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單元導引 

  一篇完整的議論文，必須包含論點、論據、論證三個要素，它們在議論文中擔

負著不同的任務。「論點」就是提出個人的主張及意見；「論據」就是舉例來說明

論點的正確性；「論證」則是以「論據」來證明「論點」的過程。我們在第四冊的

時候學過關於議論文的概念，當時介紹了「論點」及「論據」的要義，接下來第五

冊進一步學習「論證」的內容及方法。  

  本單元共有四篇議論文，皆運用了許多論證的方法。第七課生於憂患死於安樂

運用舉例、對比及歸納論證等方法，強調不論個人或國家，都應具備憂患意識的重

要性。在第八課在錯誤中學習運用舉例、對比、引用、比喻等論證方法，說明在錯

誤中學習才是成功的基石。第九課寄弟墨書主要以對比論證的方式，說明農夫為天

下第一等人的原因。自學三人生逆境則是以比喻論證的方式，將人生比喻為一場旅

行，來說明面對人生逆境時應該具有的態度和方法。 

  透過這個單元的教學，希望學生能了解常用的論證方法，熟悉議論文的特色，

增強論點的說服力。 

重點解說 

  「論證」就是使用「論據」來證明「論點」的過程。因此不同的論證方式，目

的皆在使論據能有效地證明論點的正確性。以下列舉幾個常用的論證方式，並舉例

說明之： 

 1.舉例論證：以例子作為證據來證明論點的過程，是最常使用的論證方式。例如

：第七課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舉出六位聖賢的事例來證明「生於憂患」的道理。在

第八課在錯誤中學習舉出楚漢 相爭的事例，證明劉邦從錯誤中學習，而後才能成

功。 

 2.歸納論證：從許多個別的事例中，歸納出它們的共同點，進而證明論點的過程

。例如：第七課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先分述六位聖賢的事例，從而歸納出「生於憂

患」的道理。 

 3.引用論證：引用古語、俗話、偉人的言論等，作為證據來證明論點。例如：第

八課在錯誤中學習引用明朝沈 君烈的見解：「終日學終日誤，終日誤終日學。」

說明學問就靠在錯誤的地方得力。 

 4.對比論證：舉出兩種(或以上)互相對立的事物或道理，通過比較、對照來顯示它

們的對立處，以此證明論點的過程。例如：第七課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中以「憂患

」及「安樂」兩種不同態度，對照出「生存」與「死亡」截然不同的結果。第八

課在錯誤中學習，以項羽和劉邦的事蹟對比成敗結果。 

 



【P.100-1～100-2】插頁 

７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議論文） 
教學提問設計 

段落 教學提問 參考答案 
ＰＩＳＡ 

閱讀歷程 

第一段 
作者以哪些人物及其身分或處境

為例證？ 

人 物 身分或處境 

舜 從事農耕。 

傅說 替人築牆。 

膠鬲 販賣魚鹽。 

管夷吾 被囚禁在監獄裡。 

孫叔敖 在海濱避禍。 

百里奚 身為奴隸。 
 

擷取訊息 

第一段 
作者利用哪些動作來描述環境對

人的磨鍊？ 

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

身，行拂亂其所為。 
擷取訊息 

第一段 這些人物共同之處為何？ 處於艱困的處境，卻能奮發向上。 廣泛理解 

第一段 

本文連舉六位在歷史上有成就的

人物，說明艱苦的生活能使人有

所作為，這樣的寫法有何作用？ 

文章從古到今（不同時代，不同國家的人

）多方面舉例，內涵豐富，而且使用排比

，文章富氣勢，說服力十足。 

發展解釋 

全文統整 
讀完本文，你覺得「生於憂患，

而死於安樂」的原因為何？ 

身處在安逸的環境中，容易苟且偷安而失

敗；若是在困難憂患中，則會提高警惕，

處事深思熟慮而逐漸成長。（答案僅供參

，請教師鼓勵學生作答） 

發展解釋 

全文統整 

安樂的生活，不是人人都企求的

嗎？為什麼孟子不說「生於安樂

」，卻說「死於安樂」？ 

1.人們總喜歡安樂的生活，而不願處在憂

患的環境，但處於安樂的人，經常耽於

逸樂，苟且偷安，生活糜爛，以致身敗

家亡，這種事例實在太多，因此孟子發

出警語，要人民居安思危。 

2. 孟子認為人常在困難憂患中成長，也

曾說過人之所以有道德、智慧、本領和

才能，經常是由於他處於災患逆境之中

，那些孤立之臣、庶孽之子，他們時常

提高警惕，考慮患害也深，所以他們往

往通達事理。所以憂愁患害足以使人生

存，安逸快樂足以使人死亡。 

（答案僅供參考，請教師鼓勵學生作答） 

省思與評鑑 



 

教學活動設計 

一、課前提問：課前可讓學生先預習本課，課堂再進行課文內容提問，如：「作者舉哪

些人物作例證？」「這些人物又各有哪些遭遇？」「文中提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

』必先遭遇的磨鍊有哪些？」【翻轉課堂】【學習共同體】 

二、名人故事：課前讓學生先蒐集可印證本文題旨的人物事蹟，並於課堂講述分享（可

搭配頁106「討論時間第三題」）。也可將全班分為六組，蒐尋本文所提及六位歷

史人物的相關資料，再由各組推派一人報告。【活化教學】【學習共同體】 

三、課文修辭：本文中善用排比，對文章氣勢、音樂性、形式的美觀等，都有一定作用

，可請學生指出文中的排比句有哪些，並說明它們在文中的作用。本文題目是映襯

，也可請學生練習舉例子，如：「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只許州官放

火，不許百姓點燈」等。【多元評量】 

四、佳句分享：孟子一書中有許多名言，也有與本文旨意類似的格言，課後可讓學生蒐

集並寫在自製的書籤上，再張貼在教室壁報欄，相互欣賞觀摩。【活化教學】 

課文提要 

一、文體：議論文。 

二、主旨：說明「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道理。 

三、作法：先舉例，後說理，最後歸納出結論。 

(一)舉例：作者用排比並列的筆法，舉歷史著名人物為例。 

(二)說理：論證人才在憂患中造就完成，而逆境得以進德修業，逸樂卻足以敗身亡國

。 

(三)結論：最後歸結：憂患中奮鬥向上，生；安樂中沉淪墮落，亡。  

四、結構：本文共二段。 

(一)第一段：以實例故事法，正面說明「生於憂患」的道理。 

 1.舉例：舜、傅說、膠鬲、管夷吾、孫叔敖、百里奚。 

 2.主張：天將降大任於是人。 

 3.作法：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拂亂其所為。 

 4.目的：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二)第二段：承前段論述，正面說明一般人「生於憂患」，反面說明國家「死於安樂

」的道理。 

 1.一般人（正面）：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

於聲，而後喻。 

 2.國家（反面）：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 

 3.點題：生於憂患，死於安樂。 

五、特色：運用事例，說明道理。排比映襯，營造氣勢。 

 

【P.100】 

★選文學習價值  



(一)培養困境中的處世態度：現代社會人們普遍急功近利，人心浮躁不安。青少年接觸世情頻

繁，新穎的科技產物令人目不暇給，資訊爆炸充斥視聽。此時，如何培養青少年學子的涵

養才能，以正視他日之逆境困阨，正是迫切的教育課題。 

(二)具有因應社會的抗壓力：現代父母由於過度呵護孩子，以致孩子失去了許多獨立與體恤他

人的機會；與父母、老師和同學間的相處，禁不起一點要求，承受一點挫折就一蹶不振。

透過本文希望讓學生在課業、人生等方面，遇挫折時能勇於面對，增強承受壓力的韌度，

並培養處理危機困境的能力。 

⚫補充注釋 

◆於：在，介詞。 

◆於：在，介詞。 

※本課「於」字，除「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解作「給，介詞」，其餘作「在，介

詞」解。（請見頁 111-2） 

◆七篇：梁惠王、公孫丑、滕文公、離婁、萬章、告子、盡心。 

◆性善說：本性即為善。（請見頁 111-3） 

◆天賦：天生具備。 

◆語錄：言論的實錄或摘錄。 

◆犀利：靈敏銳利。 

◆滔滔：形容話多而連續不斷。 

◆理直而氣壯：理由正大、充分，則氣盛而無所畏懼。似：義正詞嚴 

◆居安思危：處在安樂之境，要想到可能出現的危險、困難。 

⚫形音義比較 

① 

患ㄏㄨㄢˋ：名禍害、災難。—憂「患」（本課） 

犯ㄈㄢˋ：動冒著。—冒險「犯」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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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資料 

一、生平簡歷 

  孟子是孔子孫子子思（孔伋）的再傳弟子，他一生致力於發揚孔子的學術思想與政

治主張，並為此時常與諸子學者相爭辯，勸說各國執政者多行仁義。 

  戰國時諸邦爭雄，競相羅致人才；奇學異能之士，亦遊說各國，希望能為當權者所

任用，較實用的流派、學說如：法家、縱橫家等便較受歡迎。孟子早年也曾遊歷多國，

見過梁惠王、齊宣王等君主，雖然受到尊敬跟禮遇、儒家亦是顯學正途，但因諸侯君王

認為要實踐儒道需要長遠的時間，緩不濟急，不合當時潮流，因此並沒有得到重用。滕

文公雖曾試圖推行他的政治主張，但因為滕是一個很弱小的國家，朝不保夕，對於孟子



宏偉的規畫，沒有能力全面實施。 

  孟子晚年回鄉講學，並和他的弟子萬章、公孫丑等從事著書，寫成孟子七篇，孟子

的言論和事蹟多保存在這七篇中。元朝至 順元年（西元一三三○年），孟子被加封為「

亞聖公」，後就被尊稱為「亞聖」，地位僅次於孔子。 

二、文學成就 

  從漢至唐，孟子始終被列在子部儒家類中。直至到南宋孝 宗時朱熹注四書集注，將

孟子與論語、大學、中庸合在一起稱「四書」，並以孟子為孔子道統傳人，孟子一書的

地位才被推到了高峰。在明代與清代時，「四書」被列為官方取士的教科書，孟子也成

了讀書人必讀之書，也因此對宋代以後的思想文化界影響甚鉅。 

  孟子一書文章氣勢雄偉，論事析理，滔滔雄辯，詞鋒犀利，語言流暢，感情強烈真

摯；善於運用淺顯、確切而生動的比喻和類推的邏輯方法，充分反映了戰國時代雄辯家

的氣概，是先秦散文的代表作，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極高地位，對後代散文發展有很大

影響。 

三、軼事趣聞 

(一)孟母三遷（昔孟母，擇鄰處） 

  孟子能成為「亞聖」，多得力於他的母親。孟母不只是小心翼翼地注意兒子起居

冷暖，更不厭其煩地以「言教」和「身教」來完善兒子的人格。 

  孟子幼時住在墓地旁，常跟鄰居的小孩模仿喪家啼哭、跪拜的樣子，孟母認為這

個地方不利成長，唯一的辦法就是變更居住環境。後來孟家母子搬到了市場旁邊，孟

子和鄰居家的孩子學起商人做買賣的樣子，或學江湖騙子騙人。孟母於是再帶孟子搬

到學校附近，讀書人的高雅氣質與優雅舉止，潛移默化中影響了孟子，他開始變得守

秩序、有禮貌、愛讀書。孟母滿意地說：「這才真正是我兒子應該住的地方呀！」因

此定居。 

(二)斷織督學（子不學，斷機杼） 

  有一次，孟子不用功讀書，逃學到外面玩。回家後，母親問他：「你今天在學校

學了些什麼？」孟子答不出來，臉上卻沒有一點羞慚的樣子。孟母立刻把織布機上將

織成的布剪成兩段，說：「求學的道理，就和我織布一樣，要一絲一絲地慢慢織，才

能織成一塊有用的布。讀書也一樣，要努力用功，經過長時間的積累，才能有成就。

像你這樣不用功，怎麼能夠成就大業呢？」孟母用「斷織」來警喻「逃學」，指出做

事半途而廢，後果是十分嚴重的。孟子聽了非常慚愧，從此發憤苦讀，終於成為一位

飽學之士。 

(三)捍衛主張，積極好辯 

  孟子門人公都子曾對孟子說：「外面的人都說老師很好辯，怎麼會這樣呢？」孟

子回答：「我哪裡好辯？我是不得已的呀！」接著開始滔滔雄辯：「天下有人類很久



了，時而安定，時而動亂。堯時洪水氾濫，幸好有大禹疏通河道，人們才得以居住在

平地上。可惜堯舜 去世後，聖人之道就衰微了，暴君相繼出現，天下大亂，民不聊生

。文王、武王的出現暫時解決了人們的災難，但之後，聖人之道再次衰微，邪說充塞

天下。為了端正世道人心，孔子編寫春秋，無奈效果不彰。如今，聖王不出現，諸侯

放肆，邪說四起，我為此而憂懼，挺身捍衛聖人的思想，這難道是喜歡辯論嗎？我實

在是不得已的呀！」（孟子滕 文公下）因此，孟子的好辯有其歷史和社會背景：他處

於擾攘戰亂之世，為了對付不道之君，抵抗異端邪說，並且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才

施展辯才。 

 

【P.127】 

★題解補充資料  

˙孟子簡介： 

 1.編纂者：孟子及其弟子。 

 2.內容：記錄孟子思想。 

 3.體裁：語錄體。 

 4.成書：戰國。 

 5.篇數：梁惠王、公孫丑、滕文公、離婁、萬章、告子及盡心七篇，由於每篇的分量很

多，所以又都分成上、下。 

 6.思想：以「性善說」為出發點。 

(1)個人修養方面：擴充天賦的良知，以達聖賢境界。 

(2)政治方面：民貴君輕的民本思想，主張施行仁政。 

 7.價值：儒家經典之一。南宋孝 宗時，朱熹將孟子與論語、大學、中庸合稱「四書」，

成為「十三經」之一。明、清兩代，四書是科舉必考之書，孟子也成了讀書人必讀之書

。 

˙大學：禮記篇名。相傳為曾子所撰，論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

平天下之道。 

˙中庸：禮記篇名。相傳為子思所作，闡述中庸之道。 

 

⚫補充注釋 

◆興亡：興旺與滅亡。 

◆赧：˙羞「赧」：害羞慚愧而臉紅。 

◆亞聖：「至聖」為孔子，孟子地位次之。 

◆˙戰國四大思想家代表： 

人物 學派 思想主張 人物 學派 思想主張 

孟子 儒家 性善、民貴君輕 墨子 墨家 兼愛﹑非攻 



莊子 道家 順應自然 韓非子 法家 法﹑術﹑勢 

⚫文意解說 

◆「勸導諸侯施行仁政」當時各國皆在改革變法，重視實用，孟子卻稱述堯舜 及夏商 周德

政，不符合列國所需，故始終不受重用。 

 

課 文 

 一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 1 ，傅說舉於版 2 築之間 2 ，膠鬲舉於魚鹽之中 3 ，管夷

吾舉於士 4 ，孫叔敖 3 舉於海 5 ，百里奚 4 舉於市 6 。故天將降 5 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

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 7 ，行拂 6 亂其所為 8 ：所以動心忍性 9 ，曾益

 7 其所不能 10 。 

 二  人恆過 11 ，然後能改；困於心 12 ，衡於慮 13 ，而後作 14 ；徵 8 於色 15 ，發於聲 16 ，而

後喻 17 。入 18 則無法家拂士 19 ，出 20 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

安樂也。」 

 

注 釋 

 1  舜發於畎畝之中 舜原本從事農耕，被堯起用，後來繼承堯為天子。發，起，這裡指

被任用。畎畝，田地。畎，音ㄑㄩㄢˇ，田間水溝。 

 2  傅說舉於版築之間 傅說原本為人築牆，被殷高宗舉用為相。版築，在兩塊夾版中間

放土，用杵搗實來築牆。說，音ㄩㄝˋ。 

 3  膠鬲舉於魚鹽之中 膠鬲本為販賣魚鹽的商人，受到周文王的推荐，成了商紂王的大

臣。鬲，音ㄍㄜˊ。 

 4  管夷吾舉於士 管夷吾（字仲）原本輔佐齊國的公子糾，與公子小白（後為齊桓公）

爭奪君位，公子糾失敗後，管仲被囚禁在監獄，後友人鮑叔牙將他推荐給齊桓公為宰

相。士，獄官，此指監獄。 

 5  孫叔敖舉於海 孫叔敖避禍於海濱，後來被楚莊王舉用為宰相。孫叔敖姓蔿，名敖，

字孫叔，因其父蔿賈與人結怨被殺，他就逃到海邊。 

 6  百里奚舉於市 百里奚身為奴隸，被秦穆公從市場中贖回舉用為大夫。百里奚，春秋

虞國人。晉滅虞時被俘虜，後為陪嫁的奴隸，被送到秦國去。因逃脫，被楚人抓走，

秦穆公以五張黑羊皮把他贖回，號稱「五羖大夫」。 

 7  空乏其身 使他身家窮困貧乏。空，音ㄎㄨㄥˋ。 

 8  行拂亂其所為 又使他的所作所為受到阻撓。行，又。拂，音ㄈㄨˊ，違反、違逆（

為，作為。） 

 9  所以動心忍性 用來激勵他的心志，堅忍他的性情。所以，用此，用來。 

 10  曾益其所不能 增加他所欠缺的能力。曾，通「增」。益，增加。 

 11  過 犯錯。（動詞） 

 12  困於心 內心感到困難、困惑。 

 13  衡於慮 思慮受到阻塞。衡，通「橫」，阻塞不順。 



 14  作 奮發振作。 

 15  徵於色 別人的情緒顯現在臉色上。徵，顯現。（色，臉色。） 

 16  發於聲 別人的情緒流露在言語中。發，流露。 

 17  喻 明白。 

 18  入 指在國內。 

 19  法家拂士 守法度的大臣和輔佐君主的賢士。拂，音ㄅㄧˋ，通「弼」，輔佐。 

˙左輔右弼：於君王左右輔佐的重臣。 

 20  出 指在國外。 

 

【P.102～104】 

 一 舉古聖賢的出身，說明「生於憂患」的道理。 

《第一段語譯》孟子說：「舜在田野中被堯起用繼承為天子，傅說在築牆工作中被殷高宗

舉用為相，膠鬲在販賣魚鹽的商場中被周文王推荐為輔佐之臣，管夷吾在監獄中被齊桓公

舉用為相，孫叔敖在海邊避禍時被楚莊王舉用為宰相，百里奚在市場中被秦穆公舉用為大

夫。所以上天將要把重大責任加到這樣的人身上，一定要先堅苦他的心志，勞累他的筋骨

，飢餓他的體膚，窮困他的身家，又擾亂他的所作所為：以上這些都是用來激勵他的心志

，堅忍他的性情，增加他所欠缺的能力。 

★課中段落提問  

Q 作者以哪些人物及處境為例證？ 

A  

人物 處境 

舜 從事農耕。 

傅說 替人築牆。 

膠鬲 販賣魚鹽。 

管夷吾 被囚禁在監獄裡。 

孫叔敖 在海濱避禍。 

百里奚 身為奴隸。 

Q 作者利用哪些動作來描述環境對人的磨鍊？ 

A （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 

Q 這些人物共同之處為何？ 

A 處於艱困的處境，卻能奮發向上。 

 

 二 說明國家和一般人一樣，憂患中才能生存，安逸易遭毀滅。 

《第二段語譯》一般人常是犯錯之後，才能改進；他們內心感到困難、困惑，思慮受到阻



塞，然後才奮發振作；他們當別人的情緒顯現在臉色上，別人的情緒流露在言語中的時候

，從而明白到自己的過失。在國內如果沒有守法度的臣子和輔佐君王的賢士，在國外如果

沒有敵對的國家和被侵略的危機，這個國家往往導致滅亡。了解上述道理，然後知道在憂

患中會使人生存發展，而在安逸享樂中會使人萎靡死亡。」 

 

Q 讀完本文，你覺得「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的原因為何？ 

A 身處安逸的環境中，容易苟且偷安而失敗；若是在困難憂患中，則會提高警惕，處事深

思熟慮而逐漸成長。（答案僅供參考，請教師鼓勵學生作答） 

 

 課文與注釋  補充注釋 

◆舉：推荐、拔擢，動詞。（以下「舉」字同） 

◆故：所以。 

◆將：將要。 

◆於：給，介詞。 

◆是：此，這，代詞。 

◆苦：堅苦，動詞。 

◆其：他的，代詞。（以下另四個「其」字同） 

◆勞：勞累。   

◆餓：使飢餓，動詞。 

◆空：使窮困，動詞。 

◆所以：即「以所」，「用以上這些」的意思。所，代詞，指上述對人的種種考驗。以，

用，動詞。 

◆其：他，代詞。 

◆恆：經常、往往。 

◆則：如果。 

◆○3 鬲：˙「鬲」另一音「ㄌㄧˋ」，古代的炊具。 

◆○4 ˙管 鮑之交：比喻友情深厚。 

◆○6 羖：黑色的公羊。 

◆○8 （為，作為。） 

◆○10 曾益：同義複詞。 

◆○11 （動詞） 

◆○12 （色，臉色。） 

◆○15 ˙巧言令「色」、面有愧「色」。 

◆○19 ˙左輔右弼：於君王左右輔佐的重臣。 

⚫文意解說 

◆「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

於海，百里奚舉於市」 1.實例故事法（例證法）。 2.列舉六位古人生於憂患的事例，



說明「殷憂啟聖」（深切的憂慮能啟發聖明）的道理。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

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以下八句為歸納法。 

◆「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困苦的環境能增強一個人的能力。 

◆「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

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從正面論述

一般人「生於憂患」的種種狀況。 

◆「人恆過，然後能改」說明人常在錯誤中學習。 

◆「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 1.「困於心，衡於慮，而後

作」主語同，為「自己」。 2.「徵於色，發於聲」主語同，為「他人」。 3.「而後喻

」的主語是「自己」（「困而知之」的人）。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從反面論述國家「死於安樂」的情形

。 1.國內無賢臣輔佐或進諫，則易小人當道，政治腐敗。 2.國外無強敵環伺，則易放

鬆警惕，逐漸墮落。（故有所謂「多難興邦」，指國家多難，上下戒慎恐懼，奮發有

為，戮力同心，使邦國復興。） 3.假設語氣。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1.點出結論，此亦為全文綱領。 2.歸納法（總結

法）。 

⚫修辭說明 

◆舜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

，百里奚舉於市→排比 

◆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排比 

◆動心忍性→對偶（句中對） 

◆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類疊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類疊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映襯 

⚫形音義比較 

習作 P.49 

② 

版ㄅㄢˇ：名古時築牆所用的木夾板。—「版」築（本課） 

  補充 名書籍版本的簡稱。—新「版」 

板ㄅㄢˇ：名片狀的木料。—木「板」 

扳ㄅㄢ：動扭轉情勢。—「扳」回一城 

粄ㄅㄢˇ：名米磨成漿後，壓製成薄如毛巾狀的食品，切細可煮。—「粄」條 

補充皈ㄍㄨㄟ：動歸向依附。—「皈依」佛門 

③ 

敖ㄠˊ：名姓名。—孫叔「敖」（本課） 

熬ㄠˊ：動用小火慢煮、乾煎。—「熬」藥 



    動勉強忍耐。—煎「熬」 

遨ㄠˊ：動遊玩。—「遨」遊 

傲ㄠˋ：形倨慢。—驕「傲」 

    形不屈服的。—「傲」骨 

驁ㄠˊ：形輕傲、狂妄。—桀「驁」不遜 

習作 P.43 

④ 

奚ㄒㄧ：動譏笑嘲弄。—「奚落」 

谿ㄒㄧ：名山谷。—欲深「谿」壑 

蹊ㄒㄧ：名小路。—另闢「蹊」徑 

    名事情怪異可疑或違背常情。—「蹊蹺」 

習作 P.43 

⑤ 

降ㄐㄧㄤˋ：動從上落下。—「降」災 

      動交下。—天將「降」大任（本課） 

 ㄒㄧㄤˊ：動制伏、馴服。—「降」妖劍 

絳ㄐㄧㄤˋ：名大紅色。—「絳」袍（在此作形容詞） 

⑥拂 

ㄈㄨˊ：動違反、違逆。—行「拂」亂其所為（本課） 

    動輕輕掠過、擦過。—春風「拂」面 

    動甩動、抖動。—「拂」袖而去 

ㄅㄧˋ：動輔佐，通「弼」。—法家「拂」士（本課）（在此作形容詞） 

⑦益 

動增加。—曾「益」其所不能（本課） 

副更加。—香遠「益」清（愛蓮說） 

形有好處的。—良師「益」友（視力與偏見） 

名好處。—滿招損，謙受「益」 

⑧徵 

動顯現。─「徵」於色（本課） 

動召集。─「徵」兵 

動責問、詢問。─「徵」詢 

動課取、收取。─「徵」稅 

名預兆、跡象。─「徵」兆 

 

【P.105～111】 

★課文評析  

  先秦對憂患意識或憂患精神論述最為深刻的思想家，就是孟子。 

  孟子這種憂患以生、自強不息的人生精神： 



 1.與周易表達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精神是一致的。 

 2.與孔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論語述 而）乃至是「知其不

可而為之」（論語憲 問）的樂觀、進取的人生精神，也是一致的。 

  本文的論述脈絡為： 

 1.敘寫六個名人事蹟，都是在飽受憂患、備嘗艱辛後，完成一番大事業。 

 2.一般人經過逆境困頓的磨鍊後，心中有所警惕，知過改過，奮發振作，日後必有所作

為。 

 3.國家若無「法家拂士、敵國外患」，往往招致滅亡。 

˙人物故事： 

 1.菲爾普斯：二○一六年奧運，美國游泳選手菲爾普斯拿下五面金牌，加上前三屆，共

廿三面金牌，前無古人，來者也難超越，使他獲得全世界讚嘆的目光。但他曾因大耳朵

及口吃而不斷遭受同學嘲笑，還患了過動症，不過他在泳池中找到發洩精力及獲得成就

感的方法。他每天游泳十公里，一週七天從不間斷，教練說，他可以忍受「比世界上其

他任何游泳運動員所經受的都要更﹃魔鬼﹄的訓練」，因此他在奧運大放光芒絕不奇怪

。菲爾普斯說：「任何事情都沒有極限。」 

 2.劉清彥：臺灣兒童文學作家，翻譯、創作了兩百多本童書。一場大病︵食道癌︶，讓

大學剛畢業的劉清彥，生命突然大轉彎。手術雖成功，卻完全無法進食，每天靠打點滴

過日子，面對不知道未來在哪裡的感覺，讓他幾次想結束生命。有一天，他為探病友人

的兩個小朋友講故事，看到小朋友聽完後高興的表情，讓他想起自己曾以義工身分為弱

勢孩子說故事，忽然興起了要在文字與兒童這兩方面做出奉獻的念頭。於是，他從床上

爬起來，拿出稿紙，開始從事兒童文學創作，七年後出了第一本童書，一條嶄新的道路

，就這麼展開來。 

★課文賞析詞語補充資料  

□一奮發圖強  

(1)「奮」發圖強：本義是「鳥振翅在田野上飛」，引申為「振作、鼓起勁來」。 

(2)發「憤」圖強：本義是「內心煩悶」，引申為「不滿而感情激動、憤怒或下定決心」。 

「奮發」強調精神振作的行動；「發憤」凸出精神受到刺激而產生向上的內動力。 

「奮發圖強」和「發憤圖強」都有「謀求自強」之義，但前者偏重於「振作精神」，後者

偏重於「下定決心」。故不宜寫成「憤」發圖強、發「奮」圖強。  

★「閱古讀今」補充資料  

□一傷寒 病原體為沙門氏傷寒桿菌，可經由飲水或食物傳染。症狀為發燒、頭痛、發冷、

腹痛、便祕或腹瀉、脈搏緩慢，甚至出現肝脾腫大、胸腹部有玫瑰疹等病症。可能引起腸

胃出血、肺炎等併發症。也稱為「腸傷寒」。 

□二天花病 由天花病毒引起之人類傳染病，已有數千年的歷史，傳染性極強，而人是天花

病毒的唯一宿主。天花致死率最高可達 3
0 ％，發病時會在臉、手臂與腿出現濃密的疹子，

其他症狀包括高燒、疲勞、頭痛與背痛等。世界衛生組織於西元一九八○年正式宣布天花

已經從地球上根除，並全面停止施打牛痘疫苗，天花成為第一個由人類從自然界根除之疾

病。 

□三高爾基 前蘇聯時期重要的無產階級作家、政治活動家。高爾基四歲時喪父，童年時期



主要住在家境富足的外祖父母家。十歲時，外祖父因放款借貸而損失，於是他便開始自己

賺錢謀生。青少年時期作過各種不同的工作，如：信使、雜工、賣鳥、售貨員、畫聖像、

麵包店的學徒、晚間的看守人、鐵路職工等，後來他到喀山成為大學生，接觸革命運動，

其寫作生涯與政治活動息息相關。著名的作品有號稱「高爾基三部曲」的童年、在人間及

我的大學。 

★延伸閱讀試題  

Q1 為何「左右逢源」這句成語的關鍵是「源」？ 

A1 因為有本源，才能維持長久。 

Q2 你覺得為何「君子希望可以自己領悟道理」？ 

A2 自己領悟的道理，就會安穩地守住它；安穩地守住它，所受的啟發就會深刻；所受的

啟發深刻，那麼應用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回溯本源，所以君子希望可以自己領悟道理。 

Q3 為何作者會說「自己領悟的道理，就像是源頭活水」？ 

A3 因為領悟道理之後，自己就有心得，在應用時不僅順暢自然，並且充滿信心，無論怎

麼發揮，都可以左右逢源。 

Q4 文中為何提及孟子周遊列國，推行仁政的行為？ 

A4 以孟子為例，具體說明如何落實「左右逢源」。他的示範，可作為學習的榜樣。 

Q5 承接第四題，第五段中，孟子的「左右」是什麼？「源」是什麼？請用文本證據來回

答。 

A5 左右：周遊列國時，與許多君主、大臣、士人談論，在各種題材上表達見解；源：推

行仁政。 

⚫補充注釋 

◆奮發圖強：振奮精神，努力自強。 

◆因材施教：依據受教者不同的資材，而給予不同的教導。 

◆語譯： 

  孟子說：「君子做學問要造詣精深，必依一定的治學方法循序漸進，希望自己能夠默

識心通，自然而然地領悟到其中的道理。能自然而然的領悟到其中的道理，那麼存在心中

就能安定不失，存在心中而能安定不失，那麼就能依靠它來做事；能依靠它來做事，那麼

取用起來，無論向左向右，隨處都能和它的本源相遇。所以君子希望自己能夠默識心通，

自然而然地領悟到其中的道理呢！」 

⚫討論時間 

一、 

參考答案： 1.他們都經歷過許多上天安排的挫折與磨鍊，並在通過這些考驗後，才得以

飛黃騰達、有所成就。 

 2.作者以這些人物的故事做為文章的論據，用來說明﹁ 生於憂患﹂的道理。 

二、 



參考答案：這樣的書寫順序不宜更動，因為從這樣的安排可以得知，上天是由內而外、從

內心到身體，最後甚至讓命運都備受擺布，透過這樣一層又一層的考驗，才能

磨鍊出人超凡的耐力和意志力。  

三、 

參考答案： 1.我認同。天賦異稟的人是少數，大多數人都必須在挫折中成長。但人性好

逸惡勞，如果不是因為生活中有許多挑戰，很可能不會主動學習並克服困難。

因此艱苦生活會激勵人奮發向上，而抱持這種態度的人，會比偷懶的人更可能

有成就。兩個能力相當、環境相似的人，學習動機和努力程度不同，成果就會

有明顯差異。人生不可能一帆風順，從小到大沒經歷過挫折的人，沒有學會自

我反思和越挫越勇，可能突然碰到一個打擊就一蹶不振。 

 2.我不認同。艱苦生活可能激勵人奮發向上，也可能過早或過重打擊了人的

信心。而且艱苦生活只是迫使人接受磨鍊，卻沒有告訴人該如何努力，等於只

給挫折、不給方法，僅有天才能夠自學而成。如果艱苦就能使人成功，那應該

是越貧困弱勢的環境能產出越多人才，但實際上並非如此，反而需要社會福利

讓貧困弱勢家庭出身的孩子不輸在起跑點，可見孟子所說並不適用所有情境。 

⚫應用練習 

二、 

（ 2.(A)先舉例再提出論點(B)僅第一段有引用孟子名言(C)只有正例沒有反例） 

 

【P.111-1～111-8】插頁 

課文結構表 



 

生
於
憂
患
死
於
安
樂 

  

歷史上六個著名歷史人物故事—事（個別） 

 

 

憂患使人有所作為：天將降大任—理（一般） 

 

歸納 

 

引申 

 

舜 

傅說 

膠鬲 

管夷吾 

孫叔敖 

百里奚 

同：出身低微，飽經磨難，終有成就

（生於憂患） 

 

苦其心志 

勞其筋骨 

餓其體膚 

空乏其身 

拂亂其所為 

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生於憂患） 

 

 

人恆過—改 

困於心、衡於慮—作 

徵於色、發於聲—喻 

一般人（正面） 

 

（生於憂患） 

 

引申 

 
入：無法家拂士 

出：無敵國外患 
國家（反面） 

 

國恆亡（死於安樂） 

 

 

 

歷屆試題 

【試題】 

楚莊王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退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曰：「君朝而有憂色，何也？

」楚王曰：「吾聞之：諸侯自擇師者王，自擇友者霸，足於己而群臣莫若之者亡。今以不

穀之不肖而議於朝，且群臣莫能逮，吾國其幾於亡矣，是以有憂色也。」 

注不穀：古代君王自稱的謙詞。 

 根據這則故事，楚莊王有憂色的原因，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A)缺乏優秀人才

輔政 (B)群臣不願追隨國君 (C)朝中小人當道亂政 (D)難以抉擇施政方向 【

109.會考第34題】 

【答案】Ａ 

【解析】由「今以不穀之不肖而議於朝，且群臣莫能逮」可知楚莊王認為楚國正處於「足

於己而群臣莫若之者」的處境，因而擔憂楚國在不久的將來會面臨滅亡的境況，

故選(A)  

【語譯】楚莊王謀畫一件事情，做得很妥當，群臣沒有誰能趕上他，退朝之後，臉上露出

憂愁的神色。申公巫臣進前說：「您在退朝之後面露憂色，這是為什麼呢？」楚

莊王回答說：「我聽說：諸侯能自己選擇老師的，就能稱王；能自己選擇朋友的

，就能稱霸；自滿自足而群臣比不上他的，就會亡國。現在憑我這樣沒能耐的人

，在朝廷上商量大事，群臣就比不上我了，我們國家大概要滅亡了吧，我因此表

現出憂愁的神色。」 



 

教學補充資料 

一 課內詞語 

(一)於（請見頁100「課名」） 

課文文句 解釋 

 1.舜發「於」畎畝之中  2.傅說舉「於」版築之間 

在，介詞 

 3.膠鬲舉「於」魚鹽之中  4.管夷吾舉「於」士 

 5.孫叔敖舉「於」海  6.百里奚舉「於」市 

 7.困「於」心，衡「於」慮 

 8.徵「於」色，發「於」聲 

 9.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 

※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 給，介詞 

補充： 

 1.以「舜發於畎畝之中」為例，「於畎畝之中」為一介賓結構，「於」為介詞，「畎畝之中

」為賓語。「於」字的作用在引進賓語「畎畝之中」給動詞「發」，就古文的語法而言，

「舜發於畎畝之中」等六句的「於」在此宜解為「在」。 

 2.有些版本會將「舜發於畎畝之中」翻譯成：「舜從田野中被舉用。」將「於」解為「從」

，是因為如此翻譯較符合現代的口語。 

 3.「於」字解為「在」或「從」時，皆為「介詞」用法。 

(1)「在」通常用於「環境、狀況」，如：「我在某某國中教書。」 

(2)「從」通常用於「空間」，如：「我從臺北坐車到高雄。」 

 4.「舜發於畎畝之中」為「於」的具體用法，「生於憂患」為「於」的抽象用法。 

 5.「於」字另常見義為「對於，介詞。」如：「不戚戚『於』貧賤。」（五柳先生傳） 

(二)性善說（請見頁100「課前暖身」第5行） 

  孟子認為，人生來都有最基本的共同的天賦本性，這就是「性善」或「不忍人

之心」。 

  他舉例說，人突然看到小孩要掉到井裡去，都會有驚懼和同情的心理。這種同

情心，並不是為了討好這小孩子的父母，也不是要在鄉親朋友中獲得好名聲，更不

是厭惡見死不救的名聲，而完全是從人天生的本性中發出來的，這就是「不忍人之

心」，即「惻隱之心」。 

  「惻隱之心」與「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等四種心，就是



孟子論述人性本善的根據。 

(三)民為貴，君為輕（請見頁100「課前暖身」第8行） 

  孟子認為，君主應以愛護人民為先，為政者要保障人民權利，這就是孟子的民

本思想。孟子並贊同若君主無道，在德行和為政上不為人民接受，則人民有權推翻

政權，以此告誡人君需重視民心。民貴君輕，為孟子的政治思想。 

(四)仁政（請見頁100「課前暖身」第9行） 

  「仁政」是承接性善論而來，並從孔子「仁」的觀念出發，認為「人有不忍人

之心」，乃有「不忍人之政」，希望君主將自己的仁德推廣到種種層面的施政綱領

，對人民有深切的關愛，就是仁政。 

  推行「仁政」的具體措施則是行「王道」，即以仁義治理人民，使人民富足安

樂，「保民而王」，人民自然擁戴君主，國家自然富強安定。 

(五)舜（請見頁102「注釋」○1 ） 

  傳說中，舜生在一個不和睦的家庭，父親和後母動輒打罵，儘管如此，舜仍十

分孝順，在歷山下種田，不辭勞苦，他的孝心感動了蒼天，連大象和鳥兒都來助他

一臂之力。因為他的才德遠近聞名，堯帝要他到全國各地去和民眾一起生活，以考

驗、觀察他的品行和能力。舜所到之處，便興起禮讓、認真的風氣，且人民都願意

跟隨他。堯帝後來請他代行天子的政務二十八年，也都非常順利。堯帝死後，舜正

式登位，史稱「堯舜 禪讓」。  

(六)傅說（請見頁102「注釋」○2 ） 

  傅說曾在傅巖山一帶和許多奴隸一起勞動，在整治洪水氾濫時，因為發明「版

築法」而名聞遐邇。 

  當時商朝高 宗武 丁因為年少時在民間生活，頗知民間疾苦，因此他命令官員到

各地尋訪賢能之士。當得知傅說有賢名時，很想馬上把他召到朝廷中，但傅說出身

低賤，迅速擢升必然引起貴族不滿，反而可能產生極大的阻力，因此武丁假託「天

命」，說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任以為相。 

  傅說為相後極力輔佐武丁，遂使殷商 大治，也成為歷史上著名的中興名相。武

丁尊他為「聖人」，就是品德最高尚、智慧最高超的人，可說是中國歷史上有記載

的首位「聖人」。 

(七)膠鬲（請見頁102「注釋」○3 ） 

  膠鬲遭紂之亂隱遁為商，販魚賣鹽。周文王從魚鹽商販中找到他，將他推荐給

紂王做大臣。 

  後來紂王暴虐無道，周武王興兵討伐。紂王得知以後，便派膠鬲到鮪水等候武

王，打探實情。武王軍隊到了鮪水時，膠鬲問到武王要在甲子日要到殷城外，於是

回朝覆命。武王雖在一路上遇到惡劣天氣和險要道路，但仍堅持帶兵疾行。他的軍



師認為不可行，武王說：「膠鬲已經回去覆命，如果我不準時到達，膠鬲一定會因

此犯上欺君之罪而被殺；我們一定要準時到達，才能救得了膠鬲。」後來武王果然

準時到達，並在無法繼續容忍紂王暴政的膠鬲協助之下，成功討伐紂王，將膠鬲任

用為大臣。 

(八)管夷吾（請見頁102「注釋」○4 ） 

  管夷吾家貧，自幼刻苦自學，通曉詩、文，懂禮儀，知識豐富，武藝高強，他

和摯友鮑叔牙分別擔任公子糾和公子小白的師傅。齊襄公十二年（西元前六八六年

），齊國動亂，公孫無知殺死齊襄王，自立為君。一年後，公孫無知又被殺，齊國

一時無君。逃亡在外的公子糾和小白，都盡快趕回國內爭取君位。管夷吾為了使糾

當上國君，埋伏中途想要射殺小白，箭射在小白銅製的衣帶鉤上。小白裝死，後來

在鮑叔牙的協助下搶先回國，登上君位，是為齊桓公。 

  齊桓公即位後殺死公子糾，原本也要殺死被囚禁在監獄裡的管夷吾，但鮑叔牙

極力勸阻，指出管夷吾是天下奇才，要桓公為齊國強盛著想，忘掉舊怨，重用管夷

吾。桓公接受建議，讓管夷吾回國為相，主持政事。管夷吾得以施展全部才華，通

貨積財，富國強兵。 

(九)孫叔敖（請見頁102「注釋」○5 ） 

  孫叔敖生性恭儉，小時候有一次在路上看見雙頭蛇，因為曾聽人說見到這種蛇

的人一定會死，自以為將要死了，又害怕後面的人看見蛇後也會死，於是將蛇殺了

並埋葬之。 

  孫叔敖成年後，因為父親獲罪，他為了避禍而遷至期思（今河南固 始北境）。

後來他被楚莊王舉用為令尹，上任三個月，政治安定。他並發動民工排積水，又開

挖渠道，利用史河、灌河興辦灌溉工程，既能防止水患又能灌溉，振興了楚國的經

濟，這就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型渠系水利工程—期思陂。 

  孫叔敖一生中，三次居相位而不自喜，明白這是自己憑才幹獲得的；三次離開

相位也不悔恨，明白這不是自己的過錯所導致的。 

(十)百里奚（請見頁103「注釋」○6 ） 

  百里奚是春秋時期虞國人，年輕時因為家貧而替人家放牧。後來在虞公手下任

職大夫，但虞公昏庸，沒重用他。晉獻公滅虞時，百里奚和虞公都被俘虜，當時正

好秦穆公向晉國求婚，晉獻公就把百里奚當作陪嫁的奴隸送給秦國。 

  百里奚覺得很委曲，趁機逃跑到宛縣，卻被楚國人逮捕。秦穆公知道他的賢明

，用五張黑羊皮贖回當時已經七十多歲的百里奚。秦穆公向他請益國事，百里奚說

：「我是亡國之臣，哪裡值得請教呢？」秦穆公說：「虞公沒有重用先生，所以才

亡國的，這不是先生的過失啊！」兩個人談了三天三夜，秦穆公就請他為相，之後

秦國便強盛了起來。 



二 課外延伸 

(一)出自「孟子」一書的成語 

成語 釋    義 出  處 

緣木求魚 
爬到樹上去抓魚。比喻用錯方法，

徒勞無功。 

梁惠王上﹕「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

緣木而求魚也。」 

摩頂放踵 

從頭頂到腳跟都受損傷。比喻捨身

救世，不辭勞苦。摩，磨。頂，頭

頂。放，至。踵，腳後跟。 

盡心上：「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

下為之。」 

一暴十寒 

在陽光下晒一天，又接連受冷十天

。比喻人做事缺乏恆心，不能持久

。 

告子上﹕「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

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 

出類拔萃 

（聖人）遠超出了他的同類，遠高

過他的群類。用來比喻才能特出，

超越眾人。 

公孫丑上﹕「出於其類，拔乎其萃。」 

一毛不拔 
一根毫毛也不願意拔取。比喻自私

自利，不肯貢獻出些微的力量。 

盡心上：「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

下，不為也。」 

自怨 

自艾 

悔恨自己犯下的錯誤而加以改正。

後用以形容消極地埋怨自責。 
萬章上：「太甲悔過，自怨自艾。」 

左右逢源 

左右兩邊都能夠得到水源。指學道

有得，即可得心應手，取用不竭。

後來用來比喻辦事得心應手或處事

圓融。「原」，同「源」。 

離婁下：「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

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

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

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一傅眾咻 

指一個人教，眾人在旁喧譁干擾。

比喻學習受到干擾，難有成效。後

亦用於比喻寡不勝眾。傅，教導。

咻，喧擾。 

滕文公下：「一齊人傅之，眾楚人咻之

，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 

揠苗助長 指拔苗以助其成長，反而讓苗枯死 公孫丑上：「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



成語 釋    義 出  處 

了。比喻使用不當的手段以求速成

，結果不但無益，反而有害。揠，

拔起。 

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

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

，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

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

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 

捨生取義 
指為正義真理而不惜犧牲生命。「

舍」，同「捨」。 

告子上：「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

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

也。」 

威武不屈 面對權勢壓迫，亦堅貞不屈。 
滕文公下：「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赤子之心 
如赤子般善良、純潔、真誠的心地

。 

離婁下：「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

也。」 

(二)運用「人物事蹟」的成詞語 

1.周郎顧曲：周瑜精通音樂，雖酒過三巡，聽到別人奏曲有誤，必能辨知，知之必

顧看，時人為之語曰：「曲有誤，周郎顧。」比喻聆賞音樂。 

2.伯樂一顧：千里馬須遇到伯樂，才能顯現其珍貴。比喻才能受人賞識、肯定。 

3.吳下阿蒙：阿蒙，指三國名將呂蒙。原習武略，後聽從孫權勸說，篤學不倦，幾

年之後，學識英博。比喻人學識淺陋。 

4.江郎才盡：江郎，指南朝 梁文人江淹。江郎才盡原指江淹少以詩文著稱，獨步當

代。晚年時，偶憩於一亭中，夢見郭璞索還五色筆，自此江淹作詩絕無佳句。比

喻文思枯竭，佳作不再。 

5.事後諸葛：事前無意見，事後才高談闊論的人。 

6.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鉤。比喻心甘情願。 

7.司馬昭之心：比喻人所共知的陰謀野心。 

8.管 鮑之交：春秋時代齊國 管仲和鮑叔牙相交至深。後用來比喻友情深厚。 

9.蕭規曹隨：漢代曹參繼蕭何為相國，舉事皆無所變更。比喻後任的人依循前任所

訂的規章行事。 

(三)與「居安思危」有關的成語 

1.未雨綢繆：鴟鴞在未下雨前，便已著手修補窩巢。比喻事先預備，防患未然。 

2.曲突徙薪：比喻事先採取措施，以防患未然。 



3.防微杜漸：防備禍患的萌芽，杜絕亂源的開端。謂防患於未然。 

4.常備不懈：時時刻刻防備著，絲毫不敢鬆懈。 

5.有備無患：凡事有準備，方可免後患。 

6.枕戈坐甲：頭枕兵器，身穿鎧甲而睡。形容隨時處於備戰中，不敢稍有懈怠。 

7.防患未然：在禍患沒有發生之前就加以防備。 

(四)出自「孟子」一書的名言 

 1.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梁惠王上） 

語譯尊重自己的長輩，進而尊重別人的長輩；愛護自己的孩子，進而愛護別人的孩

子。 

 2.雖千萬人，吾往矣。（公孫丑上） 

語譯縱然面對千萬人（阻止），我也勇往直前。 

 3.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公孫丑下） 

語譯占有利的時機不如占地理優勢，占地理優勢又不如取得人心。 

 4.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公孫丑下） 

語譯行事若符合公理正義，就會得到多數人的幫助；行事若違反公理正義，便得不

到多數人的幫助。 

 5.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滕文公下） 

語譯榮華富貴無法擾亂其心志，貧困卑賤的處境無法改變其堅強的意志，強權暴力

的威脅無法使其屈服。 

 6.不以規距，無以成方圓。（離婁上） 

語譯如果不用圓規和曲尺，也不能準確地畫出方形和圓形。比喻做事要遵循一定的

法則。 

 7.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離婁下） 

語譯愛別人的人，別人也永遠愛他；尊敬別人的人，別人也永遠尊敬他。 

 8.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盡心上） 

語譯不得志的時候保持個人品德，顯達得志時則造福天下人。 

 9.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盡心下） 

語譯人民放在第一位，國家其次，國君是最後的。 

(五)困境中奮發努力的故事 

 1.鑿壁偷光的匡衡： 

  西漢匡 衡出身貧寒，他從小渴望讀書，但因家裡窮，父母沒有能力供他上學

。後來與親人學字後，又因買不起書，只好幫有錢的人家打工，以向對方借書來

看。長大後，為了負擔家計，整天在田地裡工作，只有在中午休息時才能偷空看

一點書，所以一卷書常需要很久時間才能夠讀完。匡衡心裡想：白天因為工作而



沒有時間看書，我可以多利用一些晚上的時間來看書。但家中窮得連燈油也沒有

，沒有辦法點燈讀書。正當匡衡憂愁時，忽然發現一絲鄰居的燈光從牆壁小縫隙

中透射過來。匡衡便用鑿子把小縫挖大成一個小洞，每晚捧著書倚在牆邊，利用

微弱的光線埋首苦讀，最後成為著名的學者。 

 2.斷虀畫粥的范仲淹： 

  宋代的范仲淹兩歲時父親過世，母親迫於生計，帶著他改嫁；十歲時，他離

家到長白山醴 泉寺苦讀。魏泰於東軒筆錄曾描述范仲淹在山東鄒 平長 白山醴 泉寺

的苦讀情景：「公與劉某同在長白山醴 泉寺僧舍讀書，日作粥一器，分為四塊，

早暮取二塊，斷虀數莖，入少鹽以啗之。」後來他到應天府書院（今河南商 邱）

讀書，縱使三餐不繼，仍專心力學；在這樣困苦的環境中苦讀五年後，治學有成

，終至進士及第。 

(六)類文欣賞 

 1.左傳．昭公四年 

  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啟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

宇。 

注釋虞：預料、猜想。 

語譯鄰國的禍難，是難以預料的，有時因多有禍患而鞏固了國家，開闢疆土；有時

因沒有禍患而亡國，失去疆土。 

 2.周易 

  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 

語譯安樂時不忘危難，存在時不忘滅亡，太平時不忘亂世。 

 3.孟子．盡心上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疾。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

也深，故達。」 

注釋疢疾：疾病。引申指災患。 

語譯人之所以有品德、智慧、道術、知識的人，往往由於遭遇災患。只有那些被排

除疏遠的孤獨臣子，婢妾所生的失寵孩子，他們常懷著戒慎恐懼的心態，對於

未來的考量與憂慮也比一般人來得深遠，所以通情達理，熟曉世事。 

 4.新五代史．伶官傳序（節錄）   歐陽脩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

之者，可以知之矣。 

  書曰：「滿招損，謙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

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

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 



注釋莊宗：即後唐莊 宗（西元八八三～九二六年）。驍勇善戰，滅梁稱帝，為五代

時後唐開國君主。後漸驕橫，荒於政事，伶人郭從謙謀反，被殺，在位四年。 

語譯唉！朝代的盛衰，雖說和天命有關的，難道就不是人事造成的嗎？推究後唐莊 

宗所以取得天下，與他所以失去天下的原因，就可以明白了。 

  尚書上說：「自滿會招來損害，謙虛能得到益處。」憂勞可以使國家興盛

，安樂會使自身滅亡，這是自然的道理。因此，當他（後唐莊 宗）興盛時，普

天下的豪傑，沒有誰能和他相爭；到他衰敗時，數十個樂官就把他困住，最後

身死國滅，被天下人恥笑。禍患常常是由一點一滴極小的錯誤積累而釀成的，

縱使是聰明有才能和英勇果敢的人，也多半沉溺於某種愛好之中，受其迷惑而

結果陷於困窮，難道僅只是溺愛伶人有這種壞結果嗎？ 

賞析以上四則以個人和國家為例，共同傳達出「順境時能居安思危，困境時能勇敢

迎接挑戰」的處世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