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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论语·学而》首章探微 

学生姓名：林芯妤 

指导老师：林志敏博士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摘要 
 

《论语》以《学而》开篇，而《学而》篇以“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有朋自

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作为首章，学者反复潜玩其中

意蕴。此章居于经典之首，其意必然深刻，为古今学者的共识，然而诸贤之诠释聚

讼纷纷，此即首章耐人寻味之处。本文研究以“儒家诠释学研究法”为入门之径，

以字源学与《论语》本书之语用为基础，训诂考释《学而》首章三节之本义。同时，

结合“历史解释法”，从孔子其人其世之历史真实出发，探索孔子之言的寓意。此

外，本文运用“归纳演绎法”，耙疏古今学者诠释《学而》首章内在义理贯通之说，

总括出“渐次递进”说、“退而求之”说与“相互连贯”说。本文以首章三节不仅

为含义连贯之整体，实亦展现出孔子于行为境界、思想境界、精神境界与道德境界

之“成己”—“成物”—“成德”的进阶式关系。最后，本文运用纸上之材料与地

下之出土文献互证的“二重证据法”，进一步抉发深蕴于《学而》首章的孔子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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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阃奥者，乃孔子“学”“行”相须之原则与精神、“中庸”之处世智慧与

“知”“仁”“勇”君子三达德之人生实践。 

 

【关键词】孔子、《论语》、学而、中庸、三达德、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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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

愠，不亦君子乎？”1 

 

    本文着眼于《论语·学而》首章，结合古今前贤之说，以义理之贯通性为

准，旨在疏通此章含义，进而诠释其中体现的孔子思想。 

 

第一节 研究背景 

 

    《论语》尊为“五经之錧鎋，六艺之喉衿”2，实乃探索孔子思想之津梁。

全书主要以语录形式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儒家圣哲之德慧术知尽见于此。

宋朱熹以《论语》作古之学者为学之始，终身非离此以为道——“穷理尽性，

修身齐家，推己及人，内外一致，盖取诸此而无所不备，以终吾身而已”。3在

 
1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

疏·论语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卷 1，页 1-3。本文引《论语》章句原文均

出自此书，下文恕不一一注之。 
2 [汉]赵岐注；蒋鹏翔，沈楠编，<孟子题辞>，《景宋蜀刻本孟子赵注》（桂林：广西师范大

学出版社，2018），页 3 上。 
3 [宋]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二十四册）（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页 3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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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此旷世著作之深刻内涵绵亘千载，至今仍经久不衰，常读

常新。历代注疏与研究著作之众，传播之广，影响之甚，鲜有经典与之相当。 

    《论语》凡二十篇，以“学而时习之”章居于经典篇首。前贤普遍论及以

“学而”作为开卷之言别有意旨。南朝梁皇侃云：“以学而最先者，言降圣以

下，皆须学成”1；朱熹言之：“乃入道之门、积德之基、学者之先务也”2；明

刘宗周则言：“孔子一生精神，开万古门庭，阃奥实尽于此”3；近代大家钱穆

亦提出孔子一生重在“教”，而孔子之教“重在学为人之道”，故以此章列全

书之首。4故此，作为全书之纲领，孔子思想之核心特质在首章中必然有所体现。

研究《学而》篇“学而时习之”章对于探索孔子思想与孔门之学的内涵无疑具

有重要意义。 

    《学而》首章由三个整齐的排比句式组成。阅览《论语》，书中不乏以排

比句式记载者，其间皆颇具义理相通的特点，提炼精纯，耐人寻味，“学而时

习之”章如是。职是之故，本文专就此章抉发其中意蕴，以证前贤所言其要义

之不虚。 

 

第二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1 [魏]何晏集解；[梁]皇侃义疏；王云五主编，《论语集解义疏》（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7），卷 1，页 1。 
2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20），页 49。 
3 [明]刘宗周，《论语学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页 506。 
4 钱穆，《论语新解》（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页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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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论语》的注疏与研究论著可谓浩如烟海。然而，由于各家的主观因

素及历史条件的客观局限，加之《论语》并非孔子亲自著作，各家之言因而多

所分歧。《学而》首章之释析亦如是。 

    《学而》首章是历代广为传诵的《论语》名言，古今读书人不可谓不知之。

现行中学的华文科课纲之《名句精华》纳入此章，中文系本科专业课程亦以此

为学。此章三十余字，其文字并不生僻，不晦涩，欲通之却非易事。历代注疏

家逐字逐句地训释，现代学者以不同的学术研究方法加以解读与诠释，迄无定

论。广受诸家普遍认同的，即如研究背景所述——此章居于全书之首，其义理

必然深刻。其中，许多学者基于前贤之言，提出《学而》首章主旨乃申明“学”

之要义，是为孔子儒学思想的入门之基。孔子思想广博精深，其学之阃奥最当

深蕴于此。阅览众多相关研究，关于此章体现的孔子思想仍存有广泛的研究空

间。可喜的是，近数十年来，一大批深埋于地下的文献重见天日。这些同孔子

及《论语》关系密切的出土文献，为研究者提供了更丰富的研究材料，有助于

更全面且深入地探讨学界诸多聚讼纷纭的问题。有鉴于前人研究《学而》篇首

章的观点差异与其中得以继续考索的空间，本文致力于钻研三项主要的问题，

以探求深见：其一，孔子何以言学而时习亦“说”、有朋远来亦“乐”及人不

知不愠亦“君子”？其二，首章三句之义理何以贯通？其三，首章之学所体现

的孔子思想之阃奥为何？ 

    职是之故，本研究期以探索《学而》首章的义理与其贯通，由此洞见深蕴

于其中的孔子思想之阃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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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前人研究综述与趋势 

 

    自汉代伊始，古今学者对《论语》的注疏与释析卷帙浩繁。关于《学而》

首章之解读更是新见迭出，并且多有分歧。缕析之，可见诸家诠释具有时代的

色彩与趋势。为彰显历代释析《学而》首章的特征，本节按时代顺序综述汉至

清以及现当代的相关研究，以见其中趋势。 

    一、自汉至清之《论语》注本中，关于《学而》首章的注疏综述。相关注

疏最早可追溯至两汉魏晋时期1，何晏《论语集解》征引前人诸注以逐字逐句训

释之。2南北朝梁皇侃为《论语集解》作义疏，其解较之何晏更详细，书中进一

步释之为“学为师君”的过程，其释始见别异于前人重文字训诂之解经传统。
3

及北宋，邢昺《论语注疏》承皇侃之说加以发挥，将首章概括为“劝人学为君

子”，反映出宋代理学萌芽时期诠释《论语》之解经特点。4南宋朱熹《四书章

句集注》之解则与前人大有不同，标志着宋代注经风格转而着重于阐发义理的

新阶段。其中突出学为仿效先觉者明善复初，进而以善及人，终不知不愠而成

 
1 据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一书，有关《论语》之注疏实则最早可追溯至东汉《论语郑

氏注》，然此书久佚，近代出土之唐写本首卷残，其中缺<学而>全篇。 
2 [魏]何晏集解；[梁]皇侃义疏；王云五主编，《论语集解义疏》，卷 1，页 1。书中引马融与

王肃之言注解首句，训“子”谓“孔子也”，解“时习”为“学者以时诵习也，诵习以时，学

无废业，所以为悦译也”；引包咸之言解“有朋自远方来”之“朋”为“同门”；训末句之

“愠”为“怒”，言：“凡人有所不知，君子不愠之也。” 
3 [魏]何晏集解；[梁]皇侃义疏；王云五主编，《论语集解义疏》，卷 1，页 1-3。 
4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

疏·论语注疏》，卷 1，页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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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为君子。
1
明李贽《四书评》解此章为“学则有悦乐而无愠”

2
，而张居正讲评

此章之“学”乃“由说以进于乐，而至于能成为君子” 3，彰显了“希贤希圣”

的人格理想之追求。时至清代，刘宝楠《论语正义》发扬乾嘉之学，重新着眼

于章句训诂，加以史实之考据，以阐发经义。书中结合《史记》之记载，以此

章总括孔子一生之进德修业。4康有为《论语注》立足于对清末乱世之忧患，以

复归儒学之立场，兼以文字训诂解释首章，言之为开宗明义第一旨。5
 

    综观以上注疏，显见古人多视首章三句为义理相互连贯的整体。就其中趋

势而言，可见汉儒注经注重训诂考据，以解读经典本义。及至宋代，以朱熹为

代表的理学则重义理之阐发，故多从为学致知与穷理修身出发以诠释首章。明

代后儒继承宋代解经之基础，而略有发挥。以刘宝楠为主要的清人注经，则展

现了由重义理再次转向侧重考据训诂之特点。 

    二、现当代论著中关于《学而》首章的研究综述，其中亦多出新见。为便

于古代经典之普及，近人著作今译，将首章三句解释为前后互不连贯的道理。

毛子水《论语今注今译》广集众注，释此章分别为学而依时温习之悦、弟子远

 
1
 [宋]朱熹，<论语集注>，页 49-50。朱熹<论语集注>重视义理之阐发，而兼顾训诂，通经以求

理。书中解“学而时习之”句为“既学而又时时习之，则所学者熟，而中心喜悦，其进自不能

已矣。”；解“有朋自远方来”句征引程子之言：“以善及人，而信从者众，故可乐”；解

“人不知而不愠”句为“及人而乐者顺而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难，故惟成德者能之。” 
2 牛鸿恩注，《李贽全集注·四书评注》（第二十一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页 58。李贽之评具有强烈的主观情感色彩，却清楚地展示了学习之重要性与学为人生

之追求，其言“学则有悦乐而无愠”是“何等快活”“何等受用”，并评：“不学真是小人，

一生唯有烦恼而已。” 
3 陈生玺等译解，《张居正讲评<论语>皇家读本》（修订本）（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3），页 1-2。 
4 [清]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十三经清人注疏·论语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90），

卷 1，页 1-5。书中概括<学而>首章之经义为“夫子一生进德修业之大，咸括于此章”，进而

言：“是故学而不厌，时习也，知也”“诲人不倦，朋来也，仁也”“遯世不见，知而不悔，

不知不愠也，惟圣者能之也”。 
5 康有为撰；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六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页 379-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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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之乐与不见知于人亦不怨恨即君子。
1
钱穆《论语新解》则折衷求是，兼及

《论语》其他章句，认为首章乃叙述一理想学者之毕生经历，“实亦孔子毕生

为学之自述”。2李泽厚《论语今读》以此章开宗明义，释其为由“仁”说之根

本，乐感文化，实行理性之枢纽的“愈转愈深”的三层结构。3杨伯峻《论语译

注》同毛子水之今译，简洁平实地译出此章4，然学者认为其直译“隐有诸多疑

问”。5杨树达《论语疏证》疏通孔子学说，旁参四书与群经以互证，解此章乃

次第分明地讲“学者自修之事”“以文会友之事”“德性坚定之人”。6李零

《丧家狗：我读<论语>》提出此章是为师给学生之训话，主要讲学习之三

“乐”。
7
程树德《论语集释》广集古代前贤之说，将众注按此章内容逐句分类，

进一步加以按语。8程书集释收罗丰富，荟萃贯串，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在疏

通各句含义方面得以引为参证。 

    由古今前贤众说可见，《学而》首章必有深义。目前尚未出现专著研究此

章，硕博学位论文亦不多见，而相关学术期刊论文实则丰硕，其中颇有启发。

 
1 王云五主编；毛子水注译，《论语今注今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卷 1，页

1-2。 
2 钱穆，《论语新解》，页 3-5。书中解“学而时习”句“乃初学事，孔子十五志学以后当

之”；解“有朋远来”为“中年成学后事，孔子三十而立后当之”；解“人不知而不愠”为

“苟非学邃行尊，达于最高境界，不宜轻言人不我知，孔子五十知命后当之”。 
3 李泽厚，《论语今读》（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页 27-30。 
4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页 1-2。杨伯峻将<学而>首章译为

“学了，然后按一定的时间去实习它，不也高兴吗？有志同道合的人从远处来，不也快乐吗？

人家不了解我，我也不怨恨，不也是君子吗？” 
5 魏雅倩，《论语“学而时习之”章考释》（曲阜：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硕士学位论

文，2021），页 3。 
6 杨树达，《论语疏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页 1-2。 
7 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页 51-54。李书释“学而

时习之”句为“第一乐”，认为此为个人的快乐；释“有朋自远方来”句为“第二乐”，是与

同门一同学习之集体的快乐；释“人不知而不愠”句为“第三乐”，其义为师门以外虽不见知

于人，然学而为己，“别人不知道，照样是君子”，此为君子之乐。 
8 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13），页 1-11。 



7 
 

本文主要从中国知网（CNKI）及华艺线上图书馆检索有关《学而》首章的研究

论文，并按论文形式与研究成果进一步分类与归纳，以更全面地回顾前人研究。 

    就学位论文而言，其中有二篇硕士学位论文立足于不同视角对此章展开探

讨，均主张首章义理一以贯之，层层递进。王乐《实践·交流·快乐·宽容—

—论<论语·学而>首章之学》通篇着眼于“为学”1，主张其内涵与孔子的仁学

思想和礼的主张密切相关。魏雅倩《论语“学而时习之”章考释》则从自我层

面、朋友层面及交往层面，揭示此章核心枢机在于由“学”开显“乐”的境界。

2 

    就期刊论文而言，在学术论文线上数据库中得以检索的，最早提出《学而》

首章三句含义贯通的期刊论文是李俊<《论语·学而》辨疑>。3后世学者实亦一

致认同首章三句含义贯通。其中，颇具独到之见，并且值得引以参证的研究成

果可归纳为三者：渐次层递、退而求之与相互连贯。主张章句义理渐次层递者，

包括邓球柏<论“学而时习之”与学行结合原则>4、袁礼辉<《论语·学而第一》

再阐释>
5
、李建国<《论语·学而》首章发微>

6
、卢梦雨<《论语·学而》篇首章

新释>7、肖俊毅<道德主体的确立与德行生命的展开——《论语·学而》第一章

 
1 王乐，《实践·交流·快乐·宽容——论<论语·学而>首章之学》（兰州：兰州大学中国哲

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2020），页 1-42。文中以此章阐述学习实践，与朋友交流与切磋的为学

方法，快乐的为学境界及不知不愠的宽容气度。 
2 魏雅倩，《论语“学而时习之”章考释》，页 1-45。 
3 李俊，<《论语·学而》辨疑>，《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 年第 3 期，页

111-114。作者提出此章记孔子向弟子讲求学之道，其意在论“学”。 
4 邓球柏，<论“学而时习之”与学行结合原则>，《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 年第

2 期，页 87-91。 
5 袁礼辉，<《论语·学而第一》再阐释>，《学理论》2010 年第 5 期，页 107-108。 
6 李建国，<《论语·学而》首章发微>，《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1 年第 24 卷第 6

期，页 1-6。 
7 卢梦雨，<《论语·学而》篇首章新释>，《河南社会科学》2015 年第 23 卷第 12 期，页 110-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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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1
再者，主张“退而求之”者如刘家齐<“学而时习之”章新解>

2
，而李

启谦<关于“学而时习之”章的解释及其所反映的孔子精神>承其说加以发挥。3

此外，主张三句意义相互连贯而无递进或退而求之者则包括叶秀山<“学而时习

之”及其他>4、廖名春<《论语》“学而时习之”章新探>5、王晶<《论语》“学

而”章探微>。6 

    值得一提的是，自二十世纪以来，大量埋藏于地下的古文献出土。其中，

关于孔子言论之文献为本文研究提供可资证据的新材料。目前发现最早的《论

语》抄本为定州汉墓竹简《论语》，其中《学而》篇残存文字最少，仅有二十

字，并不包含首章。7在 1993 年出土于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的一批竹简中8，

关于儒家的著作《穷达以时》篇有助于本文阐析《学而》首章与孔子“知天命”

观的思想意蕴。此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之《弟子问》篇中，有关孔子

言论之记载亦可作为研究首章之内涵的材料。于近年入藏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

简中，李学勤学者提及《保训》篇所记载的周文王遗言与《论语》之中道具有

联系9，此亦可资本文考究。 

 
1 肖俊毅，<道德主体的确立与德行生命的展开——《论语·学而》第一章释义>，《运城学院

学报》2022 年第 40 卷第 2 期，页 22-28。 
2 刘家齐，<“学而时习之”章新解>，《齐鲁学刊》1986 年第 6 期，页 54-55。文中提出首章

乃概括孔子在面临三段不同境遇以“最高兴—快乐—不悲观、不失望”的退而求之态度泰然处

之，树立君子精神。 
3 李启谦，<关于“学而时习之”章的解释及其所反映的孔子精神>，《孔子研究》1996 年第 4

期，页 34-38。 
4 叶秀山，<“学而时习之”及其他>，《开放时代》1996 年第 1 期，页 12-17。 
5 廖名春，<《论语》“学而时习之”章新探>，《儒学与二十一世纪文化建设：首善文化的价

值阐释与世界传播》2007 年，页 449-460。 
6 王晶，<《论语》“学而”章探微>，《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7 年第 20 卷第 1 期，页

63-66。 
7 陈良武，<出土文献与《论语》研究>，《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3 期，页 99。 
8 谢君直，《郭店楚简儒家哲学研究》（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8），页 1。 
9 <李学勤：秦文化具有东方色彩>，清华新闻，2014 年 1月 20 日，

https://www.tsinghua.edu.cn/info/1182/3734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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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括而言，前人研究成果之丰硕对于本文研究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阅览

近年的相关研究可见，尽管大量可资参证的出土文献问世，然鲜有研究者以此

对《学而》首章展开更进一步的考索。此外，虽然专就此章开展研究的论文不

胜枚举，独具新见并发挥其中深蕴的孔子思想之核心特质者，却实则“可数”。

职是之故，本文立足于前人之研究基础与出土文献之新发现，以探索章句之深

义。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范围 

 

    本文研究范围着眼于《论语·学而》首章。通过运用古今前人的相关注疏、

论著及当今学术之新发现为研究材料，考索各家之言的分歧之处与其优长。同

时，本文以《论语》本书与关于孔子言论及其思想的新出土文献，作强而有力

的互证，旨在探求《学而》首章所深蕴的孔子思想之阃奥。 

    为达致研究目标，本文运用的研究方法包含以下四者： 

    一、归纳演绎法。此为中国古典解释学的论证方法之一，结合运用归纳法

与演绎法，广泛调查与搜罗相关研究材料，分类排比，一一解说，突出共性，

以得结论。1本文搜集古今历代关于《学而》首章的注疏与解释，按照历史逻辑

予以分类梳理，以此回顾前人之研究，关注当前学界之新动态。同时，本文分

类、排列与甄别相关注释材料，融汇众前贤的研究成果，以归纳为基础演绎推

 
1 周光庆，《中国古典解释学导论》（北京：中华书局，2002），页 292-293,297。“归纳演绎

法”由清代乾嘉时期考据学大师王念孙与王引父子发展并完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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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之，从中找寻深刻解读《学而》章的诠释范式与基本线索，实践《论语·述

而》所言之“举一隅得以三隅反”。 

    二、儒家诠释学研究法。此方法的研究范式要求在深入研究经典时，既须

训诂考释，以探讨经文之本义，又须发明义理，以探索圣人作经之寓意。1由此

可见，儒家诠释学研究方法同归纳演绎法，是“训诂”与“诠释”之结合。章

句训诂是探讨《学而》首章本义之扎实的基础，考索并诠释其中义理之贯通则

是发现孔子思想之阃奥的关键。故此，本文以儒家诠释学研究法为基，结合文

字学与历史学，以探求和诠释《学而》章之字义与句意，进而抉发其中深蕴的，

尚未为前人深入分析的孔子思想之核心特质。 

    三、二重证据法。此论证方法是由王国维开辟的新学术研究方向，其以

“地下之新材料”与“纸上之材料”互证，由此考证中国历史，考释文化经典。

2随着考古事业之发展及学界对传统文献研究之深入，新的出土文献及相关研究

成果大量面世，为学界提供了如何重新审视儒家经典，尤其孔子言论等早期儒

家文献的新课题。二重证据法就此自觉地贯彻“事物必求真，而道理必求是”

之科学目标，及时利用一切考古的成果，为“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

3故此，本文综合纸上材料与地下文献，期以“地下之学问”考证与厘清孔子的

思想面貌，提出诠释《学而》篇首章之新见。 

 
1 康宇，《儒家诠释学研究》（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页 25。 
2 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页 2。“地下

之新材料”与“纸上之材料”，即考古发现与传统文献互证。 
3 周光庆，《中国古典解释学导论》，页 30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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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历史解释法。文化典籍的历史解释法即“知人论世”说。
1
章学诚如是

阐释：“是则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

可遽论其文也”。2从文化典籍之创作角度而言，其人所著之书与所立之说本质

上是基于特定生活经历，及其所面对的特定社会环境中的特定问题。3因此，书

中实亦得以折射其所处时代、社会与环境的特殊面貌和本质特征。《论语》乃

孔子及其弟子言行之实录，为厘清本文的三道研究问题，从而深入地探索《学

而》首章深蕴的孔子思想之内涵，“知人论世”之历史解释法是为本文研究的

达道之径。职是之故，本文以《史记》《孔子传》及《论语》本书之相关章句，

以读其言而见其人其世。 

 

第五节 研究难题 

 

    如前所述，关于《学而》首章之相关注疏浩如烟海，近数十年来所发表的

期刊论文更是不计其数。一众前贤从不同的视角展开阐释，研究成果已然颇为

丰硕。本文研究既因而获得丰富的参考资料与启发，又于研究范围与思路形成

不少局限。故此，本文研究需立足于前人研究之基础上，旁涉多方新发现的文

献材料，以极力探求合理且独到之见。 

 
1 周光庆，《中国古典解释学导论》，页 329。此说由孟子首倡，以“由其事以知其人，由其人

以逆其志”解读诗书。 
2 罗炳良译注，<文德>，《文史通义》（北京：中华书局，2012），页 394。 
3 周光庆，《中国古典解释学导论》，页 331。相关论述转引自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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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古今学者对《学而》首章之解读多有分歧之处，此既彰显了研

究首章的重要意义，却又往往令后学不知所从。以“学而时习之”句之字义为

例，其中“学”之所指有动词之“学习”说、名词之“学术”“学说”说等。

“时习”之义亦有“时刻温习”“按时实习”“常常实践”等诸说。以此章三

句之内涵为例，古今亦有“境界”说、“为学经历”说、“告训”说等，不一

而足。各家之言，各执其理，千百年以来始终未成一家之言，难有公论。由此

可见，欲着眼于至今仍聚讼纷纷的课题，要有服膺之说，殊为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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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读其言而晓其义：《学而》篇首章疏义 

 

 

《论语·学而》首章乃孔子自发之言，欲洞见其中阃奥，则必究孔子所言何义，

究孔子何以言之。本章以“儒家诠释学研究法”与“历史解释法”为径，疏通《学

而》首章三节之关键字义与句意，兼顾历史与文化层面考索孔子何以言学而时习即

“说”、有朋远来可“乐”、人不知不愠亦“君子”。 

 

第一节 学而时习，何以言说？ 

 

古往今来，诸贤训释首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之“学”“时”“习”义

可谓众说纷纭。故此，考究并厘清“学”为何指与“时习”含义，方得以把握首句

之真义。 

首先，古今学者对“学”之解主要有四说：其一，皇侃、邢昺、刘宝楠等引

《白虎通》，解“学”为“觉悟所未知”义1；其二，朱熹以“效”训“学”2；其

 
1 [魏]何晏集解；[梁]皇侃义疏；王云五主编，《论语集解义疏》，卷 1，页 2；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论语注

疏》，卷 1，页 1； 

[清]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十三经清人注疏·论语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90），卷 1，

页 2。 
2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页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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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为便于普及古代经典，今译本多直解为“学习”“学了”1；其四，刘家齐与

李启谦以“学说”“学术成就”作解。2阅览当前学界的相关研究，其中多聚焦于

考察“学”之词性3，即探究“学”字于句中应作动词抑或名词解。实际考诸《论

语》本书论“学”，可见无论“学”之词性指向为何，学之内容与学之目的方为切

要内涵。故此，欲全面地观照首章之“学”义，当探究《论语》中记载众弟子跟随

孔子“学什么”与“为什么而学”。 

孔子自身受教育之情况，史无载录，其详不可知。从《论语·述而》载“文，

行，忠，信”为孔子“四教”可见
4
，孔子之所谓“学”乃以德行为根本，学文亦

不可偏废。若以学之内容与目的概而言之，为“学六经之文以致知”及“学礼乐德

行以为人”。就前者而言，《礼记》记载孔子尽言六经之教——《诗》之“温柔敦

厚”；《书》之“疏通知远”；《乐》之“广博易良”；《易》之“洁净精微”；

《礼》之“恭俭庄敬”；《春秋》之“属辞比事”。5可见，在孔子看来，学六经

之文得以“致知”——既从中多闻博识，开阔心胸，又升华志趣。尽管如此，学文

须基于“行有余力”。
6
孔门为学当重德行，故“学礼乐德行以为人”是为本，强

 
1 李泽厚，《论语今读》，页 27，书中以“学习”解释“学”；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页

1，书中以“学了”译“学”；赵法生编著，《<论语>读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页 37-38，书中以“学了”译“学”。 
2 刘家齐，<“学而时习之”章新解>，页 55；李启谦，<关于“学而时习之”章的解释及其所反映

的孔子精神>，页 35。 
3 魏雅倩，《论语“学而时习之”章考释》，页 8，作者提出“考察《论语》‘学而时习之’章中

的‘学’之含义，首先需要考察‘学’字的词性”；陈晓强，<《论语》“学而”章辨义>，《甘肃

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2期，页 52，作者亦从“学”之词性出发，探讨“学

而时习之”含义；李启谦，<关于“学而时习之”章的解释及其所反映的孔子精神>，页 35，亦如

是。 
4《论语·述而》（7.25）“孔子以四教”章。 
5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礼

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卷 15，页 1368。 
6 《论语·学而》（1.6）“弟子入则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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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由内心之德性出发，至于日常言行中须时刻且自觉地“躬行君子”。1孔子“志

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2，又《大学》之道“壹是皆以修身为本”3，足

证以修身之学为先，进而学文。据此，首节之“学”当指以修身为学，以知识为学。

无论所学对象为何者，学者始终“为己”，即内求诸身，完善自我，而非为外求荣

禄于己，见知于人。 

“时”“习”之解，两者皆主要有二说。于“时”义，王肃、何晏等训之“以

时”。4皇侃、朱熹则以“时时”“无时”为解。5皇侃列举“学有三时”，即“人

身中为时”“年中为时”“日中为时”。“学而时习之”的“时”，当指“日中之

时”，即所学“日日修习”“不暂废也”，钱穆之解亦同之。6据《说文解字》释

“时”乃“四时也”。7然考察《论语》论“时”，其所指则依各章语境之异而殊。

8故此，究首句之“时”义，当与“学”相关联。以“时时”学习释之，既合乎孔

子“学而不厌”9，又如其“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的好学精神。10此外，就

 
1 《论语·述而》（7.33）“文，莫吾犹人也”章。 
2 《论语·述而》（7.6）“志于道”章。 
3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礼

记正义》，卷 60，页 1592。 
4 [魏]何晏集解；[梁]皇侃义疏；王云五主编，《论语集解义疏》，卷 1，页 2。 
5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页 49。 

6 [魏]何晏集解；[梁]皇侃义疏；王云五主编，《论语集解义疏》，卷 1，页 2；钱穆，《论语新

解》，页 2-3。皇侃《论语义疏》提及“凡学有三时”，其一“就人身中时”，即以年岁言，按年

岁授以不同知识；其二“就年中为时”，即指“季节”言，并引《王制》云“春夏学《诗》

《乐》，秋冬学《书》《礼》”；其三“就日中为时”，指“晨夕”言，“前身中、年中二时，而

所学并日日修习，不暂废也”。 
7 [汉]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卷 7 上，页 137。 
8 《论语》其他所见包含“时”字之例包括“使民以时”（《论语·学而》）、“不时，不食”

（《论语·乡党》）、“山梁雌雉，时哉时哉”（《论语·乡党》）、“行夏之时”（《论语·卫

灵公》）等，概而言之或“农时”“时令”义，或指“机会”，或指“时候”。 
9 《论语·述而》（7.2）“默而识之”章。 
10 《论语·子张》（19.5）“日知其所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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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义而言，一说是王肃、何晏、邢昺等以“诵习”训之。1另一说则为朱熹所

解“学之不已，如鸟数飞”之“践行”义。2《说文》解“习”为“数飞也。从羽

从白”。3邓球柏结合“习”为“鸟双翼快速前飞之貌”与“行”为“人两足前进

之貌”，认为“习”字本具有“练习”“实践”“践行”等义项。4考诸《论语》

可见，孔子强调学行相须，重视所学之实践性5，而非止于诵读记忆。职是之故，

以“诵习”解“习”偏而不全，当以“践行”义为是。 

此外，“不亦说乎”之“说”何义？《四书考异》以古时“喜说”“论说”同

字，汉后增从“心”字别之。
6
《论语》中亦见“说”通“悦”之例。

7
皇侃以“悦”

者“怀抱欣畅之谓也”，“言知学已为欣，又能修习不废”，进而结合“是日知其

所亡，月无忘其所能”言“弥重为可悦”。8此解将“说”关联前文所疏“学而时

习”义，深中肯綮。 

由以上疏义可知，孔子以时时学习与践行修身之学和知识之学为“悦”事。进

一步言之，依“历史解释法”，孔子所立之说实亦得以折射其所身处的社会环境之

 
1[魏]何晏集解；[梁]皇侃义疏；王云五主编，《论语集解义疏》，卷 1，页 1。 
2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页 49。 

3 [汉]许慎，《说文解字》，卷 4 上，页 74。 
4 邓球柏，<论“学而时习之”与学行结合原则>，页 87-88。 
5 关于孔子“学”“行”相须之思想与《论语·学而》首章之关联，详见本文第四章第一节。《论

语》其他相关章句包括《子路》篇有言：“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

多，亦奚以为？”（13.5）；《学而》篇子夏亦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

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1.7） 
6 [清]翟灏著；汪少华等点校，《崔颢全集·四书考异》（第二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6），页 341。 
7 如《论语·雍也》（6.28）“子见南子”章之“子路不说”句；《子路》（13.16）“叶公问

政”章之“近者说，远者来”句。 
8[魏]何晏集解；[梁]皇侃义疏；王云五主编，《论语集解义疏》，卷 1，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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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貌。孔子之时，世人之为学情况何如？当时人之为学何以令孔子发出学而时习

“不亦说乎”之言？孔子又何以强调日日修习与践行所学即“悦”？ 

钱穆考证孔子生平事迹中，提及：“当时士族家庭多学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以

为进身谋生之途，是即所谓儒业。”1其中“儒”乃当时社会一行业，已先孔子而

有。2《说文》解“儒”为“术士之称”，术士即言“艺士”。3自孔子以后，儒业

始大变。考诸《论语》，孔子如是说：“三年学，不志于谷，不易得也”。4可见，

其时所谓学者，皆以谋求进身贵族阶层。学而为求荣禄，以至于孔子发出为学之久

而不求禄者可谓难得之喟叹。为学若止于“志谷”，是即孔子所谓“小人儒”而非

“君子儒”。5孔子自曰“十有五而志于学”6，可知孔子之学，非追随时代之风气，

志在求业及求禄而学。孔子以“古之学者为己”对比“今之学者为人”7，为己乃

“欲得之于己”，为人则“欲见知于人”。8学而时习之说乃出于学而时习，自得

于心之悦。其时人多从师学礼乐射御书数诸艺，以求仕进荣禄，不重视亦不躬行修

身之学而多“奢僭违礼”9，其学何“说”之有？故此，孔子所言“学而时习之，

不亦说乎”，乃超越时代而卓乎不伦之体认与追求，是自知其学之有所得于己，而

不随众为俯仰之超拔心境。 

 
1 钱穆，《孔子传》（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页 8。 
2 钱穆，《孔子传》，页 8。 
3 [汉]许慎，《说文解字》，卷 8 上，页 162。  
4 《论语·泰伯》（8.12）“三年学”章。 
5 《论语·雍也》（6.13） 
6 《论语·为政》（2.4）“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章。 
7 《论语·宪问》（14.24）“古之学者为己”章。  
8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页 146。句中解释转引自程子之说。 
9 钱穆，《孔子传》，页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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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有朋远来，何以言乐？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其中，首二字“有朋”出现异文。程树德按

“作‘有朋’者，鲁论也”“作‘朋友’者，齐、古论也”。1后世学者之注疏与

解释或谓“有”当作“友”，或谓“有”并非作“友”。
2
考索次句本义的必要之

径，当回归于孔子身处的历史时空与文化环境，结合《学而》首章之具体语境，以

避免曲解文义。 

从历史与文化层面析之，“有朋自远方来”并非指一般意义上的人际交往。

“朋”显然针对特定的人伦对象3，作“友”字则无以概括。据劳悦强之考察，

“朋”与“友”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人伦关系。4《论语》本书中，“朋”与“友”

连用的情形实际上表述两个不同的概念。5作为“朋友”义之“友”在书中是以单

 
1 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论语集释》，页 6。 
2
 《文选》卷二十八载唐李善注陆机《挽歌》“周亲咸奔凑，友朋自远来”时注“《论语》‘子

曰：友朋自远方来’”；俞樾《群经评议》解释曰：“‘有’，或作‘友’”。而程树德《论语集

释》载唐陆德明《论语释文》持不同说法，谓：“‘有’，或作‘友’，非。”卢文弨《释文考

证》绍述陆氏之语，曰：“《吕氏春秋·贵直篇》‘有人自南方来’，句法极相似。陆氏谓作‘友

非是也。’” 
3 劳悦强，《文内文外：中国思想史中的经典诠释》（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0），页

43。 
4 劳悦强，《文内文外：中国思想史中的经典诠释》，页 44。劳悦强于文中指出，在汉以前的先秦

文献中，“朋”与“友”连用的情况鲜见于非儒家的著作中。 
5 《论语·学而》（1.4）“吾日三省吾身”章，（1.7）“贤贤易色”章；《里仁》（4.26）“事

君数”章；《公冶长》（5.26）“老者安之”章；《乡党》（10.22）“朋友死”章，（10.23）

“朋友之馈”章；《子路》（13.28）“切切偲偲”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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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节词出现的1，故汉代经学之注解一直有意识地严格区分“朋”与“友”之语义

——所谓“同门曰朋，同志曰友”。2由于孔子大开教育之门，广授门徒，于客观

上促成一种新局面：来自四方的一群弟子追随同一师者共同起居学习。故此，两种

人伦关系就此生成：“师与徒，徒与徒”，“朋”则视为孔子对这一新兴的人伦关

系作“正名”。3反照之下，“友”义显然无法指涉这种众多弟子追随同一师者共

同学习的社会现象。结合《史记》载孔子“退而脩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远方，

莫不受业焉”为参证4，本文以劳悦强之说为是。次句当作“有朋”，表述其时新

生的人伦关系——师与徒、徒与徒。此亦呼应孔子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

达人” 5，以善及人，故而信从者众。 

从字源学向度考察之，“有”甲骨字形作“ ”6，是右手之象形。旁参“学”

甲骨字形，其作“ ”或“ ”。7其中，上端为两手握持物体状，下端则为屋形。

《说文》解释“从教，从冂”，“冂”表示“尚曚也”，指向蒙昧状态至觉悟的学

习过程。
8
“教”甲骨文则作“ ”“ ”

9
，为手执棍，后者下方有“子”形，显

 
1 《论语·泰伯》（8.5）“以能问于不能”章；《子罕》（9.25）“主忠信”章；《颜渊》

（12.23）“子贡问友”章，（12.24）“君子以文会友”章；《卫灵公》（15.10）“工欲善其

事”章；《季氏》（16.4）“益者三友”章，（16.5）“益者三乐”章；《子张》（19.15）“吾

友张也”章。 
2
 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论语集释》，页 8，书中载清代阮元《论语校勘记》解释

曰：“郑氏康成注此云：‘同门曰朋，同志曰友’。”；[魏]何晏集解；[梁]皇侃义疏；王云五主

编，《论语集解义疏》，卷 1，页 1，书中亦注“苞氏曰：同门曰朋也。” 
3 劳悦强，《文内文外：中国思想史中的经典诠释》，页 47。 
4 [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第六册）（北

京：中华书局， 2013），卷 47，页 2307。 
5 《论语·雍也》（6.30）“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章之“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6 李学勤主编，《字源》（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页 620。相关字形皆引用与截取自此

书。 
7 李学勤主编，《字源》，页 265。 
8 [汉]许慎，《说文解字》，卷 3 下，页 69。 
9 李学勤主编，《字源》，页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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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上所施下所教”之会意。1两者皆包含“有”字形元素，“师与徒，徒与徒”

之教与学的含义亦由此突显。 

立足于首章之文内语境而言，作“友朋”不足以蕴含其内在相关性。“有朋”

句于首章具有其特定语序与语境。换言之，基于首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之

前提，继而才出现“有朋自远方来”之社会现象2，如朱熹所谓“才大者所交远”。

3“有朋”之“有”，具有体现首章进阶式语序与语境的前提与条件之作用。以

“友朋”作之，则忽略首章句式所涵盖的条件性、逻辑性与价值性。观照《论语》

“有”之多义语用，除有无之有义
4
、所有权之属有义

5
、表示存在或出现之义

6
，亦

引申为能够达到、做到之义。7此与“有朋”之“有”的条件性与价值性蕴涵可相

互比观。 

再者，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乃“乐”事，此“乐”与前言之“说”何异？对

此，朱熹之阐释可谓透彻。“说”“乐”皆出于心，而有内外之辨：“说在心，乐

主发散在外”。
8
乐乃“积满于中而发越乎外”，说则“方得于内而未能达乎于

外”。
9
 

 
1[汉]许慎，《说文解字》，卷 3 下，页 69。  
2
 关于《学而》首章之内在相关性的论析参见本文第二章。 

3 [宋]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七册），页 26。 
4 《论语·雍也》（6.16）“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章；《述而》（7.35）“子疾病”章

之“有诸”句。 
5 《论语·公冶长》（5.19）“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章之“陈文字有马十乘”。 
6 《论语·公冶长》（5.28）“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章；《述而》（7.28）“盖有不知

而作之者”章。 
7 此引申义见《论语·述而》（7.2）“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章，

（7.33）“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章；《子罕》（9.16）“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

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章。 
8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页 49。 
9 [宋]朱熹撰；黄珅校点，《四书或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页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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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探之，对于孔子而言，有朋远来何以致“乐”？基于信从孔子者自四方

而弥众之史实，朱熹言之：“君子之学，有同道者自远而来，则亦可以乐矣”。1

其“乐”之所由，亦有于己和于人两方面。“朋来”既以验己“学而时习之”之功

修，又得“有朋自远方来”教学相长之益，人才造就之多，所以乐也。 2孟子以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君子之乐3，刘宝楠以朋来之乐亦此意。至于“朋”之

“徒与徒”人伦关系而言之“乐”，以《论语》“朋友”相关章句作旁证4，则可

见孔子以此勉励门徒相互切磋讲说，义味相交。由此，“德音往复，形彰在外，故

心貌俱多曰乐”。5 

 

第三节 不知君子，何以不愠？ 

 

    再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其中，“愠”含“怒”“怨”之义。

何晏以“怒”释“愠”，“凡人有所不知，君子不怒之也”。
6
钱穆则以“怨”解

“愠”：“怫郁义，怨义”，并以“人不知而不愠”乃“学日进，道日深远，人不

 
1 [宋]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七册），页 26。 
2 [清]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十三经清人注疏·论语正义》，页 4。此说转引自此书。 
3 方勇译注，《孟子》（北京：中华书局，2010），页 266。 
4 《论语·子路》（13.28）子路问曰：“‘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

可谓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5 [魏]何晏集解；[梁]皇侃义疏；王云五主编，《论语集解义疏》，卷 1，页 2。皇侃以“悦则心

多貌少，乐则心貌俱多”。 
6 [魏]何晏集解；[梁]皇侃义疏；王云五主编，《论语集解义疏》，卷 1，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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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知”。1由此问曰：君子何以人不知而不愠？孔子谓“君子”所指何为，又具有

何等境界而得以“不愠”？欲解此疑窦，则须考辨“君子”之义。 

“君子”一词在漫长的历史与文化长流中展现含义流变，其于历史文化之变迂

中承担合乎时代要求的角色。“君子”本义源于“君”，“子”则为古代对男子的

尊称。2以字源学考之，《说文》释“君”为尊也，“从尹，发号故从口。古文象

君坐形”。3“君”甲骨文作“ ”。4上端手执笔，即“尹”字，与“父”近形，

含有“父辈掌权”之意，表“治事”“做官”之通称，下端“口”表示发布命令，

指涉非一般的官员。5可见，“君”原为对古时各级具有土地的统治者之通称。

6
“君子”一词最早出现在反映夏、商、周三代典制的历史文献《尚书》，如“君

子所，其无逸”，又如“狎侮君子，罔以尽人心”。7据此，“君”“子”之合称

亦原指各级贵族，且主要以身份地位定“君子”之谓。 

至殷周之际，统治阶层之“受命于天”始引起彼时人们的怀疑与诘问。“君子”

作为统治阶级的化身受到抨击与嘲讽，如“百尔君子，不知德行”8，复如“彼君

子兮，不素餐兮”。9于此社会阶层矛盾激化之际，统治集团中较为开明之士提出

“敬天保民，敬德配天”思想，只有君福民，民方保君。10《周易》便反映了此历

 
1 钱穆，《论语新解》，页 3。，钱穆云：“虽贤如颜回，亦不能尽知孔子之道之高大，然孔子无

愠。” 
2 傅荣昌，<“君子”历史演变刍议>，《贵州社会科学》1999 年第 2 期，页 93。 
3 [汉]许慎，《说文解字》，卷 2 上，页 32。 
4 李学勤主编，《字源》，页 81。 
5 傅荣昌，<“君子”历史演变刍议>，页 93。字形解释参考自此文。 
6 傅荣昌，<“君子”历史演变刍议>，页 93。 
7 王世舜，王翠叶译注，《尚书》（北京：中华书局，2012），页 254，451。 
8 程俊英，蒋见元著，《诗经注析》 （北京：中华书局，1999），页 83-86。 
9 程俊英，蒋见元著，《诗经注析》 ，页 300-302。 
10 傅荣昌，<“君子”历史演变刍议>，页 93。此说参考自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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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事实，其中要求“君子”不仅“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而且“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1彼时

“君子”已然不只是社会高阶层之称号，而开始具有修养德行之属性，兼有“有位

者”“有德者”之意。 

及至孔子所处的春秋战国时期，在“礼乐崩坏”“辅臣僭位”之社会背景下，

社会分化加剧。2学术文化逐渐从上层贵族阶级之垄断中分离出来而下落于民间社

会中，此时“德”与“位”亦随之开始分离。3原表德位合一的“君子”分化为

“有德者”与“有位者”两层不同含义，因而《论语》中“君子”有时就“德”言

4，间或就“位”言。5前者重德行修养之义显然更为孔子所强调。“人不知而不愠”

句如是。 

已知“君子”之所指，故可进一步探究孔子何以言之。以历史解释法观照孔子

一生事迹，其怀揣入世之政治抱负，却在周游之实践中终究不为统治者所知而不见

用。“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是孔子满腔求仕以治国志向之自言。

6
对于子贡“有美玉于斯”是“藏诸”抑或求善贾“沽诸”之疑问，孔子更坚定答

 
1 [宋]朱熹撰；苏勇校注，《周易本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页 95，162。 
2
 据傅荣昌<“君子”历史演变刍议>载，春秋战国之际，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从

士阶层中蜕化出来，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各派思想家围绕“治国平天下”之主题，各自宣扬本派的

理论主张，“君子”成为当时知识分子关注的发言主题。 
3 肖俊毅，<道德主体的确立与德行生命的展开——《论语·学而》第一章释义>，页 27。“君子”

义之分化说参考自此文。 
4 《论语》中就“德”言之“君子”的章句常与“小人”对举，显见《论语》中“君子”与“小

人”的评判标准，已然不再单指身份与地位，而具有道德规定，如《里仁》（4.11）“君子怀德，

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章，《颜渊》（12.19）“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子

路》（13.26）“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等，不一而足。 
5 《论语》中就“位”而言之“君子”鲜见，其例如《子张》（19.10）“君子信而后劳其民”，

此处所指“君子”即统治者，子夏言之以取信于民作为对为政者之基本要求。 
6 《论语·子路》（13.10）“苟有用我者”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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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沽之”且“我待贾者也”1，可见彼时其有待于“善贾”知之而期于见用。然

而，如阮元言之：“世之天子诸侯皆不知孔子，而道不行”。2孔子三十五岁时到

齐国，曾同齐景公论政，却事不遂愿而离开；五十五岁以后，年高之孔子再次离开

鲁国，开始其旷日持久的列国周游，先后到过卫、宋、陈、蔡、楚等国，凡十四岁，

终不见用。3 

在一生颠沛且坎坷之政治求索中，孔子却发出了“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

乎”。古往今来，“人不知”之“不遇”境况往往令人神伤。从《诗经》“求之不

得，寤寐思服”
4
“嘅其叹矣，遇人之艰难矣”

5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

谓我何求”6，至屈原、贾谊、董仲舒、陶渊明作诗赋叹不遇之伤。7朱熹以人不知

乃“常人之情，人不知而不能不愠者，有待于外也”。8孔子面对不为他人所知之

境遇，却是自有一番超越性的道德境界——“不愠”。朱熹谓之“不愠不是大怒”

而是“心中略有不平之意便是愠”，“此非得之深、养之厚者不能如此”。9又确

乎《周易》言“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而“乐则行之，

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乃“潜龙”也。
10
“潜龙”亦可对应“君子”。 

 
1 《论语·子罕》（9.13）“有美玉于斯”章。 
2 [清]阮元，《揅经室集》（一）（北京：中华书局，1985），卷 2，页 43。 
3 王棣棠，《孔子思想新论》（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页 169。相关史实论述参考自此

书。 
4 程俊英，蒋见元著，《诗经注析》，页 3-5。 
5 程俊英，蒋见元著，《诗经注析》，页 204-206。 
6 程俊英，蒋见元著，《诗经注析》，页 195-197。 
7 见屈原《离骚》，贾谊《鵩鸟赋》，董仲舒《士不遇赋》，陶渊明《感士不遇赋》。 
8 朱熹，《四书或问》，页 104。 
9 朱熹，《四书或问》，页 104。 
10 [宋]朱熹撰；苏勇校注，《周易本义》，页 6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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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体认及境界与孔子所谓“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亦一脉相承，即

朱熹所曰： 

 

“若圣门之学，则以为己而已，本非为是以求人知之也。人知之，人不知之，

亦何加损于我哉？”1 

 

故，孔子“不患无位”“不患莫己知”，而“患所以立”2，复如阮元言：“学在

孔子，位在天命，天命既无位，则世人不必知，何愠之有”。3由此联系“学而时

习之”“有朋自远方来”两节，则恰若罗近溪所谓“愈学而愈悦，如何有厌；愈教

而愈乐，如何有倦；故不愠人之不己知者，正以其不厌不倦处”。4 

    从《论语》论“君子”可见，“人之不而不愠”既彰显君子内在德行修养与情

感之“不怨”，亦为君子外在形貌上之“不怒”的表现，体现了君子宽容平和的气

度与修养。“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
5
其中，“即之

也温”之温者乃“色之和”6，即彰显君子与人的相处过程中展现温和之气度。君

子貌色之“不愠”，“如良玉温润而栗然”。7 

 
1 朱熹，《四书或问》，页 104。 
2 《论语·里仁》（4.14）全句为“不患无位”章。 
3 [清]阮元，《揅经室集》，卷 2，页 43。 
4 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论语集释》，页 10。书中载入王衡《论语驳异》引罗近溪之

说“愈学而愉悦，如何有厌；愈教而愈乐，如何有倦；故不愠人之不己知者，正以其不厌不倦

处”，并谓此说为佳。 
5 《论语·子张》（19.9）“君子有三变”章。 
6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页 176。 
7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页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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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括而言之，从字源学、历史与文化层面考究《学而》首章三节之具体语境，可

见孔子所发之言乃基于其一生事实。首章不仅彰显孔子进德修业之自我要求，又如

一幅漫长而浩瀚的历史画卷，展现了孔子所处之世的历史面貌。梁清远言之：“首

章为学，即曰悦、曰乐、曰君子，此圣人最善诱人之处，盖知人皆惮于学而畏其苦

也”。1孔子是以鼓之以心意之畅适，动之以至美之嘉名，令人有欣羡之意，而不

得不勉励于此。孔子所以为万世之至圣先师，由此足见之。 

 
1 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论语集释》，页 11。书中载梁清远《采荣录》之说“此圣人

最善诱人处，盖知人皆惮于学而畏其苦也……此圣人所以为万世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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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读诸说而探其理：《学而》篇首章之内在联系 

 

 

第一章已阐述《论语·学而》首章各句所指，据此追问：孔子何以将“学

而”“有朋”“人不知”三节同时并作一章？首章三节之义理何以贯通？古今研究

成果颇丰，然其中多所分歧。本章旨在述评学界有关《学而》首章的内在联系说，

归纳并考索其中分歧之处，从而探求趋同之见。从诠释学向度而言，劳悦强指出

“哲学诠释也许永远都找不到任何足以涵盖和统贯所有历史探索的整体”，故必须

尊重诠释者之间基于各人独特的历史脉络与文化关怀而产生的诠释分歧。1本章之

研究精神以此为是。通过“归纳演绎法”与“历史解释法”，从较客观及全面的视

角看待各家诠释，期以把握深刻解读《学而》首章之诠释范式与基本线索，以更清

晰地认识孔子之真理。 

 

第一节 古今三说之考察 

 

    从汉至清的《论语》注本中有关《学而》首章之诠释可见，古人多视首章三节

为义理相互连贯之整体。近现代论著亦主要认同三节含义之贯通。主张三句为前后

互不连贯者则始见于今译本。其中以简洁平实的白话译之，目的在于将古代经典之

 
1 劳悦强，《文内文外：中国思想史中的经典诠释》，页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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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体通俗化，以便于日趋广泛的读者理解。职是之故，本章研究范围着眼于首章

义理之内在联系。此亦合乎孔子自言“吾道一以贯之”的特点。考察前贤诸说，其

中颇具独到之见，值得引为参证者可归纳为三：“渐次递进”说；“退而求之”说；

“相互连贯”说。 

    纵观诸说，其中以“渐次递进”为众，自古以来皆有学者以此为是。主张首章

三节之内在联系为渐次递进者，认为后者之造境以前者为基础。“渐次递进”说的

立足点又可归纳为价值层面、精神层面及事实层面。此三层面的判断立场亦非绝对，

常有学者的结论是出于不同层面之有机结合，譬如价值层面与精神层面之互证、事

实层面与价值层面之互证。 

“渐次递进”说最早可追溯至皇侃之义疏，其诠释此章为“学习”至“教授”

之“学成为师君”的进阶过程1，即学者自幼为学而后成师、成君之价值判断。邢

昺疏亦同之。2此后多见学者立足于价值层面之阐释，如张居正判断首章三节是学

而“希贤希圣”之递进关系，其中又结合“由说以进于乐”之精神层面的进阶加以

互证。
3
现代亦有基于前贤之说而出新见者。王乐以价值判断为基，主张首章三节

贯通“实践、交流、快乐、宽容”之为学观，从而实现“克己复礼为仁”之道德境

界。4魏雅倩结合价值层面与精神层面以阐发，认为首章三节之核心枢机在于由

 
1 [魏]何晏集解；[梁]皇侃义疏；王云五主编，《论语集解义疏》，卷 1，页 1。皇侃之义疏参考

《学记》，结合人的成长过程，将<学而>首章三节分别以“明学者幼少之时”“明学业稍成……故

能招友为次”“明学业已成，能为师为君之法”释之，认为此章所言乃从“学习”至“教授”之

“学成为师君”的进阶过程。 

2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论语

注疏》，卷 1，页 1-3。邢昺释首章作“学为君子”之层层深入的为学造境。 

3 陈生玺等译解，《张居正讲评<论语>皇家读本》（修订本），页 1-2。张居正曰：“夫学，由说

以进于乐，而至于能为君子，则希贤希圣，学之能事毕矣。” 
4 王乐，《实践·交流·快乐·宽容——论<论语·学而>首章之学》，页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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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而得以开显出“乐”的境界。1邓球柏则基于孔子学行结合的原则，旁参

“知之、好之、乐之”三层求学境界，以证首章之内在联系为渐次递进。2袁立辉

亦着眼于“学”者，其说不离邢昺“学成君子”价值递进论，以首章三节指学者修

习“仁学”的先决条件，由此成贤及成君子。3肖俊毅则由道德境界与思想境界出

发，认为首章是道德主体达致“仁者”的“渐次递进的生命开展过程”。4 

基于事实判断层面之“渐次递进”说而言，则以刘宝楠据史实之考订而阐发经

义为代表。此说以《史记》为基础，提出“夫子一生进德修业之大，咸括于此章”。

5
钱穆之说基本与之无异。钱穆以孔子“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章之自述为参证，复

结合价值境界作出判断，进一步提出《论语》编者将此章列为全书之首，其深意在

于“学者循此为学，时时反验之于己心，可以自考其学之虚实浅深，而其进不能自

已矣”。6卢梦雨则别出己见，提出三节之间严密的逻辑递进关系在于展现了“孔

子晚年对平生遭际的自我喟叹”，是孔子自我评价所围绕之中心。7 

   异于“渐次递进”说，部分现代研究将《学而》首章视为孔子“退而求之”的

人生态度。刘家齐反对以此章作学习方法，认为孔子之言概括了学者可能面临的三

段不同情况，并以此勉励学者端正态度，树立坚持真理的君子精神。8首章三句具

 
1 魏雅倩，《论语“学而时习之”章考释》，页 1-45。 
2 邓球柏，<论“学而时习之”与学行结合原则>，页 87-91。 
3 袁礼辉，<《论语·学而第一》再阐释>，页 107-108。 
4 肖俊毅，<道德主体的确立与德行生命的展开——《论语·学而》第一章释义>，页 22-28。 
5 [清]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十三经清人注疏·论语正义》卷 1，页 1-5。 
6钱穆，《论语新解》，页 3-4。 
7 卢梦雨，<《论语·学而》篇首章新释>，页 110-112。 
8 刘家齐，<“学而时习之”章新解>，页 54-55。作者于文中将<学而>首章三节分别诠释作：学者

取得了学术成就，受到贵族们的重视，用他为政，使他的学术成就成为当时社会相因而行的准则，

造福天下。学者得到这种境遇，则中心喜悦；学者虽已取得重大学术成就，却还没有引起贵族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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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反映此三境况——孔子之学说为其时之世所知，得以致用；虽不得为世所知而用，

然仍有同志之人从远方而来共勉；既不得为世所知，亦不得同道之人共勉。李启谦

承其说加以发挥新见，主张全章是“孔子对其学说三种不同境遇的三种不同态

度”——第一种最高兴；第二种也快乐；第三种不悲观不失望，并认为以此解释合

乎孔子的实际情况及《论语》各章前后连贯之体例。1  

    除“渐次递进”说与“退而求之”说，学界还有主张《学而》首章三节的内在

义理有相互连贯，而无递进或退而求之关系。叶秀山以此章作孔门校规及校训：

“是孔子对学生的开场白”，主张孔子曰“学而时习之”句为开宗明义。众弟子求

师于孔子当以“学”“习”为重；“有朋自远方来”句为表示欢迎学生求师于己的

态度；“人不知而不愠”句则为告诫初相识的弟子们当和睦相处。2廖名春则以首

章作孔子宣示其为学宗旨，其义理连贯体现于“学了理论而及时实习获得新知”之

喜悦、“新知为人们普遍接受”之快乐、“别人不了解其新知”之君子不愠。3 

    缕析古今三说，可见主张非递进或退而求之的“相互连贯”说者，均视首章作

孔子之宣言，却在诠释中忽略了“说”“乐”“君子”之关键涵义，以及孔子所出

 
视，没有用于社会，但已引起知识界的重视，广为传播，于是有朋自远方来共同探讨这个理论，迟

早会达到“时习之”的境界，学者既没白费精力，品格亦受尊重，便也应当快乐；学者在默默无

闻，潦倒终生的境况下仍得以做到不怒，不迎合世俗放弃真理，而力争得志以兼善天下，这种人是

真正的君子啊！ 
1 李启谦，<关于“学而时习之”章的解释及其所反映的孔子精神>，页 34-38。作者将<学而>首章

诠释作：“孔子说：‘如果我的学说被时代（或社会）所采用，那不就太值得高兴了吗？（退一步

说，如果时代没采用），可是有很多赞同我的学说的人从远方而来（和我一同讨论问题），不也是

很快乐吗？（再退一步说，不但社会没采用，而且人们也不理解我的学说），我也不’恼怒，不也

是位有道德修养的君子吗？” 
2 叶秀山，<“学而时习之”及其他>，页 12。作者主张全章乃孔子与其弟子对言，首句意为“你们

来我这里，当然是‘学’，但不仅是‘学’，而且要‘习’”；次句为“表示对‘学生’的欢

迎”，认为当时尚无“学生”一词，“弟子”同“兄”“弟”；末句为“要弟子和睦相处，因为初

次相识，不够了解，不要闹矛盾”。 
3 廖名春，<《论语》“学而时习之”章新探>，页 449-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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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言与其心志之深刻联系。故，此说法未及全面。主张“退而求之”者，以此说符

合孔子一生事实。李启谦以孔子“努力宣传自己的学说，而且很多弟子也给以称赞，

他从中确曾得到快乐”。1然而，这又与孔子“为己之学”“不患无位”“不患莫

己知”思想相悖。孔子学而为己，并非寄托于他人赞同与称许而得悦与乐，故此说

亦难成立。前文释“人不知”句已作分析，此处不赘述之。2此外，此说虽谓“退

而求之”，实则以“退”为“进”，即以现实境遇之“退”映衬孔子思想境界之

“进”。以《学而》首章三节作为学者可能面临的三种客观现实情况而言，前两者

“学而时习之”之说及“有朋自远方来”之乐，乃建立于外在条件之赋予，即人群

知我而生发的愉悦之情。在人群皆不知我心志时，仍能怀揣无怨忿与愠怒之心。此

人生境况较之前两者更艰辛。“不愠”之表现更显个人思想境界之升华，表明了君

子不以“人群知我”为务，而坚定于己之志道修德的理想人格特质。 

就“渐次递进”说而言，各家出于不同视角展现了首章三节在事实层面、价值

层面及精神层面的推进历程。此说既具有客观且扎实的孔子史实为证，又体现了孔

子进德修业之价值境界和精神境界的升华。故，本文以“渐次递进”作为解读《学

而》首章之诠释范式，进一步探求贯通内在义理的趋同之见。 

 

 
1 李启谦，<关于“学而时习之”章的解释及其所反映的孔子精神>，页 35-36。 
2 前文“君子何以不知而不愠”一节引朱熹《四书或问》：“若圣门之学，则以为己而已，本非为

是以求人知之也。人知之，人不知之，亦何加损于我哉？”足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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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学而》篇首章之“成己”“成物”“成德” 

 

    承前文疏义之论见，孔子特以“学而时习之”“有朋自远方来”“人不知而不

愠”三种情况作为人生之“说”“乐”以至不亦“君子”。此不仅确乎契合孔子毕

生经历与实践，更足见此三境况乃人生常遇之考验，是为人难以达致的道德境界、

行为境界、思想境界及精神境界，后者更甚前者。未及个体的“学而时习”之说，

则无以得“有朋自远方来”之乐；未及“有朋自远方来”之乐，则不足以及“人不

知而不愠”之君子人格。三者之间呈现环环相扣的“渐次递进”义理关系，其构成

是由“说”—“乐”—“君子”分别达成“成己”—“成物”—“成德”。 

    第一层“成己”境界为“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时习”所生发之

“说”是通过“纯粹的个人实践和努力所达到的”1，此亦人生考验之第一阶段。

张居正讲评《论语》首章时，言孔子曾谓“人之为学，常苦其难而不悦者”，其因

在于“以其学之不熟，而未见意趣也”。
2
学而怠惰于时习之，则若“学而不思则

罔”。既“昏而无得”3，又“表里扞格”且“功夫间断”，以致学习主体“虽欲

勉焉以自进”，却又感枯燥生涩而“无以致其学之之道”“无以成其习之之功”。

4既学矣又时习之，复能将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五者从容于朝夕俯仰之

中者5，则个体之心与理相涵，其所知者益精，所能者益固。学成在己，则“必皆

 
1 劳悦强，《文内文外：中国思想史中的经典诠释》，页 42。 
2 陈生玺等译解，《张居正讲评<论语>皇家读本》（修订本），页 1。 
3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页 58。 
4 [宋]朱熹，《四书或问》，页 103。 
5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页 58。朱熹引程子曰：“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五者，

废其一，非学也。” 



33 
 

有以自得于心，而不能以语诸人者”，“悦怿之味”由是油然生发于心。1据此，

学而时习之所以“成己”，在于学而时习重在不厌地“修己”。 

    第二层“成物”境界为“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此阶段根植于前者“学

而成己”，其惠及者众，为前者所不及，而其生发之“乐”，更甚于“说”。刘宝

楠以“时习”为成己，“朋来”是成物，“但成物亦由成己”，此说是矣。2《礼

记》言“大学之道”时，以学至大成，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远者怀之。

3《中庸》云“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4，两者可相互发明。学至成己，

当进于成物。朱熹就此以“十人同食，一人既饱”作比喻，个人所知所能虽深，然

“独擅此理”则“举世伥伥不得于其心之所同”。5倘学得于己，复足以及人，

“则其欢怿交通，宣扬发畅”，即使谐和之律吕与相宣之工商，亦且不足以方此成

己又成物之“乐”。6 

    更进一步言之，“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则为第三层“成德”境界。就

此人生境况而言，朱熹谓之“及人而乐者顺而易”，然“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难”，

故唯“成德者”能之。
7
较之前两者，“人不知”乃人生常态之最无奈，而对此仍

处之泰然且“略无纤芥含怒不平之意”8，是最难以企及的人生态度。凡信之有不

 
1 [宋]朱熹，《四书或问》，页 104。 
2 [清]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十三经清人注疏·论语正义》，卷 1，页 4。 
3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礼

记正义》，卷 36，页 1050。 
4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礼

记正义》，卷 53，页 1450。 
5 [宋]朱熹，《四书或问》，页 105。 
6 [宋]朱熹，《四书或问》，页 104。 
7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页 50。 
8 [宋]朱熹，《四书或问》，页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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笃，养之有不厚，守之有不固，不能之。结合前文“君子”内涵之论见，自是日进

不已之“修己”，不独为一己之私之“成物”，方得以不怨不尤，下学上达，“虽

至于圣人可也”。1职是之故，朱熹目之“此学之终也”2，切中肯綮。 

以此对照孔子自述其一生各阶段之造诣3，学而时习之“成己”可视为其“志

于学”乃至于“立”之阶段。及乎学而有成“有朋自远方来”之“成己”又“成

物”，则可视为其不惑之阶段。及豁达通透之“成德”，此可视为“知天命”以上

至于“从心所欲，不逾矩”之阶段。据此，《学而》首章之内在义理联系所彰显者，

是个体的德之内蕴，个体惠及群体的德之外见，进而全面地实现在道德境界、行为

境界、思想境界及精神境界的德之圆成，三者层层推进。 

 
1 [宋]朱熹，《四书或问》，页 104。“虽至于圣人可也”之说摘自此书。 
2 [宋]朱熹，《四书或问》，页 104。 
3 《论语·为政》（2.4）“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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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读其言而见其阃奥：《学而》篇首章与孔子思想 

 

 

    从前文可见，前人的诠释虽可谓已臻全面，然各家之言基本立足于“学”

之次第者、精神愉悦境界之递进者，以及孔子生平际遇之概括者。孔子一生精

神“阃奥实尽于此”1，孔子思想之博大精深，孔子所述之微言大义，当不止于

此。据此问曰：《学而》首章所深蕴的孔子思想之“阃奥”为何？继疏通首章

之意义及辨析其中义理之贯通，本章以“二重证据法”及“历史解释法”作为

达道之径，从孔子学行相须之原则、孔子智慧与孔子论君子出发，抉发深蕴于

此章的孔子思想与精神之阃奥。 

 

第一节 学行相须之学 

 

    孔子重“学”，由《学而》首章首句即言“学而时习之”足证。孔子所重

之“学”，涵盖了充分的“笃行”精神。譬如，对于“诵诗三百”而“不能专

对”者，孔子反问：“虽多，亦奚以为？”2弟子宰予位列四科之一3，却“昼

寝”。对于如此“学”“行”脱节之行为，孔子怒斥之“朽木不可雕”。4故，

 
1 [明]刘宗周，《论语学案》，页 506。 
2 《论语·子路》（13.5）“诵诗三百”章。 
3 《论语·先进》（11.3）“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

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章。 
4 《论语·公冶长》（5.10）“宰予昼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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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子释“学”时，即曰：“学者，将以行之也。”
1
“学”与“行”之相资关系

在于“学”在“行”中、“行”在“学”中，“学”不离“行”、“行”亦不

忘“学”。2以此观照《学而》首章三节，其中亦且贯通孔子的笃行精神，蕴含

了“学—心—言—用”之内涵，从而体现“言行相近，然后君子”之境界。 

    《学而》首章展现了由“学”而得之于“心”，由“心”而发之于“言”，

由“言”而见之于“用”之实践。“学—心”在于“学而时习之”阶段。如前

文所述，此阶段主个人之修习，“时习之，则所学者在我”
 3
，故“中心喜说”

而进自不能已。 “心—言”则在于“有朋自远方来”阶段，学至有成，招致四

方之朋前来相与讲学，以言行相授。孔子有四忧，其二即“德之不修，学之不

讲”。4朱熹注引尹氏曰：“德必修而后成，学必讲而后明”5，故孔子曰“有德

者必有言”6，此谓修己亦立人。“言—用”则隐含于“人不知而不愠”阶段。

此为学行相资之最终目标——下学而上达，达道行仁也。曾子以“忠恕”概括

孔子之道7，“忠恕”之本质为“仁”。8“人不知而不愠”所实践的即不愠之宽

恕与容人。此为“己欲立而立人”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阔达胸襟与境

界。9 

 
1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页 49。 
2 李漫玉，《<论语>中“学”之疏阐》（南京：南京大学哲学伦理学专业硕士论文，2018），

页 35。学行相资关系之说参考自此文。 
3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页 49。 
4 《论语·述而》（7.3）“德之不修”章。 
5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页 91。 
6 《论语·宪问》（14.4）“有德者必有言”章。 
7 《论语·里仁》（4.15）“参乎！吾道一以贯之。”章。 
8 徐小跃，《中国传统文化与儒道佛》（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页 80。 
9 关于《论语·学而》首章“仁”之忠道与恕道蕴涵分析，见本章第三节“孔子论君子：

‘知’‘仁’‘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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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地下之新材料”与之相互发明，则见孔子亦且以言行相称作为君子人

格的构成要素。上博简乃继《论语》之后，研究孔子言论之大宗，其中《弟子

问》篇真实地记录了一组孔门师生关于“言”“行”之间的关系之问答。简中

记载孔子曰：“又夫行也，求为之言，又夫言也，求为之行，言行相近，然后

君子”。1以“学而时习之”至“人不知而不愠”句相比照，其“学—心—言—

用”之蕴涵与之若合符节。《孔子家语》亦言君子之三患乃“未之闻，患不得

闻；既得闻之，患弗得学；既学得之，患弗能行”。2纵观《论语》，更是多见

孔子以言而能行且言行一致作为君子之重要特质的论述。3职是之故，孔子之学

贵在笃行，而达致成己、成物、成德之进阶境界，讲求躬身实践。以“行”践

“学”，以“言”“行”一致内化之，则若《中庸》所云“好学近乎知，力行

近乎仁”。
4
 

 

第二节 “中庸”之智慧 

 

    孔子以“民鲜久矣”的“中庸”为至德。5《中庸》亦记载孔子以“君子中

庸”对比小人之“反中庸”，谓君子之中庸乃“君子而时中”。6中庸之道可谓

 
1 李守奎，曲冰，孙伟龙编著，《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一五）文字编》（北京：作家

出版社，2007），页 921，924；常佩雨，《上博简孔子言论研究》（郑州：郑州大学文学院博

士论文，2012），页 225。 
2 王国轩，王秀梅译注，《孔子家语》（北京：中华书局，2009），页 83。 
3 《论语·为政》（2.13）“子贡问君子”章；《宪问》（14.27）“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章；《子路》（13.3）“卫君待子而为政”章之“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句。 
4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

疏·礼记正义》，卷 52，页 1442。 
5 《论语·雍也》（6.29）“中庸之为德也”章。 
6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

疏·礼记正义》，卷 52，页 1424。原文载孔子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中庸也，君

子时而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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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处世之大智慧，是其思想的核心范畴之一。《学而》首章虽未明言一“中”

字，然深抉之，足见孔子的中庸智慧实则贯彻三节，其中蕴含孔子处世之“时

中”，亦反映了孔子人情之“中和”。 

    郑玄注《中庸》，曰：“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解“庸”为“用”与

“常”，并进一步言：“用中为常，道也”。1朱熹论中庸：“不偏不倚、无过

不及”。2“中”乃“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则“平常也”。3“君子时而

中”，乃“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随时以处中”。
4
“时中”具有时间性，是

《易传》所谓“与时偕行”。5据此，梁启超以孔子所建设的是“流动哲学”：

“那基础是摆在社会的动相上头”。6康有为亦释“时中”乃“君子当因其所处

之时，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上下无常，惟变所适”。7康梁之“时中”说

贯通古疏，鞭辟入里，本文以此为是。 

    窥探《学而》首章，孔子所言无不彰显其处世之“时中”。此言体现孔子

深刻体察彼时社会现象，并按照其所处环境与时局，保持适得事理之宜的行为

与思想状态。孔子生活于危乱动荡的春秋时代末期，彼时周王室力量衰微，各

诸侯国互相兼并与争霸，兵燹摧毁了原本安定的社会局面。孔子深省于民不聊

 
1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

疏·礼记正义》，卷 52，页 1422，1424。 
2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页 21。 
3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页 88。朱熹引程子之言：“不偏谓之中，不易谓之庸。中者

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4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页 21。 
5 [宋]朱熹撰；苏勇校注，《周易本义》，卷 9，页 164。 
6 梁启超，《梁启超论儒家哲学》，页 179-181，182-183。梁启超以孔子一切学说皆包含中庸

精神，证孔子之“时中”，言：“孔子是最尊重思想自由的人，他的书里头，从没有一句排除

异己的话。”其论见以孔子之“仁”乃执杨朱利己之“为我”、墨子利他之“兼爱”的两端求

得中庸；以孔子之礼治主义乃执道、法两端求得中庸；以孔子之礼讲“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

乃执老子极端之“绝欲”与杨朱极端之“乐生逸生”的两端求得中庸；又以孔子之“以直报

怨”乃执“以德报怨”与“以怨报怨”之两端，折衷求得中庸。 
7 康有为撰；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五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07），页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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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之现象，将社会之“疾”归因于“人而不仁”。
1
有感于历史上的明君贤臣之

仁政与品德，孔子由此确立修己安人，使天下兴于仁之理想。2“学而时习之”

阶段即为“理想使他立志于学”的体现3，在邦无道且学而“志于谷”的功利之

境中，孔子之志学以立己济世是谓“时中”。“有朋自远方来”之师徒相授阶

段是孔子以传道、授业、解惑的方式“成物”。在孔子看来，只要在社会上形

成好的道德风尚，就会影响政治。4旁参相关章句，孔子以《尚书》曰“孝乎惟

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5，此亦孔子之“时中”也。至于“人不知

而不愠”阶段，则可视为孔子即使身处政治抱负屡屡事与愿违的“大道既隐”

境遇中，仍不因此而极端忧郁、消沉及愤懑，不因此而放弃行道。孔子在造次

与颠沛中清醒且理智地认知“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6，彰显了其处世无过无不

及之正道。 

    相比以上孔子之时中，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之《保训》篇记载周文王临终

时谆谆嘱托太子发遵循“中”之思想观念，彼此显然一脉相承。7周文王要求太

子深入体察社会与民情，从而准确把握其中矛盾，处事以“中”。孔子“学而

时习之”至“人不知而不愠”之言同样展现了其审时度势。即便身处不同的人

生境况中，仍得以使自己的行为与思想时时且处处符合中道。“君子而时中”，

 
1 《论语·泰伯》（8.10）“好勇疾贫”章。 
2 王棣棠，《孔子思想新论》，页 166-168。 
3 王棣棠，。孔子思想新论》，页 168。 
4 王棣棠，《孔子思想新论》，页 174。 
5 《论语·为政》（2.21）“子奚不为政”章。 
6 《论语·里仁》（4.5）“富与贵，人之所欲也”章。 
7 李学勤主编；沈建华，贾连翔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文字编（一—三）》（上海：中西

书局，2014），释文页 4。据李学勤之说，《保训》中的“保”是“宝”，“训”则是“教

训”义，保训不是周文王自己的创造，而是从前世流传而来，竹简中则记载周文王对太子发讲

的两件上古史事传说，以此说明他要求太子遵循“中”，“中”是全篇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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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切地把握中庸者，其境界必然高远。唯“成德者”能之，故曰“不亦君子

乎”。 

    再者，《学而》首章体现了人情之“中和”，说、乐及不愠是也。《中庸》

有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1喜怒哀乐乃人心

对外界的感知反应，是人正常的情绪与心境，乃人情之“中”。表达时有度有

节，其结果谓之“和”。2孔子“以礼制中”，即以“礼”作为规范行为的尺度

与准则。
3
“学而时习之”与“有朋自远方来”由心生发之说与乐，便是适度有

节的情感表达，是“发而中节”也。此外，“好”与“恶”亦是人对外部世界

所产生的认知情感4，“人不知而不愠”之“不愠”是对“人不知”所可能产生

的“恶”之常情的“中节”。《庄子·人间世》记载孔子云“自事其心者，哀

乐不易施乎前”。5通透的君子“自己打叠自己的心境”6，对于人知之与不知之

乃至穷达毁誉等事变，虽日夜相代乎前，其心之好恶与哀乐却不易施乎其前，

可谓“中和”之至。此“和”与“同”存在本质区别。“君子和而不同”之

“和”指的是具有多样性且有差别的同一，是达致处世和谐的平衡局面；“同”

则是无差别的同一，故曰“小人同而不和”。7君子对于人不知而不愠，实践

“中和”而不妥协于苟同，而小人附和于苟同而忽略“中和”。 

 
1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

疏·礼记正义》，卷 52，页 1422。 
2 杨照明，<重新认识儒家“中道”哲学>，《孔学堂》2015 年第 1 期，页 49。 
3 杨照明，<重新认识儒家“中道”哲学>，页 48-49。 
4 杨照明，<重新认识儒家“中道”哲学>，页 49。 
5 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页 145。 
6 梁启超，《梁启超论儒家哲学》，页 145。 
7 李聪颖，《儒家中庸思想研究》（保定：河北大学中国哲学专业硕士论文，2015），页 8。相

关论析参考自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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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言之，《学而》首章深蕴的中庸之道是修身之道与和谐之道，亦且为君

子之道。其建立于“时”，要求“与时偕行”，亦建立于“礼”之基础，讲求

“以礼制中”，足证孔子谓之至德之由。《学而》首章居全书之首，其至德之

蕴涵。 

 

第三节 “知”“仁”“勇”之君子论 

 

    孔子言君子道者有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谓之为

“孔子自道”。1《中庸》以此“知”“仁”“勇”为天下之达德，以好学而近

乎知，力行而近乎人，知耻而近乎勇。
2
《学而》首章三节涵盖此君子三达德，

亦且因其循次渐进之义理贯通，而逐层彰显。“学而时习之”一节体现“知”

德，“有朋自远方来”一节体现“知”与“仁”德，及“人不知而不愠”一节

总括“知”“仁”“勇”三达德。三节集中展现了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

不惧之至高境界。 

其一，“学而时习之”句是孔子“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之学习过

程，展现其“学而不厌”的好学精神，合乎“好学近乎知”。梁启超论“知者

不惑”，言及此阶段之“知育”要求培养“根本的判断力”与“总体的智慧”，

而养成判断力之前提包括须有文与艺的常识、专门的智识及遇事能断的智慧。

3“根本的判断力”植根于“总体的智慧”，其养成途径有二：一则着实磨炼

 
1 《论语·宪问》（14.28）“君子道者三”章。 
2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

疏·礼记正义》，卷 52，页 1441。 
3  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下）（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20），页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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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浮的脑筋”，使之“细密而踏实”，以便彻头彻尾地条分缕析任何繁难之

事；二则着实培养“浑浊的脑筋”，使之“清明”，以便从容莹澈地判断一切

事理。1梁启超此番论见虽立足于其世的历史与文化关怀，要求解决彼时的教育

困境，然其所谓判断力与智慧之养成，亦与孔子“学而时习”之学的内容、目

标及成效一脉相承。学六经之文以致知，学礼乐德行以为人，并将之从容践习

于朝夕俯仰之中，不亦使人养成细密踏实和从容莹澈之判断力与智慧乎？ 

尽管如此，“学而时习之”阶段所体现之“知”，尚且未及“知者不惑”

境界，其不惑者为知识论。樊迟问“知”，孔子答“知人”2，可见知人为知之

首务也，又《中庸》云“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3唯下知人事，上知天命，

方谓之达“知者不惑”。 

    其二，“有朋自远方来”基于“学而时习之”之“知”，亦且包含“仁”

德。《说文》解“知”为词也，“从口，从矢”。4徐锴系传：“凡知理之速，

如矢之疾也”。5徐小跃解释之“通过识物辨物后经人口像放箭一样将所知之理

快速传出去”。
6
可见，“知”实亦包括“传递”之意涵。“有朋自远方来”之

师徒相授即为“知”以言相传递的过程。《说文》解释“仁”为“亲也”，从

人从二，古文“仁”从千、心。7从许慎的释义中，显见不论是“从人从二”抑

 
1 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下）（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20），页 362。 
2 《论语·颜渊》（12.22）“樊迟问仁”章。 
3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

疏·礼记正义》，卷 52，页 1441。 
4 [汉]许慎，《说文解字》，卷 5 下，页 110。 
5[南唐]徐锴，《说文解字系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卷 10，页 100。  
6 徐小跃，《中国传统文化与儒道佛》，页 97。 
7 [汉]许慎，《说文解字》，卷 8 上，页 161；邓球柏，<论“学而时习之”与学行结合原则>，

页 88。文中解释“仁”之“从千从心”，“千心”即“众心”“民心”，人能顺从千心，则仁

矣。“迁心之谓仁，将心比心，将己之心比天之心，将己之心比地之心，将己之心比他人之

心，将己之心比死人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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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从千从心”，“仁”的本义皆表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揭示与强调对他人

之温和慈爱，又亲近、亲密、亲切之道理和情感。1观孔子论“仁”，亦出于人

与人相互亲爱的关系。“有朋自远方来”句体现之“仁”者，乃“己欲立而立

人，己欲达而达人”也，其中体现之“爱人”精神，是“推己及人”“修己安

人”之奉献和给予。唯仁者，方以己之学所有成而及物并成物，并为此产生更

甚于喜悦之“乐”。此为孔子爱人为仁之实践，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力行

仁道之大者。此仁道之体大，任重而道远，故曰“力行近乎仁”。梁启超以孔

子曰“仁者人也”为“人格完成”之意，彼此交感互发，“仁”之人格方能实

现。
2
此亦合乎“仁”字义，亦见于“有朋自远方来”之实践。 

其三，“人不知而不愠”是“知”“仁”“勇”君子三达德之“集大成”，

其蕴涵较之前两者更深刻，其境界亦且更高远。 

首先，末节之“知”德是“知者不惑”的全面体现——下知人事，上知天

命。“惑”之所由在于对人事存有不“中”和不“义”的好恶。“爱之欲其生，

恶之欲其死”是惑也
3
，“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亦惑也。

4
欲行道于天

下而不得，身处困境复且不为人所理解，及此仍能不愠之，何“惑”之有？故

曰“不亦君子乎”，知者知人事而不至于惑。知者知人亦知天，“人不知而不

愠”彰显孔子通人事与知天命，是其君子之于天下“无适”“无莫”而“义之

与比”的人生价值取向。《史记》记载孔子晚年感到“吾道穷矣”“吾道不行

矣”，复喟然叹曰“莫知我夫”，对此展现的态度却是“不怨天，不尤人……

 
1 徐小跃，《中国传统文化与儒道佛》，页 76。 
2 梁启超，《梁启超论儒家哲学》，页 130。 
3 《论语·颜渊》（12.10）“子张问崇德、辨惑”章。 
4 《论语·颜渊》（12.21）“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章之“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

惑与”句。 



44 
 

知我者其天乎”。
1
此与“人不知而不愠”的倾向一致。《庄子》记载孔子云

“自事其心者，哀乐不易施乎前”后，继而言：“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德之至也”。2孔子之所以能对于人事之变而不愠，在于究人事而“安之若命”。

“命的有无且不必深管”3，故能“遁世无闷”，能不怨天亦不尤人，且以“饭

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为乐。末章言“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其意义与首

章正相衔接，其精神一以贯之。 

然而，孔子的知命观并非消极，不因“人不知”而“降志辱身”，亦不因

此而“隐居放言”4，而是乐行忧违，独立且不惧。郭店楚简之《穷达以时》篇

中明确提出的“天人相分” 5，与“人不知而不愠”体现孔子面对人事穷达之变

的态度若合一契，从中可窥探早期儒家天人观。竹简载“察天人之分，而知所

行矣”，穷达取决于时运，毁誉在于旁人，这些皆属于“天”而不在于“人”。

6个人的德行则取决于自身修养，与天无关，故积极进德修业才是人的职分所在。

明白此“天人之分”，则当“反求诸己”，而非汲汲于“天”主宰的事变。职

是之故，末节之“知者不惑”乃“究天人之际”的意义与境界。 

再者，首章末节之“仁”乃恕道也。前论曾子以“忠恕”贯通孔子之道—

—“尽己之心为忠，推己及人为恕”。7“有朋自远方来”之“仁”是己欲立而

 
1 [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第六册），

卷 47，页 2339-2340。 
2 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修订本），页 145。 
3 梁启超，《梁启超论儒家哲学》，页 145。 
4 [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第六册），

卷 47，页 2340。 
5 梁涛，《郭店楚简与思孟学派》（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页 447-449。竹简第

一至二简提及“有天有人，天人有分。察天人之分，而知所行矣。有其人，无其世，虽贤弗行

矣”，第 29 至第 30 简进而言“知天所为，知人所为，然后知道，知道然后知命”，“天所

为”为天之职分，“人所为”为人之职分，此即天人之分。 
6 梁涛，《郭店楚简与思孟学派》，页 447。竹简“天人相分”之阐释参考自此书。 
7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页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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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之忠道，而“人不知而不愠”蕴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之恕道。1深抉其中恕道之深义，其不亦为予以他人自由和独立的选择空间乎？

君子和而不同，亦且不以己见与己志强加诸他人。能够充分理解和尊重他人与

自己立场之不一，是一种“宽容”的精神。2心怀忠恕之仁，则不忧。因其“忧”

之所从来在于两端——忧成败与患得失。3仁者在人际关系中“曲尽人与人之

道”4，既知人事与天命，复承认并尊重人人具有独立的人格与思想立场。梁启

超言：“认定这件东西是我的，才有得失可言”5，仁者为学问而学问，而不为

迎合他人或期以他人之苟同，又有何成败与得失可忧？完成忠恕之仁，方可谓

“不忧”，是亦人格之楷模——君子也。 

进一步言之，末节蕴含前二者所未有之“勇”。孔子曰“仁者必有勇”6，

《中庸》云“知耻近乎勇”。“人不知而不愠”是唯大知、大仁、大勇，知进

退取舍而合于节者，方能为之。能安贫乐道，守道不渝，内省不疚，则无惑、

无忧、无惧。“邦有道，贫且贱”是耻，“邦无道，富且贵”亦耻也。7无论天

下行道与否，己之志为人知且为世用与否，君子之进退取舍，尽以笃信好学，

守死善道，义以为上。勇者之不惧，是“意志方面的事”8，意志薄弱者即使博

学亦无谓。“人不知而不愠”之“勇”，是闻义则徙，是“抑其血气之刚而进

之以德义之勇的行为法则”9，是耐得住英雄无所使其能之孤独，不求闻达的君

 
1 “仁”之恕道内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自《论语·卫灵公》（15.24）“有一言而可以

终身行之者乎”章之“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2 徐小跃，《中国传统文化与儒道佛》，页 81。此说摘自自此书。 
3 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下）（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20），页 364。 
4 梁启超，《梁启超论儒家哲学》，页 130。 
5 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下），页 364。 
6 《论语·宪问》（14.4）“有德者必有言”章。 
7 《论语·泰伯》（8.13）“笃信好学”章。 
8 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下）（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20），页 364-365。 
9 李建国，<《论语·学而》首章发微>，页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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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之勇。以此比照孔子之事实，期望“有用我者”的孔子曾经数次获得从政机

会，然而在发觉统治者与其邦之无道后，毅然决然割舍。1这是孔子即便频遇

“人不知”，既能内省不疚而不愠，复且守死善道，不为个人的富贵荣禄而丧

志辱身的知耻之勇。《中庸》以君子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国有道，不变塞

焉，国无道，至死不变，谓之“强哉矫”。2此言可谓对于首章末节之“勇者不

惧”最强而有力的概括。 

综上所述，由《学而》首章三节逐层深入的知、仁、勇三达德之蕴涵可见，

孔子进德修业的一生，是不辍地修炼与完成三达德的过程。梁启超以未经知、

仁、勇的修养磨练，不足以成人。3孔子达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

惧”，不亦由“成己”至“成物”，最终“成德”的境界乎？后世尊称孔子

“至圣”，乃见于此。 

 
1 王棣棠，《孔子思想新论》，页 170-171。第四篇《对孔子和孔子研究的再认识》中提及，孔

子在鲁国任大司寇行摄相事，颇有政绩，他自己也踌躇满志，但他发觉鲁国统治者沉迷女乐、

怠于政事，己不信任自己时，就决然离开鲁国；《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记载：“少孔子

五十岁，孔子适卫，子骄为仆。卫灵公与夫人南子同车出，而令宦者雍渠参乘，使孔子为次

乘，游过市，孔子耻之......乃叹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2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

疏·礼记正义》，卷 52，页 1427。 
3 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下）（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20），页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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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语 

 

 

胡适尝言：“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1本文立足于孔子其人其

世的历史与文化环境，结合字源学之根据，兼及考古发现与《论语·学而》首章互

证以深抉其中阃奥。“学而时习之”“有朋自远方来”“人不知而不愠”三节是为

一含义连贯之整体，其义理逐层广大且高远，其深蕴的孔子思想亦且渐次博大且精

深，可谓“金字塔”。首句“学而时习之”是时时学习与践行礼乐德行及六经之文，

以为人与致知的“为己之学”。其“不亦说乎”乃学而得之于己，不随众俯仰于荣

禄功名的“成己”之喜悦。次句“有朋自远方来”反映了来自四方的弟子从师于孔

子，其群体弥众，充满天下的历史真实，为“学而时习”至有成，而不止于独擅此

理，更进于及人之造境。其“不亦乐乎”是既得以验己修功，复得造就人才、教学

相长且义味相交的“成己”兼以“成物”之乐。末句“人不知而不愠”映射出孔子

于其一生颠沛造次之政治求索中，不同于常情之好恶与怨怼，反之展现如良玉之温

润而栗然的貌色与心境。其“不亦君子乎”确立日进不已之修己，不独擅一己之私

之成物，信笃、养厚与守固之“成德”君子境界。三者集中且循次彰显孔子“学—

心—言—用”之为学原则与目标，处世之“时中”与人情之“中和”的中庸之道，

 
1 胡适著；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三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页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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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君子三达德之知、仁、勇。孔子以此人生三境况为说、乐、君子。一言以蔽之，

其核心思想“仁”之所在，其至德“中庸”之由，其君子三达德之全面实现。 

由其言以知其人。梁启超论孔子的人格，以“在平淡无奇中现出他的伟大”
1
，

其不可及之处在此，其可学处亦乎此。纵观《论语》，进而聚焦于本文研究《学而》

首章之微言大义，可见孔子一生所言所行，皆为常人生活范围内极为亲切有味的庸

言庸行。人之为学常苦其难而不悦，无以得天下英才而教学相长，知己难求乃至于

英雄无所施展其能之苦闷——三者确乎人生常遇之考验。孔子以“学而时习之”进

而“有朋自远方来”至“人不知而不愠”，化困境为说、乐乃至于不亦君子乎，亦

且以身作则贯彻之，笃行之。后觉者只要效法先觉之所为，人人皆能通过不懈努力

明善复初。“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2孔子之道者，乃人之

所能知能行者3，其言行合一足见乎此。 

孔子不可及之处的伟大，其一在于孔子少孤而贫贱，复且历经民生纷乱和异国

流寓。在没有倚靠、师承及先觉者可考之多艰境遇中
4
，孔子仍得以体悟与修养一

以贯之又亘古常在的人生达德。其二，在于孔子时刻理智地权衡合宜之理的人格特

点。“君子义以为上”尽显于其中庸之道的人生实践。孔子深刻体察社会动向，并

于不同的人生境遇，皆得以执中求“适”。职是之故，孔子思想行远至今而常读常

新。 

 
1 梁启超，《梁启超论儒家哲学》，页 183。 
2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礼

记正义》，卷 52，页 1430。 
3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页 25。 
4 钱穆，《孔子传》，页 8。 据钱穆，孔子早年是否受过教育，目前尚未有确切史实以考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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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未尽之处，亦在《学而》首章之于现代社会的“常读常新”意义。据

此可追问：首章何以融入当代社会实践？何以赋予其当代内涵，以促进其之于当代

社会文化的适切性？近年来在网络上掀起的“本科无用”之论战，或可与《学而》

首章相结合，探索其当代意义之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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