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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論語•顏淵》

1

名言溯源  

古文

　　仲弓問仁。子曰：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
如承大祭。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在邦無怨，
在家無怨。」	仲弓曰：
「雍雖不敏，請事斯語
矣！」

《論語‧顏淵》（節錄）

今譯

    仲弓問孔子甚麼是仁。孔子回
答道：「出門工作時，要像接見貴賓
般莊重；役使百姓時，要像負責盛
大祭典般謹慎。自己所不喜歡的事
物，就不要強加在別人身上。在諸
侯國不使人怨恨；在卿大夫的家也
不使人怨恨。」仲弓道：「我雖然遲
鈍，但一定會實行先生的話。」

小百科 

 孔子（約公元前 551-前 479年）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時期魯國人（今山東曲阜）。孔子的
「子」不是他的名字，而是古代對品德高尚、有學問及地位的男子
的美稱。他是中國偉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也是儒家學派的創始
人。孔子的儒家學說推崇「仁」（愛人自愛）和「禮」（遵守禮制），
他認為東周天子地位衰落，王命不行的原因在於社會失去秩序，
因此提倡恢復周禮去挽救禮樂崩壞的情況。及至漢武帝獨尊儒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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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後，儒家思想便成為了中國的主流價值觀，深深影響後來的文化
和社會發展，孔子亦為後人尊奉為「萬世師表」。

  仲弓（生卒年不詳）

    冉雍，字仲弓，也稱子弓，是孔子的學生，春秋時期魯國
人。孔子曾按弟子的特長分為德行、言語、政事和文學四科，並
列出十名傑出弟子，世人稱這十名弟子為「孔門十哲」，仲弓是其
中之一。仲弓出身寒微，但是待人誠懇寬厚，位列德行科。他不
獨德行出眾，孔子更稱讚他「可使南面」，即指他才德兼備，才能
足以擔任一部門或一地方的長官。

 《論語‧顏淵》

    最能體現孔子思想學說的書，可說是由孔門後人集體編寫而
成的《論語》。《論語》是一部語錄體，載有孔子和其弟子，以及其
弟子與門人之間的對話。全書分為二十篇，篇名通常取自篇首的
二、三字。《論語》中常見的「子」和「夫子」都是指孔子，「弟子」
指孔子的學生，而「門人」則指孔子弟子的學生，即是再傳弟子。

   《論語‧顏淵》是《論語》的第十二篇，共二十四章，主要記述
了幾名弟子向孔子問「仁」的對答。篇名提到的顏淵，又名顏回，
字子淵，與孔子同是魯國人，是孔子最喜愛的弟子。孔子曾用
「賢哉，回也」、「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來稱讚顏淵的德行。根
據《論語‧雍也》記載，顏淵家境貧窮，日常只有「一簞食，一瓢
飲」，但他仍「不改其樂」，依舊安貧樂道。此外，孔子和顏淵感
情非常深厚，他在顏淵死後，更言：「天喪予！天喪予！」可見顏
淵的死對孔子而言是沉重的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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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言共賞  
   「仁」是儒家學說中一個重要的概念。《論語》中「仁」字出現
了107次之多，而在《論語‧顏淵》中，也可見不少弟子先後「問
仁」。孔子因材施教，根據弟子的性格與理解能力，對「仁」作出
不盡相同的回應，例如對「聞一知十」的顏淵，孔子便教他「克己
復禮」，約束自己，使言語行為符合規範；司馬牛魯莽，故孔子教
他說話要謹慎。對於反應較遲鈍的學生，例如樊遲「問仁」，孔子
便直接告訴他「愛人」。簡而言之，孔子提及的「仁」，如《禮記‧

中庸》所言：「仁者，人也」，是人與人相親相愛的意思。

    當仲弓問仁時，孔子回答了仁者待人處事的方法──「己所
不欲，勿施於人」，意思是自己所不喜歡的事物，就不要強加在別
人身上。這個原則要求人處理事情時自我約束，多顧及他人的感
受，因為把自己不喜歡的事物強加於人，或會使人難受。這句話
說明了我們做人處事時必須保持「同理心」，先設想他人的處境，
嘗試代入對方的角度，這樣才能明白別人的難處，反思自己待人
是否過於苛刻。孔子認為只要將心比己，不把自己不喜歡的事
物強加於人，人們就能和諧共處，社會便會充滿祥和的氣氛。因
此，體諒他人，就是「仁」的具體表現。

    西方也有與這句名言相類似的看法，例如著名科學家愛因斯
坦曾說過：「生命的意義在於設身處地替人着想，憂他人之憂，
樂他人之樂。」這句話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同樣主張將心
比己，為人設想。以下漫畫是關於大禹治水的故事，以及戰國時
期孟子與商人白圭的對話。他們論及大禹治水一事時，白圭從功
利的角度出發，認為只需把洪水引導到別國便能省下大量功夫，
大禹根本不需要花費多年時間治水；孟子從仁的角度出發，認為
不應該把洪水引導到別國，禍害他人，當中所說的便是「己所不
欲，勿施於人」的道理。



經過十三年的奮戰，他成功疏通九條大河，
消除了水患，完成了流芳千古的偉大事業。

每當大禹想到有人被洪
水淹沒時，心裏就痛苦
不安，好像自己的親人
被淹死一樣。

那 時 候 他 剛 新 婚，
可 是 仍 忍 痛 告 別 妻
子，前往治水。

大禹率領二十七萬民眾，日以繼夜地疏導洪水。

大禹

上 古 時 期，中
原 洪 水 泛 濫，
大禹奉命治水。



白圭和孟子談起大禹治
水的事 ……

讓我來治水肯定做得比大禹好。其實只需要修

築河堤，便可把洪水引導到鄰國去，這樣做不

是省事得多嗎 ?

你錯了！大禹把洪水

排到大海去，你卻排

到鄰國去。這種損

人利己的行為，只會

被仁者所厭惡。

孟子 白圭
戰國時期



7

己
所
不
欲
，
勿
施
於
人
。

1

示 例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道理雖
然耳熟能詳，但在我眼中，卻是過於
理想了。我總認為，別人的痛苦，我
未必能夠感同身受，這樣，我又怎能
將心比己呢？然而，經過今天老人院
的義工活動，我好像逐漸明白到這句
話的真諦。
　　其實，我從沒想過要到老人院當
義工。畢竟聽着老人家談往事，喋喋
不休的我啊你啊一直說下去，我只感
到厭煩。可是今天，在「加操行分」的
利誘下，我終於踏進老人院的大門。
　　甫進門，悶熱的空氣隱隱散發着
老人的尿騷味，偶爾更傳來濃痰卡在
喉嚨吐不出來的咳嗽聲，一聲又一
聲，好像快要撕心裂肺似的。我當下

 增分點

名言活用

　　孔子提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教導我們做人處事時必須
保持「同理心」，懂得體諒他人。以下的寫作題目要求以自身經歷
帶出這句名言背後的道理。寫作的關鍵是先了解名言的真正意思，
並清楚交代自己體會這道理的經歷。寫作的重點在於「經歷」，因
此文章宜通過比較經歷前後的思想變化，突出事件帶來的影響。

寫一次令我明白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道理的
經歷。

題
目

✪	善於選材，提升文
章立意：相較吃喝
玩樂、遊山玩水等
個人瑣事，一些與
社會大眾有關的題
材，如參與義工活
動，寫作的價值顯
然較高。

✪	善用多感官描寫，
使描述細緻深刻：
透過嗅覺與聽覺等
感官描寫，細緻刻
畫 令 人 厭 惡 的 情
境，使讀者彷彿親
歷其境，留下深刻
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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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一沉，看來接下來的三小時會非
常難熬。
　　過了一會，社工安排我陪伴陳婆
婆吃午飯。陳婆婆倒是挺開朗的，東
拉西扯無所不談，提起孫兒時，她更
樂得眼睛瞇成一線，連飯也不記得吃
了。陳婆婆率真的個性，令我本來鬱
悶的心情稍稍舒暢一點，也許是我太
先入為主了，也許老人不一定是難纏
的。
　　正當我推着輪椅送陳婆婆回房間
時，她忽然失禁，排泄物更濺到我的
鞋面！我立時後退一步，差點便衝
口而出：「怎麼搞的，真麻煩！」然
而，剛要抱怨的我只見陳婆婆默默低
下頭，雙眼盯着地板，儼如做錯事的
孩子般，迴避我的視線。我望着她瑟
縮在輪椅上，本已瘦弱的身軀更形渺
小。她本來健談爽朗，這刻，到底是
她老化的身體還是我厭惡的目光令她
難堪？
　　想到這裏，心坎有所觸動，我不
禁輕歎了一口氣。也許，暮年的我會
跟陳婆婆一樣無助，也許，我也會像
她一樣蜷縮在輪椅上，也許，我會同
樣迴避他人的視線。不過，此刻我至
少可以不使她難受。終於，我把要說
出口的指責生生止住，因為，我醒覺
到，罵語是傷害老人的利刃。想到自

✪	細緻描寫心理，突
出情感變化：仔細
刻畫心理狀況的改
變，如從感到麻煩
轉而感到失落、慚
愧，然 後 悟 出 道
理，改變以往的觀
念，能使情感變化
真實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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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若有一天遭人嫌棄，那柄傷人的匕
首同樣會割傷自己，我的心頭便不禁
一顫，「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說的
就是這道理吧？於是，我拍拍陳婆婆
的肩膀，蹲下身，拉着她滿佈斑點的
手，安慰她說：「不要緊，真的不要
緊。」
　　陳婆婆趕忙抱了抱我，輕輕地
說：「謝謝你，謝謝你沒有嫌棄我。」
我先是一愣，接着感到一股悲傷。我
詫異的是沒料到陳婆婆會為了這樣的
小事而向我道謝，悲哀的是她也許早
已被無數罵語形成的利刃劃過，遺下
長長短短的疤痕，並且習以為常。我
苦笑着搖搖頭，道：「不，我該謝謝
你。」陳婆婆不明所以，但仍掛着可掬
的笑容目送我離開。我希望，在沒有
傷害她的同時，也能撫平她的傷痕。
　　經過這次探訪，我忽然覺得自己
長大了那麼半點，至少曉得人與人之
間應該互相尊重，也明白了「己所不
欲，勿施於人」的道理。多為別人着
想，原來能讓自己和別人都快活一
點。陳婆婆，謝謝你讓我學會尊重別
人。

✪	運用首尾呼應，點
明題旨：再次點出
名言的道理，呼應
題旨，並說明「己
所 不 欲，勿 施 於
人」的原因，例如
尊重別人、人生而
平等、人皆有惻隱
之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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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而能改，善莫大焉。
《左傳 ‧ 宣公二年》

2

古文

　　晉靈公不君，厚
斂以彫牆，從臺上彈
人，而觀其辟丸也。
宰夫胹熊蹯不熟，殺
之，寘諸畚，使婦人
載以過朝。趙盾、
士季見其手，問其故
而患之。將諫。士
季曰：「諫而不入，
則莫之繼也。會請
先，不入，則子繼
之。」三進及溜，而
後視之，曰：「吾知所
過矣，將改之。」稽
首而對曰：「人誰無
過？過而能改，善莫
大焉。《詩》曰：『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
夫如是，則能補過者

今譯

　　晉靈公違反為君之道，徵收重稅
來修建華美的牆壁；從高台上用彈丸
射人，看他們躲避彈丸來取樂。廚子
燉熊掌燉不熟，晉靈公便殺了他，放
在草筐裏，命令宮女抬着走過朝廷。
趙盾和士季看到屍體的手，問起他被
殺的緣故，為此感到擔心，並準備進
諫。士季說：「若你勸諫國君而他不
接納，就沒有誰能接着勸諫了。請讓
我先去，假如國君不接納，你再接着
勸諫。」士季往前走了三次到達屋簷
下，晉靈公才理睬他，說：「我知道
自己所犯的過錯了，打算改過。」士
季叩頭回答說：「誰沒有犯過錯？犯
了過錯而能夠改正，沒有比這更好
的事了。《詩經》說：『事情不難有個
開始，但很少能堅持到底。』像《詩
經》這樣說，能夠彌補過錯的人就很
少了。君王能貫徹始終地改過，那麼

名言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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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百科 

 《左傳》

　　《左傳》又名《春秋左氏傳》，是一部為《春秋》補注的編年體
史書，共三十五卷。《春秋》是一部記述春秋時期魯國二百多年歷
史的史書，由孔子撰寫，言簡意賅，寓有褒貶，全書記事簡略，
少則一字，多則不超過四十五字，故古人曾撰書以解釋和說明
《春秋》，而這種補注典籍的書稱之為「傳」，《左傳》即屬一例。
《左傳》雖然是解說《春秋》的著作，但本身的史學和文學價值極
高，它繼承了《春秋》精練的筆法，對歷史作出評價，自成一家，
是一部出色的史書。另外，《左傳》也長於敍事，善於描寫細節，
情節富有戲劇性，尤其善於描寫戰爭場面，是一部優秀的文學作
品。

 《詩》

　　士季曾兩次引用《詩》的句子來勸諫晉靈公，委婉地勸他改
過。這裏的《詩》指《詩經》，是我國最早的詩歌總集，收集了周
朝的詩歌，有「風」（民間詩歌）、「雅」（宮庭宴享或朝會的樂歌）、
「頌」（祭祀舞曲）三類作品。在古代，很多場合都會引用《詩經》
以美化辭令、委婉地表達情意，例如典禮、饗宴、進諫、外交場
合等。孔子認為《詩經》具教化作用，能做到「興」（抒發情志）、

鮮矣。君能有終，
則社稷之固也，豈惟
羣臣賴之。又曰『袞
職有闕，惟仲山甫補
之』，能補過也。君
能補過，袞不廢矣。」

《左傳 ‧ 宣公二年》（節錄）

江山就會穩固，豈只羣臣有所依賴？
（《詩經》）又說『周宣王有過失，只
有宰相仲山甫能夠彌補』，這是說周
宣王接受大臣規勸，能彌補過錯。君
王能夠彌補過錯，君位就不會丟失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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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觀察社會和自然）、「羣」（結交朋友）、「怨」（諷刺不平之
事），因此有「不學《詩》無以言」的說法。到漢代，《詩經》更被
奉為儒家五部經典之一，成為學子必讀的典籍。

  晉靈公（約公元前 624-前 607年）

　　晉靈公是春秋時期晉國的君主，趙盾和士季分別是他的宰
相和將軍。晉靈公殘暴昏庸，荒淫無道，士季曾力諫他「過而能
改，善莫大焉」，晉靈公答應了，但隨即又故態復萌，屢勸不改。
然而趙盾沒有放棄，不斷向晉靈公進諫，因此開罪了他，招來殺
身之禍。晉靈公曾派鉏麑暗殺趙盾，鉏麑不願殺害忠義的趙盾而
撞樹自殺；及後晉靈公設宴招待趙盾，打算暗中派兵殺害他，幸
好趙盾的部下提彌明得知後設法相救，保趙盾周全。晉靈公知錯
不改，引起朝中上下不滿，最終被大臣所弒，在位僅十四年。

  袞

　　袞是古代天子祭祀時所穿的衣服，繡有龍的圖案，後被借代
為天子，並衍生「袞職」（天子的職位）、「補袞」（大臣規勸天子彌
補過失）等詞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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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言共賞  
　　從《左傳 ‧ 宣公二年》的記載可見，晉靈公是一個荒淫無道
的國君，不但徵收苛捐重稅，還草菅人命，實在罪大惡極。後來
他接受大臣士季的勸諫，打算改過，士季說他「過而能改，善莫
大焉」。人難免會犯錯，最重要的是正視過錯，並貫徹始終地改
過，這已經是難能可貴的事。俗語也有云「浪子回頭金不換」，一
個誤入歧途的人若能知錯改過，是比得到黃金還要值得高興的事。

　　「過而能改」是儒家提倡的品格之一，更是成為君子的要求。
孔子曾言「過則勿憚改」，知道自己犯了過錯，就要勇敢面對，不
要害怕改過。古人更強調知錯就要馬上改過，《孟子 ‧ 滕文公下》
就用了一個偷雞的故事，說明知錯而沒有即刻改過，非君子所
為：有個人每天都偷鄰居的雞，別人說這不是合乎道德的行為，
勸他不要再做，他竟說會漸漸減少偷雞的次數，直至明年才罷
手。別人指責他既然知道自己的行為不對，應該馬上改過，而不
是待明年才改。儒家認為比犯錯更嚴重的「過失」是「過而不改，
是謂過矣」，知道自己犯錯而不改過，這才是真正的過錯。

　　中國歷史上有很多知錯能改的名人，為人熟悉的有「負荊請
罪」的廉頗。戰國時期，趙國的藺相如以其出眾的口才取回被秦
國奪去的和氏璧，趙王封他為上卿，地位比曾立戰功的大將軍廉
頗還要高，廉頗因此心有不甘，常常借故羞辱藺相如，而藺相如
則處處忍讓。藺相如的門客以為藺相如怯懦，紛紛向他請辭，
藺相如阻止門客，並解釋秦國顧忌自己和廉頗而不敢攻趙，如果
他倆相爭，就有可能影響國家安危，他不會為了私怨而使國家蒙
難。這番話傳到廉頗耳裏後，廉頗明白到自己的不是，於是脫下
衣服，背上荊鞭，到藺相如府請罪，最後兩人冰釋前嫌，成為知
交好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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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言活學  
　　人生在世，難免有做錯事的時候，只要我們承認過錯，並幡
然悔改，也是值得欣賞的。然而，「過而能改，善莫大焉」這句名
言實踐起來，不論是自我悔改或原諒他人，又是否容易做到？

小兄弟離家出走揭醉駕悲劇

【本報訊】前天深夜，警方發現一對九歲及六歲的小兄弟流浪街

頭，揭發一宗醉駕悲劇。六年前，小兄弟因父親被一名酒後駕駛

的男子撞斃，從此與母親相依為命，其母平日忙於工作，缺乏時

間照顧小兄弟，他們疑因百無聊賴，便擅自取去家中金錢，到街

上購物遊蕩。撞斃小兄弟父親的男子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後悔

並稱已改過自新，期望小兄弟聽話，不要讓母親擔心。

✪	 	對於一些影響深遠的過錯，即使決心改過，是否一定能彌
補過失？

更生人士就業障礙多

【本報訊】社區組織協會上月訪問了510名更生人士，發現不少受

訪者受雇主歧視而找不到工作。84.6% 的受訪者表示雇主曾查問

自己的刑事犯罪紀錄（案底），當中超過五成人如實向雇主坦承自

己有案底，結果有86% 的人不獲聘用。受訪者中更有70.5% 表示

曾遇到歧視，當中包括不獲聘用、受到雇主懷疑等，有約一成人

甚至被解雇。

✪	 原諒曾犯錯的人是否容易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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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言活用

　　以下是一篇議論文，題目要求我們表達對「律己以嚴，待人
以寬」這句名言的看法。這句話包含修身和待人兩種態度，寫作
時不論是完全同意、部分同意還是反對這句話，都必須有條理地
闡述自己的看法，並以例子佐證。論及修身處世的道理時，如能
適當引用相關的經典名句，便能言簡意賅地增加說服力。

談談你對「律己以嚴，待人以寬」的看法。題
目

示 例

　　從古聖賢的典籍中，今人得出「律
己以嚴，待人以寬」的道理。這句話
可分為兩部分，前半句是修身方法，
指人應該嚴格地約束自己，力求進
步；後半句是處世方法，指人應該寬
厚地對待別人，不強人所難。「律己以
嚴，待人以寬」一點也不容易做到，
但若能在生活中實踐，必定裨益無窮。
　　要成功，「律己以嚴」是不二法
則。戰國時期，蘇秦遊說秦王失敗
後，回到家中日夜讀書鑽研學問，以
求東山再起。蘇秦對自己非常嚴格，
經常通宵達旦地讀書，為免睡覺拖慢讀
書進度，不惜懸樑刺股。最終蘇秦學
有所成，成功遊說秦國以外六個國家
的君主共同抗秦，除了一雪前恥外，

 增分點

✪	開門見山，節奏明
快：先解釋題目意
思，然後明確表示
個人立場，緊接開
展下文，使文章節
奏明快。

✪	積累史例，信手拈
來：論說觀點時用
上歷史人物故事，
不 但 能 加 強 說 服
力，還能提升文章
趣味，平日宜多閱
讀，以積累這些故
事為寫作素材，寫
作 時 便 能 信 手 拈
來，得心應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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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得到六國君主的重用，最終名成利
就，流芳百世。可見嚴格要求自己，
重複審視自己的弱點，然後找出相應
的改善方法，我們就能不斷進步，甚
至推動整個社會的發展。
　　歷史上，許多政權的更迭都是因
為在位者「律己以寬」而致，這些在位
者以過於寬鬆的態度來約束自己，更
甚者是毫無約束，商紂就是一個縱情
享樂、不理國事、遺臭萬年的昏君，
也是商朝最後一個君主。他喜好美
色，不斷從各地挑選美女入宮，又興
建酒池肉林，不分晝夜地取樂，使國
家民不聊生，怨聲載道。最終商朝被
推翻，商紂也只落得一個自戕而亡的
下場。「律己以嚴」能使人遠離誘惑，
避免墮入放任而招致滅亡的陷阱。
　　毫無疑問，嚴以律己是使人進步
的動力，然而，為甚麼我們要嚴格地
約束自己，卻寬厚地對待別人呢？
孔子曾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
矣」，寬厚待人可以締造和諧社會。人
總是批評別人多於自我反省，若不提
醒自己寬厚待人，便很容易變成「苛
刻鬼」，引起人事糾紛。一個人若能
寬厚待人，接受別人做得不夠好的地
方，給予人「過而能改」的機會，那麼
大家都會樂意跟他合作，「待人以寬」
顯然是有利團隊合作的。

✪	正反論證，說服力
強：文章論證「律
己 以 嚴」和「待 人
以寬」這兩個論點
時， 均 以「正 —
反」模式論證，先
運用舉例論證證明
論點，然後運用反
面論證，指出論點
對 立 面 的 弊 端。
運用正反論證，能
加 強 論 點 的 說 服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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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凡事「待人以嚴」，無時無刻
都要求別人力臻完美，恐怕沒有人能
吃得消，更可能會顧此失彼。現今有
家長採取「待人以嚴」的方式教育子
女，時刻要求子女取得優秀的成績，
新聞曾報道過一些小學生因考試成績
達不到父母的要求而終日鬱鬱寡歡，甚
至企圖自殺。「待人以嚴」的時候，如
何拿捏「嚴」的準則，顯然也是一門學
問。
　　要適當地實踐「律己以嚴，待人
以寬」的道理並不易。若未能掌握分
寸，律己過嚴，只會弄得自己整天精
神緊張，深恐稍有差池，未能達到理
想；待人過寬，則有可能會縱容懶
散、無恥之徒，讓他們有恃無恐，每
況愈下。其實「嚴」和「寬」的標準因
人的能力、態度而異，大抵以達致進
步、融洽為大前提。若人人都盡力實
踐這個道理，整個社會就能少一點磨
擦，多一點進步。

✪	反思題目，提升文
章層次：在文章結
尾反思實踐道理時
的困難和方法，豐
富文章內容，提升
文章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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