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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肖波女士         題三﹕「克己復禮」的現代意義 

興國安邦，殊非易事，古代三王五霸，無不欲統一天下，適時，孔孟之賢提出「克

己復禮為仁」，「天下歸仁」之說，望仁君行仁政以王天下，時至今日，各國野心家仍

逐鹿中原，欲爭為地球之霸主。古往今來，統治者欲得天下之心之如一，然經過歷史

之洗涮，儒家學說卻似乎黯然褪色，不為人所欣賞。今時今日，提倡「克己復禮」者

不是被稱作崇古，就是被譏為腐儒，難道「克己復禮」在現代社會真的失去意義嗎?  

 

何謂禮?《說文》云﹕「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從示從豊，豊亦聲。」而「豊」

則為行禮之器也。現代社會無復古代之祭禮，若以古義詮釋「克己復禮」，未免迂腐失

時。又有人謂克己者即克制自己的欲望，以維持社會的秩序，此豈非資源分配之法? 西

方的經濟學已解決了資源不足的問題(此處「經濟」指「人類對有限及稀缺資源做最適

分配及效率使用的行為」，而非東晉葛洪《抱樸子・內篇》「經世濟俗」之義)，又何需

多此一舉以「克己復禮」來畫蛇添足呢?  

 

然若細閱《論語‧顏淵》所言，則知「克己復禮」的中心學說為「天下歸仁」，而

非單指祭祀或分配資源之法。《論語‧顏淵》云﹕「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根據孫國楝教授研究記載，春秋時「禮」之涵義不再

純指外在規範，而源於內在的仁心。此仁心可訴於人性，自反自覺，故《論語》曰：「我

欲仁，斯仁至矣。」由是觀之，「克己復禮」不但仍適用於今天，更是拯救現代道德敗

壞社會之良方。     

 

縱觀現代社會，表面繁榮安定，豐衣足食，惟只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人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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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難以別矣。先有三年前小悅悅案，幾歲稚子倒在馬路中心，途人竟過而不問，最

終由一個目不識丁的拾荒老婦挺身報案，實在令人深歎現代人心之冷漠，冷漠至喪失

人之惻隱之心，「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究竟社會大眾為何會喪失這種與生俱來的善

端呢? 再有逆子向父母索錢買房不遂，不但斬殺父母，更碎屍埋牆。所謂百行孝為首，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人禽之別僅在於心存仁孝，

然逆子竟做出如此泯滅人性之事仍毫無悔意，不禁令人反思道德教育為何淪落至此! 後

有解款車跌錢被竊事件，一眾巿民在光天化日下仿效齊人攫金，眼中不見人，徒見金。

古人尚且知道世上有「所欲甚於生者」而不避死，然今人竟被錢財蒙蔽雙眼，以「所

以養」害其「所養」，結果身陷囹圄，如此種種，令人扼腕之餘，更使人困惑﹕究竟如

何能在世風日下，道德淪亡之俗世中挽狂瀾於既倒? 

 

答案可以四字概括之﹕克己復禮! 

 

三千年前荀子曾經分析人性的特徵，「今人之性，生而有好利焉，順是，故爭奪生，

而辭讓亡。」人生而好利，若未能及時糾正，當發生爭名奪利、泯滅人性之事，就如

上文所言。是故若能在現代社會提倡克己復禮，以道德教育喚起仁心，以禮節約束人

的言行，人民恪守倫常，那社會才能化被同風，中國才不負禮義之邦之名，此亦為「克

己復禮」在現代社會中最深刻的意義。 

 

那如何實踐克己復禮之道? 孔子答顏回﹕「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

禮勿動。」而在現代社會中，我們可從幾方面展現克己復禮的精神。先是修身，西諺

云﹕「欲望是魔鬼。」雖然我們不需要回到小國寡民時代，仿效墨子節用精神，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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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的心態，儉樸的生活，的確能減少我們因欲望而起的煩惱。與朋友交往，亦應重在

心靈交流，避免競尚奢華，言不及義，談及投資可矣，但投機則不必。若道不同，當

思是否為謀? 所謂「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再是齊家，父母為子女之模楷，「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父

母應以身作則，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家中若遇上齟齬爭執，

亦應先恪守「以和為貴」原則，切忌口出惡言，傷及彼此，若能坦誠溝通，互諒互讓，

自然家庭和諧，琴瑟和鳴。子女在耳濡目染下，亦必效發父母之善行，生反哺之心，

固不會出現倫常慘劇。至於學校教育，所謂「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

不負戴于道路矣！」學校應推行道德教育，讓孩子知法守禮。或仿效童蒙之學，讓孩

童背誦三字經、千字文，讓孩子琅琅上口，潛移默化地吸收聖賢之理；或將心比己，

以故事教導孩子正確的價值觀，如黃香扇枕、陸續懷橘，讓孩子體會孝義之道。， 

 

後是治國，西方稱公務員為「人民公僕」，中國亦有「父母官」一詞，兩者皆說明

政府應愛民如子。「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國君以王道治國，人民自然擁戴，治國自

然得心應手，反之，若民心背離，當政者何以為國呢? 故此，當政者應以仁愛治天下，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以公正廉潔之心執法，急巿民所急。從國內打擊

貪污，鋪設完善交通網絡，免除人民春運之苦，到香港實施限奶令，加建公營房屋，

為巿民提供置業階梯，可見兩地政府皆為人民做實事。此外，為政者宜諮取善道，廣

納諫言，所謂「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另一方面，人民在

爭取理想同時，亦應克己守禮，克制自己言行，謹守禮法，不能因秉持崇高理想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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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為是，污蔑他人，或剝奪他人出行或發抒己見的權利。孟子曰「雖千萬人，吾往矣」，

教導今人應擇善固執，但擇善之餘亦應取善道，不應舉正義之旗行不義之事，段玉裁

《說文解字注》曰﹕「義之本訓謂禮容各得其宜」，《毛傳》訓義為善，《釋名》釋義為

宜。從各經典可見，行正義之事需守禮執善為宜，否則只成擾民之舉，不但於事無補，

更徒添煩亂。  

 

    總而言之，人若喪失仁心，肆意妄為，我們終將如無根之木，無源之水，失其本

心，失其方向，迷失於時代洪流之中。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祝願我國我民能在修身、

齊家、治國中均能恪守八德，擴充四端，克己復禮，如能執中而行，則平天下之路庶

幾可近矣。 

評語：立論正大，頗能點出克己復禮的現代意義。作者善用反問，有助引發

讀者反思。惟字跡稍嫌潦草，未免美中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