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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會如何形容孔子?

萬世師表?
因材施教？

聖人?

儒家學說代表？



孔子是儒學之創建者，
孔子的思想亦為整個儒學傳統的精神方向，

當中有何偉大之處?

站在學生的角度，
他們對歷史久遠的《論語》產生距離感，

甚或不明白讀《論語》的意義……

《論語》於「我」的人生有何啟發呢?



1.理解「仁、義、禮」為孔子理論之主脈及三者的

關係

2.論仁與孝的關係

3.論仁與君子的關係

教學目標



一、何謂「仁、義、禮」？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
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
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顏淵曰：「回雖不敏，請
事斯語矣。」（《顏淵》第十二）

仁與禮

•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
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 顏淵為孔子最欣賞的學生，其答案值得參考。
• 克己復禮為仁，該如何解讀？
• 何謂仁？仁與禮有何關係？



克己復禮為仁

克己：克制自己的私欲
復禮：使言行合乎禮

換一個角度，如果我們不克己
復禮呢?

不克制自己欲望，不遵守禮，
會有甚麼問題？

仁
克己復禮，
為何就能實現仁？

動物？
只有動物隨欲望本能行事



仁

作為人的自覺心，
意識到自己與動物不同，

不能憑欲望行事。



仁與禮

當顏淵再追問實行仁有什麼綱目，
孔子回答：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
勿動。

我們都知道禮是秩序性觀念；一切秩序的具體內容，
但禮與仁的關係是怎樣的？



仁、義、禮

仁
作為人的自覺心，
意識到自己與動
物不同，不能憑
欲望行事。

作為一個人，
有甚麼應該做，
有甚麼不應該做?

義：正確的、
合宜的

禮:節度秩序、禮制的規範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二、論仁與孝的關係



論仁與孝

為甚麼孔子特別強調孝?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學而》第一）

為何孝為仁之本？



孝為仁之本

仁:作為人的自覺
心，意識到自己與
動物不同，不能憑

欲望行事。

作為一個人，我們
應該如何對待生我
養我的父母？

動物不會對父母有盡孝的心，
但人會孝敬、關愛父母。



孝為仁之本

作為一個人，
我們應該如
何對待父母？

作為一個人，我們應該如何對待
兄弟姐妹？

作為一個人，我們應該如何對待
朋友？

作為一個人，我們應該如何對待
身邊的人？



論仁與孝

為甚麼孔子特別強調孝?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學而》第一）

為何孝為仁之本？
• 孝是從仁延伸而來的觀念。
• 當我們對父母有孝敬之心，也能推而廣之，以禮

對待其他人。



論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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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政》第二）

為何死後仍要以葬
禮待父母?

為何孔子特別強調
以禮盡孝？
如何現體仁?



論孝

禮的根源在於仁，
在於心，禮能彰顯
其孝心。

為何死後仍要以葬
禮待父母?

為何孔子特別強調
以禮盡孝？
如何體現仁?

父母生前死後，其
孝心也不會消失，
仍然會透過禮孝敬
父母。



論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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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政》
第二）

子曰：「父母
之年，不可不
知也。一則以
喜，一則以
懼。」（《里
仁》第四）

子曰：「事父母
幾諫 ，見志不
從，又敬不違，
勞而不怨 。」
（《里仁》第四）

強調對父母的孝敬之心，由禮彰顯，從而體現仁



三、仁與君子的關係



論君子

君子的特質
君子與小人的

分別



論君子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君子哉！」（《衞靈公》第十五）

仁：
作為人的自覺心

→君子的自覺心

義：
正確的、合宜的

→君子的處事原則

禮：
節度秩序

→君子的外在行為



論君子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述而》第七）

如何體現仁?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
勿憚改。」（《學而》第一）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
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顏淵》第十二）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憲問》第十四)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衞靈公》第十五）



孔子心目中的君子

• 莊重威嚴

• 知錯能改

• 言行一致

• 自我反省

• 要求自己

• 不擔心別人不了解自己

• 心境舒坦

對自己的要求

待人處事的態度



君子與仁者是否一樣?



君子與仁者

仁者
• 仁者安仁
• 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
以成仁。

君子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
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
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
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里仁》第四)

• 仁者不會因貪生而
損害仁，反而會為
仁犧牲生命。

• 君子沒有片刻離棄
仁，即使倉卒匆忙
或顛沛流離。



君子與仁者

• 均以仁為本，發自內心行仁
• 無論甚麼情況下都不會離棄仁



總結

仁
作為人的自覺心，
意識到自己與動
物不同，不能憑
欲望行事。

義：正確
的、合宜
的

禮：
節度秩序



仁
作為人的自覺心，

我們該如何對待
父母

孝

我們該如何待人
處事

君子

以義為處事
原則

以禮彰顯



孔子思想有何偉大？

孔子身處禮崩樂壞的時代，
孔子強調的不僅是禮，

還有守禮背後的意義和價值：
當我們有作為人的自覺心，就應該守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