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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組 季軍 
 

題目：君子和而不同 劉嘉欣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這句話出自《論語 ･ 子路》，為春秋時期

著名的思想家孔子所說。意思是，一個君子能夠在人際交往中與他人保持和諧友好

的關係，但不必在具體問題上相互同意。小人習慣於迎合別人的心理，同意別人對

問題的看法，但在內心深處卻沒有一種和諧友好的態度。「和」在句中的意思是「多

樣性的統合」。對人來說，「和」是觀點和意見的融合，亦是觀點和意見的多樣性。

何晏在《論語集解》中說道：「君子心和然其所見各異，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

同，然各爭利，故曰不和。」所說的也是同樣的道理。 

 

  眾所周知，春秋末期，百家爭鳴，不同的派別試圖相互反駁，但卻不強迫別人

接受他們的觀點。其中「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它是指一種有差別的、多樣

性融合，因而有別於「同」。烹調，必須使酸甜苦辣鹹調合在一起，達到一種五味

俱全的境界，才能算是上等佳餚；音樂，必須將宮商徵羽配合在一起，達到一種五

音共鳴的境界，才能算是上等美樂。反之，如果好鹹者一味放鹽，好酸者拼命倒醋，

愛宮者排斥商、角，喜商者不同羽、徵，那麼我們和那些沒有智慧的動物相比，又

如何體現出人「欣賞」和「兼容」的能力呢？晏嬰就曾說過：「若以水濟水，誰能

食之？若琴瑟專一，誰能聽之？」若羮湯只以水調成，誰願飲用？若樂曲只以一種

樂器演奏，誰願傾聽？正是基於這一思想，孔子將「和」與「同」的區別引入到人

際關係的思想中，以而產生了「君子和而不同」這句話。 

 

  日常生活中，人們對某一問題有不同看法是很正常的。真正的朋友應該通過交

換意見和想法來尋求共識。即使所見、所想暫時不能統一，也不會損害和氣。可見

君子之間，要維持真正的友誼，不用刻意要求意見時刻保持一致，容忍彼此有自己

的獨立觀點，也不隱瞞自己的不同觀點，才可謂真誠。在符合禮義的情況下，能兼

容他人的觀點，此之謂「君子」。而小人則習慣隱藏自己的思想，或者沒有自己的

思想，只知道人云亦云，見風使舵。即使「朋友」的觀點是錯的，也要捍衛；即使

「敵人」的想法是正確的，也要反對，於是沒有真是真非。從長遠來看，徒然使人

與人之間有了不同的圏子，形成不同的幫派，失去了「朋友」的意義。 

 

  也許「同而不和」是小人生存的本能。他們害怕被孤立，這或許是人的天性，

但更是人性的弱點。他們如果不加入某個幫派或圏子，就會失去安全感，害怕會遭

受迫害。但這種安全感的獲得，卻是以犧牲獨立人格和尊嚴為代價的。當一個人連

真實的思想都不敢表達，連自己的見解都無權具備的話，那麼生而為人的意義又是

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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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子說：「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勉勵人人都像賢者一般做一個有

道德的人。 

 

  而我則想說：「非獨君子有是心也，人皆有之。」「和而不同」，每個人都力

所能及，從不是一件困難到遙不可及的事情。如果我們都能做到堅守本心，不再苟

同，何嘗不能打造一個人人皆可為君子的盛也！？ 

 

 

（此為單周堯教授評改後版本） 

 

 

評語：以烹調需酸甜苦辣鹹五味俱全，音樂需宮商角徵羽五音皆備為例，說明君子

和而不同的道理。文章後半則指出獨立人格和尊嚴的可貴，勉勵人人皆堅守

本心，像 君子那樣，和而不同。全文議論宏通，見解不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