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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紹堂團隊 纂輯 

(一)禮記： 

1、原本附於儀禮各篇之末，乃札記式詮釋闡述的文字，其後獨 

   立成篇。 

   2、內容或言哲理，或論政治制度，或記禮樂器物，或述生活儀 

節，為儒家論禮的叢書。 

   3、原為一百三十一篇，戴聖刪取四十九篇，是為小戴記；即今 

      流傳之禮記，為十三經之一。 

      ◎戴聖︰字次君，西漢、梁人(河南商邱)，生卒年不詳。 

   4、大學、中庸為其中之二篇，闡發義理最為精密。 

大學為初學入德之門，中庸為孔門傳授心法之書。 

   (二)題解︰大同與小康： 

   1、出處：禮記、禮運篇。 

   2、文旨要義： 

     (1)本文藉由孔子回答子游的問題，暢論大同與小康之治的分 

       別，其中「天下為公」之大同社會，是儒家政治思想標舉 

       的最高境界。 

     (2)「大同」是儒家的理想國，精神在「天下為公」，所以不論

老師解惑：〈大學〉： 

三綱︰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 

八德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闡述儒家「為政以德」的政治哲學。 

 

大同與小康 

一、 常識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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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社會、經濟……諸方面皆顯現博愛無私的景象。 

     (3)「小康」則是一種小安的政治，以「天下為家」，必須以禮

義作為治國的綱紀，方能保有安康的局面。 

     (4)欲實現「大同」的理想，可以先由重振禮義、匡正人心的沉 

淪、重整社會道德秩序做起，由「小康」而躋於「大同」 

所以「小康」與「大同」雖然有別，卻不是對立的，而是 

        循序實踐的進程。 

     (5)大同思想影響後世極為深遠，國父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就將實 

        現世界大同視為最終理想。 

 

 

  (一)述孔子參加魯國蜡祭，因見祭禮不夠完備，而有所感嘆。 

昔者【助詞、無義】，仲尼與【ㄩˋ，參與】於蜡賓【蜡，ㄓㄚˋ，歲末大

祭。賓，助祭之人】，事畢，出游於觀【ㄍㄨㄢˋ，古時天子或諸侯宮門外所設的

兩座樓臺，為懸示法令之處。又稱闕（ㄑㄩㄝˋ）】之上，喟然而嘆。仲尼之

嘆，蓋【大概是】嘆魯也【感嘆魯國的祭禮空存儀式】。言偃【字子游，吳國人，

孔子弟子。擅長文學，作過魯國武城邑宰】在側，曰：「君子【有才德的人，此指孔

子】何嘆？」 

從前孔子參加魯國的歲末大祭祀，並且擔任助祭。祭祀完畢，走

到宮門外兩邊的望樓上參觀，非常感慨地歎息起來。孔子的歎息，大慨是為了

魯國而慨歎。弟子言偃陪侍在旁，問孔子說：「先生為甚麼歎氣呢？」 

 

二、選文研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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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孔子談論「大同」之治的理想。 

孔子曰：「大道【至公至正之道】之行也，與三代【指夏、商、周】

之英【英明的當政者，指下文禹、湯、文、武、成王、周公】，丘未之逮【及】也，

而【卻】有志【通「誌」，記，指古籍所載】焉【助詞】。大道之行也，天下

為公【天下為人人所共有】：選賢與【舉】能【此就用人而言】，講信修睦【講

求信用，敦修和睦；此就人與人、團體與團體、國與國相處而言】。故人不獨【不只】

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上「親」字，動詞，親愛。上「子」字，動詞，指慈愛。

不只是親愛自己的親長，不只是慈愛自己的子弟；此就家庭及社會關係而言】；使老有所

終【終養（ㄧㄤˋ）】，壯有所用【讓壯年人都能奉獻才能】，幼有所長【ㄓㄤ

ˇ，教養。讓年幼的人都能得到教養】，矜、寡、孤、獨、廢、疾者【泛指

社會上孤苦無助的人】【矜，同「鰥」（ㄍㄨㄢ），老而無妻。寡，老而無夫。孤，幼而無父。

獨，老而無子。廢，殘廢。疾，痼（ㄍㄨˋ）疾，長久不癒的疾病】皆有所養。 

男有分【ㄈㄣˋ，指本分、職業】，女有歸【本指女子出嫁，此指歸宿】。貨【一

切資源】惡【ㄨˋ，厭惡】其棄於地【荒棄在地上】也，不必藏於己【對於

資源，不要把它荒棄在地上，應努力開發，開發之後不必據為己有】；力【心力】惡其不

出【不要吝於發揮】於身【自身】也，不必為己【對於心力，不要吝於發揮，發

揮時，不要只考慮個人利益】。是故謀【損人利己的奸謀】閉【止息、止塞】而不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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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盜竊亂賊而不作【起】，故外戶而不閉【外邊的大門不須關閉】。

是謂『大同【同，和諧公平。指天下為公、至為和平的世界】』。 

孔子說︰「大道得以施行的世代，和夏、商、周三代賢君當政的

時代，我沒能趕上，可以知道大概的情況。當大道得以施行的時候，天下是人

們所共有的。社會上進選賢能做事，講求信義，教人團結和睦。所以每個人不

只孝敬自己的父母，不單愛護自己的子女，還使社會上的老年人得以安享天

年；壯年人能發揮所長，貢獻社會；幼年人能好好地成長起來。使鰥夫、寡

婦、孤兒、沒有子女的老人家，以至殘廢疾病的人，都能得到照顧。使男子都

有本身適當的工作，女子都有歸宿的家庭。人們不讓財貨資源白白浪費於地

上，於是努力開發，然而不必據為己有；人人惟恐自己不出力工作，可是並不

是為自己私底下的利益。既然這樣的話，社會上就再不會有陰謀詭計的使用，

也不會有搶劫、偷竊和作亂的事發生了。因此，人們也不用關上門來彼此防

範。這就叫做『大同』世界。 

 

(三)孔子談論「小康」之治的情況。 

今大道既隱【與上文「行」相對，作「不行」解】，天下為家【天子視

天下為一家的私產】：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資源的開發】力【心力的

發揮】為己，大人【指在位者】世及【君王傳位的制度，世︰父子相傳，及︰兄終

弟及】以為禮【指制度】【在位者以父死子繼或兄終弟及的制度來傳承權位】，城郭

溝池【代指武備軍防】以為固【以城郭溝池來抵禦外侮、鞏固國家】，禮義以

為紀【以禮義作為綱紀】——以正君臣【用禮義來端正君臣關係】，以篤父

子【敦厚父子關係】，以睦兄弟【親睦兄弟關係】，以和夫婦【和諧夫婦關



 

 

6 

紹堂國文 精采絕倫 

係】，以設制度【設立各種制度】，以立田里【制定分配田地、登錄里籍的法

規】，以賢【尊崇、表彰，動詞】勇知，以功為己【把功勞據為己有】。故

謀用是【因此】作，而兵由此起【所以奸謀因此而發生，武備軍防因此而興

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從眾人之中選拔

出來，引申有優秀、傑出之意】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敬慎】於

禮者也。以著【ㄓㄨˋ，明示】其【指人民】義【宜、合理】，以考其信

【以禮考驗人民是否信實】，著有過【以禮明示人民的過錯，指在位者能明白的對有過

錯的人加以處罰】，刑【通「型」，典型、模範】仁講讓【以仁德為典範，並講求禮

讓】，示【昭示】民有常【常法、常規。昭示人民生活的常法】。如有不由【依

照】此者【指禮】，在埶【ㄕˋ，「勢」。在位】者去【即使是有權位的人也會被罷

黜】，眾以為殃【禍害】。是謂『小康【安】【指小安的政局】』 

「如今大道既然無法再行，天下成為一家一姓的天下。人人只孝敬

自己的父母，只愛護自己的子女，生產財貨和付出勞力，都只為了自己而已。

在上位的將爵位傳給自己子弟，成為固定的制度。又各自築起內外城郭、挖掘

壕溝，來保衛一己的領土。並且按照禮義來定出法度，去確立君臣的名分，加

深父子的恩情，使兄弟和睦相親，令夫妻和諧相處。由此而設立各種制度，劃

定田里彊界；以此推許勇敢和聰明的人，獎勵為自己效力的人。這樣一來，一

切陰謀詭計就產生了，而戰爭也就由此而起。夏禹、商湯、周文王、周武王、

周成王和周公，都是這時代的代表人物。這六位賢君，沒有一個不是小心謹慎

地運用禮制治國的。他們以此來確立行事的是非標準，養成百姓誠實守信的風

氣，又明白地指出人們的過錯所在，標榜仁愛，講求互相推讓，使老百姓能有

法規可去遵從。如果有人不按照這樣做的話。即使是有權有勢的，也會被罷

免，因為民眾都會視之為禍根。這就叫做『小康』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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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解惑： 

一、孔子的大同世界︰ 

    選賢與能的政治制度、人人皆有所養的社會狀況、資源開發和

共享的經濟，最後要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不作、外戶不閉 

二、老子的小國寡民︰ 

    清新無為的純樸社會，人民看重生命、安土重遷、絶聖棄智，

所以能「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 

三、孔子、老子、陶淵明，三者對理想世界的著墨雖然不盡相同，

但強調人心的純樸、生活的簡單則有相通之處 

 

寫作發揮︰ 

一、隨著時代腳步的前進，我們常有「人心不古」的感嘆，感嘆美

好價值的失落，感嘆維持社會穩定運作的仁心良知、公平正

義、禮節互助……等美德消逝。美好生活，正確價值觀的護

衛，不應隨著時代演進而失守。請談談你心目中的理想生活？ 

二、世間人懷揣高學歷文憑步入社會，發現自己竟然成了房子和車

子的奴隸；修行人懷著成聖成賢的心願奮鬥幾年後，發現自己

仍舊處處煩惱。一次次失敗，一次次反省，我們懷著美好的理

想，卻在現實中矛盾。生活中不如意的事十之八九，理想與現

實之間，該如何去尋找平衡點？ 

三、佳句︰ 

  1、生活，可以平淡無奇，也可以璀璨多姿。如何過生活，變成了

一種哲思。玄妙之處，只在於自身如何掌握、選擇。 

  2、隨著時代的進步，科技的文明，過去人們強調的人心純樸、生

活簡單，竟成為我們回不了的過去。 

相關題目︰ 

成功的定義、分享的快樂、我曾那麼樣的幫助人、理想與現實 

消失的傳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