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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馬英九缷任總統職務之後在西元 2016 年 6 月 15 日出席「亞洲出版業協會頒獎典

禮」，他在這場演講中表示民主起源於中國，這講述遭到許多負面的評論，其中一位

曾任行政院院長，游錫堃表示馬英九對於民主的涵意則是知識不足。我看到游錫堃的

評論之後則直接在他的網頁留言板寫下：「游錫堃，馬英九沒有拿出證據，但是我可

以令您折服。我會備足中國道德之治及歷史演變的證據來突顯你們這代老人沒有努力

學習聖賢之典的後果，更要打死教育部的無能及無德。中國社會行為研究社就是像你

們這種自大的老人家，有社會地位就了不起嗎？」，上述的事件即是撰寫本文的開端。 

秦始皇自賢自健，上侮五帝又下凌三王，棄素樸而就末技，行桀紂之道，亦無五帝

之禪，又有韓客侯生以及齊客盧生發覺上不聞過而日驕，下懾伏以慢欺而取容，乃相

與亡去，秦始皇聞之大怒而坑殺四百六十餘人，上述內容可閱《說苑》一書。在清朝

之末，孫中山倡言三民主義，期以推舉賢人的公平制度來成立中華民主共和國，這種

政治乃是道德之治，這種政治符合帝堯能明馴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便章百姓，百姓

昭明合和萬國；然而，各地也有軍團欲享清朝皇族之富，更欲如秦始皇之霸而佔地為

王，這就是自私又自大的獨裁統治，另有袁世凱稱帝，這就是篡帝之位而謀私，無心

行大中至正之政，無意事天下為公之治。孫中山欲以五權分立來相互制衡，李登輝總

統兼國民黨主席則是修改憲法來去除國民大會，欲由人民直接監督，事際上，人民各

司其職，工作時間之餘則由新聞報導而知片段的國家大事，不如全職的國民代表所能

監督的範圍，再者，國民代表與立法委員之間有不同的專業及人文特質，像是善於明

斷是非又能探討對錯則可推選國民代表，像是能分析法律之間的衝突以及善於修正條

文則適合擔任立法委員，像是行政者要能固操守又勇於決斷而善於修正政策。 

 

引言 

《孔子家語》五儀解【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有

聖人．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孔子曰．所謂庸人者．心不存慎終之規．口不吐

訓格之言．不擇賢以托其身．不力行以自定．見小闇大不知所務．從物如流不知其所

執．此則庸人也。．．．孔子曰．所謂士人者．心有所定．計有所守．雖不能盡道術

之本必有率也．雖不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是故．知不務多必審其所知．言不務多

必審其所謂．行不務多必審其所由．知既知之．言既道之．行既由之．則若性命之形

骸之不可易也．富貴不足以益．貧賤不足以損．此則士人也。．．．孔子曰．所謂君

子者．言必忠信而心不怨．仁義在身而色無伐．思慮通明而辭不專．篤行信道．自強

不息．油然若將可越而終不可及者．君子也。．．．孔子曰．所謂賢人者．德不踰閑．

行中規繩．言足以法於天下而不傷於身．道足以化於百姓而不傷於本．富則天下無宛

財．施則天下不病貧．此賢者也。．．．孔子曰．所謂聖者．德合於天地變通無方．

窮萬事之終始．協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竝日月化行若神．下民不知

其德．覩者不識其鄰．此謂聖人也。】。 

《荀子》子道【入孝出弟．人之小行也．上順下篤．人之中行也．從道不從君．從

義不從父．人之大行也。若夫．志以禮安．言以類使．則儒道畢矣．雖堯舜不能加毫

末於是矣。孝子所不從命有三．從命則親危．不從命則親安．孝子不從命乃衷．從命



則親辱．不從命則親榮．孝子不從命乃義．從命則禽獸．不從命則脩飾．孝子不從命

乃敬．故．可以從而不從．是不子也．未可以從而從．是不衷也．明於從不從之義而

能致恭敬．忠信．端愨．以慎行之則可謂大孝矣。傳曰．從道不從君．從義不從父。

此之謂也．故．勞苦彫萃而能無失其敬．災禍患難而能無失其義．則不幸不順見惡而

能無失其愛．非仁人莫能行。《詩》曰．孝子不匱。此之謂也。】。 

《新約聖經》希伯來書(Hebrews)第 12 章【肉身的父是在短暫的日子裡，照自己以

為好的管教我們，惟有萬靈的父管教我們，是為了我們的益處，使我們有分於祂的聖

別。】。 

夏桀及商紂皆有違綱亂紀，所以孔子有正夏時以及考證古時之傳，另傳十翼來講解

易經之理，然而歷代傳講以及抄寫略有差異，觀古之事也有所佚失之書，在《朱子語

類》記載各學士對於古代之事的討論，最終又在清朝之時收集各類書籍來抄寫，將其

編冊而成《欽定四庫全書》，部份書籍又有註解。本文摘錄的文字是取自「中國哲學

書電子化計劃」的電子檔，自行修正部份文字及分段點，若有錯字則另查原典的印刷

稿。相傳中國在上古時期是有巢氏、燧人氏、伏犧氏，其事跡在三墳五典八索九丘，

然而書籍又有所佚失，當時有人得到三墳一書，作序而成今之《古三墳》；如今教育

部沒有正確教導「大道之行．天下為公」，公務員又不如聖臣、良臣、忠臣、智臣、

貞臣、直臣，所以難以實現「選賢與能．講信脩睦」，許多古書記載詳實，此等內容

皆是明對錯、辨黑白的基礎，卻不在國民教育的課本之中，這像是期待學生成為國家

的傀儡，所以去除他們的分辨能力，這些惡劣的官員也就是無德人士，有如具臣、諛

臣、姦臣、賊臣、亡國之臣，甚至進入宗教團體來混淆視聽；教育部使用《論語》來

隱瞞孔子與眾人之間的對話，這樣的教導使得學生不明來龍去脈而不知其所以然，更

不明中庸之道的基礎就是五帝所行的道德之治，孔子不僅傳講基礎知識，又能在對話

之間依各人的缺失來加以輔導，像是《孔子家語》弟子行【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

吾聞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詩》．《書》．導之以孝．悌．說之以仁．義．觀之以禮．

樂．然後成之以文．德．蓋入室升堂者七十有餘人．其孰為賢。子貢對以不知。文子

曰．以吾子常與學．賢者也．何為不知。子貢對曰．賢人無妄．知賢即難．故君子之

言曰．智莫難於知人．是以難對也。】，子路初見【子路將行．辭於孔子。子曰．贈

汝以車乎．贈汝以言乎。子路曰．請以言。孔子曰．不強不達．不勞無功．不忠無親．

不信無復．不恭失禮．慎此五者而已。】。 

 

何謂中國 

帝堯令舜攝行天子之政，帝堯崩，舜讓辟丹朱，諸侯朝覲者、獄訟者不之丹朱而之

舜，舜曰：「天也。」，而後之中國，踐天子位；帝舜舉賢使主其事，又去凶惡至四門

外，由此而知，納善入中以及去惡出外是中國之隱意。政不過寬，也不過猛，寬之過

則以猛，猛之過則以寬，政不失寬，也不失猛；政者，正也，治者，理也，正確處理

萬事即是政治之意。中國的和平在於減少私心，實行仁義，講信修睦，尚辭讓，去爭

奪。 

《史記》五帝本紀【讙［註：音歡］兜進言共工．堯曰不可而試之．工師共工果淫

辟。四嶽舉鯀［註：音滾］治鴻水．堯以為不可．嶽彊請試之．試之而無功．故百姓

不便。三苗在江淮．荊州．數為亂。於是．舜歸而言於帝．請流共工於幽陵以變北狄。

放讙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註：音吉］鯀於羽山以變東夷。



四罪而天下咸服。堯立七十年得舜．二十年而老．令舜攝行天子之政．薦之於天。堯

辟位凡二十八年而崩．百姓悲哀如喪父母三年．四方莫舉樂以思堯。堯知子丹朱之不

肖．不足授天下．於是乃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利而丹朱病．授丹朱則天下病而丹

朱得其利。堯曰．終不以天下之病而利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堯崩三年之喪畢．舜讓

辟丹朱．於南河之南．諸侯朝覲者不之丹朱而之舜．獄訟者不之丹朱而之舜．謳歌者

不謳歌丹朱而謳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是為帝舜。．．．

舜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不時序．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

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舜賓於四門．乃流四凶族。】。 

《詩》民勞【民亦勞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良．

式遏寇虐．憯不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民亦勞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

民逑．無縱詭隨．以謹惛怓［註：音撓］．式遏寇虐．無俾［註：音筆］民憂．無棄爾

勞．以為王休。民亦勞止．汔可小愒［註：音慨］．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

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民亦勞止．汔可小安．惠此

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女．是用大諫。】。 

《孔子家語》正論解【孔子聞之．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糺於猛。猛則民殘．

民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寬猛相濟．政是以和。《詩》云．民亦勞止，

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毋縱詭隨．以謹無良．式遏寇虐．慘不

畏明。糺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不競不絿．不剛不柔．

布政優優．百祿是遒。和之至也。】。 

《孔子家語》禮運【凡．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非意之．必知其情．

從於其義．明於其利．達於其患．然後能為之。何謂人情．喜．怒．哀．懼．愛．惡．

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良．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

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利。爭奪相殺．謂之人患。聖人之所

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辭讓．去爭奪。】。 

《禮記》王制【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不可推移。東方曰夷．被髮

文身．有不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不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

有不粒食者矣。北方曰狄．衣羽毛穴居．有不粒食者矣。中國．夷．蠻．戎．狄．皆

有安居．和味．宜服．利用．備器。五方之民言語不通．嗜欲不同．達其志．通其欲．

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北方曰譯。】。 

《說苑》尊賢【春秋之時．天子微弱．諸侯力政皆叛不朝．眾暴寡．強劫弱．南夷

與北狄交侵中國之．不絕若線．桓公於是用管仲．鮑叔．隰朋．賓胥無．甯戚．三存

亡國一繼絕世．救中國．攘戎狄．卒脅荊蠻．以尊周室霸諸侯。晉文公用咎犯．先軫．

陽處父．強中國．敗強楚．合諸侯．朝天子．以顯周室。楚莊王用孫叔敖．司馬子反．

將軍子重．征陳從鄭．敗強晉．無敵於天下。秦穆公用百里子．蹇叔子．王子廖及由

余．據有雍州．攘敗西戎。吳用延州萊季子．并翼州．揚威於雞父。鄭僖公富有千乘

之國．貴為諸侯．治義不順人心而取弒於臣者．不先得賢也。至簡公用子產．裨諶．

世叔．行人子羽．賊臣除．正臣進．去強楚．合中國．國家安寧二十餘年．無強楚之

患。】。 

 

何謂五帝 

《孔子家語》五帝【季康子問於孔子．曰．舊聞五帝之名而不知其實．請問何謂五



帝。孔子曰．昔．丘也聞諸老聃［註：音單］．曰．天有五行．木火金水土．分時化育

以成萬物．其神謂之五帝．古之王者．易代而改號．取法五行．五行更王．終始相生

亦象其義．故．其為明王者而死．配五行．是以．太皞［註：音號］配木．炎帝配火．

黃帝配土．少皞配金．顓頊［註：音專旭］配水．．．康子曰．陶唐．有虞．夏后．

殷．周．獨不得配五帝．意者德不及上古耶．將有限乎．孔子曰．古之平治水土及播

殖百穀者眾矣．唯勾龍兼食於社．而棄為稷神．易代奉之無敢益者．明不可與等．故．

自太皞以降逮于顓頊．其應五行而王．數非徒五而配五帝．是其德不可以多也。】。 

《淮南子》天文訓【何謂五星．東方．木也．其帝太皞．其佐句芒．執規而治春．

其神為歲星．其獸蒼龍．其音角．其日甲乙。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執

衡而治夏．其神為熒惑．其獸朱鳥．其音徵．其日丙丁。中央．土也．其帝黃帝．其

佐後土．執繩而制四方．其神為鎮星．其獸黃龍．其音宮．其日戊己。西方．金也．

其帝少昊．其佐蓐收．執矩而治秋．其神為太白．其獸白虎．其音商．其日庚辛。北

方．水也．其帝顓頊．其佐玄冥．執權而治冬．其神為辰星．其獸玄武．其音羽．其

日壬癸。】。 

《前漢紀》高祖皇帝紀一【始自伏羲．以迄于漢．宜為火德．其序之也．以為《易》

稱．帝出乎震．故．太皞始出于震．為木德．號曰伏羲氏。共工氏因之為水德．居水

火之間．霸而不王．非其序也。炎帝承木生火．固為火德．號曰神農氏。黃帝承之．

火生土．故為土德．號曰軒轅氏。帝少昊滅．帝摯承之．土生金．故為金德．號曰金

天氏。帝顓頊承之．金生水．故為水德．號曰高陽氏。帝嚳承之．水生木．故為木德．

號曰高辛氏。帝堯始封于唐．高辛氏衰而天下歸之．號曰陶唐氏．故為火德．即位九

十載。禪位于帝舜．號曰有虞氏．故為土德．即位五十載。禪位于伯禹．號曰夏后氏．

故為金德．四百四十二年。湯伐桀．王天下．號曰殷．為水德．六百二十九年。武王

滅紂．王天下．號曰周．為木德．七百六十七年。秦昭王始滅周．而諸侯未盡從．至

昭王之曾孫．政．遂并天下．是為始皇帝．有天下十四年．猶共工氏焉．非其序也．

自周之滅．及秦之亡．凡四十九年．而漢祖滅秦．號曰漢．故為火德矣。】。 

《大戴禮記》五帝德【宰我問於孔子．曰．昔者．予聞諸榮伊令．黃帝三百年．請

問黃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於三百年乎。孔子曰．予．禹．湯．文．武．成王．

周公．可勝觀邪．夫．黃帝．《尚》矣．女何以為．先生難言之。．．．宰我請問帝顓

頊。孔子曰．五帝用記．三王用度．女欲一日辨聞古昔之說．躁哉予也。】。 

《史記》五帝本紀【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來．

而百家言黃帝．其文不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系姓．儒

者或不傳．余嘗西至空桐．北過涿鹿．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老皆各往往稱黃

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不離古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

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顧弟弗深考．其所表見皆不虛．書缺有閒矣．其軼乃時時見於

他說．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見寡聞道也．余并論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

為本紀書首。】。 

 

世傳三皇五帝 

《潛夫論》五德志【世傳三皇五帝．多以為伏羲．神農為三皇．其一者或曰燧人．

或曰祝融．或曰女媧．其是與非未可知也．我聞古有天皇．地皇．人皇．以為或及此

謂．亦不敢明．凡斯數．其於五經皆無正文．故略依《易》繫．記伏羲以來．以遺後



賢．雖多未必獲正．然罕可以浮游博觀．共求厥真。】。 

《白虎通德論》號【三皇者何謂也．謂伏羲．神農．燧人也．或曰伏羲．神農．祝

融也。《禮》曰．伏羲．神農．祝融．三皇也。謂之伏羲者何．古之時未有三綱六紀．

民人但知其母不知其父．能覆前而不能覆後．臥之詓詓．起之吁吁．飢即求食．飽即

棄餘．茹毛飲血而衣皮葦．於是伏羲仰觀象於天．俯察法於地．因夫婦正五行．始定

人道．畫八卦以治下．治下伏而化之．故謂之伏羲也。】。 

《逸周書》諡法解【維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攻于牧野之中．終葬．乃制諡

敘法。諡者行之跡也．號者功之表也．車服位之章也．是以大行受大名．細行受小名．

行出於己．名生於人。一人無名曰神．稱善間曰聖．敬賓厚禮曰聖．德象天地曰帝．

靜民則法曰皇．仁義所在曰王．賞慶刑威曰君．從之成群曰君。】。 

《古三墳［註：古字是坟］》山墳【清氣未升．濁氣未沉．遊神未靈．五色未分．

中有其物．冥冥而性存．謂之混沌。混沌為［註：音未，動向之意］太始．太始者．

元胎之萌也．太始之數［註：音樹，數量之意］一．一為［註：音未，動向之意］太

極．太極者．天地之父母也．一極易．天高明而清．地博厚而濁．謂之太易。太易者．

天地之變也．太易之數二．二為兩儀．兩儀者．陰陽之形也．謂之太初。太初者．天

地之交也．太初之數四．四盈易．四象變而成萬物．謂之太素。太素者．三才之始也．

太素之數三．三盈易．天地孕而生男女．謂之三才。三才者．天地之備也．遊神動而

靈．故飛．走．潛．化．動．植．蟲．魚．之類必備於天地之間．謂之太古。太古者．

生民之始也．太古之人皆壽．盈易．始三男三女．冬聚夏散．食鳥．獸．蟲．魚．草．

木之實．而男女搆精以女生為姓．始三頭謂之合雄［註：雌雄相合之意，其號而非其

姓］。紀［註：其一之姓］生子三世．合雄氏［註：其號］沒［註：其二之姓］．子孫

相傳記其壽命．謂之敘命。紀．通［註：動詞，通婚之意］．紀四姓［註：姓之數］．

生子二世．男女眾多［註：在此以一世等於三十年來算才能符合男女眾多，暗喻紀在

此之前所生之子皆男］．群居連逋．從強而行．是謂連逋。紀生子一世．通．紀五姓．

是謂五姓。紀．天下群居．以類相親．男女眾多．分為九頭．各有居方．故號居方氏。

沒生子三十二世．強弱相迫欲生吞害．中有神人提挺而治．故號提挺氏．提挺氏生子

三十五世．通．紀七十二姓．故號通姓氏。有巢氏［註：其三之號］．生太古之先．覺

識於天．地．草．木．蟲．魚．鳥．獸．俾人居巢穴．積鳥獸之肉．聚草木之實．天

下九頭咸歸有巢．始君也．動止群群相聚而尊事之。壽．一太．易［註：記年的文字］．

本通姓氏之後也．燧人氏［註：其號］．有巢子也．生而神靈．教人炮食．鑽木取火．

天下生靈尊事之．始有日中之市．交易其物．有傳教之臺．有結繩之政。壽．一太．

易．本通姓氏之後也．伏犧氏．燧人子也．因風而生．故風姓。末甲．八太．七成．

三十二易草木［註：記年的文字］．草生月．雨降日．河汎時．龍馬負圖．蓋分五色．

文開五易．甲象崇山．天皇始畫八卦皆連山名．易．君．臣．民．物．陰．陽．兵．

象．始明於世。圖出後．二成．二十二易草木．木枯月．命臣飛龍氏［註：姓襄］造

六書。後草木一易．木王月．命臣潛龍氏［註：姓英］作甲曆．伏制犧牛．治金成器．

教民炮食．易九頭為九牧．因尊事為禮儀．因龍出而紀官．因鳳來而作樂。命降龍氏

何率萬民。命水龍氏平治水土。命火龍氏炮治器用。因居方而置城郭．天下之民號曰

天皇．太昊．伏犧．有庖［註：庖者廚也］．升龍氏。本通姓氏之後也．昔在天皇居於

君位．咨於將．咨於相．咨於民．垂皇策辭．皇曰．惟我生無道．承父居方．三十二

易草木．上升君位．我父燧皇歸世未降河圖．生民結繩而無不信．於末甲．八太．七



成．三十二易草木．惟我老極時．生人眾多．群群蟲聚．欲相吞害．惟天至仁．於草

生月．天雨降河．龍馬負圖．神開我心．子其未生．我畫八卦自上而下．咸安其居。

後二成．二十二易草木．皇曰．命子．襄［註：其姓］．居我飛龍之位．主我圖文［註：

其號飛龍氏］．代我咨於四方上下．無或私。襄曰．咸若咨眾之辭．君無念哉。後一易

草木．皇曰．命子．英．居我潛龍之位．主我陰陽甲曆［註：其號潛龍氏］．咨於四方

上下．無或差。英曰．依其法亦順．君無念哉。皇曰．無為。後二十二易草木．昊英

氏進曆於君．曰．曆起甲寅。皇曰．甲日寅辰乃鳩眾於傳教臺告民．示始甲寅。易二

月．天王升傳教臺乃集生民．后．女媧．子．無之右［註：女媧之子姓無，居君之右］．

上相共工．下相皇桓．飛龍朱襄氏．潛龍昊英氏．居君左右．栗陸氏居北．赫胥氏居

南．昆連氏居西．葛天氏居東．陰康氏居下．九州之牧各統其人．群居於外。皇曰．

咨予上相共工．我惟老極．無為．子惟扶我正道．咨告於民．俾知甲曆．日月歲時．

自茲始．無或不記．子勿怠。共工曰．工居君臣之位．無有勞．君其念哉。皇曰．下

相皇桓．我惟老極．無為．子惟扶我正道．撫愛下民同力．咨告於民．俾知甲曆．日

月歲時．自茲始．無或不記．子其勿怠。桓曰．居君臣之位．無有勞．君其念哉。皇

曰．栗陸．子居我水龍之位［註：其號水龍氏］．主養草木．開道泉源．無或失時．子

其勿怠。陸曰．竭力於民．君其念哉。皇曰．大庭．主我屋室．視民之未居者．喻之．

借力同搆其居．無或寒凍。庭曰．順民之辭。皇曰．陰康．子居水土．俾民居處．無

或漂流．勤於道．達於下。康曰．順君之辭。皇曰．渾沌．子居我降龍之位．惟主於

民［註：其號降龍氏］。皇曰．昆連．子主我刀斧［註：其號火龍氏］．無俾野獸．犧

虎之類．傷殘生命．無俾同類大力之徒．區逐微弱．子其伏之。連曰．專主兵事．君

無念哉。皇曰．四方之君咸順我辭則世無害．惟愛於民則位不危。皇曰．子無懷安．

惟安於民．民安子安．民危子危．子其念哉。】。 

 

《古三墳》易 

崇山君．君臣相．君民官．君物龍．君陰后．君陽師．君兵將．君象首。 

伕山臣．臣君侯．臣民士．臣物龜．臣陰子．臣陽父．臣兵卒．臣象肢。 

列山民．民君食．民臣力．民物貨．民陰妻．民陽夫．民兵器．民象體。 

兼山物．物君金．物臣木．物民土．物陰水．物陽火．物兵執．物象春。 

潛山陰．陰君土．陰臣野．陰民鬼．陰物獸．陰陽樂．陰兵妖．陰象冬。 

連山陽．陽君天．陽臣幹．陽民神．陽物禽．陽陰禮．陽兵譴．陽象夏。 

藏山兵．兵君帥．兵臣佐．兵民軍．兵物材．兵陰謀．兵陽陣．兵象秋。 

疊山象．象君日．象臣月．象民星．象物雲．象陰夜．象陽晝．象兵氣。 

 

舉賢降佞 

《舜典》【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註：四嶽］．闢四門．明四目．達四

聰．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率服。舜曰．

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宅百揆亮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

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契．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

帝曰．棄．黎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帝曰．契．百姓不親．五品不遜．汝作司

徒．敬敷五教．在寬。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

三就．五流有宅．五宅三居．惟明克允。帝曰．疇若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



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帝曰．疇若予

上下草木鳥獸。僉曰．益．哉。帝曰．俞．咨益．汝作朕虞。益拜稽首．讓于朱虎．

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禮。僉曰．伯夷。帝曰．俞．

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龍。帝曰．俞．往．欽

哉。帝曰．夔．命汝典樂．教冑子．直而溫．寬而栗．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

歌永言．聲依永．律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倫．神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

百獸率舞。帝曰．龍．朕堲讒說殄行．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亮天功。】。 

《史記》五帝本紀【虞舜者．名曰重華．重華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橋牛．橋牛父曰

句望．句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窮蟬．窮蟬父曰帝顓頊．顓頊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

矣．自從窮蟬以至帝舜．皆微為庶人。．．．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世得其利．謂

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謂之八元。此十六族者．世濟其美不隕其名至於堯．

堯未能舉．舜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不時序．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

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不才子．掩義隱賊．好行

凶慝．天下謂之渾沌。少皞氏有不才子．毀信惡忠．崇飾惡言．天下謂之窮奇。顓頊

氏有不才子．不可教訓．不知話言．天下謂之梼杌。此三族．世憂之．至于堯．堯未

能去。縉云氏有不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謂之饕餮．天下惡之．比之三凶。

舜賓於四門．乃流四凶族．遷于四裔以御螭魅．於是．四門辟．言毋凶人也。】。 

《夏本紀》【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顓頊之父曰昌意．

昌意之父曰黃帝。禹者．黃帝之玄孫而帝顓頊之孫也．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鯀皆不得

在帝位．為人臣。當帝堯之時．鴻水滔天．浩浩懷山襄陵．下民其憂．堯求能治水者．

群臣四嶽皆曰鯀可。堯曰．鯀為人負命毀族．不可。四嶽曰．等之未有賢於鯀者．願

帝試之。於是堯聽四嶽用鯀治水．九年而水不息．功用不成．於是帝堯乃求人．更得

舜。舜登用．攝行天子之政．巡狩．行視鯀之治水無狀．乃殛鯀於羽山以死．天下皆

以舜之誅為是．於是舜舉鯀子．禹．而使續鯀之業。】。 

《說苑》臣術【故人臣之行有六正六邪．行六正則榮．犯六邪則辱．夫．榮辱者禍

福之門也．何謂六正六邪．六正者．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見．昭然獨見存亡之機．得

失之要．預禁乎不然之前．使主超然立乎顯榮之處．天下稱孝焉．如此者聖臣也．二

曰虛心白意進善通道．勉主以體誼．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惡．功成事立歸

善於君．不敢獨伐其勞．如此者良臣也．三曰卑身賤體夙興夜寐．進賢不懈．數稱於

往古之德行事以厲主意．庶幾有益以安國家社稷宗廟．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幽見．

成敗早防而救之．引而復之．塞其間．絕其源．轉禍以為福．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

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辭祿讓賜不受贈遺．衣服端齊．飲食節儉．如此者

貞臣也．六曰國家昏亂所為不道．然而敢犯主之顏面．言君之過失．不辭其誅．身死

國安．不悔所行．如此者直臣也．是為六正也．六邪者．一曰安官貪祿．營於私家不

務公事．懷其智．藏其能．主饑於論．渴於策．猶不肯盡節．容容乎．與世沈浮上下．

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為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即

進之以快主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為樂．不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中實頗險．

外容貌小謹．巧言令色又心嫉賢．所欲進則明其美而隱其惡．所欲退則明其過而匿其

美．使主妄行過任．賞罰不當．號令不行．如此者姦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

行說．反言易辭而成文章．內離骨肉之親．外妒亂朝廷．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



勢．持招國事以為輕重於私門．成黨以富其家．又復增加威勢．擅矯主命以自顯貴．

如此者賊臣也。六曰諂言以邪墜主不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入則辯言好辭．出則更

復異其言語．使白黑無別．是非無間．伺侯可推而因附然．使主惡布於境內聞於四鄰．

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六邪．賢臣處六正之道．不行六邪之術．故上安而下治．生

則見樂．死則見思．此人臣之術也。】。 

 

以行與事薦之於天而後登帝之位 

《史記》五帝本紀【黃帝．居于軒轅之丘而娶于西陵之女．是為嫘祖．為黃帝正妃．

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囂．是為青陽．青陽降居江水．其二曰昌意．降居

若水．昌意娶蜀山氏女．曰昌仆．生高陽．高陽有聖德焉．黃帝崩．葬橋山．其孫．

昌意之子．高陽立．是為帝顓頊也。】。 

《史記》夏本紀【帝舜薦禹於天為嗣．十七年而帝舜崩．三年喪畢．禹辭辟舜之子

商均於陽城．天下諸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於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國號曰夏

后．姓姒氏。帝禹．立．而舉皋陶．薦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後於英六或

在許．而后舉益任之．政十年．帝禹東巡狩至于會稽而崩．以天下授益．三年之喪畢．

益讓帝禹之子．啟．而辟居箕山之陽．禹子．啟．賢．天下屬意焉．及禹崩雖授益．

益之佐禹日淺．天下未洽．故．諸侯皆去益而朝啟．曰．吾君．帝禹之子也．於是啟

遂即天子之位．是為夏后．帝啟．．．夏后．帝啟．崩．子．帝太康．立．．．。】。 

《孔子家語》本姓解【齊太史．子與．適魯．見孔子．孔子與之言道．子與悅曰．

吾鄙人也．聞子之名不覩子之形久矣而未知寶貴也．乃今而後知泰山之為高．淵海為

大．惜乎．夫子之不逢明王．道德不加于民．而將垂寶以貽後世。遂退而謂南宮敬叔

曰．今孔子．先聖之嗣．自弗父何以來．世有德讓．天所祚［註：音坐，福之意］也．

成湯以武德王天下．其配在文．殷宗已下未始有也．孔子生於衰周．先王典籍錯亂無

紀．而乃論百家之遺記．考正其義．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述書．定禮理樂．制

作《春秋》．讚明《易》道．垂訓後嗣．以為法式．其文德著矣．然凡所教誨．束脩已

上三千餘人．或者天將欲與素王之乎．夫．何其盛也。】。 

《孟子》萬章上【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諸。孟子曰．否．天子不能以天下與

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

不言．以行與事示之而已矣。曰．以行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不

能使天與之天下．諸侯能薦人於天子．不能使天子與之諸侯．大夫能薦人於諸侯．不

能使諸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暴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不言．

以行與事示之而已矣。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暴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

使之主祭而百神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

人與之．故曰．天子不能以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

堯崩．三年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諸侯朝覲者不之堯之子而之舜．訟

獄者不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不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

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

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不傳於賢而傳於子．

有諸。孟子曰．否．不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

七年．舜崩三年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若堯崩之後．不從堯之

子而從舜也。禹薦益於天七年．禹崩三年之喪畢．益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



者不之益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不謳歌益而謳歌啟．曰．吾君之子也。丹

朱之不肖．舜之子亦不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歷年多．施澤於民久．啟．賢．

能敬承繼禹之道．益之相禹也．歷年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益．相去久遠．其

子之賢．不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

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若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不有天下。繼世以

有天下．天之所廢必若桀紂者也．故．益．伊尹．周公．不有天下。伊尹相湯以王於

天下．湯崩．太丁未立．外丙二年．仲壬四年．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

年．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年．以聽伊尹之訓己也．復歸于亳。周公

之不有天下．猶益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

其義一也。】。 

《史記》孔子世家【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并

矣．盍致地焉。黎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不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

女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樂．文馬三十駟遺魯君．陳女樂文馬於魯城南高

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魯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路曰．

夫子可以行矣。孔子曰．魯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女樂．

三日不聽政．郊．又不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行．宿乎屯而師己送．曰．夫子則非罪。

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

以卒歲。師己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己以實告．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群

婢故也夫。】。 

《史記》魯周公世家【十年．定公與齊景公會於夾谷．孔子行相事．齊欲襲魯君．

孔子以禮歷階．誅齊淫樂．齊侯懼．乃止．歸魯侵地而謝過。十二年．使仲由毀三桓

城．收其甲兵．孟氏不肯墮城．伐之．不克而止。季桓子受齊女樂．孔子去。】。 

 

政治的本源是道德之治 

《孔子家語》大昏解【孔子侍坐於哀公。公曰．敢問人道孰為大。孔子愀然作色而

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惠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為大．夫．政者正也．

君為正則百姓從而正矣．君之所為百姓之從．君不為正百姓何所從乎．．．公曰．君

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曰．貴其不已也．如日月東西相從而不已也．是天道也．不閉

而能久．是天道也．無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之．是天道也。】。 

《說苑》尊賢【子路問於孔子．曰．治國何如。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不肖。子路

曰．范中行氏尊賢而賤不肖．其亡何也。曰．范中行氏尊賢而不能用也．賤不肖而不

能去也．賢者知其不己用而怨之．不肖者知其賤己而讎之．賢者怨之．不肖者讎之．

怨讎並前．中行氏雖欲無亡．得乎。】。 

《說苑》政理【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彊者之政脅之．夫．此

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為貴矣．夫．化之不變而後威之．威之不變而後脅之．脅之不變

而後刑之．夫．至於刑者則非王者之所貴也．是以．聖王先德教而後刑罰．立榮恥而

明防禁．崇禮義之節以示之．賤貨利之弊以變之．修近理內政橛機之禮．壹妃匹之際．

則莫不慕義禮之榮而惡貪亂之恥．其所由致之者．化使然也。季孫問於孔子．曰．如

殺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為政焉用殺．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也．

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言明其化而已也．治國有二機．刑德是也．王者尚

其德而布其刑．霸者刑德並湊．強國先其刑而後德．夫．刑德者．化之所由興也．德



者．養善而進闕者也．刑者．懲惡而禁後者也．故．德化之崇者至於賞．刑罰之甚者

至於誅．夫．誅賞者．所以別賢不肖而列有功與無功也．故．誅賞不可以繆．誅賞繆

則善惡亂矣．夫．有功而不賞則善不勸．有過而不誅則惡不懼．善不勸而能以行化乎

天下者．未嘗聞也。《書》曰．畢力賞罰。此之謂也。】。 

《史記》五帝本紀【而弟．放勛．立．是為帝堯．帝堯者．放勛．其仁如天其知如

神．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不驕貴而不舒．黃收純衣彤車乘白馬．能明馴德以親九

族．九族既睦便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萬國．乃命羲和．敬順昊天．數法日月星辰敬

授民時．．．歲三百六十六日．以閏月正四時．信飭百官眾功皆興。】。 

《漢書》律曆志【《虞書》曰．乃同律度量衡．所以齊遠近．立民信也。自伏戲畫

八卦由數起．至黃帝．堯．舜而大備．三代稽古．法度章焉。周衰官失．孔子陳後王

之法．曰．謹權量．審法度．修廢官．舉逸民．四方之政行矣。漢興．北平侯張蒼首

律曆事．孝武帝時樂官考正．至元始中王莽秉政．欲燿名譽．徵天下通知鐘律者．百

餘餘人．使羲和劉歆等典領條奏．言之最詳．故刪其偽辭．取正義．著于篇．一曰備

數．二曰和聲．三曰審度．四曰嘉量．五曰權衡．參五以變．錯綜其數．稽之於古今．

效之於氣物．和之於心耳．考之於經傳．咸得其實．靡不協同。．．．數者．一十百

千．萬也．所以算數事物順性命之理也。．．．五聲之本．生於黃鐘之律．九寸為宮．

或損或益．以定商角徵羽．九六相生．陰陽之應也。律十有二．陽六為律．陰六為呂。

律以統氣類物．一曰黃鐘．二曰太族．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六曰亡射。

呂以旅陽宣氣．一曰林鐘．二曰南呂．三曰應鐘．四曰大呂．五曰夾鐘．六曰中呂。

有三統之義焉。其傳曰．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泠綸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之

解谷生其竅厚均者．斷兩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

為六．雌鳴亦六．比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為律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

風．天地之風氣正．十二律定。黃鐘．黃者．中之色．君之服也．鐘者．種也。天之

中數五．五為聲．聲上宮．五聲莫大焉。地之中數六．六為律．律有形有色．色上黃．

五色莫盛焉．故陽氣施種於黃泉．孳萌萬物．為六氣元也．以黃色名元氣律者．著宮

聲也。．．．度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度長短也．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

一黍之廣度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

為引．而五度審矣。．．．量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量多少也．本起於黃鐘之龠．

用度數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概．合龠為合．十合為

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量嘉矣。．．．衡權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

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權者．銖兩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

起於黃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兩之為兩．二十四銖為兩．十六兩為斤．

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忖為十八．易十有八變之象也。．．．夫曆春秋者．天時也．

列人事而目以天時．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故有禮誼動作威儀之則

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福．不能者敗以取禍。故列十二公二百四十二年之事．以陰陽

之中制其禮．故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秋為陰中萬物以成．是以．事舉其中．禮取其和．

曆數以閏正．天地之中以作事厚生皆所以定命也。】。 

《孔子家語》顏回【顏回問於孔子曰．成人之行若何．子曰．達于情性之理．通於

物類之變．知幽明之故．覩游氣之原．若此可謂成人矣．既能成人而又加之以仁義禮

樂．成人之行也．若乃窮神知禮．德之盛也．．．顏回謂子貢曰．吾聞諸夫子．身不

用禮而望禮於人．身不用德而望德於人．亂也．夫子之言不可不思也。】。 



《文子》上義【老子曰．為國之道．上無苛令．官無煩治．士無偽行．工無淫巧．

其事任而不擾．其器完而不飾．亂世即不然．為行者相揭以高．為禮者相矜以偽．車

輿極於雕琢．器用遂於刻鏤．求貨者爭難得以為寶．詆文者逐煩撓以為急．士為詭辯．

久稽而不決．無益於治．有益於亂．工為奇器．歷歲而後成．不周於用。．．．老子

曰．上義者．治國家理境內．行仁義布德施惠．立正法塞邪道．群臣親附．百姓和輯．

上下一心．群臣同力．諸侯服其威．四方懷其德．脩正廟堂之上．折衝千里之外．發

號行令而天下響應．此其上也。】。 

《荀子》宥坐【孔子為魯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魯

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女其故．人有惡者五．

而盜竊不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行辟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

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不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

徒成群．言談足飾邪營眾．強足以反是獨立．此小人之桀雄也．不可不誅也．是以．

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止．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里乙．子產誅鄧析史付．

此七子者．皆異世同心．不可不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慍於群小。小人成群．斯

足憂也。】。 

《孔子家語》執轡【閔子騫［註：音謙］．為費宰．問政於孔子．子曰．以德以法．

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衘勒也．君者人也．吏者轡［註：音配］也．刑

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子騫曰．敢問古之為政。孔子曰．古者天子以

內史為左右手．以德法為衘勒．以百官為轡．以刑罰為策．以萬民為馬．故．御天下

數百年而不失．善御馬者．正衘勒．齊轡策．均馬力．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轡

策不舉而極千里．善御民者．壹其德法．正其百官．以均齊民力．和安民心．故．令

不再而民順從．刑不用而天下治．是以．天地德之而兆民懷之．夫．天地之所德兆民

之所懷．其政美．其民而稱之．．．。】。 

 

中國的民主政治起於帝堯 

帝堯詢問眾臣關於誰可踐朕位，眾臣皆言此時人在民間的虞舜，帝堯則是先試虞舜

的行為以及處理事務的能力，在驗證之後則請虞舜登帝位，然而虞舜謙讓而辭退，帝

堯乃命虞舜先攝行天子之政；帝堯請眾人舉賢，然而虞舜又謙讓於賢，由此而知，舉

賢以及謙讓是民主政治的基本精神。帝堯先潔身自正而使九族相親和睦，而後百姓昭

明合和萬國，最終舉賢而試，驗證而用，道德昌明而攝行天子之政，以行與事薦之於

天而登帝位，所以，民主政治本來就是眾人經過道德教育之後才能夠正確評論政府在

行使政令之時是否公正嚴明。另外，孫中山言：「有道德始有國家，有道德始成世界。」，

其意亦合於五帝之事跡。 

《史記》五帝本紀【堯曰．誰可順此事．．．堯曰．嗟．四嶽．朕在位七十載汝能

庸命踐朕位。嶽應曰．鄙德忝［註：音晪，辱之意］帝位。堯曰．悉舉貴戚及疏遠隱

匿者。眾皆言於堯曰．有矜在民閒．曰虞舜。堯曰．然．朕聞之．其何如。嶽曰．盲

者子．父頑母嚚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不至姦。堯曰．吾其試哉．．．堯以為聖．

召舜曰．汝謀事至而言可績．三年矣．汝登帝位。舜．讓於德．不懌［註：音意，樂

之意］．．．於是．帝堯老．命舜攝行天子之政以觀天命．．．堯崩三年之喪畢．舜讓

辟丹朱．於南河之南．諸侯朝覲者不之丹朱而之舜．獄訟者不之丹朱而之舜．謳歌者

不謳歌丹朱而謳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是為帝舜。】。 



《孔子家語》王言解【曾子曰．非敢以為足．請因所聞而學焉。子曰．居．吾語女．

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以．非德道不尊．非道德不明．雖有國之

良馬．不以其道服乘之．不可以取道里．雖有博地眾民．不以其道治之．不可以致霸

王．是故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行三至．七教修然後可以守．三至行然後可以征．明

王之道．其守也則必折衝千里之外．其征也則必還師衽席之上．故曰．內修七教而上

不勞．外行三至而財不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曾子曰．不勞不費之謂明王．可得聞

乎。孔子曰．昔者．帝舜左禹而右皋陶．不下席而天下治．夫．如此．何上之勞乎．

政之不中君之患也．令之不行臣之罪也．若乃十一而稅．用民之力．歲不過三日．入

山澤以其時而無征．關譏市鄽皆不收賦．此則生財之路而明王節之．何財之費乎。】。 

《孔子家語》六本【孔子讀《易》．至於損益．喟然而歎。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

歎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益之．自益者必有缺之．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

學者不可以益乎。子曰．非道益之謂也．道彌益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

受人．故能成其滿博也．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故曰．自賢者．

天下之善言不得聞於耳矣。昔．堯治天下之位．猶允恭以持之．克讓以接下．是以．

千歲而益盛迄今而逾彰。夏桀．昆吾．自滿而無極．亢意而不節．斬刈黎民如草芥焉．

天下討之如誅匹夫．是以．千載而惡著迄今而不滅．滿也。如在輿遇三人則下之．遇

二人則軾之．調其盈虛不令自滿．所以能久也。】。 

《道德經》【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

一為天下式．不自見故明．不自是故彰．不自伐故有功．不自矜故長．夫唯不爭．故

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豈虛言哉．誠全而歸之。．．．夫．禮者．忠

信之薄．而亂之首．前識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不居其薄．

處其實．不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說苑》反質【民之性皆不勝其欲．去其實而歸之華．是以．苦窳之器．爭鬥之患

起．爭鬥之患起則所以偷也．所以然者．何也．由離誠就詐棄樸而取偽也．追逐其末

而無所休止．聖人抑其文而抗其質則天下反矣．《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

君子．其儀一兮。傳曰．尸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所以理萬物者．一儀也．

以一儀理物．天心也．五者不離．合而為一．謂之天心。在我能因自深結其意於一．

故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不可以事一君．是故．誠不遠也．夫．誠者一也．一者質也．

君子雖有外文．必不離內質矣。】。 

《說苑》敬慎【孔子讀《易》．至於損益則喟然而歎。子夏避席而問曰．夫子何為

歎。孔子曰．夫．自損者益．自益者缺．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不可以益

乎。孔子曰．否．天之道．成者未嘗得久也．夫．學者以虛受之故曰得．苟接知持滿

則天下之善言不得入其耳矣。昔．堯履天子之位．猶允恭以持之．虛靜以待下．故．

百載以逾盛迄今而益章。昆吾自臧而滿．意窮高而不衰．故．當時而虧敗迄今而逾惡。

是非損益之徵與。吾故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豐明而動故能大．苟大則

虧矣．吾戒之．故曰．天下之善言不得入其耳矣。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

時消息．是以．聖人不敢當盛．升輿而遇三人則下．二人則軾．調其盈虛．故能長久

也。】。 

 

身不用禮而望禮於人．身不用德而望德於人．亂也 

《說苑》反質【秦始皇既兼天下．大侈靡．即位三十五年猶不息．治大馳道．從九



原抵雲陽．塹山堙谷直通之．厭先王宮室之小．乃於豐鎬之間．文武之處．營作朝宮．

渭南山林苑中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北五十丈．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

周為閣道．自殿直抵南山之嶺以為闕．為複道．自阿房渡渭水屬咸陽．以象天極．閣

道絕漢抵營室也．又興驪山之役．錮三泉之底．關中離宮三百所．關外四百所．皆有

鐘磐帷帳．婦女倡優．立石闕東海上朐山界中以為秦東門．於是．有方士．韓客侯生．

齊客盧生．相與謀．曰．當今時不可以居．上樂以刑殺為威．天下畏罪．持祿莫敢盡

忠．上不聞過而日驕．下懾伏以慢欺而取容．諫者不用而失道滋甚．吾黨久居且為所

害。乃相與亡去。始皇聞之大怒．曰．吾異日厚盧生．尊爵而事之．今乃誹謗我．吾

聞諸生多為妖言以亂黔首。乃使御史悉上諸生．諸生傳相告．犯法者四百六十餘人．

皆坑之。盧生不得而侯生後得．始皇聞之．召而見之．升阿東之臺．臨四通之街．將

數而車裂之．始皇望見侯生．大怒．曰．老虜不良．誹謗而主迺．敢復見我。侯生至．

仰臺而言．曰．臣聞知死必勇．陛下肯聽臣一言乎。始皇曰．若欲何言．言之。侯生

曰．臣聞禹立誹謗之木．欲以知過也．今陛下奢侈失本淫泆趨末．宮室臺閣連屬增累．

珠玉重寶積襲成山．錦繡文采滿府有餘．婦女倡優數巨萬人．鍾鼓之樂流漫無窮．酒

食珍味盤錯於前．衣服輕暖．輿馬文飾．所以．自奉麗靡爛熳不可勝極．黔首匱竭民

力單盡尚不自知．又急誹謗嚴威克下．下喑上聾臣等故去．臣等不惜臣之身．惜陛下

國之亡耳．聞古之明王．食足以飽．衣足以暖．宮室足以處．輿馬足以行．故上不見

棄於天．下不見棄於黔首．堯茅茨不剪采椽．不斲土階三等而樂終身者．以其文采之

少而質素之多也．丹朱傲虐好慢淫．不修理化．遂以不升．今陛下之淫．萬丹朱而十

昆吾．桀．紂．臣恐陛下之十亡也而曾不一存。始皇默然．久之．曰．汝何不早言。

侯生曰．陛下之意方．乘青雲飄搖於文章之觀．自賢自健．上侮五帝．下凌三王．棄

素樸．就末技．陛下亡徵見久矣．臣等恐言之無益也而自取死．故逃而不敢言．今臣

必死．故為陛下陳之．雖不能使陛下不亡．欲使陛下自知也。始皇曰．吾可以變乎。

侯生曰．形已成矣．陛下坐而待亡耳．若陛下欲更之．能若堯與禹乎．不然無異也．

陛下之佐又非也．臣恐變之不能存也。始皇喟然而歎．遂釋不誅．後三年．始皇崩．

二世即位三年而秦亡。】。 

《孝經》諫諍【曾子曰．若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

之令．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不

失其天下．諸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不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不失其

家．士有爭友則身不離於令名．父有爭子則身不陷於不義．故當不義則子不可以不爭

於父．臣不可以不爭於君．故當不義則爭之．從父之令又焉得為孝乎。】 

《說苑》至公【秦始皇帝既吞天下乃召群臣而議．曰．古者．五帝禪賢．三王世繼．

孰是將為之。博士七十人未對．鮑白令之對曰．天下官則讓賢是也．天下家則世繼是

也．故五帝以天下為官．三王以天下為家。秦始皇帝仰天而歎．曰．吾德出于五帝．

吾將官天下．誰可使代我後者。鮑白令之對曰．陛下行桀紂之道．欲為五帝之禪．非

陛下所能行也。秦始皇帝大怒．曰．令之．前若何以言我行桀紂之道也．趣說之．不

觧［註：同解］則死。令之對曰．臣請說之．陛下築臺干雲．宮殿五里建千石之鐘．

萬石之籚．婦女連百．倡優累千．興作驪山宮室至雍相繼不絕．所以．自奉者殫天下．

竭民力．偏駮自私．不能以及人．陛下所謂自營僅存之主也．何暇比德五帝欲官天下

哉。始皇闇然無以應之．面有慚色．久之．曰．令之之言．乃令眾醜我。遂罷謀．無

禪意也。】。 



《荀子》子道【魯哀公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

孔子不對．孔子趨出以語子貢．曰．鄉者．君問丘也．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

命．貞乎．三問而丘不對．賜以為何如。子貢曰．子從父命．孝矣．臣從君命．貞矣．

夫子有奚對焉。孔子曰．小人哉．賜不識也．昔．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不削．

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不危．百乘之家有爭臣二人則宗廟不毀．父有爭子不行無

禮．士有爭友不為不義．故．子從父．奚子孝．臣從君．奚臣貞．審其所以從之．之

謂孝．之謂貞也。】。 

 

在《舊約聖經》也有道德之治 

申命記第 31 章【摩西召了約書亞來、在以色列眾人眼前對他說、你當剛強壯膽、

因為你要和這百姓一同進入耶和華向他們列祖起誓應許所賜之地、你也要使他們承受

那地為業。耶和華必在你前面行、他必與你同在、必不撇下你、也不丟棄你、不要懼

怕、也不要驚惶。摩西將這律法寫出來、交給抬耶和華約櫃的祭司利未子孫、和以色

列的眾長老。摩西吩咐他們說、每逢七年的末一年、就在豁免年的定期住棚節的時候、

以色列眾人來到耶和華你神所選擇的地方朝見他、那時你要在以色列眾人面前、將這

律法念給他們聽。要招聚他們男、女、孩子、並城裏寄居的、使他們聽、使他們學習、

好敬畏耶和華你們的神、謹守遵行這律法的一切話。也使他們未曾曉得這律法的兒女、

得以聽見、學習敬畏耶和華你們的神、在你們過約但河要得為業之地、存活的日子、

常常這樣行。】。 

歷代志下第 34 章【約西亞王十八年、淨地淨殿之後、就差遣亞薩利雅的兒子沙番、

邑宰瑪西雅、約哈斯的兒子史官約亞、去修理耶和華他神的殿。．．．他們將奉到耶

和華殿的銀子運出來的時候、祭司希勒家偶然得了摩西所傳耶和華的律法書。希勒家

對書記沙番說、我在耶和華殿裏得了律法書、遂將書遞給沙番。沙番把書拿到王那裏、

回覆王說、凡交給僕人們辦的都辦理了。耶和華殿裏的銀子倒出來、交給督工的、和

匠人的手裏了。書記沙番又對王說、祭司希勒家遞給我一卷書．沙番就在王面前讀那

書。王聽見律法上的話、就撕裂衣服、吩咐希勒家與沙番的兒子亞希甘、米迦的兒子

亞比頓、書記沙番、和王的臣僕亞撒雅、說、你們去為我為以色列和猶大剩下的人、

以這書上的話求問耶和華、因我們列祖沒有遵守耶和華的言語、沒有照這書上所記的

去行、耶和華的烈怒就倒在我們身上。】。 

以賽亞書第 8 章【耶和華以大能的手、指教我不可行這百姓所行的道、對我這樣說、

這百姓說、同謀背叛、你們不要說、同謀背叛．他們所怕的、你們不要怕、也不要畏

懼。但要尊萬軍之耶和華為聖．以他為你們所當怕的、所當畏懼的。他必作為聖所．

卻向以色列兩家作絆腳的石頭、跌人的磐石．向耶路撒冷的居民、作為圈套和網羅。

許多人必在其上絆腳跌倒、而且跌碎、並陷入網羅、被纏住。你要捲起律法書、在我

門徒中間封住訓誨。我要等候那掩面不顧雅各家的耶和華、我也要仰望他。看哪、我

與耶和華所給我的兒女、就是從住在錫安山萬軍之耶和華來的、在以色列中作為預兆

和奇蹟。有人對你們說、當求問那些交鬼的、和行巫術的、就是聲音綿蠻、言語微細

的．你們便回答說、百姓不當求問自己的神麼．豈可為活人求問死人呢。人當以訓誨

和法度為標準．他們所說的、若不與此相符、必不得見晨光。】。 

 

在《舊約聖經》也有『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撒母耳記上第 8章[和合本]【耶和華對撒母耳說、百姓向你說的一切話、你只管依

從、因為他們不是厭棄你、乃是厭棄我、不要我作他們的王。自從我領他們出埃及到

如今、他們常常離棄我、事奉別神、現在他們向你所行的、是照他們素來所行的。故

此你要依從他們的話、只是當警戒他們、告訴他們將來那王怎樣管轄他們。】。 

撒母耳記上第 18 章【掃羅無論差遣大衛往何處去、他都作事精明．掃羅就立他作

戰士長、眾百姓和掃羅的臣僕、無不喜悅。大衛打死了那非利士人、同眾人回來的時

候、婦女們從以色列各城裏出來、歡歡喜喜、打鼓擊磬、歌唱跳舞、迎接掃羅王。眾

婦女舞蹈唱和、說、掃羅殺死千千、大衛殺死萬萬。掃羅甚發怒、不喜悅這話、就說、

將萬萬歸大衛、千千歸我、只剩下王位沒有給他了。從這日起、掃羅就怒視大衛。】。 

撒母耳記下第 5章[和合本]【以色列眾支派來到希伯崙見大衛、說、我們原是你的

骨肉。從前掃羅作我們王的時候、率領以色列人出入的是你．耶和華也曾應許你說、

你必牧養我的民以色列、作以色列的君。於是以色列的長老都來到希伯崙見大衛王、

大衛在希伯崙耶和華面前與他們立約、他們就膏大衛作以色列的王。大衛登基的時候

年三十歲、在位四十年。在希伯崙作猶大王七年零六個月．在耶路撒冷作以色列和猶

大王三十三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