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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翁1失馬       劉安（淮南子） 

 

近塞上之人，有善術 2者。馬無故亡而入胡 3，人皆弔 4

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福乎 5？」居數月 6，其馬將 7胡

駿馬 8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為禍乎？」家

富良馬 9，其子好騎 10，墮而折其髀 11，人皆弔之。其父曰：

「此何遽不為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 12，丁壯者 13引

弦 14而戰，近塞之人，死者十九 15。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

保 16。  

 

一、作者簡介  

劉安（公元前 179—122），西漢沛（今江蘇省沛縣）人，漢高祖劉邦

之孫。好讀書，才思敏捷，文帝時封為淮南王，武帝時因文才出眾得寵，

他招集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編成《淮南子》。  

《淮南子》有內篇、外篇共五十四篇，現僅存內篇二十一篇。這部著

作雖然歸入雜家，但從它的內容看，是以道家思想為主。書中保留了許多

先秦以來的原始資料，其中神話傳說和寓言故事，如「女媧補天」、「后羿

射日」、「共工怒觸不周山」等，均有很高的文學價值。  

本文選自《淮南子‧人間訓》。  

 

二、注釋  

1. 塞翁：住在邊境的老人。  

2. 善術：術謂方術，古代談吉凶福禍者。善解擅長，善於推測、預卜

吉凶福禍的人謂之善術者。  

3. 馬無故亡而入胡：馬無緣無故逃到胡人那裏去了。  

亡：逃走。  

胡：古時泛稱北部和西部的少數民族。  

4. 弔：慰問。  

5. 此何遽不為福乎：怎知就不會因此變成好事呢。  

遽：○粵 [巨]，[geoi6]；○漢 [jù]。因此。  

6. 居數月：過了幾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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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相當於「經過」，表示相隔若干時間。與下文「居一年」的「居」

同。  

7. 將：○粵 [醬]，[zoeng3]；○漢 [jiɑ̀nɡ]。帶領。  

8. 駿馬：良馬。  

9. 家富良馬：家中擁有很多好馬。  

10. 好騎：愛好縱馬奔馳。  

11. 折其髀：把他的大腿摔斷了。  

折：斷。  

12. 大入塞：大舉攻入邊境。  

13. 丁壯者：壯健的人。  

14. 引弦：拉開弓弦，引申為拿起武器。  

15. 死者十九：意謂十分之九的人戰死。  

16. 相保：一起保全了性命。  

 

三、賞析要點  

這則寓言寫一位邊塞老人對生活中偶然發生的福與禍的看法，說明任

何事情都有可能向相反的方向發展，壞事能轉為好事，好事也能變成壞

事，頗有道家哲學的意味。  

塞翁的馬跑丟了，前來表示同情與安慰的人絡繹不絕，而塞翁卻說了

一句異乎尋常的話：「怎知就不會因此變成好事呢？」似乎他對丟失馬匹

並不很在乎。事隔不久，丟失的馬帶着塞外幾匹駿馬一同跑回來，當初的

壞事終於變成今日的好事，前來祝賀的人又踏破了門坎。可是塞翁這時又

說了另一句異乎尋常的話：「怎知就不會變成壞事呢？」果然，家裏有的

是良馬，喜歡騎馬的兒子不久卻從馬上掉下來，摔斷了腿，誰知這次他又

說這是件好事。不久，胡人入侵，強壯的男人都應征參戰，幾乎無一生還，

唯獨塞翁的兒子因斷了一條腿，得以倖免，因而保全了性命。  

全文由三個互相銜接的小故事組成，即由失馬而得馬，由得馬而折

髀，由折髀而全命，情節的發展、極富戲劇性，把禍→福、福→禍、禍→

福的轉化關係演繹得十分生動曲折。三個小故事的關鍵句「其父曰：『此

何遽……乎？』」用詞、句式基本相同，只是變換「福」、「禍」二字而已。

三次重複此語，不僅突出了重心，而且使全篇層次更加分明，三個小故事

之間的聯繫更加緊密。中間用了反襯手法，用人們  「弔之」、「賀之」、又

「弔之」的不同反應，以普通人的一般識見，襯托出塞翁的遠見卓識。  

全篇僅百餘字，然而峰迴路轉，情節曲折；透過具體淺顯的故事，說

明抽象、深奧的哲理，意味深長。「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的成語，就是

出自這則寓言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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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進活動】  
 

瀏覽教育多媒體網頁：《寓言故事(二)》（塞翁失馬 1:04-3:16）  

https://emm.edcity.hk/media/%E5%AF%93%E8%A8%80%E6%95%85%E4%BA%

8B%28%E4%BA%8C%29/0_dxfa69na 

 

【想一想】  

1. 所謂「世事難料」，我們是不是凡事聽天由命呢？試說說你的看法。  

2. 當你們處於順境時會不會「得意忘形」？若不然，你會怎麼辦？  

3. 當你們處於逆境時應不應垂頭喪氣，怨天尤人呢？若不然，你會怎麼

辦？  

4. 從故事中，你領會到甚麼道理？生活中有沒有相似的例子？  

https://emm.edcity.hk/media/%E5%AF%93%E8%A8%80%E6%95%85%E4%BA%8B%28%E4%BA%8C%29/0_dxfa69na
https://emm.edcity.hk/media/%E5%AF%93%E8%A8%80%E6%95%85%E4%BA%8B%28%E4%BA%8C%29/0_dxfa69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