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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己復禮的現代意義 

 

目下香港，人們或因政事、樓房、經濟等躁動不安，爭議無日無之，未嘗稍歇。

忽地省起夫子遺教——「克己復禮」，語見《論語。顏淵》，其時孔門大弟子顏淵

問仁，子曰：「克己復禮，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其中之「克己」，朱熹有云：「克去己私，己私既克，天理自復。」又謂：「克己

復禮，間不容發，無私便是仁。」朱子所言，誠深得孔聖思想之精蘊。為人者，

內心莫不充滿「私欲」，或金錢名位，乃至五色之相。倘不約之以「禮」，想必利

欲熏心，淪為小人匪類，後果堪虞!夫子生乎春秋亂世，道德殆盡，為利而弒君

殺親者，屢見不鮮矣。是故夫子力倡「克己」修身，目的就是要恢復周禮，重理

社會秩序。所謂「禮」，從另一角度觀之，就是言行舉止的規範，禮以節人，人

要恪守禮，久而久之，人皆安守本分，各稱其職，在下位者不會賄賂上司，以圖

升職；在上位者更不會恃權謀私，貪贓枉法。只要「克己復禮」，就能成為仁人

君子，眾成君子，社會自然安定和諧。至若如何「克己復禮」?夫子著我們由己

做起，此語醍醐灌頂，事情每每「知易行難」，孝順父母，兄友弟恭，循規蹈矩，

履仁行義，如斯道理，自孩提始，已承長輩教之誨之，但人處事，常以己先行，

毋視他人，遂無以實踐「克己」。而「復禮」，夫子再三提醒，凡不合於禮的事情，

俱不看、不聽和不做。於今看來，孔子所論，正中時弊。 

 

猶記得去歲年杪，一解款車在灣仔區丟失千五萬，鈔票散落一地，數十途人登時

衝出馬路，瘋狂拾金，此則新聞引為國際笑柄。小學中文科課本不是已教曉我們

「路不拾遺」和「拾金不昧」的道理麼?此舉如同「盜竊」，不光違「禮」，更是

違「法」。夫子以禮為教，教導我們「非禮勿動」，但原來「貪念」甫起，竟可無

以克制，當「貪念」淹沒理性，頃刻間，人可乖離日夜念茲在茲的道德禮教而弗

知。不難發現，「貪念」之起，尤其在於獨處之際，滿以為沒給攝錄機拍攝，於

是拼命地拾鈔而置禮法於不顧。又如近年國家致力打擊貪污，當中不少都是涉及

位居要津的高級官員，如果為官者能懷天地心，抱報國家之志，所言所行自能「克

己復禮」，潤澤黎民百姓。但當金錢欲念冒起，又滿以自己權傾朝野，便肆意妄

為，為金錢而犧牲人民的福祉，則後患無已。 

 

 欲念始萌，就要克制，夫子有言「慎獨」，獨處而欲念生，如是，我們在獨

處時切要誡慎恐，時而警惕。再者，「克己復禮」是人生修煉的過程，往往未可

一蹴而就，誠如曾子所說：「吾日三省吾身。」只有不斷反躬自省，檢討每天言

行是否符合「禮」，持之以恆，方可成為君子。至於，為官或居高位者，更應暸

解到「克己復禮」的重要性，他們理應為百姓或下屬之表率，如果他們重「私利」，

其身不正的話，其令也無以施行的。  

 



 再看看近月的香港社會，少部分人掀起了一股反內地遊客的風潮。他們以部

分內地遊客來港購物而導致社區擠擁為由，到處示威，甚至指罵旅客、衝擊商場，

以洩不滿。參與者大都是青年人，他們也許受到了極端者的鼓動，以為衝擊就是

「勇武」，一來他們未能克制自己的情緒；二來他們對「禮」與社會的規範未有

充分的理解。就前者而言，夫子早已提醒「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 青

年人很易受人唆擺，加上年少氣盛，行事魯莽，未能「克己」，鬥爭的行徑，由

此出現。至於後者，香港社會素來「以和為貴」，對訪客，理應「以禮相待」， 口

出惡言，互相指罵，非禮也！試想，若青年人能易地而處，他日出遊別國，無端

給痛斥喝罵，情何以堪？夫子言嘗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於我看來，要做

到「克己復禮」，我們要不時「換位思考」，示威者固要思及遊客之感受；而遊客

也要避免阻塞道路。由是觀之，只要每人「克己復禮」，社會自能減少紛擾，各

人皆可和平共處。  

 

 克己復禮，目標在於社會和諧，於今天紛爭不休的社會而言，尤其具有積極

意義。明乎此，就要實踐「克己復禮」，我以為從慎獨、反躬自省，乃至易地而

處，都是達致「克己復禮」的法門，諸位不妨參詳之。 

 

評語：字體秀麗，文筆老練。全文緊扣題旨，頗能說明「克己復禮」的現代意義，

且亦能針對時弊，表現出作者對社會的關懷與承擔，殊為難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