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二屆「經典翹楚榜」之「經典與我」徵文比賽 

  

高中組 亞軍 
 

題目：我讀：《孟子 ･ 齊桓晉文之事章》 胡珮嘉 
 

 

  古今歷史長河茫茫，幾人稱帝稱王，開闢一方霸業？又有幾人落敗，功業垂成

千古恨？就正如杜甫所說：「玉壘浮雲變古今。」古今世情的變化，就如變幻莫測

的雲卷雲舒，政權的興替不斷。但儘管如此，各朝君王仍盼願政權永垂不朽。而《孟

子 ･ 齊桓晉文之事章》，借孟子與齊宣王的談話，指出治國之道，在於推行仁政、

愛護百姓，使其生活安定，從而一統天下。我更領悟到孟子「保民而王」的儒家治

國理念，確實是歷久彌新。 

 

  首先，在古代昌盛的朝代如唐朝，都離不開儒家治國理念的推行。例如唐太宗

所開啟的「貞觀之治」，鑒於隋朝暴政亡國的教訓，太宗施政，決定「以民為本」，

設法把君主的物質利益與民眾的物質利益加以調和，與民同樂 — 「凡理國者，務

積於人，不在盈其倉庫，古人云：『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減少百姓的兵役負

擔，讓他們休養生息。 

 

  此外，唐太宗亦深知「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的道理 — 他提

醒朝臣：「有國才有君，有民才有國；所以君依於國，國依於民。苛刻民財以奉君，

就像割自己的肉以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在他的仁政下，社會夜不閉戶、

路不拾遺，犯罪率低之又低、更令以詩為首的文學發展至最高峰。同時為共有二百

八十九年國祚的唐室政權打下穩固的基礎，而唐朝時期的文化則流芳百世。 

 

  相反，幾乎所有朝代的滅亡都在於暴政導致被推翻，其中以隋朝為例。隋煬帝

極為殘暴，他即位後，下令營建東都洛陽，多次巡遊江南，三次發動征討高麗的戰

爭。無休止的徭役和兵役，迫使千千萬萬農民離鄉背井，大量田地荒蕪，民不聊生。

隋朝高度壓榨人民的執政手法，與唐朝「以民為本」的治國方針南轅北轍，隋煬帝

只着重個人享樂，恩德不及百姓，最終迅速步向滅亡。可見孟子於《齊桓晉文之事

章》提出治國之道在於儒術，在歷史的證據下，誠不我欺。 

 

  若然將目光放到現今社會，「保民而王」仍是各國領導人最該秉承的治國方針。

當代社會追求民主自由，希望政府給予人民尊重，而不是像古代中國那樣實行中央

集權制度，其實也是人民要求政府實行「保民而王」的另類體現。現代自由主義提

出的政治模式，是政府只負責軍事、警政與司法，保護人民的資產和性命，如同一

位守夜人，只提供基礎政治架構，而尊重最大程度的個人權利。 

 

  總括而言，孟子「保民而王」的儒家治國理念，在千百年後的今天，仍然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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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眾當權者借鑑，千多年前的古文經典，沒有過時，是歷久彌新的真知灼見。 

 

 

（此為單周堯教授評改後版本） 

 

 

評語：以唐太宗貞觀之治與隋煬帝暴政作對比，說明保民而王的道理，指出孟子的

儒家治國理念，是歷久彌新的真知灼見。全文一氣呵成，其陽剛之氣，亦近

於《孟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