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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四端 孟子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

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

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

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

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

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

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

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

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

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一、簡析  

中國傳統儒家思想認為人性本善，本文闡釋了孟子的「性善論」。性善

論突出了人性中所以異於禽獸的道德理性，肯定了人的尊嚴，指導了人們

成就人格的方向。  

‧ 惻隱之心 

孟子以孺子快將墮井為例，說明人人皆有惻隱之心。當我們見到孺子快

墮井時，自然就會有焦急與痛惜之心，不是源於任何利益關係的考慮，

如與孺子父母的交情、博得鄰人的稱讚、討厭獲得麻木不仁的名聲。孟

子認為這種怵惕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仁之端也」。 

‧ 仁義禮智四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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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認為「怵惕惻隱」、「羞恥厭惡」、「辭謝禮讓」、「是是非非」四種心

理分別為「仁」、「義」、「禮」、「智」四種道德觀念的開端。這些善性是

「與生俱來」的，沒有人例外。孟子認為只要加以擴充，這四種善性（「四

端」）必能完備，成就仁德；若不好好培養與擴充，則很快就會被惡習

所淹沒，結果就連侍奉父母這麼直接的道德行為也做不好。因此，好好

培養善性，近能擴展仁德，遠可以齊家治國，造福天下。 

 
 
 
 
二、想一想  

1.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個善端和仁、義、禮、智四種

道德觀念有甚麼關係？能舉出生活中的例子加以說明嗎？  

2.  「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句中兩個「不能」所指的分別是甚麼？  

3.  按照孟子的說法，是否每一個人都可以成就君子的人格？為甚麼？  

 
 
 
 
三、活動  

除了見孺子即將墮井，會顯現人的惻隱之心外，在日常生活中還有哪些情

況，會令我們產生惻隱之心？與四至六位同學一組，分享你的經驗和感受，

並藉此說明何為「惻隱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