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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先秦諸子中，孟子是對憂患意識論述最為深刻的思想家。孟子生於戰國時期，針對時局

的混亂，孟子＜滕文公篇下＞云：「楊墨之道不息，孔子之道不著，是邪說誣民，充塞仁義也，

仁義充塞則率獸食人，吾為此懼。」又云：「我亦欲正人心，息邪說，距跛行，放淫辭，以承三

聖者﹔豈好辯哉？予不得已也。」＜公孫丑篇下＞：「五百年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孟子「吾為此懼」之言，表達了心中強烈的憂患感與

使命感，所以汲汲奔走于鄒、齊、魯、宋、梁、滕等國之間，宣揚孔子學說，「不得已」「舍我

其誰」的自我期許，正是孟子「直道而行」的堅毅實踐。本篇旨在透過孟子的憂患感與使命感，

發揚孟子憂患意識之精微，及由憂患意識所激發之「自強不息」的向上生活態度，由是而落實在

自我修身及經國濟世的具體實踐上。 

 
結果與討論 

孟子以人性主體的自覺，肯定「凡事操之在我」，所以在大環境的變動下，強調自我主體的

能動性，透過自我高度的意識，在變亂中掌握主控權，而化危機為轉機。 

＜告子篇下＞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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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於

安樂。」 

孟子從國家興衰的歷史經驗指出，朝廷無輔弼忠諫之臣及敵人外患，往往是造成國家滅亡的

主因，因此孟子強調憂患自覺的重要性。以為人若能有此自覺，雖身處安樂，也能警惕而不失，

或身處窮窘，也能奮發而不困。 

＜告子篇下＞云：「人恆過，然後能改；困于心，衡於慮而後作。」 

＜盡心篇上＞云：「人之有德慧術智者，恆存乎疢疾。」 

由此，我們可知個人憂患意識的建立，反轉化成一股積極的原動力，而成為衝破大環境險阻

的助力。孟子「憂患意識」的本質，既是一種積極的、主動的應世態度，那麼憂患意識在個人的

造就上是必須且無畏的。 

＜告子篇下＞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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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心篇上＞云：「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人要能承大任，必需經過一番苦熬；孤臣孽子能「達」，也在於深、危的憂患感，沒有承受

的能力，是無法有所作為的。因此憂患意識伴隨的是自強不息、向上提昇的追求精神。這精神正

與＜周易‧乾＞「天行健，君子以自強不息」，孔子「發憤忘食，樂以忘憂，不知老之將至」＜

論語‧述而＞一脈相承。孟子就歷史前賢事跡，提出例證： 

＜告子篇下＞云：「舜發于畎畝之中，傅說舉于版筑之間，膠鬲舉于魚鹽之中，管夷吾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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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孫叔敖舉于海，百里奚舉于市。」 

孟子舉出舜、傅說、膠鬲、管夷吾、孫叔敖、百里奚等先賢，最初都是生活在艱辛困苦中，正

是這種艱辛困苦，磨難了人生，砥礪了人生，鍛煉了人生，豐富了人生，從而使他們能在以後建

立自己的偉業，俗云「殷憂啟聖」，正是這個道理。     

孟子對憂患意識的內涵，也作了深刻的陳述。憂患意識不是個人利益的患得患失，也不是毫

無理想的杞人憂天。憂患意識包含兩層意義，就個人修身說，是成聖成賢的自我惕勵與要求，是

「舜，何人也？禹，何人也？有為者亦若是。」的積極向上提昇。 

＜離婁篇下＞云：「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日之患也。乃若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

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於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

若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人，無為也，非禮，無行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不患矣。」 

孟子曾說「人異於禽獸者幾希」，因此，人更應該提昇自己以有別於禽獸。文中點出君子之

憂，是唯恐自己無法「如舜」，不免自己成為「鄉下人」，所以「戰戰兢兢，如臨深淵，如履薄冰」

般的，視為「終身憂之」的目標。這種成道的過程是漫長且充滿自省意味的。就應世經國來說，

是「憂以天下，樂以天下」的仁愛奉獻精神。 

＜離婁篇下＞云：「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溺者，由己溺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

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易地則皆然。」 

＜滕文公篇上＞云：「堯以不得舜為己憂，舜以不得禹、臯陶為己憂。夫以百畝之不易為己

憂者，農夫也。」 

＜滕文公篇上＞云：「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暖

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契為司徒，教以人倫。」 

＜梁惠王篇下＞云：「樂民之樂者，民亦樂其樂，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樂以天下，憂

以天下，然而不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指出古代聖賢如堯、舜、禹、稷、顏回等，無論是當道不當道，其仁愛之心是相同的，

都能以百姓為念，並思有以成就之者。所以憂心如焚，汲汲透過各種措施，改進百姓生活。這種

具有崇高人道思想的的政治理想，至宋朝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樂而樂」而達到了

最好的發揮與成就。 

 

自評 

    憂患意識是孟子對人生價值及人生目標的提醒與警惕，畢竟人與禽獸之分別「幾希」，這「幾

希」的微小差距，正需要吾人透過自強不息的精神去跨出，所以孟子的憂患意識實具有積極向上

提昇的意義。孟子就憂患意識的內涵，從「內聖外王」的過程作了精闢的指陳，內聖上強調「憂

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外王上強調「樂以天下，憂以天下」。在現今社會充斥著短視近利的惡

風，孟子憂患意識的提出，正如暮鼓晨鐘，可以敲醒渾渾噩噩的普世大眾及操弄權術的政客。所

以此文的研究是符合時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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