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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選」 

壹、大學簡介 

 
 

禮記
大學

三綱領

明明德

親民

止於至善 五步驟 定→靜→安→慮→得

八條目

格物、致知、
誠意、正心、修身

修身基礎和
方法

內聖

獨善其身

修身、齊家、
治國、平天下

修身目的
外王

兼善天下

中庸



2 

一、《大學》、《中庸》原為《禮記》中的一篇。 

二、南宋朱熹將它抽出獨立成書，與論語、孟子、中庸並列為「四書」。 

    朱熹所作的《四書章句集注》成為明清科舉考試的主要材料、當時士人必讀的經典，它

三、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大學章句》：「大學者，大人之學也。」 

    周代，貴族子弟八歲入小學，所學內容多以識字之學等基礎課程為主。十五歲入大學（又

稱太學），著重的是立身處世、修己治人的道理。所以，大學指的是「大人」所應研習的

學問。因此朱熹在編排「四書」的次序時，就以大學為首。 

    《四書章句集注．大學章句》： 

    「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

樂、射、御、書、數之文」 

    「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眾子，以及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

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 

四、作者：大學的撰成，約在戰國末期至西漢之間。作者目前並無定論： 

一說曾子作。朱熹大學章句，將大學分為經一章，傳十章，並云：「經一章，蓋孔子之

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但大戴禮記中的曾子立事等篇

卻無相關記載。一說為孔門七十子後學者所記，出於眾人之手（漢書藝文志）。 

貳、經一章：大學之道 

 

※章旨：本章闡述大學的三綱領、八條目，並說明修己治人的方法，由內而外、循序漸進，將

可達到止於至善的境界。 

  大學○1 之道，在明明德○2 ，在親民○3 ，在止於至善○4 。知止而后有定○5 ，定而后能靜，靜

而后能安○6 ，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7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8 。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9 。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

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10。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11。致知在格物

○12。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

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13皆以修身為本。其本○14亂而末治○15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

所薄者厚○16，未之有也。 ─經一章 

※孫奇逢《四書近指》： 

    「此個學字，即夫子學而時習之學字，合千古帝王賢聖做此一件，生活不盡，所以為大

道，在合德與民，而歸於至善之地。蓋德即身也，格、致、誠、正乃所以明之也。民即天下

也。齊、治、均平乃所以新之也。德無一念之不明，民無一人之不新，身方底於粹精之域，所

謂止至善也。通篇總括於『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一句，工夫全在知止，不知止，則毫芒疑似之

界，最難剖析。凡事必先見其大體之所極，而後可以深求其精微之所至。定、靜、安、慮皆知

止中歷閱實功也。有本末自有終始，先非遺末，而末即在本中，如明德也須在民上明，不能振

民育德，而謂之明德乎？修身也須在家國天下上修，不能親九族安百姓，而謂之修身乎？天下

無離本之末，豈有遺末之本哉？總之身處天下國家之中，與物相感應，物者失其理便是身不

修，而正心、誠意之功，俱屬惘然，第使物無不妥，所謂知之明處之當也，此之謂格物，此之

謂誠、正、修，而齊、治、均平一通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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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註釋】 

○1 大學：大人之學，是修己治人的學問。 

○2 明明德：彰顯自己美好的德行。上一個「明」字是動詞，彰顯；下一個「明」字是形容詞。

明德，光明之德、美德。 

○3 親民：親近愛護百姓。一說「新民」，即使人民革除壞習性，日新又新。 

○4 止於至善：指「明明德」、「親民」皆能達到最完善的境界。止，至、到。 

○5 知止而后有定：知道以「至善」為目標後，才能堅定信念、勇往直前。后，通「後」。 

○6 靜而后能安：內心平靜不妄動，才能不受干擾，安於自己的處境。 

○7 慮而后能得：慮事周詳，才能得其所止，達到至善的境界。 

※朱熹說：「知止只是識得一個去處，既已識得，即心中便定，更不他求。如求之彼，又求至

此，即是未定。靜則外物無以動其心。安則所處而皆當，看扛到哪裡去，都移易它不得。靜

謂遇物來能不動，安謂隨所遇而安。安蓋深於靜也。慮是見於應事處，思之精審。得謂得其

所止。」 

○8 「物有本末」四句：指事物有本末、先後的關係，能明瞭其中的道理，就能貼近大學之道。 

○9 齊其家：指治家。家，指家族或卿大夫之家。 

○10誠其意：使自己的意念真誠無妄。 

○11致其知：推展自己的知識至極點。致，推求窮究。 

○12格物：窮究事物的道理。格，至，指窮究其精微。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大學章句》：「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

到也。」 

  朱熹《大學纂疏》：「格者，極至之謂，如『格於文祖』之格，言窮之而至其極也。 

※蔣伯潛《十三經概論第五編禮記述要》：「朱子以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窮益

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則諸物之表裡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

體大用無不明。蓋謂知識得自經驗，須先就個別之事物一一求之，及一旦豁然貫通，方能悟

出大道理來，其方法為歸納的。」 

※明王守仁（王陽明）《王文正公全集大學問》訓「格」為「正」，猶孟子「惟大人能格君心之

非」之「格」。他早年讀了朱熹的文章，就對著一枝竹細細地格起來，格了幾天，竟格不出

所以然，反而累病了。後來他恍然大悟，說：「物者，事也。凡意之所發，必有其事，意所

在之事謂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謂也。」「致知云者，致吾心之良知焉

耳。欲致良知，須先格物。」故其四句教有云：「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他

認為良知為吾心所固有，無待外求，只須致內心之良知，就是格物工夫。 

○13壹是：都是。   

○14本：指修身。   

○15末：指齊家、治國、平天下。 

○16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該重視的卻加以輕忽，較次要的事卻看得非常重要。所厚，指修

身。所薄，指齊家、治國、平天下。 

 

 

 



4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1. 曾子說：「吾日三省吾身。」（《論語．學而》） 

2. 荀子說：「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荀子〈勸學〉） 

3. 孔子從十五歲開始，力學五十餘年，修養道德，終於成為聖人。自覺承擔起社會的責任，他

培養三千弟子，七十二賢人。刪詩、書，序周易，定禮、樂，作春秋，對保存和傳播古代文

化作了偉大的貢獻。 

4. 周公以道德修身，盡事君之道，武王有疾，他向上天禱告，願以身代。他輔佐成王，「一沐

三握髮，一飯三吐哺」，勤於王事。 

5. 范仲淹專注於修身，具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

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博大胸懷（岳陽樓記）； 

6. 孟子：「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孟子．公孫丑》） 

7. 蘇武囚於匈奴十九年，守節不屈；文天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 

這種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偉大人格力量，都是從不斷的修身中得來的。所

以修身在八條目中處於根本的關鍵地位。 

二、【語譯】 

大學的理想，在彰顯自己的美德，在親近愛護百姓，在使人們達到最完善的境界。知道以

至善為目標後，才能堅定信念。堅定信念後，才能使內心平靜不妄動。內心平靜不妄動，才能

不受干擾，安於自己的處境。安於自己的處境，才能慮事周詳。慮事周詳，才能得其所止，達

到至善的境界。事物的存在有其本末；事件的發生有其先後，若能明瞭其中的道理，就能貼近

大學的理想了。 

古人要想在天下彰顯自己的美德，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國家。要想治理好自己的國家，先要

整治好自己的家族。要想整治好自己的家族，先要修養好自身的品德。要想修養好自身的品

德，先要使自己的心志端正。要想使自己的心志端正，先要使自己的意念真誠無妄。要想使自

己的意念真誠無妄，先要推展自己的知識到極致。要想推展自己的知識到極致，在於能窮究事

物的道理。事物的道理能窮究極盡後，知識便無所不到。知識能無所不到，意念便真誠無妄了。

意念能真誠無妄，心志也就端正了。心志端正後，自身的品德也就修養好了。自身的品德能修養

好後，家族也就整治好了。家整治好後，國家也就平治了。國家能平治後，天下也就太平了。 

從天子到平民，都是以修身做為根本。無法從根本的修身做起，卻想達到齊家、治國、平

天下，那是不可能的；輕視重要的修身，而重視次要的齊家、治國、平天下，如此想使天下平

治，那是不可能的事。 

三、【名言】◎無論你出身高貴或低賤都不重要，但你必須懂得做人的道理。（德國‧歌德） 

     ◎國家的偉大不是以人民的數目來衡量，正如一個人的偉大不是以他的身高來衡

量。衡量偉大的唯一尺度，是人民的精神發展和道德水準。（法國‧雨果） 

     ◎道德是永存的，而財富每天在更換主人。（古希臘‧普魯塔克） 

四、【事例】本亂而末治者否矣─隋煬帝荒淫無道而亡國 

  隋朝是個短命的王朝，只有三十八年。父親楊堅創業，在位二十四年；兒子楊廣即位後十

四年卻成為亡國之君。 

  隋文帝注重修身，以勤儉治天下，不出數年而人民殷富，府庫充盈，建立統一而強大的隋

帝國。而隋煬帝即位後，不重修身，不喜人諫，荒淫無道，富強的隋帝國頓時分崩離析，「一

人失德，四海土崩」（隋書 煬帝本紀）。隋煬帝也在農民起義的烽火中，被宇文化及所殺，身

死國滅。不修身而想治國，這是本末倒置，緣木求魚，曠古未有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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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傳十章 

 

首章，釋明明德    

《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大德）」。皆

自明也。 

 

二章，釋新民 

※日新又新 

章旨 本章引古訓及尚書、詩經上的話，解釋日新、新民的道理。 

 

湯○1 之盤銘○2 曰：「苟日新○3 ，日日新，又日新。」（以每日淨身強調自我省察與修德之重要 

）康誥○4 曰：「作新民○5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6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7 。

 ─傳之二章 

一、【註釋】 

○1 湯：即成湯，商朝開國之君。 

○2 盤銘：鏤刻在盥洗器皿上，用以自警或自勉的銘辭。 

○3 苟日新：如果每天能洗淨自己身上的汙垢而煥然一新。苟，如果。 

○4 康誥：尚書周書中的篇名。 

○5 作新民：指鼓舞百姓成為自新的人民。作，振作，在此有鼓舞之意。 

○6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周朝雖是古老的邦國，但接受天命後而展現新氣象。語出詩經大雅文王

篇。維，乃、是。 

○7 無所不用其極：指竭盡心力、想盡一切辦法達到至善的境界。極，竭盡。 

  1.鄭玄注：「極猶盡也。君子日新其德，常盡心力不有餘也。」 

 2.「無所不用其極」本指竭盡全力，止於至善。後轉為貶義，指做壞事時用盡一切卑劣手段 

 

二、【研析】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被刻在商湯的盥洗器皿上，原是提示盥洗的目的，是為了保

持身心的潔淨與清新，由此類推到品德的修養、思想的改造也要力求日新又新。這使人想到基

督教的每日懺悔。精神上的洗澡，就是莊子知北遊所說的「澡雪而精神」，禮記儒行所說的

「澡身而浴德」。 

  大人之學的主要任務，是要君王自強自新，並教導人民除舊布新，自立自新，以達到國治

而天下平的地步。所以新民的要求是：既要君主自新，又要人民更新。要在君主自新的榜樣

下，化育人民更新，而且要堅持不懈地做下去，以期達到止於至善的地步。為達到這樣的目

標，首先應要求人們不斷提高自身的道德標準；其次要具有實事求是的精神，持之以恆，穩步

前進；第三要樹立新的觀念，不斷除舊布新，不以現有的為滿足，由自新而使人人日日新，

「無所不用其極」而止於至善。 

 

  朱子語類引趙順孫曰：「塵垢之汙其害淺，利欲之昏其害深。塵垢之汙，人知術以去之，

而利欲之昏，則不知所以去之。欲去利欲之昏而復本然之明，則存養省察之功，其可一日而有

間斷哉？」宋葉賀孫說：「苟，誠也。要緊在此一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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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名言】◎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論語子張） 

     ◎犯錯是自然之事，改正錯誤卻是光榮之事。（美國‧華盛頓） 

     ◎一個人必須把他的全部力量，用於努力改善自身，而不能把他的力量，浪費在

別的事情上。（俄國‧托爾斯泰） 

四、【語譯】 

  商湯盥洗器皿上的銘文說：「如果每天能洗淨自己身上的汙垢而煥然一新，那麼就應當天

天清洗，並且每天都不要間斷。」尚書康誥上說：「要鼓舞百姓成為自新的人民。」詩經上

說：「周朝雖是古老的邦國，但接受天命後而展現新氣象。」所以有道的君主會竭盡心力，想

盡一切辦法達到至善的境界。 

五、【課文參考資料】 

  「銘」在古代常刻在器物上或碑上，是兼用於勸戒和褒贊的韻文。銘文在先秦就很盛行，

大多刻在器物上。有的是記錄功勛，但大多是勸戒之語，用於激勵人們。如禮記大學篇記載湯

盤銘說「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就是勸戒人們要天天更新，日日向上。後來銘文極多，

記錄功勛的「銘」，著名的有班固的封燕然山銘等；勸戒激勵的「銘」，著名的有崔瑗的座右銘

等。劉禹錫的陋室銘，也是一篇激勵自己志向的著名銘文。封燕然山銘前面有序，後面銘文是

每句有「兮」字的騷體，座右銘則是每句五字的韻文，可見格式並不固定，但大多數銘文是每

句四言的韻文。 

 

 

三章，釋止於至善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

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

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

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

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不能忘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

忘也。 

 

四章，釋本末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五章，釋格物致知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此章舊本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閒嘗竊取

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

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

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

焉，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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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章，釋誠意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

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

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

意。 

 

七章，釋正心修身 

※修身在正心 

章旨 本章解釋修身必先正其心的道理，唯有讓內心不受到各種不當的情緒左右時，才能心正

而身修。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1 ，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

樂○2 ，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3 ，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

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傳之七章 

 

  孫奇逢《四書近指》：「心體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忿懥、恐懼等情雖不能無，然非有所，

一有所則己私橫處於中，而心靈遂失其位，一不正即不在矣。心一不在則身無所主，視誰視？

聽誰聽？而飲食又誰為飲食也？軀竅雖是，神明全非，此謂修身在正其心。正、修工夫總在誠

意中，此特舉身心相關處痛切言之，蓋心之所有，身不能無也，心之所無，身不能有也，身心

異用，非理之所許。」 

 

一、【註釋】 

○1 忿懥：音ㄈㄣˋ ㄓˋ，怨恨發怒。懥，怒。人受外物或情緒影響，則不能端正思考或行事 

○2 好樂：音ㄏㄠˋ ㄧㄠˋ，愛好、喜歡。 

○3 心不在焉：心思不放在這件事情上面，指不專心。焉，此。心有旁騖，則無以修身。 

 

二、【研析】 

本章旨在論修身必先正其心的道理。自古以來，聖賢教人為學，都勉人時時操存自己原本

就光明的本心，使心居於主宰一身的正位，讓自己的視聽言動都能夠合乎該有的節度。朱熹

說：「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心既是神明，具眾理，又怎會不得其正

呢？如果心受到負面情緒的影響，如心中有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都會使我們的心不得

其正，無法做出正確的判斷。 

由此可知，當心被情緒掌控時，必會失其正而造成偏差。因此我們要端正心思，用理智來

駕馭情緒，對於不好的情緒和紛雜的意念，必須時時省察，加以控制與涵養，使本心不為物

欲、意氣、情感所蒙蔽，這樣我們各方面的表現就能各得其宜了。 

 

三、【名言】◎心中安寧，幸福臨門。（古羅馬‧西塞羅） 

  ◎心靈是自己做主的地方，能把地獄變成天堂，把天堂變成地獄。（英國‧彌爾頓） 

  ◎神和魔鬼在交戰，戰場就是人們的心。（俄國‧杜斯妥也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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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事例(一)】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甘地克制憤怒的「不合作運動」 

  印度國父甘地年輕時有一次到南非旅行，他買了頭等艙的車票，列車長卻強迫他去坐三等

艙車廂，他拒絕交出車票，因而被趕下火車，他在鐵路月臺上度過了一個寒冷的夜晚。 

  那個夜晚，他因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充滿怒火，但這件事反而成為他人生的轉捩點。就在

那個晚上，他決定要戰勝自己的憤怒，發誓要用不抵抗的非暴力方式來對抗不公。回到印度

後，他就以這種方式，推行「不合作運動」，成功地抵制英國的殖民統治，讓印度獲得獨立。 

 

【事例(二)】修身在正其心 

  明崇禎末年，兵部尚書洪承疇在松山會戰時大敗，被清兵俘虜。洪承疇被俘後，一度表現

了忠貞的節操。清王命他下跪，他說：「吾天朝大臣，豈拜小邦王子乎！」清人將他囚禁在斗

室中，他終日號哭，滴水不沾，口誦諸葛亮出師表「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只求速死。但後

來禁不起女色誘惑，最後投降清朝，充當清兵馬前卒。與此相反，南宋洪皓出使金國，被扣留

十五年，歷盡折磨，忠貞愛國。他不畏強暴，視死如歸，不辱使命。巧妙地拒絕韓昉推薦，不

出仕金朝，保持民族氣節。他機智地、靈活地搜集情報，供南宋決策時參考。而後青史垂名，

被譽為第二個蘇武。由此二例可見「正心」的重要。 

 

五、【語譯】 

  經文中所說「修養自身的品德先要端正自己的心志」，意思是自身陷於忿怒，心就不能端

正；有所恐懼，心就不能端正；有所偏好，心就不能端正；有所憂慮，心就不能端正。一個人

心神不專注時，那麼，眼睛看著東西卻像沒有看到，耳朵聽著聲音卻像沒有聽到，口裡吃著東

西卻不知道是什麼滋味。所以說「修養自身的品德先要端正自己的心志」。 

 

八章，釋修身齊家 

（四）齊家在修身 

章旨 本章解釋齊家必先修身的道理。人易因偏心、偏見而不辨善惡，則自身既不修，亦不能

齊其家。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1 其所親愛而辟○2 焉，之其所賤惡○3 而辟焉，之其所畏

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4 而辟焉，之其所敖惰○5 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6 ，惡○7 而知其美者，天

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8 。」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傳之八章 

孫奇逢《四書近指》：「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家道之所以正也。辟則有所好惡，安得中節？

故美中有惡，都以其好之辟而掩之；惡中有美，都以其惡之辟而掩之。這樣好惡，則家之心志

自紛，耳目自亂，如何得齊？修身言好惡者，蓋家國天下之通關處也。總之一如惡惡臭、好好

色之誠，而貫於齊、治、均平之中，其功力全在致知上，所謂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任舉一節，

通體融徹，才是善讀書。」 

一、【註釋】 

○1 之：猶「於」也。 

○2 辟：音 ㄆㄧˋ，指偏袒或有偏見。 

○3 惡：音 ㄨˋ，厭惡。 

○4 哀矜：同情憐憫。矜，音 ㄐㄧㄣ，憐憫。 

○5 敖惰：傲慢怠惰。敖，音 ㄠˋ，通「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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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好而知其惡：喜愛一個人卻又能了解他的缺點。好，音ㄏㄠˋ，喜歡。惡，音ㄜˋ，缺點。

（言存心公正而無偏見） 

○7 惡：音 ㄨˋ，厭惡。 

○8 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人都不知道自己兒子的缺失，不滿足於自家禾苗的碩大。

碩，大。（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 

※「之其所親愛而辟焉」有二解：一解以之為於，以辟為偏；「之其所親愛為辟」，謂對於自己

所親愛之人有偏愛之心。另解以之為適，以辟通「譬」，喻也；「之其所親愛而辟」，謂往自

己所親愛之人身上衡量，當可發覺其之所以為我所親愛，乃因其有美德，如此則可曉諭自己

亦當修養美德。另解稍嫌迂曲，故以第一解為佳。以下「之其所賤惡而辟焉」四句可類推。 

二、【研析】 

由於每個人身處環境和所受教育不同，人們往往會出現各種情感上的偏私，對不同的人，

有時也會產生不同的情感和偏見，如果帶著這些偏見與別人相處或做事，就不能做到真正的公正

無私、一視同仁。所以要整治好家庭，必先提高自己的道德修養，先端正自己，然後方能正人。 

本章說明了修身與齊家的關係，提出了「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的修身原則，並指出

了偏私和偏見是修身的障礙。因為偏私，則對親人溺愛，才會有「人莫知其子之惡」的情形。

因為有偏見，才會出現「親愛而辟」、「賤惡而辟」、「畏敬而辟」、「哀矜而辟」、「敖惰而辟」的

種種現象。故本章所論修身的重點，是在於去除情感上的偏僻不正。 

人不能離群索居，總是要與人相處，因此待人的態度是十分重要的。但我們常常會因交情

的深淺、一己的好惡，而影響到對人的態度與評價。往往不自覺地會袒護或縱容自己親近、喜

歡的人；也不自覺地厭惡、鄙視所討厭的人。講到齊家，最忌諱的正是此等的偏私、偏見與蒙

蔽。因為好惡有了偏頗，則親人之間必然無法和睦相處，甚至會心生嫌隙與怨懟。由本章，我

們清楚地看到片面、主觀地處理人際關係所產生的危害，因此我們必須導正自己的情感，理

性、客觀地處理人際關係，如此，家人間的和睦融洽，方可預期。 

三、【名言】◎偏見是黃疸病，有偏見的眼睛看什麼都是黃的。（英國‧波普） 

  ◎一千個偏見和不正確的思想等於沒有任何思想！（俄國‧杜斯妥也夫斯基） 

  ◎每個人都該堅持走自己的道路，不被權威所嚇倒，不被當時的觀點所牽制，也不被

時尚所迷惑。（德國‧歌德） 

四、【事例(一)】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祁黃羊外舉不避仇，內舉不避親 

  春秋時，晉悼公有一次問大夫祁黃羊說：「南陽縣缺個縣長，你覺得派誰去比較合適

呢？」祁黃羊回答：「叫解狐去，他一定能夠勝任！」悼公驚奇地問：「解狐不是你的仇人嗎？

你為什麼要推薦他呢？」祁黃羊說：「你只問誰能勝任，並沒有問解狐是不是我的仇人呀！」

於是，悼公就派解狐到南陽縣任官。解狐到任後，將政事辦理得很好，大家都稱頌他。 

  過了一些日子，悼公又問祁黃羊說：「現在朝廷裡缺少一個掌管軍事的官員，你看有誰能

勝任這個職位呢？」祁黃羊說：「祁午能夠勝任。」悼公又奇怪地問：「祁午不是你的兒子嗎？

你推薦你的兒子，不怕別人講閒話嗎？」祁黃羊說：「你只問我誰可以勝任，所以我就推薦了

他，你並沒問我祁午是不是我的兒子呀！」悼公就派祁午去擔任這個官職。祁午上任後，將政

事辦理得很好，大家都稱頌他。 

  孔子聽到這兩件事，對祁黃羊稱讚不已，說：「祁黃羊說得太好了！他推薦人，完全是以

才能作標準，不因為是自己的仇人，就心存偏見而不推薦他；也不因為是自己的兒子，怕人議

論而不便推薦。像祁黃羊這樣的人，才稱得上大公無私啊！」 

  公正無私方能克服偏見，像祁黃羊「外舉不避仇，內舉不避親」的事跡，就是典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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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例(二)】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疑人偷斧，宋人疑鄰 

  偏見是人的毒瘤，是事業的障礙。偏見會帶來偏愛和偏恨。俗語說：「情人眼裡出西施，

情敵口裡變東施。」列子記載了一則「疑人偷斧」的寓言：有一個人弄丟斧頭，懷疑是鄰家的

兒子偷了，看他走路的姿勢、面部的表情、說話的態度、行動的樣子，都像是偷斧頭的人。後

來這個人找到了斧頭，再看鄰家的兒子，就一點也不像小偷了。 

  韓非子中有一則「宋人疑鄰」的寓言：宋國有個有錢人，家中的牆被大雨沖壞了。他的兒

子說：「不把牆修好，一定會有小偷來偷東西。」他鄰居的父親也這麼說。天黑之後，有錢人

的家果然遭小偷，丟了很多財物。這個有錢人覺得自己的兒子很聰明，卻懷疑鄰居偷了他的東

西。同樣的忠告，這個有錢人卻採取不同的態度，可見偏見會讓人失去正確的判斷。要克服偏

見，必須先培養公正無私的美德。 

 

五、【語譯】 

  經文中所說「整治自己的家先要修養自身的品德」，是說一般人對於所親近愛護的人便存

著偏見，一味地親近愛護他。對於所輕蔑厭惡的人便存著偏見，一味地輕蔑厭惡他。對於所畏

服敬重的人便存著偏愛，一味地畏服敬重他。對於所哀憐憫恤的人便存著偏見，一味地哀憐憫

恤他。對於所鄙視怠慢的人便存著偏見，一味地鄙視怠慢他。所以，喜愛一個人卻又能了解他

的缺點，厭惡一個人卻又能了解他的優點，這種人在天下是少有的。因此俗話說：「人都不知

道自己兒子的缺失，不滿足於自家禾苗的碩大。」這就是說不修養好自身的品德，就無法整治

好自己的家。 

 

 

九章，釋齊家治國 

※治國在齊家 

章旨 本章解釋治國必先齊家的道理，強調只要擴充孝悌、慈愛的美德，自然能將齊家的功效

推展到全國，而使國家平治。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

國○1 。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2 也。康誥曰：「如保赤子

○3 。」心誠求之，雖不中○4 ，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5 貪戾○6 ，一國作亂（上行下效）；其機○7

如此。此謂一言僨事○8 ，一人定國。堯、舜帥○9 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

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主政者當身體力行，為民表率） 

  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10（講求恕道，正人先要正己）。所

藏乎身不恕○11，而能喻○12諸人者（正人必先正己），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 

  詩○13云：「桃之夭夭○14，其葉蓁蓁○15。之子于歸○16，宜○17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

教國人。詩○18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19云：「其儀不忒○20，正是四

國○21。（治國必先齊家）」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傳

之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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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履祥《大學疏義》：「此章之傳，大抵推明治國者必先齊其家之理，與不齊其家者之不可以

治其國也，反覆言之。至於齊家工夫，則自孝、弟、慈三言之外，未數數言也。齊家之要，

則於三引詩見之，若所謂父子、兄弟、夫婦，是齊家之大端也，所以能化其國人者也。然其

首引桃夭宜家之詩，繼引蓼蕭宜兄弟之詩何也？家道之睽始於婦人，蓋天下之未易化者婦

人，而人情之每易失者兄弟，齊家者而至於使之子之宜家，兄弟之相宜，則家無不齊者矣，

宜乎其儀不忒，而足以正是四國也。正是四國一節，已開下章平天下之意。」 

2.孫奇逢《四書近指》：「雖釋齊家治國，然必歸重人主之身，乃窮源之論。不出家而成教，言

只修身以教家，而自然成教於國。孝者三句，正是不出家而成教於國的柱子。心誠求之，直

推本誠意，乃聯屬家以及國之真血脈也。一人仁讓貪戾，如形之於影，堯、舜之民仁，桀、

紂之民暴，皆一人為帥，而天下從之。所謂一人者，正歸本於君身也。有諸己無諸己，到底

只以身教，絕無求人非人之念。藏身之恕，即堯、舜之帥天下以仁，隱然含下絜矩意。歷數

三詩，只於夫婦、兄弟、父子求宜，其實歸結有國者身上去。宜之者身也，足法者身也，故

曰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傳者以忠恕明一貫，所以稱守約者乎！齊治合傳，言身則家在其中，

言家則皆根說來，總見修身為本意。」 

 

一、【註釋】 

○1 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君子不必走出家門，就能把教化推廣到全國。此句意通於「孝乎惟

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 

○2 使眾：指使役、勞動百姓。 

○3 如保赤子：保護百姓如母親愛護嬰兒一般。赤子，嬰兒。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乃因慈愛幼

小，乃人之本性，心誠求之，雖不中，亦不遠矣 

○4 中：音 ㄓㄨㄥˋ，相合。 

○5 一人：此指國君。 

○6 貪戾：貪婪暴虐。戾，音 ㄌㄧˋ，乖悖暴虐。 

○7 機：本指發動的機關。引申為事物發生變化的關鍵。 

○8 僨事：敗事、不成事。僨，音 ㄈㄣˋ。 

○9 帥：通「率」，領導。 

○10「君子有諸己」四句：指君子自己有善行，然後才可以要求別人行善；自己沒有過錯，然後

才可以指正別人的過錯。諸，之於。 

○11所藏乎身不恕：指自身不具有恕道。藏，懷藏，引申為具有。 

○12喻：曉諭、教導。 

○13詩：指詩經周南桃夭篇。 

○14夭夭：嬌豔美好的樣子。 

○15蓁蓁：草木茂盛的樣子。蓁，音 ㄓㄣ。 

○16之子于歸：這個美好的女子要出嫁了。之，此。于，往。歸，古代稱女子出嫁。 

○17宜：和善親睦。 

○18詩：指詩經小雅蓼蕭篇。    ○19詩：指詩經曹風鳲鳩篇。 

○20其儀不忒：自身的行為沒有差錯。儀，行為。忒，音 ㄊㄜˋ，差錯。 

○21正是四國：匡正四方的邦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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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析】 

  本章論述治家和治國的一致性，然治家仍以修身為基礎，一個人能端正自身、修養品德，

自然能整頓好自己的家庭，進而治理國家。 

  首段說明治國要先從齊家做起：一個人只要能孝親、敬長、慈愛晚輩，依此類推，便能事

君、事長、使眾。文中引用尚書康誥「如保赤子」為喻，強調君主應存慈愛之心，體察百姓疾

苦，就能得到民眾擁戴，國家也就能治理好了。可見能實踐家庭倫理道德，就能「成教於

國」。由此可以歸納出：家族倫理正是政治倫理的基礎。 

  次段申論一人可以影響一家，一家可以影響一國。如果一個統治者能齊其家，使皆具有仁

愛禮讓的美德，則一國之中都會興起仁愛禮讓的風氣。統治者不僅是家人最直接的榜樣，同時

也是國人的表率。統治者仁愛，百姓也隨之仁愛；統治者暴戾，百姓也隨之暴戾。堯、舜和

桀、紂的不同表現，就是最好的例證。國家治亂的關鍵，既繫於統治者的言行舉止，因此統治

者必先正己而後正人，如此百姓才會心悅誠服地接受他的教化。 

  末段三次引用詩經的句子，進一步闡明治國在齊家的道理。首引詩經周南桃夭，言宜其家

人；次引小雅蓼蕭，言宜兄宜弟；再引曹風鳲鳩，言身正才可以正四方之國。這種寫法除了更

能感發人的意志，也希望人們在反覆吟詠之際，心領神會，對其中的意味和道理，有更深刻的

體會和領悟。 

  「國家」僅從詞語關係來看，國和家的關係就是如此血肉相連，密不可分。尤其是在以家

族為中心的宗法制社會時代，家是一個小小的王國，家長就是它的國王；國是一個大大的家，

國王就是它的家長。因此，無論是國王還是家（族）長都有生殺予奪的至高權力；因此，有君

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規範貫穿國與家；也正因為如此，我們才能理解：「治國必先齊其

家」。 

  不過，進入現代社會，情況已發生了極大變化：一方面，國已不允許實行家長制；另一方

面，家已大大地民主化。不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規範已成為過去，就是孝、悌觀念也

日漸式微，喪失了「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的基本條件。而且，「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

者」的現象也不是「無之」，而是不難見到了。比如說，一個優秀教師教不好自己的子女，一

些當政官員的公子以身試法等等。這類事情屢見不鮮，值得令人深思。 

  從另一方面來看，大學的這一章反覆強調以身作則，要求「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

諸己，而后非諸人」，指出「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

者，未之有也」，這些思想卻並不因為社會時代的變遷而失去光彩。它既是對「欲治其國者」

的告誡，值得推薦給當政為官的人作為座右銘；也是對儒學「恕道」原則的闡發，可廣泛應用

於生活的各個方面，作為我們立身處世、待人接物的有益參照。（節錄自楊曉明編現代版四書

五經，臺北薪傳出版社） 

 

三、【名言】◎無責人，自修之第一要道；能體人，養量之第一要法。（明朝‧呂坤） 

     ◎當我們批判他人錯誤的同時，不應該放過對自我的批判，更要以嚴厲的態度來

審視自己。（法國‧蒙田） 

     ◎一個美好的家庭乃是一切幸福和力量的根源。（民國‧冰心） 

四、【語譯】 

經文中所說「治理自己的國家先要整治自己的家」，是說如果自己家人都教育不好，而能教育

好別人，這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君子不必走出家門，就能把教化推廣到全國。能孝順父母，就

能事奉君主；能恭順兄長，就能事奉長上；能慈愛子女，就能役使百姓。尚書康誥上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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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百姓如母親愛護嬰兒一般。」如果誠心向這方面追求，雖不能完全符合要求，但也相差不遠

了。這個道理就像從來沒有女子先學會養育孩子而後再出嫁的。 

國君一家能夠實踐仁愛，仁愛就會在一個國家裡盛行起來；國君一家能夠做到禮讓，禮讓就會

在一個國家裡盛行起來；要是國君貪婪暴戾，那麼全國人民也會跟著起來作亂；這種好壞轉變

的關鍵是這般重大。所以說一句話可以敗壞事情，一個人也可以安定國家。唐堯、虞舜以仁愛

領導天下，百姓也跟著行仁；夏桀、商紂以暴虐領導天下，百姓也跟著施暴。倘若自己的行為

是殘暴不仁的，而要命令百姓實踐仁愛，他們是不會聽從的。所以君子自己有善行，然後才可

以要求別人行善；自己沒有過錯，然後才可以指正別人的過失。如果自身未具備推己及人的恕

道，而想勸勉別人聽從，那是不可能的事。所以說「治理自己的國家先要整治自己的家」。 

詩經上說：「桃花是那麼嬌豔美好，葉子又是那麼美麗茂盛。這個美好的女子出嫁了，要與她

的夫家和睦相處。」能與家人和睦相處，然後才可以教化國人。詩經上說：「與兄弟和睦相

處。」能與兄弟和睦相處，然後才可以教化國人。詩經上說：「自身的行為沒有差錯，所以能

夠匡正四方的邦國。」正因為他無論身為父、子、兄、弟時，都足以作別人的模範，然後人民

才會效法他。所以說「治理自己的國家先要整治自己的家」。 

 

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

有絜矩之道也。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

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

僇矣。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德眾，則得國；失眾，

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

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

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

惟善以為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 

    《秦誓》曰：「若有一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

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

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實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

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

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

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仁者以財發身，

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

其財者也。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歛之臣；與

其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

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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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義為利也。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矩之意也。

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

目功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為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

忽之也。) 

 

【問題討論】 

一、大學之三綱領、八條目分別為何？請加以說明。 

答：三綱領指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八條目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

國、平天下。 

 

二、大學云：「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文中「所厚者」、「所薄者」指什

麼？又為何這樣說？ 

答：文中的「所厚者」指「修身」而言，「所薄者」指「齊家、治國、平天下」而言。一個人

如果重視次要的事務，更甚於主要的事務，那麼他已經犯了「本末倒置」的毛病，期盼他

能成功，無異是緣木求魚。 

 

三、大學云：「君子無所不用其極」，原意為何？與今日用法有何不同？ 

答：「無所不用其極」原指竭盡心力，想盡一切辦法達到至善的境界，為褒義詞；而今日則是

指做壞事時用盡一切卑劣手段，為貶義詞。 

   

四、一個人處在忿懥、恐懼、好樂、憂患的情況下，心往往不得其正，試問在這種情況下，你

會用何種方式來沉澱或舒緩心情？ 

答：可用靜坐、閱讀、聽音樂、冥想或找人傾訴、溝通等方式來改變心情。 

 

五、諺云：「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其寓意為何？請就生活中的事例加以印證。 

答：此句諺語是說：「一般人因溺愛不明，而不知道自己兒子的缺失；因貪得不滿足，而不覺

得自家禾苗的豐美茂盛。」也就是說人常囿於偏見而不自覺。但要知道如果一個人偏見太

深，識人不明，最後損失的還是自己，所以我們應努力地破除成見，致力於修身，才能使

人生更趨圓滿。 

 

六、大學在釋「齊家治國」時，提到「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其

用意為何？ 

答：本章強調要正人必先正己，下屬與人民才能心悅誠服。儒家強調為政者要以身作則，才能

去治理別人，齊家治國方能有所成效。正如孔子所說：「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

淵）、「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子路）這些論點，正可與本章相

呼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