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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組 亞軍 
 

題目：事有不得 反求諸己 林思妍 
 

 

  蘇子瞻曾言：「古之賢人，皆有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

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從這句話說出了，主宰自己命運並不取決於他人，一

切都掌握在自己身上，面對抉擇時，能否為自己選擇一個不後悔的決定，小至中午

到那間餐廳用膳，大至高中選科問題。因此，人生中所有決定，也只有了解自己，

在錯誤中作出改善，也就是所謂的「事有不得，反求諸己」，這是儒家傳統「修身」

的重要一環，如果能做到便會讓自己更上一層樓。 

 

  《論語》中常提出「君子」的品格，他是有著崇高的志向，集仁、義、禮、智、

信各種高尚德行於一身的道德楷模，並以弘揚道義和善化民聚為己任，有著謙遜的

氣質和寛廣的胸懷，是儒家思想中最理想的人格。在《論語》中，孔子多次向弟子

提及「君子」和「小人」的差別，其中一個重要的衡量原則就是是否反身內求，反

省自身，從而發現自己的缺點和不足，並自律地改過遷善。 

 

  在〈衞靈公第十五〉，孔子說：「君子求諸己，子人求諸人」，當中可以知道，

擁有君子般高尚情操的人，遇到問題，首先會自我反省，在自己身上找出問題根源， 

再作出改善，注重要靠自己解決問題；而「小人」遇到問題，會設法撇清自己與它

的關係，不會反思自己，也不會靠自己的能力解決問題，總是習慣依賴別人替自己

解決。君子與小人有許多分別，諸如：對待別的態度，處事手法等，但最為明顯是

以實際行動做內修外達的功夫，即是面對困難，究竟會選擇「求諸己」還是「求諸

人」。 

 

  另外，如果把「反求諸己」的想法放至現今社會，也別有一番反思。人生在世，

不竟遇上失敗，每人的應對方式都各有不同，但最為實際的行動就是「反省」，相

信所有人都明白，只是不願意實踐。「反求諸己」與孔子的「內自省」、「內自訟」

相一致，都是道德修養的一種方法和途徑，更是儒家內聖之學的緊要處，道德愈深

之人，愈見有反躬內省的工夫。 

 

  孔子又曾說：「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朱子《論語集注》解說：「責

己厚，故身益修；責己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怨之。」正正道出現今的人經常

埋怨，就是因為只看到別人對不起自己的地方，而不去反省自己的不是處，諸如現

今的中學生，總有人會抱怨學校的諸多不是，如教學設施殘舊，午膳時間不足，但

又有多少會反過求要求自己，要愛惜學校公物，與同學和睦共處，尊敬師長？現今

的教育制度中，我們由牙牙學語的懵懂孩童開始，老師總會教導當事情不成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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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反躬自省，從自己身上找出原因，而並非撇清關係，埋怨他人。反觀現今社會中，

抱著「反求諸己」心態的人寥寥無幾，這實屬踏入「非不能實不為也」的誤區。 

 

  古人流傳後世的名人語句，意義深長，啟發性強，正如「事有不得，反求諸己」，

讓我們可以學懂更多導人向善的道理，將古人的話語融入日常生活，或為我們的提

醒，令每一個人都能自覺地「反求諸己」，用社會道德、倫理規範約束自己過多的

慾望，這樣對社會的和諧，以至個人修養，都有重大助益，也許能改變現在社會道

德荒涼的困局。 

 

 

（此為單周堯教授評改後版本） 

 

 

評語：指出「事有不得，反求諸己」是儒家傳統「修身」的重要一環，通篇說理明

晰，層次井然，顯出作者對儒學有深入的認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