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心人物 

1.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時代魯國人。 

2. 別稱：至聖先師、萬世師表、聖之時者、東方的蘇格拉底。 

3. 弟子三千餘人，知名者七十二人。 

4. 教育方式：因材施教。 

5. 教育對象：有教無類。 

中心思想 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內容 
1. 孔子應答弟子及時人，以及弟子之間談論的紀錄。 

2. 主要在闡述孔子關於修身、齊家、治國的理念。 

3. 四書（論語、孟子、中庸、大學）之一（南宋朱熹編） 

篇名 
共二十篇，492章，每篇篇名取自第 1章首句的前二字（或三

字）。1.學而  2.為政  3.八佾  4.里仁  5.公冶長  6.雍也 

7.述而  8.泰伯  9.子罕  10.鄉黨  11.先進  12.顏淵 

13.子路  14.憲問  15.衛靈公  16.季氏  17.陽貨   

18.微子  19.子張  20.堯曰 

影響 
1. 儒家最重要的代表經典。 

2. 內涵涉及政治、教育、文學、哲學、立身處世等道理。 

3. 二千多年來影響華人最深遠的一本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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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弟子、 

再傳弟子 



孔子論君子與小人的區別：君子喻於義 小人喻於利 

  

君子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君子是有著崇

高的信念，集仁、義、禮、智、信各種高尚品質於一身的道德楷模。他們以弘揚

道義和善化民眾為己任，有著謙遜的氣質和寬廣的胸懷，能夠承擔起維護真理、

正義的重大使命和責任。“君子”是孔子論述的中心和重點。為了辨清“君子”

的形象，孔子常把“君子”與“小人”比較而論，從道德修養、人格理想、義利

觀和行為觀等方面區分了君子和小人,指出兩者最根本的區別，就在於“義”和

“利”上面，君子重義，而小人則重利。以下舉些例子。 

 

一、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意思是說君子能夠領悟的是道義，小人能夠領悟的是利益。這裡的“喻”字，有

“領悟”、“明白”的意思。具體含義是指君子與小人價值取向不同，君子於事

必辨其是非，小人於事必計其利害。所謂“利”，是指金錢、財富等物質利益；

所謂“義”，是指道義、正義等超越物質利益之上的道德價值。君子行事按“義

以為質”，做什麼不做什麼都是“義之與比”後才為之的。而小人只講究私利，

以利來衡量，會為利益捨棄道義，做事只想到有沒有利可圖。 

 

一個真正的君子，必然是具有高尚精神追求的人。孔子說：“朝聞道，夕死可

矣”，“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他稱讚學生顏回：“賢哉，回也！

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孔子自己也是這樣，

“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對於品德高尚的君子來說，快樂

不在於物質享受，而在於精神境界的追求，在於融於道的心靈深處的快樂。君子

能夠安貧樂道，孔子說：“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

為窮困而改節。” 

 

孔子認為君子的修為以“道”為準，符合“道”，可以貴亦可以富，而若違背了

“道”，那是堅決不行的。君子要“見利思義”，他把不義而來的富貴比作浮雲，

說：“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孔子一生追求真理、率學生周遊列國而弘道。有一次，在陳國斷糧，孔子說：“君

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是說君子即使陷於困厄的境地，依然要固守自己的志

向，堅持自己的追求。而小人遇到困境，就會肆意胡為。他的學生子路說：“像

我們這樣在亂世中弘道，真是很難!”孔子說：“既然要弘道，就要在心中永遠



堅持道義，任何情況都不能動搖，就象那些松柏，無論天氣多麼寒冷，霜雪多麼

凌厲，都是常青不謝。” 

 

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這裡孔子把和同與否作為區分君子與小人的一個標準。“和而不同”追求內在的

和諧統一，而不是表象上的相同和一致，“和”的精神是以承認事物的差異性、

多樣性為前提的，是對多樣性的堅守，不同事物或因素之間的並存與交融，相成

相濟，互動互補，使萬物生生不已。而“同而不和”則不然，它旨在排斥異己，

消滅差別，這種單一性傾向，最終必然導致事物的發展停滯直至滅亡。比如五音

諧和乃為律，如果全是一個音符，就無法令人聽下去。 

 

“和而不同”的理念是：君子相交，有容人的雅量與堅持己見的操守，互相取長

補短，不趨炎附勢，不與黑暗勢力同流合污。小人相交，必為共同謀利，依附強

權，各懷損他利己之鬼胎，表面上強求一致，轉過背來就互相攻擊，故同而不和。

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不追求同，不會要求別人跟自己一樣，

各自保持自己的特點。對待朋友，是傾聽和尊重的態度，是一種純凈的不夾雜任

何功利色彩的交往，所以看起來平淡如水，實則是一種心靈的相通。小人則不然，

小人求同，在乎的是外在形式，是在一起、相同這樣的行為結果，而不是內心的

融洽。 

 

孔子說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是說君子內心非常莊重，與人和睦相處，

不拉幫結派、謀取私利。而小人卻總與君子相反。孔子將事事苟同、不講道德原

則的人稱之為“鄉愿”，他批評說“鄉愿，德之賊也”，指出小人、偽君子定然

是眾人所唾棄的。他講判斷一個人的德行“不以眾人的好惡為依據，應以善惡道

德標準為依據”。君子對於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在任何時候都是不會妥協的。 

 

三、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君子光明磊落，不憂不懼，胸襟永遠是光風霽月，象春風吹拂，清爽和暢；象秋

月揮灑，皎潔光華。內心保持這樣的境界，與人為善，所以“坦蕩蕩”。至於小

人呢？總是患得患失，不是覺得別人對不起自己，或者是某件事對自己不利，忙

於算計，受各種利慾所驅使，經常陷入憂懼之中，所以總是“長戚戚”。 

 

孔子提出君子要講誠信。誠實無妄，乃天之道，聖人與天地同心，要做到無人慾

之私、坦然無欺、恆久不怠等。“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即君子應恪守忠信，



表里如一、言行一致，在此表現了君子人格的真誠性，而且說明虛假的偽君子是

儒家所不齒的。 

 

君子禮義存於心，行為光明正直，不搞歪門邪道，“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

於偃之室也”；君子敢于堅持正道原則，糾正別人不符合道義的做法，而不是隨

聲附和，人云亦云。君子與小人的心胸和視野則不辨自明。孔子稱“君子道者三，

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他稱讚顏回的安貧樂道、子貢的聰明真誠、

子路的憨厚勇敢、曾參的忠實坦蕩等。 

 

四、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意思是君子要求自己，小人要求別人，遇到矛盾時君子從自己身上找原因，而小

人只從別人身上找原因。 

 

孔子強調君子有君子之德，“仁”、“義”是君子所必須具有的品德，在仁德的

追求中鍥而不捨，才能達到“仁”的境界。顏回問怎樣才能做到“仁”，孔子說：

“如果你能夠戰勝自己的私慾而復歸於天理，那麼天下人都會稱讚你是個仁

人。”仁與義作為君子之德，小人是無法企及的，君子日日精進向上於進德修業，

小人日日向下沉淪於私慾。 

 

孔子說君子能“內省不疚”、“過則勿憚改”，認為君子能夠不斷反省自己，通

過修身完善自我修養，砥礪自己的品格。小人有錯總要推諸他人或文過飾非，無

法面對自己的缺失。孔子及其弟子在論及學道修行之時往往從自身與周圍人的關

係為出發點來進行思考，他稱讚顏回“不遷怒，不貳過”，是說顏回不遷怒於別

人，不重犯同樣的錯誤。子貢說：“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

之；更也，人皆仰之。”曾參說：“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

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是說每天都須反省數次，從而能在追求理想人格的道路

上永不懈怠。 

 

一次，宋國遇到了水災，魯國派使者前往慰問，宋國國君回應說：“寡人不仁，

因為齋戒不夠誠實，徭役擾亂了百姓的生活，所以上天降下此災，又給貴國國君

增加了憂慮，以致勞煩先生前來。”孔子知道後說：“看來，宋國大概會很有希

望。”學生們問為什麼，孔子說：“當初桀、紂有過錯卻不承認，很快就滅亡了。

商湯、周文王知道承認自己的過錯，很快就興盛起來了。過而能改，君子之道，

善莫大焉。”宋國後來果然成為國富民強的國家。 

 

 



五、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意思是君子成全別人的好事，不促成別人的壞事，而小人則正好相反。作為君子，

會設身處地的去為別人著想，推心置腹、身臨其境，“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孔子說，待人要從做人講起，待人不是目地，而是要使其達到提高境界，歸於天

理。君子嚴己寬人，只有能真正節制自己才能以仁德的胸懷面對世事，才能夠達

到關愛他人、關愛生命、關愛天地萬物，而成就“博施於民而能濟眾”的普遍仁

愛，成為“內聖外王”理想的踐行者。君子的意志不僅是無所畏懼的勇敢，而且

有承擔重任的堅毅，“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

除邪扶正，濟世安民，一切行為以能彰顯倫理道德及作為人民表率為目標，是道

義的實踐者和克己的典範。而小人則只顧眼前利益，喜歡勾結謀私，為滿足個人

私慾而不擇手段。 

 

六、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意思是君子的德行好比是風，小人的品行好比是草，風在草上刮過，草必定向一

邊倒去。孔子認為君子有教化百姓的社會職責，是肩負社會重任的中堅力量，以

經世濟民的功業為抱負。這種擔當精神，也就是儒家人格中所說的“以天下為己

任”。曾參也說過：“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孔子周遊列國時，有一次要到九夷這個地方居住，有人說：“這個地方風俗鄙陋，

怎麼住呢？”孔子說：“君子住在那裡，還有什麼鄙陋的呢？” 

 

單父縣宰宓子賤是孔子的學生，孔子經過單父時，聽到從城中傳來陣陣彈奏琴

瑟、演唱詩歌的聲音，孔子笑著問宓子賤：“治理縣城也用禮樂教化嗎?”宓子

賤回答：“您對我們講過‘君子學道則愛人’，我既然跟您學習了禮樂等教化之

道，當然要把它應用在實踐中。我以對待父親之禮對待老人，以對待子女的心腸

看待孩子們，扶危濟困，招賢任能。百姓們都能和睦相處。”孔子高興的讚嘆說：

“子賤真是個君子啊!遵守天命，以仁德服人，以禮樂治世，百姓歸向於你，而

神明也會暗中助你。你所治理的地方雖不大，但是你所治理的方法卻很正大，可

以治理天下，又何況一個縣城呢?”宓子賤後來成為歷史上“仁政教化”的名

人，使德入民心，民風淳厚，史稱“鳴琴而治”。 

 

 



七、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

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孔子說君子有三種敬畏：“敬畏天命，敬畏地位高、德行高的人，敬畏聖人的話。

小人則不懂得天命而不知敬畏，不尊重地位高、德行高的人，輕侮聖人的話。”

孔子及其學生們一生的天命在於承繼道統，傳續千古之文脈，堅定“道濟天

下”，他認為這是上天所賦予他們的責任，所以必須去做。在禮崩樂壞的社會環

境中，雖然顛沛流離，屢遭艱難，然而卻矢志不渝。 

 

一次，孔子帶著學生來到了宋國，在大樹下教學生練習禮儀。宋國的司馬桓魋威

脅孔子阻止其弘道，派人拔了這棵大樹。他的學生們很擔心老師的安全，就要孔

子趕快離開宋國，孔子說：“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認為他所具備

的德是上天賦予的，桓魋又能怎樣呢？這裡充份體現出他對於天道的堅信和仁者

無畏的精神。 

 

一次，衛國大夫王孫賈曾問孔子說：“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灶，何謂也？”孔子

說：“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孔子對於王孫賈關於奉承奧神、灶神的提

問，告訴他如果人獲罪於天，違背了天理，怎麼祈禱都是沒有用的。孔子強調敬

天知命極其重要，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古語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孔子標出君

子作為理想人格的化身，傳統文化將人們所具有的各種美德都賦予了君子，教人

們做君子莫做小人，使人思考人性與良知的尊嚴價值，謙卑的永遠追求真理，而

不是陷於利慾之中。君子成為歷代人們特別崇尚的楷模，歷史上正是因為有了無

數仁人志士、正人君子堅守著道義和節操，我們中華民族才能夠在風浪里撥開雲

霧，繼續前行。而當今中共卻逆天叛道，破壞傳統文化和人們的正信，迫害追求

真理、修“真、善、忍”的好人，謊言欺世，使道德淪喪，必為天理所不容。在

真相面前，人們一定要明辨是非，做堂堂正正的君子，選擇正義和善良，就是選

擇了光明和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