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二屆「經典翹楚榜」之「經典與我」徵文比賽 

  

初中組 優異 
 

題目：君子和而不同 陳盈豐 
 

 

  在《論語 ･ 子路十三》中有一則記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指

出「君子」、「小人」待人處事之不同態度。品德高尚的人，在與別人交往的過程

中，能保持良好友善的人際關係，但不會刻意附和與苟同；而小人則相反，習慣在

觀點和言論上迎合別人，看似與他人的看法很相近，但其實在心裏並不認同。孔子

提出「和而不同」，就是警醒世人要向君子看齊，學習他們的高尚品格，遠離小人。

這種思想，經過長期傳承、闡揚和發揮，得以進一步豐富、發展和完善，並在現今

社會普遍實踐和廣泛運用。 

 

  「和而不同」的思想源遠流長。在漢語中，「和」與「同」有很大的分別。所

謂「以他平他謂之和」，不同性質，不同方面的事物，通過相輔相成，同時共存，

達致統一，每個個體有各自的特點，按照自己的習慣和特色，不斷發展，相互之間

因為存在差別，所以可以互相借鑒、互相學習。「同」則指相同事物的堆積，本質

上排斥不同和差異的存在，反映的是無差別的同一，千篇一律的局面，導致嚴重的

相同，從而失去互相學習和借鑒的可能，没有相互促進，也就沒有進步和發展的機

會。因此，「和而不同」，說明了人對待任何事情，應持有自己的獨立見解，包容

不同思想和意見，保持人與人之間和諧融洽的氛圍，互相借鑒和討論，使事情或個

人見解得以進步，而絶非盲目附和，否則最後只會使事情停滯不前，毫無進展。 

 

  孔子的「和而不同」，應用範圍廣泛。作為道德修養良好的君子，要善於兼聽

各方面不同的意見，以糾正自己的思想和行為，決不強求他人盲從自己；另一方面，

則要善於提出自己的觀點和意見，去糾正別人觀點或做法錯誤和缺點，決不隨聲苟

同，人云亦云，隨波逐流。孔子的「和而不同」，與他一貫提倡的獨立思考、不隱

瞞自己觀點、虛心聽取別人意見、擇善而從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發展至今日，已

成為現今社會待人處事的一條重要規律，是人們處世行事應該遵循的準則。 

 

  在社會經濟和人類文明快速發展的中國，傳統農業經濟已經被現代化的工業和

科技所取代，生活環境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人們越來越追求自我個性的綻放，在

這過程中，難免會出現忽略他人感受的現象，而且在網絡越來越發達的年代，引發

一系列網絡暴力事件，造成人際關係不和諧。這個時候，應該重新發揚「和而不同」

的精神，與鄰為善，追求進步，全面發展。 

 

  每個人在成長過程中，因為性格各異，並且受庭氛圍的薰陶以及社會環境的影

響，作為一個獨立的個體，必然有著與眾不同的特點，本來就不可能完全一樣，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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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我們不能強迫別人接受自己的觀點，在與別人交往中，要尊重他人，要善於協

調人際關係，傾聽別人的意見，站在他人立場和角度去考慮問題，這樣就不會因為

固執己見而產生摩擦，這就是「和」。此外，還要勇於廣開言路，讓自己聽到不同

的聲音，在這過程中，讓自己對事物慢慢有一個全面客觀的了解，同時還要在與他

人交流中看到自己的缺點和不足，勇於自我反省和批評，「取人之長，補己之短」，

只有在不同觀點的情況下，才會有新的思想，才能相互促進，向前發展，這正是「不

同」的重要。 

 

  因此，即使意見相左，也應該保持謙謙君子的大度，維持和諧的人際關係，而

這一切，都取決於「和而不同」。無論古今，「和」都是社會發展、人際關係保持

和諧的重要因素，相信如果每個人都遵守「和而不同」的理念，必定能建立融洽的

氛圍，迎來一個充滿希望的和諧社會。 

 

 

（此為單周堯教授評改後版本） 

 

 

評語：頗能深入分析「和而不同」的道理，並說明「和」與「同」之別，以及指出

現今社會之網絡暴力問題。惜布局久安排，稍覺累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