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蓼莪

•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 瓶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
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
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南山律律，飄風弗
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 《毛詩序》：「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 清人方玉潤：「千古孝思絕作」（《詩經原始》卷十一）。

• 戴震《毛詩補傳》：「以無怙恃，故謂之鮮民。孝子出必告，反
必面，今出而無所告，故銜恤。上堂人室而不見，故靡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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穀

1.養育。《戰國策‧齊策六》：「乃布令求百姓之饑寒者收穀之。」
三國魏‧曹植〈賞罰令〉：「穀千駑馬，不如養一驥。」

2.生存、生長。《詩經‧王風‧大車》：「穀則異室，死則同穴。」
《後漢書‧卷五九‧張衡傳》：「發昔夢於木禾兮，穀崑崙之高
岡。」

• 詩人一連用了生、鞠、拊、畜、長、育、顧、復、腹九個動詞和
九個「我」字，語拙情真。

• 四個入聲字重疊：烈烈、發發、律律、弗弗，加重了哀思，讀來
如嗚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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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莪，香美可食用，并且環根叢生，故又名抱娘蒿，喻人成材且孝
順；而蒿與蔚，皆散生，蒿粗惡不可食用，蔚既不能食用又結子，
故稱牡蒿，蒿、蔚喻不成材且不能盡孝。

• 蔚：牡蒿。茂盛，薈聚，盛大。文采華麗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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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
不敬，何以別乎？」(為政 第二 ‧七)

•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
曾是以為孝乎？」(為政 第二 ‧八)

•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
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為政第二 ‧六)

•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
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
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為政第二 ‧五)

•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學而 第一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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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 ‧孔子世家

• 「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

• 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

• 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茲益恭，故鼎銘云：『一命而僂，
再命而傴，三命而伏，循牆而走，亦莫敢余侮。

• 饘於是，粥於是，以糊余口。』其恭如是。

• 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亦有達者。

• 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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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其書流傳已久，且遺文軼事，往往多
見於其中。故自唐以來，知其偽而不能廢也。」

• 王柏《家語考》指《孔子家語》是偽書，清代姚際恆《古今偽書
考》、范家相《家語證偽》、孫志祖《家語疏證》，崔述、皮錫
瑞、王聘珍、丁晏也都認為是偽書。

• 孫志祖說：「至於《家語》，肅以前學者絕不及引……，其偽安國
後序云以意增損，其言則已自供皇狀然……，夫敘孔子之書，而先
言奪鄭氏之學，則是傳會古說攻駁前儒可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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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疑古思潮盛行時，視其為典型的偽品。

• 這些觀點都有特定的學術思潮背景，如果認真分析，其結論仍有
難以成立之處。

• 大批的出土材料也直接或間接證明，此書的價值非同尋常，《孔
子家語》雖有後人「潤色」和撰集時的整理加工，但其出發點仍
然是為了保留記錄「夫子本旨」。

• 據《家語》，孔子教學時弟子隨時整理記錄，聽到孔子教導後往
往「退而記之」，這正是《家語》材料的最初來源。

• 孔子逝世後，孔子裔孫子思領纂了《論語》與《孔子家語》。

• 「家語」之名與《史記．孔子世家》中「弟子以時習禮其家」的
「家」有密切聯繫，語，論也，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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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子耘瓜，誤斬其根。

• 曾晢怒，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久之。

• 有頃乃蘇，欣然而起，進於曾晢曰：「嚮也參得罪於大人，大人
用力教參，得無疾乎？」

• 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令曾晳而聞之，知其體康也。

• 孔子聞之而怒，告門弟子曰：「參來，勿內。」

• 曾參自以為無罪，使人請於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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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曰：「汝不聞乎？昔瞽瞍有子曰舜，舜之事瞽瞍，欲使之，未
嘗不在於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

• 小棰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烝
之孝。

• 今參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既身死而陷父於不義，其
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也，殺天子之民，其罪奚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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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子 ·天運》：「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以忘親難；
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
使天下兼忘我難。」

• （孔子說：「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 老子《道德經》：「六親不和有孝慈」，「絕仁棄義，民復孝
慈」。

• 東漢漢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年），天下大旱，據記載，「比年
不登，百姓虛匱，京師去冬無宿雪，今春澍雨，黎民流離，困於
道路」。

• 漢議郎學者楊孚在廷議時直抒己見，認為治國治吏，當以孝為先，
要求漢和帝獎勵有孝行的臣民，救濟孤寡貧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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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篡政的王莽作為例，說明孝道的重要性：「王莽不服母喪，天
下誅之。」

• 因此建議漢和帝下詔鼓勵「中外臣民均行三年通喪」，並遵行西
漢制度，要求郡國之士誦讀《孝經》，朝廷根據士人的品德行為
選舉孝廉。

• 南朝梁任昉《齊竟陵文宣王行狀》：辟玄闈以闡化，寢鳴鐘以
體國，翼亮孝治，緝熙中教。

• 宋歐陽修《皇太后還政議合行典禮詔》：刑於四海之風，必務
先於孝治，惟是事親之禮，蓋存有國之規。

• 《清史稿 ·禮志五》：順治十六年，左副都御史袁懋功請舉祫
祭，以彰孝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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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
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
矣。」

•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

• 曰：「安。」

• 「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
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
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
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