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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而第一

此为书之首篇，故所记多务本
之意，乃入道之门、积德之基、学
者之先务也。凡十六章。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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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论语》开篇就以三个反
问句对人生的三个方面的内容加以
肯定：学习、交友和无怨。各民族
的经典中，像这样从平常处开始，
而如此从容的，十分少见。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
语》第一句话，开宗明义，强调了

学习，为中华民族精神内核中置入
了学习的基因，有人讲，中华民族
能够成为世界上发展延续历史最长
民族，就在于重视教育、重视学
习；中国的发展不会掉入中等收入
陷阱，也因为几乎中国的每个家庭
都重视子女的教育、子女的学习，
都愿意为未来投资。这就是学的基
因。学之后再温习、学之后再习
行、知行合一，都会让人产生发自
内心的喜悦，“学而时习之”，可
以说是人安身立命的所在，人生由
此而有了意义，有了温度。从人的
存在本体论而言，人作为一元两面
三层五维的系统存在，分为肉与灵

两面，身（生理）、心（心理）、
神（精神）三层，可以从德、智、
体、美、劳五个维度认识，其神层
即精神世界是已知宇宙生物中所独
有的，人一生下来有建立此精神世
界的大脑机能，但精神世界的内容
却是空的，每个人要建构起自己的
神层，从而充实自己作为人的生活
境界，就需要不停止地学习，向他
人、向书本、向实践学习，学习关乎
人之是否真正为人，学习关乎人生
的丰盈饱满，在这个意义上而言，学
习对人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只有人
才有着严格意义上的学习，只有有
着严格意义上的学习，人才能充分
实现其为人。这也是《论语》开头
第一句，强调学习的意义之所在。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孔
子强调了朋友的重要性，不能独学
无友，有朋友来探讨问题，会起到
以友辅仁的作用，在这种朋友间自
由平等的讨论中，人会非常的快
乐。这种快乐是表现在外的，有感
染力的，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与第

一句中的“悦”，有不同的心理次
第，“悦”是自得其乐，是内心中
的一种喜悦状态。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这句话强调了儒家提倡的“为己之
学”。儒家认为学习可分“为己之
学”和“为人之学”。为己之学是
说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充实自己、修
养自己，不断提高自己的精神境
界；为人之学是说学习的目的是为
了让别人知道、显示自己很有水
平，从而换取功名利禄。通过学习
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的目的达到
了，别人知道不知道又有什么关系
呢？不愠即是没有怨恨，这是儒家
的一种根本的人生态度，孔子强调
“不怨天，不尤人”，始终以这种
态度面对生活世界里的纷纷扰扰，
有了问题首先强调反躬自省。“人
不知而不愠”，就是“无怨”这种
根本人生态度在“人不知”这一人
生境况上的表现。

《论语》尽管是一部记载着孔
子及其学生言语行事的集子，但其

编纂却有着一些若隐若现的呼应线
索，似乎不是随随便便的组合，而
是有着系统的思考。例如《论语》
的最后也是三句话，孔子曰：“不
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
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这结尾的三句话与开首的三句话，
就有着隐约的呼应关系。“学而时
习之，不亦说乎？”呼应着“不知
命，无以为君子也”，既然学习就
是一个不断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
充实自己人之为人的过程，那么学
习对于君子而言，就是不可摆脱的
命运。君子知道这是命运，就要安
于这一命运，不断学习，活到老，
学到老；“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
乎？”呼应着“不知礼，无以立
也”，朋友之间快乐探讨的前提就
是要“知礼”，不知礼，无法立足
于社会，也无法在自由探讨间保持
友谊；“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
乎？”呼应着“不知言，无以知人
也”，君子求的是“为己之学”，
并不需要为别人知道、理解自己，
但君子却要去知道、理解别人，就
要去知言，君子尽管人不知而不
愠，但人若知言而理解自己却是更
好，到此似乎读出了“自古圣贤皆
寂寞”之叹。

《论语》是一个永远读不完的
存在。

学习是人不可摆脱的命运
赵宗符

③

曾见冰心老人为别人题座右
铭 ： “ 知 足 知 不 足 ， 有 为 有 不
为。”言简意赅，寻味无穷。特写
短文两篇，稍加诠释。先讲知足知
不足。

知足

中国有一句老话：“知足常
乐。”为大家所遵奉。什么叫“知
足”呢？还是先查一下字典吧。

《现代汉语词典》说：“知
足：满足于已经得到的（指生活、
愿望等）。”如果每个人都能满足
于已经得到的东西，则社会必能安
定，天下必能太平，这个道理是显
而易见的。

可是社会上总会有一些人不安
分守己，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这样
的人往往要栽大跟头的。对他们来
说，“知足常乐”这句话就成了灵
丹妙药。但是，知足或者不知足也
要分场合的。

在旧社会，穷人吃草根树皮，
阔人吃燕窝鱼翅。在这样的场合
下，你劝穷人知足，能劝得动吗？
正相反，应当鼓励他们不能知足，
要起来斗争。这样的不知足是正当
的，是有重大意义的，它能伸张社
会正义，能推动人类社会前进。

除了场合以外，知足还有一个
分（fèn）的问题。什么叫分？笼
统言之，就是适当的限度。人们常

说的“安分”“非分”等，指的就
是限度。

这个限度也是极难掌握的，是
因人而异、因地而异的。勉强找一
个 标 准 的 话 ， 那 就 是 “ 约 定 俗
成”。我想，冰心老人之所以写这
一句话，其意不过是劝人少存非分
之想而已。

知不足

至于知不足，在汉文中虽然字
面上相同，其含义则有差别。这里
所谓“不足”，指的是“不足之
处”“不够完美的地方”。这句话
同“自知之明”有联系。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一句老
话：“人贵有自知之明。”这一句
话暗示给我们，有自知之明并不容
易，否则这一句话就用不着说了。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就拿现在来
说，我所见到的人，大都自我感觉
良好。

专以学界而论，有的人并没有
读几本书，却不知天高地厚，以天
才自居，靠自己一点小聪明——— 这
能算得上聪明吗？——— 狂傲恣睢，
骂尽天下一切文人，大有用一管毛
锥横扫六合之概，令明眼人感到既
可笑，又可怜。这种人往往没有什
么出息。

因为，又有一句中国老话：
“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还

有一句中国老话：“学海无涯。”
说的都是真理。但在这些人眼中，
他们已经穷了学海之源，往前再没
有路了，进步是没有必要的。他们
除了自我欣赏之外，还能有什么出
息呢？

古代希腊人也认为自知之明是
可贵的，所以语重心长地说出了
“要了解你自己”！

中国同希腊相距万里，可竟说
了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话，可见这些
话是普遍的真理。中外几千年的思
想史和科学史，也都证明了一个事
实：只有知不足的人才能为人类文
化做出贡献。

有为

“为”，就是“做”。应该做
的 事 ， 必 须 去 做 ， 这 就 是 “ 有
为”。不应该做的事必不能做，这
就是“有不为”。在这里，关键是
“应该”二字。

什么叫“应该”呢？这有点像
仁义的“义”字。韩愈给“义”字
下的定义是“行而宜之之谓义”。
“义”就是“宜”，而“宜”就是
“合适”，也就是“应该”，但问
题仍然没有解决。

要想从哲学上、从伦理学上，
说清楚这个问题，恐怕要写上一篇
长篇论文，甚至一部大书。我没有
这个能力，也认为根本无此必要。

我觉得，只要诉诸一般人都能
够有的良知良能，就能分辨清是非
善恶了，就能知道什么事应该做，
什么事不应该做了。

中国古人说：“勿以善小而不
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可见善恶是有大小之别的，应
该不应该也是有大小之别的，并不
是都在一个水平上。

什么叫大，什么叫小呢？这里
也用不着繁琐的论证，只须动一动
脑筋，睁开眼睛看一看社会，也就
够了。

小恶、小善，在日常生活中随
时可见，比如，在公共汽车上给老
人和病人让座，能让，算是小善；
不能让，也只能算是小恶，够不上
大逆不道。然而，从那些一看到有
老人或病人上车就立即装出闭目养
神的样子的人身上，不也能由小见
大看出了社会道德的水平吗？

有不为

至于大善大恶，目前社会中也
可以看到，但在历史上却看得更清
楚。

比如宋代的文天祥，他为元军
所虏，如果他想活下去，屈膝投敌
就行了，不但能活，而且还能有大
官做，最多是在身后被列入“贰臣
传”,“身后是非谁管得”，管那么
多干吗呀。然而他却高赋《正气

歌》，从容就义，留下英名万古
传，至今还在激励着我们全国人民
的爱国热情。

通过上面举的一个小恶的例子
和一个大善的例子，我们大概对大
小善和大小恶能够得到一个笼统的
概念了。

凡是对国家有利，对人民有
利，对人类发展前途有利的事情就
是大善，反之就是大恶。凡是对处
理人际关系有利，对保持社会安定
团结有利的事情可以称之为小善，
反之就是小恶。

大小之间有时难以区别，这只
不过是一个大体的轮廓而已。

小善和大小恶有时候是有联系
的。俗话说：“千里之堤，溃于蚁
穴。”

拿眼前常常提到的贪污行为而
论，往往是先贪污少量的财物，心
里还有点打鼓。

但是，一旦得逞，尝到甜头，
又没被人发现，于是胆子越来越
大，贪污的数量也越来越多，终至
一发而不可收拾，最后受到法律的
制裁，悔之晚矣。

也有个别的识时务者，迷途知
返，就是所谓浪子回头者，然而难
矣哉！

我的希望很简单，我希望每个
人都能有为有不为。一旦“为”错
了，就毅然回头。

名家

一个人要懂得知足知不足，有为有不为
季羡林

这是真的。
有个村庄的小康之家的女孩

子，生得美，有许多人来做媒，但
都没有说成。那年她不过十五六岁
吧，是春天的晚上，她立在后门
口，手扶着桃树。她记得她穿的是
一件月白的衫子。对门的年轻人同
她见过面，可是从来没有打过招呼
的，他走了过来。离得不远，站定
了，轻轻地说了一声：“哦，你也
在这里吗？”她没有说什么，他也
没有再说什么，站了一会，各自走
开了。

就这样就完了。

后来这女子被亲眷拐子卖到他
乡外县去做妾，又几次三番地被转
卖，经过无数的惊险的风波，老了
的时候她还记得从前那一回事，常
常说起，在那春天的晚上，在后门
口的桃树下，那年轻人。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
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
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
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
可说，惟有轻轻地问一声：“哦，
你也在这里吗？”

摘自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张
爱玲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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