僖子卒，遺命二子孟懿子、南宮敬叔向孔

子學禮。 

前五一七 魯昭公二十五年 35 歲 
魯三桓攻打昭公，昭公奔齊，孔子是年適齊，

在齊聞韶樂。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前五一六 魯昭公二十六年 36 歲 返魯。 

前五一五 魯昭公二十七年 37 歲 
吳季札適齊返，其長子卒，葬嬴博間，孔子自

魯往觀其葬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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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五○五 魯定公五年 47 歲 魯陽貨執季桓子。陽貨欲見孔子，當在此後。 

前五○二 魯定公八年 50 歲 
魯三家攻陽貨，陽貨奔陽關。是年，公山弗擾

召孔子。 

前五○一 魯定公九年 51 歲 陽貨奔齊。孔子始出仕，為魯中都宰。 

前五○○ 魯定公十年 52 歲 
由中都宰升為司空，又任大司寇。隨魯定公赴

夾谷，與齊景公會。 

前四九八 魯定公十二年 54 歲 
魯定公聽從孔子主張，墮三都。墮郈，墮費，

又墮成，弗克，孔子墮三都之主張遂陷停頓。 

前四九七 魯定公十三年 55 歲 去魯適衛。衛人端木賜從遊。 

前四九六 魯定公十四年 56 歲 
去衛過匡。晉佛肸來召，孔子欲往，不果，重

返衛。 

前四九五 魯定公十五年 57 歲 見衛靈公夫人南子。 

前四九四 魯哀公元年 58 歲 衛靈公問陣（當在今年或明年），孔子遂去衛。 

前四九三 魯哀公二年 59 歲 衛靈公卒，孔子在其卒之前或後去衛。 

前四九二 魯哀公三年 60 歲 
孔子由衛適曹又適宋，宋司馬桓魋欲殺之，孔

子微服離去，適陳。 

前四八九 魯哀公六年 63 歲 
吳伐陳，孔子去陳。絕糧於陳、蔡之間，遂適

蔡，見楚葉公。又自葉返陳，自陳返衛。 

前四八八 魯哀公七年 64 歲 再仕於衛，時為衛出公四年。 

前四八四 魯哀公十一年 68 歲 

魯季康子召孔子，孔子返魯。結束十四年的周

遊列國生涯，晚年整理典籍並從事講學，有

若、曾參、子游、子夏、子張等弟子先後從學。 

前四八三 魯哀公十二年 69 歲 子孔鯉卒。 

前四八一 魯哀公十四年 71 歲 顏回卒。是年，魯西狩獲麟，孔子春秋絕筆。 

前四八○ 魯哀公十五年 72 歲 子路死於衛。 

前四七九 魯哀公十六年 73 歲 孔子卒。 

 （參考資料：錢穆論語新解附錄孔子年表，臺北東大書局，二○○○年） 

問題討論 

一、學貴立志，孔子強調學習以修德為先，其次才是追求知識、學問。你是否認同這個觀點？

請述說你的看法。（第四章） 

答：(1)○1 同意。 

○2 培養有品德的公民是社會和諧的基石，否則徒有知識而無品德，反而成為社會的亂

源，所以我認為孔子強調學習以修德為先，品德優先於知識性的教育，在今天仍有

其可貴的價值。 

(2)○1 不同意。 

○2 修德的前提是知道什麼是道德、如何修養，因此我主張先求知，由其間掌握德的實

踐。德行的陶養固然可由日常生活閱歷而得，但那畢竟是受限於接觸面與見聞的範

疇，書本上的知識學問無疑是跨越時空最豐富的百科全書，能全方位的觀照人類社

會現象，從中萃取誠意、正心、修身之道，辯證真實與虛假之德，從而在無惑中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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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立身。 

（答案僅供參考，請同學自由發揮） 

二、孔子強調學思並重，面對當今資訊氾濫的現象，請述說如何透過學習與思考，識讀出誤

謬而不被蒙蔽？（第十四章） 

答：（請同學自由發揮） 

三、文憑至上的觀念，在近年來大學氾濫教育普及化、學歷愈來愈高，就業卻不易的情況下，

吹起「學歷無用論」的懷疑聲浪。試就學習內容、態度和境界，提出你對學歷的看法與

思考。（綜合題） 

答：名實相符的學歷絕對必要，因為那是通過一系列必修、選修精密設計課程，具有專業能

力的證明，其背後是一個階段裡投入的學習表現和態度的堅持。再者，學校教育是建立

人格的基礎，透過縝密的多元課程與活動、人際相處的社會化環境，提升視野，培養氣

度，激發格局，因此學歷愈高的人，在職場上應該能有更大的發展，未來性更高。 

四、新課綱期待培養新世代面對未來挑戰應具備的能力，請就「自主行動」、「溝通互動」、「社

會參與」，擇其一，說說你的學習經驗與體會。（綜合題） 

答：LINE 在二○一九年舉辦的「LINE FRESH 實習計畫」提出其理想人才五力特質：「應變

力」、「溝通力」、「學習力」、「洞察力」及「願景力」，這是國際職場專業人士所應具備的

基本條件，也是新世代面對未來挑戰應具備的能力。（答案僅供參考，請同學自由發揮） 

五、新冠疫情使全世界正在經歷一場「數位學習革命」，你認為遠距學習與學校課堂互動的學

習效果是否相同？請就個人經驗述說你的看法。（綜合題） 

答：(1)我認為遠距學習與學校學習效果不同。 

(2)前者本質和目的只能以傳遞知識為主，即使有討論、交作業等互動，但仍集中於學科

訓練，或許可滿足適性發展的多元表現，卻難以達到真實情境的情感交流。後者本質

於在培養全人，因此在學科養成之外，還有社團活動、人際往來、團體規範……等，

有助形成社會化能力、責任、態度發展，建立正確的道德觀、價值觀。學校的價值並

不局限於傳遞知識，幫助孩子發展正向的社會情緒發展，也是重要的教育目標。如和

同學間真實的社交互動、團體活動所培養的做事態度、方法，這點是線上課程所無法

實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