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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儒家思想是中國文化的主流，而最具代表儒家思想的人物，即是孔、孟。孔子是至聖先師，

終其一生都在告訴我們做人的道理。他無意建立一套學說，只是把生命體證的真理，和盤托出。

以內在的真誠來面對我們所有的生命。 

 本論文旨在探索孔子的憂患思想，孔子說：「德之不修，學之不講，聞義不能徙，不善不能

改，是吾憂也。」孔子憂患的是「德之不修」，而「德」的修養，須透過「講學」，始能肯定「修

德」的重要；而「修德」則從「聞義」要「徒」，「不善」要「改」著手。 

 
結果與討論 

本論文分三項綱要來探討：(一)憂患意識(二)主體自覺(三)力行實踐。茲分述如下 

(一) 憂患意識： 

1. 存在命限： 

子曰：「道之將行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道的行廢都有命限。孔子談命，不

是消極的宿命，而是要你認清客觀的因緣條件。這因緣條件，包括文化的傳承，社會的思潮

與人生的際遇等。命即是指客觀的因緣條件，所以有其有限性，故名之曰「存在命限」。人

能認清存在命限，才能更肯定自己的生命，走出人人能走的大道，人人該走的正道。 

2. 過： 

「人非聖賢，熟能無過」所以過是人的有限性的浮現。君子之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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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之過，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

之。」孔門不希求人不犯過，重要的是「知過」、「改過」。「知過」必須有智慧，「改過」則

須有道德勇氣。孔子說：「過而不改，是謂過矣。」 

(二) 主體自覺─仁： 

人文的文化要建立起來，歸結起來還是在人本身。孔子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論語衛靈

公篇)人能弘道，因為道德的主體─仁是人人具足的，不假外求。 

1. 仁有自覺義 

孔子說：「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論語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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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仁有主宰義 

孔子說：「為人由已，而由人乎哉。」(論語顏淵) 

仁是人人固有，本來具足的；而仁心的自覺，必定要靠自己。仁心自覺，則具足三種德性即：智、

仁、勇。孔子說：「仁者不憂，知者不惑，勇者不懼。」於是生命的尊貴，便可挺起。不單能「成

己」、「修己」、「內聖」，且能「成物」、「安人」、「外王」。 

(三) 力行實踐 

孔子的思想，重在喚醒仁心的自覺；而仁心的自覺，須靠力行實踐。孔子說：「吾才有五而志於

學，三十而立，四十而不惑，五十而知天命，六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不踰矩。」(為政)

這是孔子成德的歷程，也是孔子成學的歷程。孔子又說：「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不如

丘之好學也。」好學不倦，力行實踐，故終能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明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

鬼神合其吉凶。總之，孔子之教，是踐德成聖之報，亦極高明而道中庸之教。 

自評： 

孔子的憂患思想，旨在喚醒主體的自覺。面對客觀的命限，是一種美麗的無奈。但主體的自覺，

卻開展出生命高貴的尊嚴性。透過生命的一番自覺，人類展現出最大生命的財富─仁與智。「成

已，仁也；成物，智也。」成己成物，修己安人，內聖外王，生命乃能成其大我人格的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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