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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寡人願安承教 孟子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  

曰：「無以異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  

曰：「無以異也。」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

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

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

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

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

者壹洒之，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

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

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彼

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

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一、簡析  

 「仁政」是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亦是儒家主要的社會政治主張，對

中國古代及當今社會有深遠的影響。本文記述孟子見梁惠王談仁政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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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孟子引導梁惠王反省執政者若不自覺愛民、以民為本，嚴重的話，可

以發生「率獸食人」等荒謬的事情。梁惠王想一雪前恥，所以孟子乘機勸

說他推行王道、仁政，並向他說明「仁者無敵」的道理。孟子有幾點主張

是值得深思的： 

‧  仁者無敵 

國君想富國強兵，自然就想到聚斂和擴張，這是最直接看見成效的做

法。孟子不認同這做法，卻說「仁者無敵」。他認為執政者想國富兵強，

就先要得民心；要得到民心，就要切實施行仁政，保障人民生活，讓

人民可以安居樂業，並且得到教化。孟子指出即使幅員只有百里的小

國，若國君推行仁政，「省刑罰，薄富斂」，使人民安居樂業，生活安

定，然後教他們修身，明白「孝悌忠信」，事「父兄」與「長上」，國

家就能富強，且勝於堅甲利兵的強國。 

‧  以民為本 

孟子的仁政在於以民為本，他認為為政者不應罔顧人民的負擔，縱情享樂

(「庖有肥肉」)，耗費過度(「廄有肥馬」)，人民餓死也不顧。相反，

為政者應該減少刑罰，輕徭薄賦，愛惜民力，使人民能安居樂業，並且

得到教化，這樣才能使國家富強。孟子認為，推行仁政必須以民為本，

以人民的利益為依歸。 

 
 
 
 
二、想一想  

1.  孟子向梁惠王建議施行仁政，他認為國君該做甚麼？又不該做甚麼？準

則是甚麼？  

2.  你同意孟子「仁者無敵」的主張嗎？為甚麼？  

3.  孟子「仁者無敵」的主張對現代社會的管治者有甚麼意義？試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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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動  

有人認為，在「弱國無外交」的當今社會，孟子「仁者無敵」、「以民為本」

的政治主張是否無助提升國力？試結合時事，談談你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