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空中大學  國文文選  第一次上課資料(第一章至第三章) 

 

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這學期教授「國文文選」的賴光宏老師，歡迎大家一起研

讀這門課，由於授課時間過短，加上授課次數僅有四次，如果在研讀過程中有任

何問題，歡迎同學以電子郵件提問(horse0327@yahoo.com.tw)，或以 line 私訊老師！ 

 

我們這次上課的進度是「國文文選」第一章至第三章。 

 

＊這學期上課的「國文文選」教材，不論內容及編排方式，是我教書多年來見過

寫得最好的版本，很值得同學閱讀！ 

 

＊請同學先行研讀「國文文選」，並將第一次作業下載（可到花蓮空大學習中心

網頁或班上 line 群組中下載）。 

 

＊「國文文選」的期中考試題目，我會從第一次作業中出題，所以請大家要用心

撰寫，將作業寫好（記得別抄襲，抄襲會嚴重扣分！），以爭取高分！ 

 

＊作業可以手寫，也可以用電腦打字列印（建議用電腦打字，既可存檔，也可隨

時修改）。作業須針對題目內容作答，除了參考課本的資料外，也可多方查找

（上網搜尋或閱讀相關資料），但記得要寫出自己的看法與心得！融會貫通，

才是我們讀書學習的目的！ 

 

第一章「英雄的出身與描述」 

本章的主要內容，在於介紹中國古代英雄人物的出身，及其所以能夠成為英雄的

原因。 

學習目標：（頁 1） 

一、瞭解中國歷史上的英雄如何在卑微中顯示不凡的氣概(遠大的志向)。 

二、瞭解中國歷史上的英雄之所以成就勳業的原因。 

三、說明見識與忍和仁的涵養，對於成長中個人的重要性。 

 

本章分為三節： 

第一節為「卑微中的英雄傳奇」—— 

以漢高祖劉邦為例，來說明古代的英雄人物雖然身處卑微中（劉邦是中國第一個

平民皇帝），卻仍然擁有非常的自信（遠大的志向、非凡的度量與膽識），而這種

自信，正是促使這些人成就偉大功業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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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二節為「談見識、論英雄」—— 

舉三國時代的曹操為例，說明曹操之所以能夠在漢末號令天下，與其具有「非凡

的見識」有很大的關係。 

 

第三節為「英雄之忍與仁」—— 

舉隋高祖楊堅和宋太祖趙匡胤為例，來說明「忍」與「仁」的涵養，對於成就一

個人事功的重要性。 

 

＊我們歸納課本敘述，對於「英雄」特質的描述，可以得出以下四個特質(頁 2)： 

第一是非常的自信（遠大的志向、非凡的度量與膽識）； 

第二是非凡的見識； 

第三是隱忍的功夫； 

第四是寬厚的仁心。 

 

以下分別敘述： 

＊前面所述，英雄需具備有那些特質，這也是我們〈第一次作業〉問答題第一題

的題目，所以，請同學要認真的去閱讀。 

 

＊漢高祖劉邦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平民百姓出身的皇帝，而他的英雄特質就是具

有「遠大的志向」(非常的自信)。 

 

選文(一) 

司馬遷在《史記․漢高祖本紀》中說劉邦： 

(漢)高祖為人，隆準【鼻子高挺】而龍顏【面貌方正而額頭突出】，美須

（鬚）髯【ㄖㄢˊ，兩頰上的鬍鬚】，左股【大腿】有七十二黑子。仁而愛人，

喜施，意豁【不放在心上，心裡豁達】如也。常有大度【器量】，不事【工作】

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為吏，為泗水亭長，廷中吏無所不狎侮【行為不莊重】。 

好酒及色，常從王媼【ㄠˇ，年長婦女的通稱】、武負（婦）貰【ㄕˋ，

賒欠】酒，醉臥，武負、王媼見其上常有龍，怪之。高祖每酤【買酒】，留飲【飲

酒過夜】，酒酬數倍，及見怪，歲竟【年終】，此兩家常折券棄責【主動不要求

還酒債】。高祖常繇【ㄧㄠˊ，服勞役】咸陽，縱觀，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

「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 



單父（ㄕㄢˋ ㄈㄨˇ）人呂公，善【關係良好】沛令，避仇，從之客，

因家【居住】沛焉。沛中豪桀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進【掌賀

禮之事】，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 

高祖為亭長，素易【瞧不起】諸吏，乃紿【ㄉㄞˋ，欺騙】為謁【一ㄝˋ，

謁者，負責接待的人員。】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

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ㄓㄨㄥˋ，更加】敬之，引入坐。

蕭何曰：「劉季【指劉邦】固【平日】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於是】狎侮

【戲弄】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詘【ㄑㄩ，屈服害怕。此指無懼】。 

酒闌【將盡】，呂公因【用】目固留【以眼暗示留下】高祖，高祖竟酒【宴

席結束】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善自珍

惜】。臣有息女【親生女】，願為季箕帚妾【將女兒嫁給劉邦】。」 

酒罷，呂媼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ㄩˋ，嫁】貴人。沛令善

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也。」卒與劉季。 

 

＊司馬遷在描寫漢高祖劉邦生平時，真的很大膽，完全寫出劉邦少時懶惰、無賴

的一面，但也寫出他異於常人的地方！ 

 

＊劉邦在面對秦始皇出巡時，見軍容壯盛的車隊儀仗，竟毫無畏懼，脫口而出：

「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 

這和項羽見到秦始皇儀隊時，大聲說出：「彼可取而代也！」有異曲同工之妙。 

 

＊這也是孟子說的：「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 

這種自信，值得同學們學習。 

 

＊歸納課文，劉邦在性格上的特色：（頁 6） 

1.「仁而愛人，喜施，意壑如也。」－－劉邦在施予別人恩惠時內心自在而豁

達，不會放在心上。 

2.「及壯，試為吏，為泗水亭長，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劉邦容易與人相

處，也具有極大的包容和忍耐力。 

 

＊「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劉邦雖為服勞役的平民，但內心卻蘊含著一般人

不敢有的雄心壯志。膽識不可謂不大。（頁 7） 

 



＊從此節可以領悟到幾個觀念：（頁 11） 

1.有度量和膽識的人雖然未必都能成就大事業，但是成大事的人一定具有非凡的

度量和膽識。 

2.不可隨便看輕出身卑微的人。 

 

 

第一章第二節，講到「談見識、論英雄」： 

以曹操為例，曹操為什麼能在東漢群雄並起中成為一代梟雄，一定是有他的原因，

那就是他具有「非凡的見識」！ 

 

課本舉出三段文章，來描述曹操的見識： 

第一段 

（一）《三國志‧魏書‧武帝紀》（頁 13）： 

呂布襲【偷襲，此指打敗】劉備，取【攻下了】下邳（ㄆㄟˊ）。備來奔

【投奔曹操】。程昱說【ㄕㄨㄟˋ，遊說】公【指曹操】曰：「觀劉備有雄才而

甚得眾心，終不為人下，不如早圖【殺】之。」公曰：「方今收英雄時也，殺一

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 

 

＊劉備實力不濟，被呂布打敗，因此投奔曹操。謀士程昱則建議曹操趁機殺死劉

備，曹操卻不同意，曹操所持的理由是什麼？ 

 

＊程昱對劉備的評語是：「有雄才而甚得眾心」，認定劉備此刻來投靠曹操，只是

為了安身避難的權宜之計，並非真心依附曹操，所以勸曹操「不如早圖之！」。 

 

＊但曹操並沒有按照程昱的建議去執行，他的理由是： 

「方今收英雄時也，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 

 

＊因為曹操的最終的目的，是一統天下，而想要一統天下則要網羅天下英雄，至

少不要讓天下英雄聯合來反對他。所以，這個時期，他作出收留劉備以示招攬天

下英雄的胸襟。這是曹操的見識過於常人之處。（頁 15） 

 

課文第二段 

（二）《三國志‧魏書‧武帝紀》（頁 13）： 

是時袁紹既并【兼併】公孫瓚，兼【佔有】四州之地【幽、冀、青、并】，

眾【率領】十餘萬，將進軍許【河南許昌】。 



諸將以為不可敵，公【指曹操】曰：「吾知紹之為人，
1
志大而智小【雖有

大志，但其才智不足相配稱。】，
2
色厲而膽薄【外表看起來很有威嚴，但真正

遇到重大事件須作決定時，內心卻十分膽小而猶豫。】，
3
忌克（刻）【猜忌刻

薄】而少威【少有威嚴】【個性既易猜忌又刻薄寡恩，讓人畏懼，卻不受人敬重。】，

4
兵多而分畫不明【職掌不清】【兵將雖多，但在分配作戰任務時卻不能劃分清

楚，以致不知如何執行任務。】，
5
將驕而政令不一【指揮權不統一】【將領過

於驕傲自負，彼此不能配合，以致軍令無法統一貫徹。】，土地雖廣，糧食雖豐，

適足以為吾奉【贈送，指禮物】也。」 

 

＊(頁 16)當時，袁紹幾乎統一整個北方，準備趁勢一舉拿下曹操，所有人都認

為袁紹勢大，曹操必敗。為何曹操自己卻非常有信心認為自己可以打贏袁紹呢？ 

 

＊因為曹操具有精準的觀察力，他認為：袁紹兵力雖然強大，為人卻有五項重大

缺失： 

「志大而智小」、 

「色厲而膽薄」、 

「忌克而少威」、 

「兵多而分畫不明」、 

「將驕而政令不一」 

 

＊這五項缺失，又可分為兩類： 

前三項是屬於袁紹個性上的缺點； 

後兩項是袁紹領軍上的缺點。 

所以曹操自信地認為：袁紹「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足以為吾奉也。」 

 

＊每次讀到這裡，都相當佩服曹操在對人、對事的精準判斷，很值得大家學習！

所謂：見微知著，由小見大，就是如此吧！ 

 

課文第三段選文 

（三）《三國志‧魏書‧武帝紀》（頁 14）： 

公將自東征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正】來而

棄之【至】東【到東邊徐州攻打劉備】，紹乘【乘機】人後，若何？」 

公曰：「夫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為後患。袁紹雖有大志，而見事遲

【不會洞察先機】【指袁紹對於事情的全貌和發展趨勢，無法迅速掌握並作出正

確的判斷。】，必不動也。」郭嘉亦勸【贊同】公，遂東擊備，破之，生禽（擒）



其將夏侯博。備走奔紹。獲其妻子。備將關羽屯【駐紮】下邳，復進攻之，羽降。

昌豨叛為備【背叛曹操而投奔於劉備】，又攻破之。公還【回軍】官渡，紹卒【最

終、最後】不出。 

 

第三段，(頁 20)寫曹操在腹背受敵的情況下，寧可不顧袁紹的威脅，也要先對付

劉備。他的理由是：「夫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為後患。袁紹雖有大志，而

見事遲，必不動也。」 

 

＊曹操認定劉備是個人傑，如果不趁現在劉備羽翼未豐前擊滅他，將來必會留下

無窮的後患。 

 

＊而對袁紹，曹操則判定他：「（袁紹）見事遲，必不動也。」 

指出袁紹性格上的缺點：對於事情的全貌和發展趨勢，無法迅速掌握並作出正確

的判斷。所以，袁紹絕不會趁著曹操分兵去攻打劉備的時候，給曹操來個腹背夾

擊。 

 

＊同學有空可以參看《三國演義》第 21 回，有關「煮酒論英雄」的故事，會對

曹操與劉備的個性，有更加深刻的認識！ 

 

＊「煮酒論英雄」這段故事，羅貫中把曹操的梟雄形象描寫得太精彩了，也寫出

劉備隨機應變的機智，同學真的應該去看看！ 

 

＊在前面選文第一、三兩段，寫到為何曹操對待劉備的兩種截然不同方式，那是

因為時機不同，所以處理與解決的方式就有所不同！ 

第一段是三國初期，曹操以收羅天下英才，建立名聲為目標； 

第三段則是曹操在袁紹與劉備同時進攻，在腹背受敵下，仍可作出精準的判斷：

先以優勢軍力快速打敗劉備，而袁紹必定反應遲鈍；再以全部力量，與袁紹在官

渡這裡，一決雌雄！ 

 

＊在此，值得各位同學學習的地方，是曹操對於袁紹個性上的觀察與見解！ 

曹操對袁紹為人的五項重大缺失說明，如上述原文，要請同學自己好好研讀課文

中的分析！ 

 

 

第一章第三節「英雄之忍與仁」： 

以隋文帝楊堅、宋太祖趙匡胤為例。 

第一部分，描述楊堅在北周時期，受到政敵無情的打壓，國君無時無刻的猜忌下，

仍能自我戒慎警惕，卑躬屈膝，以謙謹的態度，躲過無數次的政治迫害，最終推



翻北周，開創隋朝。他的成功，其實就在一個字－－「忍」。 

 

課文如下： 

（一）《隋書‧高祖本紀》（頁 25）： 

  齊王憲言於帝【指北周武帝】曰：「普六茹堅【指隋高祖(隋文帝)楊堅】相

貌非常，臣每見之，不覺自失【指自慚形穢】。恐非人下，請早除之。」帝曰：

「此【指楊堅】止可為將【大將】耳。」 

  內史王軌驟【經常、頻頻】言於帝曰：「皇太子【北周宣帝】非社稷主，普

六茹堅貌有反相【造反的跡象】。」帝不悅，曰：「必天命有在【假如他真的有

當皇帝的命】，將若之何？【那麼我又有什麼辦法呢?】」高祖【隋文帝楊堅】

甚懼，深自晦匿【ㄏㄨㄟˋ ㄋ一ˋ，鋒芒內歛】。 

 

（二）《隋書‧高祖本紀》（頁 25）： 

高祖【隋文帝楊堅】位望益隆，帝【指北周宣帝】頗以為忌。帝有四幸姬，

並為(ㄨㄟˋ)皇后【彼此爭奪皇后的位子】，諸家爭寵，數【ㄕㄨㄛˋ，不斷地】

相毀譖【ㄗㄣˋ，背後講壞話】。帝每忿怒謂后【此為楊堅的長女】曰：「必族

滅爾家【誅殺你們全家】。」因召高祖，命左右曰：「若色動【臉上表情若有變

化】，即殺之。」高祖既至，容色【神態】自若【很自在的樣子】，乃止。 

 

＊同學們，你們可以想像一下嗎： 

＊楊堅，他在十五歲時，就已擔任車騎將軍，因為軍功，被封為「國公」；十六

歲，擔任「驃騎大將軍」，統帥百萬大軍！ 

實在不可思議吧！ 

＊因為楊堅展現出的統馭能力太強，個人表現太突出了！ 

難怪在當時肅殺的政治氛圍中，北周武帝隨時都想要找機會殺死他！ 

只是楊堅更厲害，他能夠「隱忍」下來，而且不露出任何不滿的情緒，所以讓國

君（北周武帝）找不到藉口殺他。 

最終，楊堅覷準時機，終於建立了隋朝，他憑的就是「忍」字！ 

 

＊隋文帝楊堅的故事，說明「忍」的內涵，就是－－「EQ」(個人情商) 

一個人控制情緒的EQ很高，自然不會隨便因為別人言語或行為的挑釁而受影響。

（頁 24） 

 



＊清代康熙皇帝準備將帝位傳給雍正，又擔心他個性過於急躁，所以御筆寫給雍

正「戒急用忍」四字，其實強調的也就是「忍」字！ 

 

＊本次作業的問答題： 

在〈英雄的忍與仁〉一文的導讀中，何以會說：「忍」的功夫固然難能可貴，而

「仁」的境界卻更高呢？請試加以闡述。 

 

＊同學可以參考課本第 25 頁的說明： 

  「忍」的功夫固然難能可貴，但是「仁」的境界卻更高。 

    「忍」是消極的保護自己，「仁」則是主動的愛人。 

    「忍」固然是種美德，但是有時也是一種心性深沉的表現；「仁」的境界由

於是主動的愛人，所以在對他人表達「仁」的時候，是源於心性中那股悲天憫人

的情懷，所以是一種無所企求寬廣心胸的展現。（頁 25） 

 

 

第三節第二部分，還有講到宋太祖趙匡胤的「仁」。 

課文如下： 

《宋史‧太祖本紀》（頁 26）： 

夜五鼓【五更，寅時，凌晨三點到五點。】，軍士集驛門【陳橋驛】，宣

言【公開表示意見】策【擁立】點檢【殿前都點檢，指趙匡胤】為天子，或止之

【有人阻止】，眾不聽。遲明【天快亮的時候】，逼寢所，太宗【趙匡胤之弟趙

匡義】入白【說明】，太祖起。諸校【部隊的軍官】露刃列于庭【拿著武器站在

庭院中】，曰：「諸軍無主【領導人】，願策太尉為天子。」未及對【來不及回

答】，有以【用】黃衣加【置】太祖身，眾皆羅拜【圍繞而跪拜】，呼萬歲。 

即【等到】太祖乘馬，太祖攬轡謂諸將曰：「我有號令【命令】，爾能從

【聽從】乎？」皆下馬曰：「唯命。」 

太祖曰：「太后、主上【指後周恭帝】，吾皆北面事之【以臣子之禮侍奉

國君】，汝輩不得驚犯【驚擾冒犯】；大臣皆我比肩【同事、同僚】，不得侵凌

【侵犯凌辱】；朝廷府庫【國庫】、士庶之家，不得侵掠。用令【遵守命令】有

重賞，違即孥【妻子兒女】戮汝【指全家一起受刑殺】。」諸將皆再拜【表示遵

命】，肅隊以入【整隊回京】。 

 

 ＊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陳橋兵變」！ 

 



 ＊趙匡胤在「陳橋兵變」時，對起義將士提出了三項要求：（頁 32） 

 1.不可驚犯現今的皇帝和太后； 

 2.不可任意凌辱朝中大臣； 

 3.不可以搶取國庫和民間的財物。 

 

＊這也是第一次作業簡答題第一題的問題。 

 

＊宋太祖趙匡胤能夠被部屬推舉為皇帝，其實有他的原因，最大的原因就在於他

的「仁」！ 

＊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發動政變，卻能不流血而政變成功的例子！ 

 

＊在「陳橋兵變」後，趙匡胤並沒有像以往歷史上的權臣，大肆誅殺前朝皇帝、

皇族與大臣，反而仍然以臣子之禮善待皇太后、皇帝，一直到老死。這就是他最

令人欽佩的地方。 

＊有關宋太祖趙匡胤對前朝的皇帝以及太后的對待方式，請同學看課本第 32 頁

的說明！ 

 

第一章結束，不知各位學是否有問題？可以提出或私訊老師！ 

 

 

 

 

 

 

 

 

 

 

 

 

 

 

 

 

 

 



第二章「養生與修身」 

第二章課文，是講人要如何在世間上「養生」與「修身」，又能避免受到傷害。 

其中第一節是以道家的養生為例，選取了三段課文，來說明人如何「順時」、「順

性」與「虛己」。 

 

課本舉了「螳臂擋車」的寓言故事為例： 

(一)《莊子‧人間世》（頁 38）： 

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奮舉】其臂以當【ㄉㄤˇ，擋】車轍【車行的道路，

在此當「車輪」解。】，不知其不勝【ㄕㄥ，承受】任也。是【像這一類人】其

才之美【自負自大】者也，戒之，慎之，積伐【經常誇耀】而美者以【因此】犯

之【犯了同螳螂一樣的錯誤，指自不量力的缺點。】，幾【幾乎相同】矣。 

 

＊莊子透過這則寓言故事，告訴我們： 

    處世要懂得「順時」，也就是要隨著所處環境的形態去改變自己的應世態度，

不可像螳螂一味地自以為是。（頁 41） 

 

＊後面，另舉了《莊子》「飼養老虎」的故事，來告訴我們： 

    人要在世間上平安地生活，那就要學習如何與掌權者互動（所謂的「伴君如

伴虎」一詞，就是由此而來），那就是要－－「順性」，課文如下： 

 

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活的動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目的

就是避免老虎養成撕裂生物時的怒殺之氣】；不敢以全物【完整的食物】與之，

為其決之之怒也【避免撕裂食物時發怒】。時【ㄙˋ，順著】其饑飽，達【順合、

迎合】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養己）者，逆【觸

犯了老虎】也。 

 

＊莊子舉養虎人為例，要如何才能保身養生，不被老虎所撲殺？答案如下： 

（一）「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 

（二）「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 

（三）「時其饑飽，達其怒心。」（頁 41-42） 

 



＊莊子在〈人間世〉一文，所舉的這兩則寓言故事，主要目的就在於提醒世人： 

身處人間的重要養生法門之一，就是要「順時」與「順性」， 

簡單地說也就是要避免不知情勢或錯估情勢。（頁 42） 

 

另外，莊子也舉了「混沌鑿竅」的故事，大家應該很熟悉： 

(二)《莊子‧應帝王》（頁 39）： 

南海之帝為儵【ㄕㄨˋ】，北海之帝為忽【「儵」和「忽」，都是極速之

意。比喻為有為】，中央之帝為渾沌【ㄏㄨㄣˋ ㄉㄨㄣˋ，比喻無為自然的中

央】。儵與忽時【經常】相與【共同】遇【見面】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款

待得很好】。 

儵與忽謀【計畫】報渾沌之德【恩惠】，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

息【呼吸】，此獨無有，嘗試鑿之。」 

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混沌鑿竅」的故事，其實也是在說明：人要「順性」、「順時」。 

「順時」，就是在說明人要看清外在的環境，以作為己身處世的因應之道。 

「順性」，就是要人不勉強自己去做超過能力所可負擔之事。 

 

第三篇選文是「方舟濟河」的故事，課文如下： 

(三)《莊子‧山木》（頁 39）： 

方舟【兩艘船並行】而濟【渡】於河，有虛船【空船】來觸舟，雖有惼心

之人【ㄅㄧㄢˇ，性格急躁的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大聲叫】張【張

口】歙【ㄒㄧˋ，斂合】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

聲【破口大罵】隨之。 

向【之前，指同樣的撞船事件】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沒人】而今也

實【有人】。人能虛己【指無慾、無牽掛】以游世【處世】，其孰能害之！ 

 

＊「方舟濟河」的故事，是要告訴世人－－要「虛己」， 

＊人會生氣，是因為被外物所影響。 

但如果自己心中空虛澄靜，沒有任何牽掛，得失不入於心，當然也就不會受到外

在事物的影響！ 



＊這也是本次作業中的題目之一。 

 

＊以上這三篇選文的寓言故事，同學看懂了嗎？ 

如果不是很懂，沒關係，記得拿起課本，好好再研讀一番！ 

 

 

第二章第二節為「盲從失心斷生機」 

（節錄豐子愷的三篇文章，說明正確的修養身心的方式） 

＊本節是在描述人為何會盲從，並舉了豐子愷的三篇文章為例。 

 

文章告訴我們： 

＊人是群居性的動物。群居性的動物最容易而且常犯的毛病是什麼？就是盲從。

（頁 46） 

＊盲從於道德或輿論雖然可悲，論理卻情有可原。但更多時候，人類的盲從只是

起因於怕沒面子，或是不願脫出舊習慣卻可能已是不合時宜的行為價值觀。

（頁 46-47） 

＊「盲從」就是自己放棄作為自己心靈的主宰，也可以說是「失心」。（頁 47） 

＊要如何克服盲從？（頁 47） 

1.盡量從心中摒除一些慾念。 

2.要不畏挫折和困難。 

 

(一)《豐子愷文選‧漫筆十則》之三（頁 48） 

花臺裏生出三枝扁豆秧來。我把牠們移種到一塊空地上，並且用竹竿搭一

個棚，以扶植牠們。每天清晨為他們整理枝葉，看牠們欣欣向榮，自然發生一種

興味。 

那蔓好像一個觸手，具有可驚的攀緣力。但究竟因為不生眼睛，祇管盲目

地向上發展，有時會攢【ㄗㄢˇ，聚合】進竹竿的裂縫裏，回不出來，看了令人

發笑。有時一根長條獨自脫離了棚，顫裊【藤蔓向空中繚繞而無所依傍】地向空

中伸展，好像一個摸不著壁的盲子，看了又很可憐。這等時候便須我去扶助。扶

助了一個月之後，滿棚枝葉婆娑，棚下已堪納涼閒話了。 



有一天清晨，我發見豆棚上忽然有了大批的枯葉和許多軟垂的蔓，驚奇得

很。仔細檢查，原來近地面處一支總幹，被不知甚麼東西傷害了。未曾全斷，但

不絕如縷。根上的養分通不上去，凡屬這總幹的枝葉就全部枯萎，眼見得這一族

快滅亡了。 

這狀態非常悽慘，使我聯想起世間種種的不幸。 

 

＊這篇文章，比喻人生要有目標，勿盲目向上發展而忽略根基。 

 

 

(二)《豐子愷文選‧漫筆十則》之七（頁 49） 

有一會我畫一個人牽兩隻羊，畫了兩根繩子。有一位先生教我：「繩子祇

要畫一根。牽了一隻羊，後面的都會跟來。」我恍悟自己閱歷太少。後來留心觀

察，看見果然：前頭牽了一隻羊，後面數十隻羊都會跟去。無論走向屠場，沒有

一隻羊肯離群眾而另覓生路的。 

後來看見鴨也如此。趕鴨的人把數百隻鴨放在河裏，不須用繩子繫住，群

鴨自能互相追隨，聚在一塊。上岸的時候，趕鴨的人祇要趕上一二隻，其餘的都

會跟了上岸。無論在四通八達的港口，沒有一隻鴨肯離群眾而走自己的路的。 

牧羊和趕鴨的就利用牠們這模倣性，以完成他們自己的事業。 

 

＊這篇文章，比喻人不可盲從而不自覺。 

 

 

(三)《豐子愷文選‧閒》（頁 49） 

在飽嘗了塵世的辛苦的中年以上的人，「閒」是最可盼的樂事。假如盼得到，

即使要他們終生高臥空山上，或者獨坐幽篁裏，他們也極願意。在有福的癡人，

「閒」也是最可盼的樂事，假如盼得到，即使他們吃飯便睡，睡醒便喫，終生同

豬玀一樣，在他們正是得其所哉。但在兒童，「閒」是一件最苦痛的事。因為「閒」

就是「沒事」，沒事便靜止，靜止便沒有興味；而兒童是興味最旺盛的那種人。 

在長途的火車中，可以看見兒童與成人的態度的大異。成人大都安定地忍耐

地坐著，靜候目的地的到達，兒童便不肯安定，不能忍耐。他們不絕地向窗外探

望，要買東西吃；看厭吃飽之後，要嚷「為甚麼還不到」，甚至哭著喊「我要回



家了」，於是領著他們的成人便罵他們，打他們。講老實話，成人們何嘗歡喜坐

長途火車？他們的感情中或許也在嚷著「為甚麼還不到？」也在哭著喊「我要回

家去了！」只因重重的世智包裹著他們的感情，使這感情無從爆發出來。這彷彿

一瓶未開蓋的汽水，看似靜靜的，安定的；其實裝著滿肚皮的氣，無從發洩！感

情的長久的抑制，漸漸使成人失卻熱烈的興味，變成「頹廢」的狀態。成人和兒

童比較起來，個個多少是「頹廢」的。 

只有頹廢者羨著「閒」；不頹廢的人──兒童──見了「閒」都害怕。他們

稱這心情為「沒心相」【指喪失了探索和追求的興趣】。在興味最旺盛的兒童，

「沒心相」似乎比「沒飯吃」更加苦痛。為了「沒心相」而啼哭，為了「沒心相」

而種種的惡戲；因了啼哭和惡戲而受大人的罵和打，是兒童生活上常見的事。他

們為欲避免「沒心相」，不絕地活動，除了睡眠，及生病以外，孩子們極少有繼

續靜止至半小時以上者。假如把一個不絕地追求生活興味的活潑的孩子用繩子綁

縛了，關閉在牢屋裏，我想這孩子在「餓」死以前一定先已「沒心相」死了。 

 

＊《孟子‧離婁篇》：「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成人跟孩童對「閒」的感受完全不同，喪失童心才會頹廢。（頁 57） 

＊「沒心相」的人，也就是失去「童心」的人。（頁 57） 

＊總結：一個人如果自己放棄了作為自己心靈上的主宰，也就是「失心」，那就

是自斷生機的人。而失去了「童心」，也只是一個行屍走肉的活死人! 

 

這三篇選文，因為都是白話文，且文章較長，請同學自行閱讀。 

 

 

第二章第三節「貴生節欲始」 

（舉《呂氏春秋》的〈仲春紀〉，來說明貴生和節欲之間的關係） 

＊這節選文在強調「貴生」的重要性，也就是人如果要身心健康（也就是「貴生」），

就必須要先「節欲」。 

＊欲求真正的養生之道，藥物方術只是治標，治本則須從控制人們的情緒著手。

（頁 59） 

＊要擁有一顆平靜無波的心靈，源自於「節欲」，也就是能夠控制欲念。（頁

59） 



＊課本舉了《呂氏春秋》的兩篇文章來說明，都是在強調處理任何的「情欲」，

都要以不違反養生為出發點！ 

 

原文如下： 

第一篇《呂氏春秋‧仲春紀》（頁 60） 

（一）貴生(以養生為貴) ： 

聖人深慮天下【為天下作深遠的打算】，莫貴於生【無不先思索養生的課

題】。夫耳目鼻口，生【生活中】之役【使喚，在此作運用】也【生活中隨時可

以使喚運用的器官】；耳雖欲聲，目雖欲色，鼻雖欲芬香，口雖欲滋味，害於生

則止【一旦對於人的養生有害，即予以捨棄】。在四官【耳、目、鼻、口】者，

不欲利於生者則弗為【不利於生就不可以做】。 

由此觀之，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制【節制、約束】，譬之若官職不

得擅為【譬如任何官職都各有所司，不可妄為】，必有所制【節制欲念】，此貴

生之術也。 

堯以天下讓於子州友父【人名】，子州友父對曰：「以我為天子猶可也，

雖然，我適【正好】有幽憂【隱憂】之病，方將治之，未暇【沒有空閒】在天下

也。」天下，重物【大事，指治理天下是大事】也，而不以害其生【不可妨害他

的養生之道】，又況於他物乎。惟不以天下害其生者也，可以託天下【一個人如

果不會捨棄養生之道以得天下，那他將禁得起誘惑，不會有私心，就可以把治理

國的事情託付給他】。 

越人三世殺其君【連殺三代越國國君】，王子搜【越王翳】患【擔心】之，

逃乎丹穴【山中的洞穴】。越國無君，求王子搜而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

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乘坐】之以王輿【國王乘坐的車子】，王子搜援綏【ㄙ

ㄨㄟ，用手攀挽著繩索】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獨不可以舍【捨棄】我乎！」 

王子搜非惡【ㄨˋ，討厭】為君也，惡為君之患【禍患，指被殺的命運】

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其生矣【指王子搜重視養生更甚於擔任一國之君】，

此固越人之所欲得而為君也。 

 

 

（二）情欲（頁 61） 



天生人而使有貪、有欲【人性中有貪、有欲，乃是天生而來的】，欲有情，

情有節【想要滿足欲念，也是人情之常，但卻必須適度】，聖人修節以止欲，故

不過行其情也【聖人其實只是依照天性之情適度地行其欲念而已】。 

故耳之欲五聲【指宮、商、角、徵、羽五種聲音，比喻極好聽的聲音】，目

之欲五色【指青、赤、黃、白、黑五種顏色，比喻極好看的顏色】，口之欲五味

【指酸、甜、苦、辣、鹹五種味道，比喻極好吃的東西】，情也。此三者【指耳、

目、口】貴賤愚智賢不肖欲之若一【都一樣】，雖神農、黃帝，其與桀、紂同。

聖人之所以異者【不同於常人】，得其情也【依照天性之情適度地行其欲念而已】。 

由「貴生」動【以不違反養生為出發點】，得其情矣【自然掌握如何面對情

欲而不過度的方式】；不由「貴生」動，則失其情矣。此二者，死生存亡之本也。 

 

＊課文很長，不好懂！沒關係，簡而言之，這兩篇文章就是在告訴我們： 

1.什麼是「貴生」？簡單地說就是「以養生為貴」。（頁 61） 

2.人有欲念雖是起於天生，而想要滿足欲念也是人情之常，但是卻必須要「適度」。

聖人其實只是依照天性之情適度地行其欲念而已。（頁 66） 

3.所謂的「由貴生動」，就是在於處理任何的「情欲」，都要以不違反養生為出

發點；果能如此，自然會掌握如何面對情欲而不過度的方式。（頁 67） 

 

 

第二章結束，有更深刻體會、了解選文對於「養生與修身」的用意了嗎? 

 

 

 

 

 

 

 

 

 

 

 



第三章「觀人處世的智慧」， 

也就是結合中國面相學和處世觀察學的兩種智慧！ 

 

第一節「九徵與八觀、六驗及六戚、四隱」 

《莊子》提出了「九徵」的看人方法； 

《呂氏春秋》提出了「八觀」、「六驗」、「六戚」、「四隱」的觀人之術。 

 

＊同學知道這是在講些什麼嗎？這也是本次作業題目之一喔！ 

可在課本第 76 頁以及第 86頁找到答案！ 

 

＊原文不用死背，但我們要從中學習到觀察人心與測驗人性的智慧，這是前人留

下來的智慧結晶，不要輕忽它! 

 

首先看《莊子》觀察人心所獲得的九種方法（九徵）， 

原文如下（頁 75）： 

 

《莊子‧列禦寇》： 

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敦厚的

外表】深情【情緒難測】。（頁 76） 

故有貌愿【ㄩㄢˋ，相貌謹嚴】而益【驕傲自滿】，有長若不肖【貌似長者

其實是個偽君子】，有順【圓融謹慎】而達【ㄊㄚˋ，行為不莊重】，有堅【剛

毅堅強】而縵【同「慢」，柔弱寡斷】，有緩【和緩從容】而釬【ㄏㄢˋ，性情

急躁】。故其就義若渴者【追求正義之時，就好像口渴的人在尋找水源一般】，

其去【拋棄】義若熱【熱物】【指當和自身利益相衝突時，拋棄正義也會像丟掉

手上熱燙的東西一樣迅速】。（頁 77-78） 

故君子
1
遠使之而觀其忠，

2
近使之而觀其敬，

3
煩【煩雜】使之而觀其能【能

力】，
4
卒（猝）然【ㄘㄨˋ，突然】問焉而觀其知【智】，

5
急與之【匆忙允諾】

期而觀其信，
6
委之以財而觀其仁【仁心，指仁人君子】，

7
告之以危而觀其節【節

操】，
8
醉之以酒而觀其側【應為「則」指禮儀法則】，

9
雜之以處【男女雜處】

而觀其色【自我節制】。（頁 78-81） 

九徵【這九種觀人之術】至，不肖人得矣。 



 

＊莊子提出他的人性的觀察報告，透過這九種觀人之術，對於一個人的個性與能

力、賢與不肖，就可以大致掌握住了! （頁 75-81） 

＊這九種觀人之術，如果能夠活用，這對大家在公司（組織）中的領導統御，其

重要性，不言可喻! 

＊唐˙白居易﹤放言五首˙其三>： 

「贈君一法決狐疑，不用鑽龜與祝蓍。試玉要燒三日滿，辨材須待七年期。 

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 

 

 

＊另外，再來看《呂氏春秋》對於觀察ㄧ個人，也提出很有建設性的方法。(八

觀、六驗) 

原文如下（頁 75、82-84）： 

《呂氏春秋‧季春紀》： 

凡論人【評論人】，
1
通【得意、亨通】則觀其所禮【結交來往的對象】，

2

貴【有權勢】則觀其所進【用人之道或推薦的是甚麼樣的人才】，
3
富則觀其所

養【招待養食的是什麼人】，
4
聽【表面順從】則觀其所行【背後的所作所為】，

5
止【日常生活起居】則觀其所好【興趣和嗜好】，

6
習【親暱】則觀其所言【指

言行舉止】，
7
窮則觀其所不受【指失去原則，隨便接受別人的幫助、賄賂】，

8

賤【出身卑微、不得意】則觀其所不為【是否能堅守正義而有所不為】。（頁

82-84） 

1
喜之以驗其守【原則、節制】，

2
樂【感興趣的事物】之以驗其僻【觀察和

辨別他是否心性不正】，
3
怒【激怒】之以驗其節【自控力、克制自己的脾氣】，

4
懼【恐懼】之以驗其特【在孤獨中如何自處】，

5
哀【可憐可哀之事】之以驗其

人【仁】，
6
苦【堅困的環境】之以驗其志【毅力和志向】。（頁 84-86） 

「八觀」、「六驗」，此賢主【君王】之所以論人也。 

論人者又必以「六戚」、「四隱」，何謂「六戚」？父、母、兄、弟、妻、

子。何謂「四隱」？
1
交友【平常交往的朋友】、

2
故舊【舊識、從前的同學同事】、

3
邑里【家鄉的人、當地的人】、

4
門郭【指親戚】。（頁 86） 

內則用「六戚」、「四隱」，外【出仕任官】則用「八觀」、「六驗」，人

之情偽貪鄙美惡，無所失矣【不會有所疏漏了】。 



 

＊如何？對於觀察人心、洞察人性，同學們是不是比較有概念了？ 

＊其實，中國有許多觀人、探測人性的書籍，如，像劉邵《人物志》、賴布衣《布

衣神相》、曾國藩《冰鑑》，甚至市面上如飛雲山人的面相叢書，臉書上的「真

相觀人」、「愛上面相棧」等網站，對於如何「觀人」，都提出有很多精闢的觀

點，同學不妨找來看看！ 

 

＊再結合如《論語‧公冶長》：「聽其言而觀其行。」； 

《論語‧為政》：「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孟子‧離婁上》：「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

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ㄇㄠˋ，眼睛看不清楚的樣子】焉。聽其言也，

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孟子‧公孫丑上》：「詖辭【ㄅㄧˋ，偏執一端的片面之詞】，知其所蔽；淫

【放蕩】辭，知其所陷【沉溺】；邪辭，知其所離【叛離正道】；遁【閃躲、逃

避】辭，知其所窮【理屈而辭窮】。」……。 

 

＊觀察他人的言語，結合對方的神情、目光與肢體語言，所謂的「察言觀色」，

不就是這個意思嗎！ 

＊老祖宗流傳下來的觀人和處世的智慧，提供我們分辨人性好壞良劣的參考依據，

很值得我們多加學習！ 

 

 

第二節為「癡聾與謙謹」 

本節以北宋詩人蘇東坡為引言，他曾經寫過一首〈洗兒〉詩： 

「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ㄧ生，惟願孩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 

＊蘇東坡這一生就是因為太過於聰明而又不知道藏鋒，所以才遭致別人對他的忌

恨與迫害！ 

 

＊所以，課本第二節舉出了唐朝名將郭子儀的故事，以及清朝中興大臣曾國藩的

家書為例，來勸告大家－－ 

為人處世，必須要謙虛、謹慎，絕不可能驕傲、放蕩！ 

 

第二節「癡聾與謙謹」 



第一段， 舉唐朝中興名臣郭子儀故事為例： 

 

唐‧趙璘《因話錄》：（頁 89） 

郭曖嘗與昇平公主琴瑟不調【夫妻感情不和】，曖罵公主：「倚【仗恃、依

恃】乃父【你父親，指唐代宗】為天子耶？我父嫌天子不作。」公主恚【ㄏㄨㄟ

ˋ，怒】啼，奔【急忙】車【駕車】奏之。上曰：「汝不知，他父實嫌天子不作。

使【假如】不嫌，社稷豈汝家有也【國家哪有我們家的份】。」因泣下，但【卻、

只】命公主還。 

尚父【郭子儀】拘【綁】曖，自詣【ㄧˋ，謁見】朝待罪【因犯罪而上表自

責】。 

上召而慰之曰：「諺云：『不癡不聾，不作阿家【ㄍㄨ，婆婆】阿翁【公公】。』

小兒女子閨幃【內室】之言，大臣安【哪裡】用聽【指在意】？」錫【ㄙˋ，賜】

賚【ㄌㄞˋ，賞賜】以遣之。 

尚父杖【打】曖數十而已【才罷休】。 

 

＊郭曖仗恃父親郭子儀為唐朝中興之臣，而對著昇平公主說出「倚乃父為天子耶？

我父嫌天子不作。」的話來，實在非常不知輕重！而昇平公主不知情勢之輕重，

直奔皇宮向唐代宗告狀，也是不懂事。（頁 92） 

 

＊郭子儀沒有因為功高而驕傲，也沒有因為功績權傾朝野而囂張跋扈，得知這件

事後，馬上就將兒子郭曖綁縛，連同自己一起去面見唐代宗請罪，敬慎地表示對

唐王朝的忠心不二，值得後人敬佩； 

＊唐代宗則引用了當時的諺語「不癡不聾，不作阿家阿翁」來化解，也是一種高

超的政治智慧，使一場可能引發政局大動亂的禍事，消弭於無形。（頁 93-94） 

 

這是課文第二節「癡聾」的部分 

 

 

有關「謙謹」的部分，則以曾國藩家書為例（頁 90）： 

清‧曾國藩《曾文正公家書‧致諸弟》： 



功名之地，自古難居，兄以在籍之官，成此一番事業，名震一時，人之好名，

誰不如我，我有美名，則人必有受不美之名者，相形之際，蓋難為情【難堪不舒

服】，兄惟謹慎謙虛，時時省惕而已。 

若仗聖主之威福，能速將江西肅清，蕩平此賊【指太平天國之亂】，兄決意

奏請回籍【指辭官】，事奉吾父，改葬吾母，久或三年，暫或一年，亦足稍慰區

區之心，但未知聖意果能俯從否？ 

諸弟在家，總宜教子姪守勤、敬【勤勞、敬慎】，吾在外既有權勢，則家中

子姪，最易流於驕，流於佚【同「逸」，安樂、放縱】，二字，皆敗家之道也。

萬望諸弟刻刻留心，勿使後輩近於此二字【指驕、佚】，至要至要【甚為重要】。 

 

＊這段課文的重點，在說明： 

1.曾國藩是清朝弭平太平天國的重要人物，他在當時的聲望可說是如日中天。處

於此種情境，他卻以謙謹來展現他超人的處世智慧，可說十分難得。（頁 94） 

2.曾國藩特別提出「勤」、「敬」兩字，希望作為家中諸弟教導子侄的方針，以

去除他們可能產生的「驕」、「佚」個性。「驕」、「佚」這兩種個性，都是讓

一個家由興轉衰、甚至轉滅的主要因素。（頁 96） 

3.曾國藩認為：人生活於天地之間，惟有「謙虛」和「謹慎」是維持福氣常滿的

唯一方法。（頁 96） 

 

曾國藩家書第二篇（頁 90）， 

清‧曾國藩《曾文正公家書‧致四弟》： 

天地間惟謙謹是載福之道，驕則滿，滿則傾矣。凡動口【說話】動筆【寫文

章】，厭【討厭】人之俗【俗氣】，嫌【隒惡】人之鄙【鄙陋】，議【議論】人

之短，發【揭發】人之覆【隱私】，皆驕也。無論所指未必果當，即使一一切當，

已為天道所不許。 

吾家子弟，滿腔驕傲之氣，開口便道人短長，笑人鄙陋，均非好氣象。 

 

＊家書中，曾國藩強調： 

1.一個人如果要培養出良好的氣象，那就不能在開口、作文之時，便落入「厭人

之俗，嫌人之鄙，議人之短，發人之覆。」的情緒中。（頁 97） 

2.曾國藩也反對將批評或攻擊他人的缺點，作為拉抬自身名聲、地位的作法。 



 

＊當我們讀到這二篇家書時，應該要好好體會曾國藩「位高則處卑」的苦心和含

意。 

 

 

第三節為「剛柔互用與豁達光明」（頁 99） 

＊什麼是「剛柔互用」呢？ 

第一層的含意是視外在環境的內涵變化，思考應出之以剛性或柔性的處理方式；

第二層的含意同樣是視外在環境的內涵變化，但是在處理之時，並不全以剛性或

柔性來面對，而是用剛中藏柔或柔中蘊剛的方式來處理。（頁 99） 

 

＊剛中藏柔或柔中蘊剛的處理手法，雖然是絕佳的處世方針，不過須要先有絕佳

的情緒控制和轉移能力。 

 

＊不過，在處世中，若只懂得如何運用剛中藏柔或柔中蘊剛的處理手法，未免給

人一種不夠光明正大的感覺。因此，養成一副「豁達光明」的心胸來予以配合，

就變得十分重要。（頁 100） 

 

＊所謂的「豁達光明」的心胸，簡單地說就是心中坦蕩，有如青天白日一般，無

人不可瞻見。（頁 100） 

 

＊一個人如果能本著「豁達光明」的心胸，再輔以「剛柔互用」的處事手法，不

僅可以自己養生得道，也可以激勵旁人達到教化人心的效果。 

 

第三節「剛柔互用與豁達光明」，也是拿曾國藩兩篇家書來舉例。 

今將第一篇原文附上（頁 101）： 

《曾文正公家書‧致九弟、季弟》： 

從古帝王將相，無人不由自強自立做出。即為聖賢者，亦各有自立自強之道。

故能獨立不懼，確乎不拔。余往年在京，好與【專門喜歡跟】大名大位者為仇【作

對】，亦未始無挺然特立【獨立】，不畏強禦之意。 



近來見得天地之道，剛柔互用，不用偏廢【不可只執著一項】。太柔則靡【不

振作】，太剛則折【挫折、困境】。剛非暴虐之謂也，強矯【勇武】而已；柔非

卑弱之謂也，謙退而已。趨事赴公【公事即眾人之事】，則當強矯【堅持是非】； 

爭名逐利，則當謙退；開創家業，則當強矯【勇猛不拔】；守成安樂，則當謙退；

出與人物【有權勢地位的人】應接【交往】，則當強矯【抗拒誘惑的勇氣】；入

與妻孥享受，則當謙退。若一面建功立業，外享大名；一面求田問舍【廣置田產】，

內圖厚實，二者皆有盈滿之象，全無謙退之意，則斷不能久，此余所深信，而弟

宜默默體會者也。 

 

＊上面的選文，有以下幾個重點： 

1.曾國藩認為自立自強對於人的「立功」或「立德」有何助益呢？他提出了「獨

立不懼」和「確乎不拔」兩種堅毅的個性，並且認為這兩種個性，乃是促使一個

人邁向成為帝王將相或聖賢的重要基點。（頁 103） 

2.曾國藩經過長期的反思，最終領悟到天地運行之道，乃是剛柔並用，並沒有相

互排斥的現象。（頁 104） 

3.曾國藩認為所謂的「剛」，並非一般世俗心目中的威權殘暴，而是指勇武不屈

服於惡勢力的個性；至於「柔」，也並非一般世俗心目中的卑下柔弱，而是懂得

如何謙讓遜退的個性。（頁 104） 

 

 

曾國藩第二篇家書，敘述的是人要有豁達光明心胸，選文如下（頁 101）： 

《曾文正公家書‧致九弟》： 

自古聖賢豪傑文人才士，其志事不同，其豁達光明之胸，大略相同。 

以詩言之，必先有豁達光明之識，後有恬淡沖融【淡視名利的從容平和胸懷】

之趣，自李白、韓退之【韓愈】、杜牧之【杜牧】則豁達處多，陶淵明、孟浩然、

白香山【白居易】則沖淡處多。杜【杜甫】、蘇【蘇軾】二公，無美不備，而杜

之五律【五言律詩】最沖淡，蘇之七古【七言古詩】最豁達，邵堯夫【邵雍】雖

非詩之正宗，而豁達沖淡二者兼全。吾好讀《莊子》，以其豁達足益人胸襟也。 

 

＊這篇家書的重點為： 



1.擁有一副豁達光明的胸襟和自立自強之道，正是曾國藩心目中成為一個不朽人

物的必要條件。（頁 107） 

2.必先有一副豁達光明的見識，然後化而為詩，才會有所謂的「恬淡沖融之趣」。

（頁 107） 

3.我們從曾國藩的家書發現，他不止是在教導他弟弟做人的道理，也同時在傳授

一些如何讀書的要領。 

 

＊古人在書中所存有的內容，不止是文獻上的知識而已，更是他們人格的輝映。 

＊我們如果能經由閱讀的過程，領會古人隱含於作品中的偉大人格，並以之作為

學習的指標，相信對我們的人格成長會有相當大的幫助。（頁 109） 

 

以上是第三章的重點，各位同學了解了嗎?  

 

 

＊雖然課本引用了不少古文，但如果同學願意靜下心來用心研讀，一定會有很大

收穫的! 

 

＊因為時間的關係，無法一一詳述，同學要是有任何問題可以隨時提問，不一定

只能在課堂中提出，歡迎大家隨時透過電子郵件或群組中(或私訊)提出！ 

 

 

今天「國文文選」課程，就到此結束，謝謝各位同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