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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而第一》第九章
□ 左玉波

兰若论语 讲堂

说不尽的《论语》（之六-3）

□ 陈 震

经典 解读

（接上期）
103.朽木粪墙
朽木：烂木头。粪墙：用秽土垒成

的墙。比喻无用的或不可造就的人或
事物。

《论语·公冶长》宰予昼寝，子曰：
“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
（圬：粉刷。）

104.秀而不实
秀：禾类植物开花。实：果实。庄

稼开花而不结果实。后用来比喻资质
聪慧而不幸早死，或才华出众而终无
成就。

《论语·子罕》苗而不秀者有矣
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

105.学而不厌
厌：满足。学习总感到不满足。

指好学上进。
《论语·述而》默而识之，学而不

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106.学而优则仕
优：有余力。仕：做官。学习了还

有余力，就去做官。后指学习成绩优
异，就去做官。

《论语·子张》子夏曰：仕而优则
学，学而优则仕。

107.言必有中
中：切中，正好对上。一说话定能

说到点子上。
《论语·先进》夫人不言，言必有

中。
108.言不及义
义：正经的道理。说些无关的话，

不涉及正经的道理。
《论语·卫灵公》群居终日，言不及

义。
109.乐山乐水
乐：喜好。指爱好高雅，各有不

同。
《论语·雍也》知者乐水，仁者乐

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
寿。

110.一匡天下
匡：匡正，纠正。纠正天下的混乱

局面，使走上正轨。
《论语·宪问》管仲相桓公，霸诸

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
111.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既：已经。驷马：同拉一辆车的四

匹马。说错了一句话，四匹马拉的车
也追赶不上。形容话一说出口，就无
法收回。

《论语·颜渊》子贡曰：“惜夫，夫子
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三国魏何
晏集解引郑玄曰：过言一出，驷马追之
不及舌。）

112.一言以蔽之
蔽：覆盖，指概括。用一句话或简

单的语言来概括。
《论语·为政》《诗》三百，一言以蔽

之，曰：“思无邪。”
113.一隅三反
隅：角落。一隅：指一个方面。举

出一件事情，可以触类旁通，推知其他
同类事情。

《论语·述而》不愤不启，不悱不
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114.以德报怨
报：回报。不记别人的怨仇，而以

恩德相报。
《论语·宪问》或曰：“以德报怨，何

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
德报德。”

115.以人废言
废：废弃，否定。因为某人的地位

低下或存在缺点错误等，就否定他的
正确言论。

《论语·卫灵公》子曰：“君子不以
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116.以文会友
通过文章来结交朋友。
《论语·颜渊》曾子曰：“君子以文

会友，以友辅仁。”
117.因材施教
因：依据。材：指人的天资、志趣

等。依据受教育者在天资、志趣等方
面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

《论语·雍也》中人以上，可以语上
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宋朱熹
集注引张敬夫曰：“圣人之道，精粗虽

无二致，但其施教，则必因其材而笃
焉。”）

118.用行舍藏
用：任用。行：行事，做事。舍：不

被任用。藏：指退隐。受到任用就出
来做事，不被任用就退隐。

《论语·述而》用之则行，舍之则
藏，唯我与尔有是夫。

119.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勉：勉励。有缺点错误就改正，没

有就用以自勉。
《论语·学而》吾日三省吾身。（宋

朱熹集注“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
则改之，无则加勉。”）

120.愚不可及
及：赶上。“愚不可及”本指大智若

愚，常人不可及。后多形容愚蠢无比。
《论语·公冶长》宁武子，邦有道则

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
可及也。

121.欲速则不达
达：到达。一心求快反而达不到

目的。
《论语·子路》无欲速，无见小利。

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122.悦近来远
悦：使悦服。来：使归附。指以德

治国，使近者悦服，远者来附。
《论语·子路》叶公问政。子曰：

“近者说，远者来。”（说：同“悦”）
123.韫椟而藏
韫：藏。椟：木匣子。把美玉放在

匣子里藏起来。比喻有才干而不发挥
出来。

《论语·子罕》有美玉于斯，韫椟而
藏诸？求善贾而沽诸？

124.造次颠沛
造次：匆忙，仓促。颠沛：困顿，受

挫。指匆忙之间或流离困顿之时。
《论语·里仁》君子无终食之间违

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125.择善而从
从：跟从，遵从。采纳好的意见或

建议加以实行。
《论语·述而》三人行，必有我师

焉。择其善者而从之。
126.直谅多闻
直：正直。谅诚信。正直诚信，见

闻广博。
《论语·季氏》益者三友……友直，

友谅，友多闻，益矣。
127.志士仁人
志向远大、道德高尚的人。也作

“仁人志士”
《论语·卫灵公》志士仁人，无求生

以害仁。
128.知水仁山
知：同“智”。比喻人的志趣或看

法各有不同。
《论语·雍也》子曰：“知者乐水，仁

者乐山。”
129.周而不比

周：亲密。比：勾结。指关系亲
密，但不互相勾结。

《论语·为政》“君子周而不比，小
人比而不周。”

130.钻坚仰高
老师的学问越抬头看，越觉得高；

越用力钻研，越觉得深。后用“钻坚仰
高”指刻苦钻研，力求达到很高的境
界。

《论语·子罕》颜渊喟然叹曰：“仰
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
后。”

与孔子和《论语》相关的成语——
1暴虎冯河
冒险蛮干有勇无谋。
语本《诗经·小雅·小旻》：“不敢暴

虎，不敢冯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
《论语·述而》“暴虎冯河，死而无

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
而成者也。”

2.半部《论语》治天下
宋·罗大经《鹤林玉露·论语》赵普

再相，人言普山东人，所读者止《论
语》，盖亦少陵之说也。太宗尝以此论
问普，普略不隐。对曰：“臣平生所知，
诚不出此。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
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后用半
部论语指儒家经典为治国之本，以表
对论语的推崇）

3.半信半疑
有些相信，又有些怀疑。《朱子语

类·论语十八》“若他人听过了，半信半
疑，若存若亡，安得不惰？”

4.登山小鲁
鲁：周朝国名，在今山东。
《孟子·尽心上》孔子登东山而小

鲁，登泰山而小天下。
意思是登上东山，视野开阔，因而

认为鲁国很小。后用“登山小鲁”比喻
身居高处则视野广阔，眼光远大。

5.不丰不杀
丰厚，减省
既不奢侈，也不节省。指丰俭有

度，合乎事宜。
《礼记·礼器》：“孔子曰：‘礼不可

不省也。礼不同，不丰，不杀，此之谓
也。盖言称也。’”

6.不怒而威
不发怒却有威严，使众人折服。
宋·苏轼《论孔子》：孔子以羁旅之

臣得政期月，而能举治世之礼，以律亡
国之臣，堕名都，出藏甲，而三桓不疑其
害己，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

7.不为已甚
为：做。已甚：过分。不做过分的

事。指做事有分寸。
《孟子·离娄下》仲尼不为已甚者。
8.精益求精
益：更加。指对学问、技艺等的追

求好了还要更好。
《论语·学而》《诗》云：“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宋朱熹集注：“言治骨角

者，既切之而复磋之；治玉石者，既琢
之而复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
也。”

9.列鼎而食
列：排列。鼎：古代煮东西用的器

物，有两耳，多为圆形三足，也有方形
四足的。排列着鼎器烹煮食物进餐。
形容生活奢华。

《孔子家语·致思》从车百乘，积粟
万种，累茵而坐，列鼎而食。

10.昧旦晨兴
昧旦：天将明而未明。兴：起。天

不亮就起床，形容勤劳或忧愁难眠。
《孔子家语·颜回》孔子在卫，昧旦

晨兴，颜回侍侧，闻哭者之声甚哀。
11.逆耳利行
逆耳：听起来使人感到不舒服。

诚恳忠直的话听起来使人感到不舒
服，却有利于行动。

《孔子家语·六本》孔子曰：“良药
苦于口而利于病，忠言逆于耳而利于
行。”

12.年富力强
年纪轻，精力旺盛。
《论语·子罕》后生可畏。
宋·《朱熹集注》：孔子言后生年富

力强，足以积学而有待，其势可畏，安
知其将来不如我之今日乎？

13.三纲五常
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

妻纲。五常：指仁、义、礼、智、信。泛
指封建礼教所提倡的一套伦理道德标
准。

《论语·为政》殷因于夏礼，所损益
可知也。（三国·魏《何晏集解》引汉·马
融曰：“所因，谓三纲五常。”）

14.丧家之狗
原指有丧事人家的狗，因主人守

孝而无暇喂养。比喻落魄不得志的
人。后转指失去主人，无人豢养的
狗。比喻失去依靠，无处投奔，到处乱
窜的人。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独立郭东
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
累累若丧家之狗。”

15.听其自然
听：听任。听任人或事物自由地

发展而不加以干预。
《朱子语类·论语八》“但圣人是有

个义，佛老是听其自然。”
16.韦编三绝
韦：熟牛皮。古人用竹简写书，用

牛皮绳编缀，称“韦编”。三绝：多次断
绝。反复翻阅，编缀竹简的牛皮绳磨
断了多次。形容读书勤奋刻苦。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
《易》……读《易》，韦编三绝。

17.习惯成自然
习惯了某种环境或行为，就变成

很自然很正常的事。
《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少成则

若性也，习惯若自然也。
18.心向往之
心里对某个人或事物非常向往。
《史记·孔子世家》《诗》有之：“高

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
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
（乡：同“向”。）

19.薰莸不同器
薰：香草。莸：一种有恶臭的水

草。香草和臭草不能放在同一个器物
中。比喻好坏、善恶不能共处。

《孔子家语·致思》回闻薰莸不同器
而藏，尧桀不共国而治，以其类异也。

20.招摇过市
招摇：故意张扬，引人注意。市：

街市。指在公开场合故意制造声势，
引人注意。多含贬义。

《史记·孔子世家》灵公与夫人同
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
招摇市过之。

其实，除了上述总数 150条外，像
三十而立，而立之年，四十不惑，不惑
之年，六十而耳顺，耳顺之年，有教无
类，学以致用，修己慎独，言传身教，教
学相长，寓教于乐，安贫乐道，等等，都
是为人们熟知而又与孔子、与《论语》
密切相关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论
语》不只是思想的宝库，也是语言文字
的宝库。

朋友们好！很高兴今天
一起学习《学而篇》的第九
章。先恭诵原文：

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
归厚矣。”

曾子是二十四孝之一，那
是上了古代孝子排行榜的人，
同时他还是夫子宣讲《孝经》
的第一位听众。古德多从孝
道的角度解释此章，与此不无
关系。“终”是生命的完结，父
母去世，非常慎重地为父母举
办丧礼，这便是慎终。“远”指
的是已经故去的祖先、亲人，
定期祭祀，追思先人的恩德、
功德，这便是追远。

慎终追远，不在于外在形
式的铺张，而是在于内在情感
的诚挚。临丧不哀，临祭不
诚，只一味追求场面的豪奢，
并非真正意义的慎终追远。
内无情感，外舍形式，那就更
谈不上慎终追远了。唯有内
怀真挚的情感，外有适当的礼
仪，也许才更接近慎终追远的
真义。

说到慎终，其实不仅指慎
重地为父母举办丧礼，给予父
母深切的临终关怀，也是慎
终。临终关怀，早已为医学
界、慈善界所研究、重视，也成
为子女尽孝的新课题。

慎终追远体现的是孝的精
神。孝为德本，无论是净化自己
还是利益他人，都以孝为根本。
本章特别指出以孝平治天下的
功效——上位者若能慎终追远，
恪尽孝道，那么上行下效，下位
百姓就能德行归于厚重。

慎终追远，乃是于丧祭之
时力行孝道，对于涵养道德有
其特别的价值。一是丧祭之
时，常会忆念追思逝者先人的

功德、恩德，参与者的钦仰效
学之心、念恩报恩之心被有力
地激发起来，心灵由此得到净
化提升，从而德行归于厚重。
二是如钱穆先生所言：“生人
相处，易杂功利计较心，而人
与人间所应有之深情厚意，常
掩抑不易见。”有时我们对人
好，其实掺杂着功利心，是想
通过对人好，换来别人对自己
好，有点像投资做生意。当然
这种心态很微细，平常不易觉
察。如今斯人已逝，与生者之
间已再无功利之牵涉，情感真
诚与否，此时便会坦露无疑。
慎终追远就是帮助我们，在毫
无利益牵涉的情况下，依然能
够对人生起诚挚的爱意。所
以丧祭之时，既是检验我们孝
心、爱心的时刻，也是升华我
们孝心、爱心的时刻，岂能不
倍加重视？

然而慎终追远的功夫，却
不能只是在临丧致祭的时候
才提起。试想一个人如果平
时对父母就观过念怨、不养不
孝，岂会在父母临终之际突然
就慎重起来？岂会在先人故
去多年之后，依然能缅怀不忘
呢？所以，若想真正做到慎终
追远，必须在父母健在的时
候，就尽心尽力地孝养父母，
常观其功德，常念其恩德，念
恩、报恩的心不断涵养增盛，
那么父母临终之际，自然就会
情难自已，必给予深切的临终
关怀，必慎重于丧葬的过程。
而对于已故的先人，也要在平
常就去了解、思维其功德，忆
念其恩德，则逢祭祀之时，才
更容易生起真实的缅怀之
情。所以说，慎终追远，不单
是丧祭之时要提起的功夫，而
且是平时、当下常常就要有的
修为。这是每一个有修齐治
平志向的人应该努力去做到
的，也是我们能够做到的！

诚信为要诚信为要，，礼让为先礼让为先，，文明为美文明为美，，和谐为本和谐为本。。

如东县融媒体中心如东县融媒体中心 宣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