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孟子的學說與文學特色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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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生涯一我度過^

 讀孟子的態度一我和現在的學生沒兩樣一應付考試。

讀孟子的果效一一

 思想力面:知孟子是繼孔子之後儒學的闡揚者，講仁義，而且是我國最早具有民主

 思想的一位，倡民貴君輕。

 文學力面:知道他口才好，造辭新穎，善比喻:如五十步笑百步，緣木求魚，一暴

 十寒，堰苗助長。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

 。在我們讀書或作文時，經常會引用到。

 此外，還有那些呢?我們讀了一年半的孟子，所知的再也沒有了。

 而今，我教孟子，我教孟子的方法和其他的老師無異，但當我教了幾年的孟子後，

 我覺得若單生難詞字、句的講解、翻譯，那是不夠的;而學生的獲得，若只如在前面提

 到的那些而已，實在有虧孟子一書的閡富的。因此我收集了一些資料，從思想和文學力

 面作整理，一方面是有利自己教學上的參考，一方面給學生灌疏孟于一書中整體的全面

 的思想體系，及孟子文學上的特色，那麼自己的教學便有突破，而學生這一年半的孟子

 也才沒有自學，儒學的思想可以根深於學生腦海中，這是我們文化復興重要的一環呀^

 這篇報告，我對孟子木人的事蹟介紹的很少，主要的原因是孟子的身世像謎一樣，

 如孟子的名利字號，有說諱蚵，字子輿，又字子事;有說孟于無字號。孟子的籍屬，右

 說鄒國人;有說魯、鄉縣人。孟子的生年，從孔子卒後三十五年，西元前四四四年，至

 周烈王四年，西元前三七二年，共猜了七十二年，有十餘種說法。孟子的年壽，有說壽

 九十七、九十八、九十四，有說八十四，有說七十四，還有孟子的先世及孟姓的田來，

 也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這些考據，是專家的事，不是高中生讀孟子的主要目標，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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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細表。若想深一層瞭解孟子的身世，可參看文史哲出版社印行，林漢仕著的孟子

 探微一書，書中蒐集有各家的看法，及歷代研究孟子作家的一覽表。

 孟子的思想是以性善為基礎，發展為內聖外王的理論。內聖是指個人的修養、成聖

 的工夫;外王是指仁政理論。我從性善說。政治、教育和行為修養四方面介紹說明。文

 學方面則從文氣、修辭莉立意上解說。這篇報告參考多人之作。掠美之處在所難免;然

 報告的得以成篇，瑯是期望對自己和學生都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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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簡介

 孟飼，(戰國魯)鄒人，字子輿，一字子車，魯公族孟孫之後。早喪父，母仇氏，

 三遷至學宮之旁，習姐豆之事，受業子思之門人，遣既通，遊齊梁之間，時天下方

 務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蚵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不合，弟子公孫丑，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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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之徒共記其言，作孟子七篇。宋元豐間封鄒國公，配享孔子廟庭。元至順間加封

 鄉國公亞聖公。

一一錄自申國歷代名人畫像彙編一一

第一篇總論

 高申課程申。國文必須加修文化基本教材@@-論語、孟子。我們讀論、孟時，發現

 它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如游於藝，留意詩書。敦教化，明人倫，不語神異、怪力，均

 言仁(孟子則仁義兼明)，主王道。但在文章形式及文氣上，卸有絕大的不同。論語的

 文句三言兩語，各自獨立，不相連貫，短章多。長章少。孟子則長篇大論，短章少，長

 章多。孔子說話委婉而含蓄，孟子說話宏肆，用詞犀利，意氣風發。論語辭約而意廣，

 孟子氣盛而言宜。加以孟子書申多有辯諸子之見者，此為論語所未見，此何故也?我想

 這除了和孔孟的個性不同外，和當時的時代背景也有很密切的關係。

 孔子的時代，人類生活簡單，文書的工具貧弱，所以當時重要的文籍，如尚書。春

 秋，還有老子一書。所用的文句都簡約、質樸，有節段的形式，再加以孔子的時代，申

 國的哲學思想，只在發育的初期。還沒走到諸子爭鳴，彼此辯論的時代，因此文字也多

 只是說明的形式，而不是論辯的形式，故孔子立言的態度非常拙樸。

 到了孟子所處的時代一一戰國時代。經濟。政治制度及社會組織，起了空前的崩壞

 。社會上各種人們，面對那種動搖不定的現實。因而生出各種不同的思想:有守舊的。

 有趨新的，有調和折衷的，於是產生了諸子百家的時代。思想的宣傳與爭鬥蓬勃的發展

 鬢。任何思想家想要發表文字，非帶看爭鬥的論辯形式不可，因此這時期的文學，便帶

 看長篇大論的姿態。諷寓犀利的辭句出現了。如墨子。莊子"萄子。韓非子諸書都是如

 此，孟子一書當然也不例外了。

 再者論孟的不同，我恕在於孔子。孟子的個性不同吧。孔子說:「剛毅木調，近仁

 。」「巧言令色鮮矣仁。」「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故他說話婉轉含蓄。但孟子不是

 如此。他的學生公都子就曾問過他:「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他回答說:「

 予豈好辯哉?我不得已也。」當然他的好辯是不得已而辯。不過個性的不同，也是一個

 重要的因素的。

 也許我們說「孟子善辯」，要比「孟子好辯」恰當得多。我們看他與當時的諸侯辯

 、土人辯。意氣馳騁，風骨磷胸，實在是一個滔滔不絕的雄辯家。他的言論是一種「明

 道之言」。以浩然之氣所發出的「仁義之言口。為了要說服對方，他把辯論的技巧，直

 接運用到孟子七篇上。因此孟子一書，結構謹嚴，層次分明，文辭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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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妙。無怪乎有人說:要文章做得好，先把孟子一書讀精通了，其來有自。朱子在朱子語

 類卷十九孟綱領申說:「讀孟子非惟看他義理。熟讀之便曉作文之法，首尾照應，血脈

 貫通，語意反覆，明白峻潔。無一字閑入。若能如此作文。便是第一等文章。」此部明

 證。

 今天我們研讀孟子，當然希望文章因此能學得作好了，但最主要的是孟子能傳申國

 精微的哲理，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一一內聖外王的一貫大道，我們讀了理

 會，存心含養，實踐力行，方是要務。今將孟子的學說，莉文學的特色，概述於後。

第二篇孟子的學嗜泛

 孟子的學說。歸納起來，可從下列數端來探討:即性善學說，政治思想(包括經濟

 思想。)教育思想和行為思想四類，今大要說明。

 「性劃是孟子的基木觀念。孟子一切的學說，都以此為出發點，因此它是讀孟子

 書者所當注意之前提。他對於性善所提出的論證是:

 1先述人與動物不同:他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離婁)此「幾希」，朱子指出

 是形氣之正，亦韌人之理性。

 見點出人心之木然，以明好善乃人之天性與生俱來。如側隱之心，羞惡之心。恭敬之

 心，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告子6  )。仁義禮智四端猶人之四饑。(公孫丑6 )怎

 知人皆有側隱之心呢?他以「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為證，(公孫丑6 )。其餘

 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自可知也為人人所同具。故曰:「仁義禮智非由外礫我也。

 我固有之也。J   (告子6 )，他以人心之好善。來證明人性之本善。

 3.以聖人與我同類，肯定人人皆有可以為善之根。他說:「聖人與我同類……心之所

 同然者何也?埋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J   (告子7  )，此從人心之相

 同。證明人性之本有理性和善質。

 生從人所以為不善，乃田於「放失」，「陷溺其心」等後天環境前人事使然。以反證

 人性本質之善。我們觀「富歲子弟多賴」(告子7 )。「今夫鞋麥，播種而優之"

 則地有肥饒。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同上)，又以水作比喻:「今夫水，

 搏而躍之，可使過類;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告

 子2 )

 孟子建立性善說之故，在敢迪我們向上的自信，鞭促我們向上的努力，他的學說是

 帶有鼓勵性的。性善說的內容要旨，我們可以從兩方面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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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積極方面他主張口順性:他以為人性本善，順其性之本然。部能成為善人，我們可

 看告子相柳之喻，則曰:「如將戕賊相柳而以為榴捲，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職?

 」，又曰:「人性之善。猶水之就下也。」(告子1、2 ) 0 (2)擴充:善端雖存於

 本性，善性雖根於人心，而其始甚微，不擴充無作用，若擴充。則可以為聖人。故

 曰:四端於我知擴充若火之始燃。(公孫丑6 )，又說: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

 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人能充無穿簽之心，而義不可勝

 用也。(盡心77 )

 工消極方面他主張口要存養:因人雖有天生之善端，然若萌襲之生，易受外在影響而

 桔亡，必須時加存養，方可保而勿失。故孟子取牛山之木以為比喻。(告子8 ) 0

 仞理欲:孟子不否認人有欲望的存在。若耳目口鼻之官不思，縱其所欲必有害身心

 ，反之則欲無從作祟，故當克制之，使無張其勢，而歸於理性之指揮，以永保人性

 之善良，故他說:懂心莫善於寡欲。口(盡心81 )。都是教人擴天理克人欲之意。

 前面我們已說過，孟子建立性善之說是帶有鼓勵性的，因此他的目的，不僅在於個

 人的存養，理欲，擴充外，而是要有行動的發揚善性。他不以自己保持善性為已足，而

 是要善與人同。與人為善，樂人之善，才是性善的極則。我們看「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章(公孫丑8   )，「好善優于天下」章(告子33)，及「浩生不害間樂正子何人也?

 J  (盡心71)。孟子樂善、楊善的風度可以想見。又嘗言:「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

 與鹿家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

 之能禦。」(盡心16)，舜對於善言、善行，真是嚮往不已。

 孟子除了要人樂善外，最主要還是要人為善，惟有為善，人生才有意義。如他在:

 「愛人者人慎愛之……。」章，指出為善之法及其果效(離婁56)。在擴充仁義禮智四

 端(公孫丑6  )要人就善性，發揚光大。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梁惠王6 )說明為善的次序。「反身而誠樂莫大焉，鏤恕而行，求仁莫近焉。」(盡

 心4 )等，都是殷殷勸人為善之佳言。

 乙政治思想:

 性善既是孟子學說的申心，而當時諸侯，外則以政伐為是，兵連禍結，內則般樂怠

 傲，暴斂虐民，以致生民樵蟀，救死不膽。孟子目擊心傷，乃田不忍人之心，擴而充之

 論不忍人之政，他說:「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J   (公孫丑6 )，因此孟

 子論為政之道，首在「貴王賤霸」，王即王政，仁政。以愛民為主，一切政治措施皆以

 人民為出發點，至於其推行仁政的方式，則為山推恩保民。(梁惠王6 )(2)與民同樂。

 (梁惠王2、7  )(3)養民教民。養民方面如:「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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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梁惠王6 )，教民方面如:哼糞倖

 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梁惠王6 )。「倖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

 夏曰校，周日庫，學者三代共之。J   (滕文公3  )。反之霸道則以征戰政伐為是，擴充

 君權為務，而與保民愛民之旨相件，故孟子非之。他說:「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

 以山雞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公孫丑10)，又說:「爭地以戰，殺人盈野;

 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J   (離簍14)。「以力服

 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膽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

 (公孫丑3 ) 0

 孟子論政治，又有「民貴君輕」的民主莉民權思想。故有所謂的「民為貴，社稄次

 之，君為輕。」的話(盡心60   )，他認為人君是人民的公僕，如不能愛民保民，不能

 盡其職責，則人民有起而反抗之權利，甚且對於暴君，還可以起來革命，變易君位，所

 以他說:「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萬章^8   )，孟子堅持政治應以

 人民為出發點，為歸結點，所以他的學說是一種其有民木思想莉民主思想的政治學說。

 另外，「因先用賢」亦為孟子政治學說中的重要一環。此種思想含有後代「法治」

 、「人治」的意義，所謂『西先」即遵守先代聖王之典章法制，故曰:「為高必因丘陵

 ，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離婁1 )，孟子的先王之道即指

 堯舜萬湯文武所行之仁政。不過遵先王之道，政治固然有所準則，然「徒善不足以為政

 ，徒法不能以自行。」(離簍1 )，必須有賢能之士的輔佐，而後先王之遺規可遵行而

 無弊;必須有傑出的政治家，先王之善政方能實施而有功，故又主張「用賢」，他說:

 「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J   (離簍^ )，「不信仁賢，則

 國空虛。」(盡心弘)，可知賢才與國家關係之重大。

 孟子的經濟思想，我們把它合併在政治思想裏談論，因為經濟為政治之木，富裕民

 生。成為孟子保民政策的要務。如何富裕民生呢?孟子認為:

 1制產。使人民有耕地。他說:「若民則無慎產，因無慎心，苟無桓心放辟邪侈，無

 不為已。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

 不免於死亡。」(梁惠王7 )。此乃言制產之必要，至於制產之法在優耕地平均，

 倘耕地不平均，則產額不勻，而有餘者將流為偷惰，不足者將無以維持其生。故曰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申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此其大略

 也。J  (滕文公3 ) o

 几勸農。欲無棄地。利政府制定法律令民眾事蠶桑，畜雞豚，造森林，養池魚。並不

 許伐稚木，殺幼魚。故曰:「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百畝之田，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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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無飢矣。」(盡心22)。又曰:「不違農時，穀物不可勝食

 也;數害不入跨池，魚斃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人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J   (梁

 惠王3 ) 0

 ．3.薄稅。在使百姓寂粟有餘。故曰:「夏后氏五九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

 徹，其實皆什一也。(滕文公3 )。且孟子主張除了田賦外，政府不再抽其他雜稅

 。如戴盈之說:「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以侍來年然後已。」(滕文

 公13)。又說:「市，塵而不征，法而不塵，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關

 ，譏而不征……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公孫丑5  )，皆孟子薄稅之主張。

 丙教育思想:

 古時政教合一，為政除治理人民外還要教民，所以他遊說梁惠王施仁政於民時，除

 主張「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褥」外，還要「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梁惠

 王5 )，他重視教育的原因是:「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

 」(滕文公4 )之故也。

 人民必復教育，教者要有方法，他說:「君子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

 德者，有達才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所以教也。J   (盡心40)，而學

 者也要注重學習的方法，其要旨不外仍有法。「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告子20)°^(2)有序。孟子說:「流水之為物，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不成章

 不達。」(盡心2 4)°^(3)專心。孟子以學奕為例，專心則有成。見「今夫奕之為數小數

 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告子9 ) o (4)有慎。他說:「有為者，彎若掘井，掘

 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盡心29)。又說．:「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曝

 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告子9 ) 0

 孟子因幼小受慈母三遷之教，知環境對於人關係很大，所以非常注意此點，在滕文

 公篇的「一傅眾琳」章中，便可看出。

 環境習染的因素極強。環境的優劣，固足以影響人之善惡，然在困逆的環境申，是

 不是也就消極不振呢?孟子認為這刮是磨鍊自己的絕好境遇，他說:「人之有德蕙術知

 者，慎存乎灰疾，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J   (盡心18)。又說

 「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告

 子35)。孟子的教育思想，可說是一種向上的勵志的教育思想。

 孟子是個重視教育的學者，而他自己也從從事教育上得到了最大的快樂，他說:「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孟子的以教學

 為樂沒有別的目的，就是要人人明人倫。修孝弟忠信，更發揚善性，好善行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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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行為思想一一修養論:

 孟子言人的修養，首先立志氣，他說「士尚志」(盡心33 )，而修身之道，又以孝

 悌為本，而孝弟修身之道，近取諸己，事至易為，不患不能，只患不為，所以孟子說:

 徐行後長者謂之悌，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

 道，孝悌而已矣。(告于22  ) 0

 但人的行為，為善為惡，常蔽於物欲之私而不自知，應時加反省，然後始察，所以

 孟子對於律己待人，主張「反身求誠」，他說:「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

 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反求諸己。」(離簍4 )，且不但我施於人如此，部人之施

 於我者，莫不宜然，故孟子又說:「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

 離婁56 )。認清人己之曲直，厚責己而薄責人，則身益修，人易從，心中坦蕩無憂，故

 曰:阪身而誠，樂莫大焉。」(盡心4  ) 0

 其次孟子對個人之行誼極重操守。他嚴儀利之辨」，我們看(公孫丑12)的於齊

 不受饞金，於薛、於宋則受，即可明知。此外他認為凡事應持看「用中道」，或「達權

 變」的態度來行。所謂「用申道」郎重視適申，避免極端。所謂「達權變」乃在察其緩

 急輕重，而合於事理之宜。見(離簍17 )淳于髮間男女授受不親事。

 最後孟子自述修養的工夫是「知言口和癢氣」。養氣者以集義之法，養其至大至

 剛的浩然之氣，以道義配氣，以志為氣之帥，使氣勿餒，而充乎身體，塞乎天地之間。

 至於知言，在於「誠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邢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二

 者的工夫做到家，便不致為人言所惑，為感情所動，自然能PF:動心」，而意志堅強，

 成為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

第三篇孟子文學的特色

 孟子除是一部哲學名著外，它在文學上的價值，以及對後世深遠的影響，實非三言

 兩語所能道盡，孟子文學的特色，我們從文氣，用喻造詞，結構論辯，及主題的正確等

 方面來探討。

二氣勢的磅磁充沛

 孟子的文章，最主要的特色，是以浩然之氣勝。他自己曾說:「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這裏所謂的氣，似乎不與文章發生關係，但孟子瑯能在立論行文時，注意文章的氣

 勢，增加文章的力量。把這一點再推而廣之，便成為後人論文的標準。如果文章的氣勢

 好，就是理論稍有不足，辭句微覺不美，也還能引人入勝，先聲奪人的。我們讀孟子的

 文章，就有這種感覺，往往不待仔細去思想它的內容，便已為那一種滔滔不絕，一瀉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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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的雄辯文氣所吸引住了;可見氣勢之於文章，猶如軀殼之於靈魂，實在是很重要的一

 環。琅

 自孟子這種氣勢充沛的文體造成一種後學典型後，歷代論文者無不主氣，如三國時

 的曹丕在典論論文申便說:「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南朝劉皺

 著文臼雕龍便有養氣一章。唐朝的韓愈在答李栩書，論文特別重氣:「氣水也，言浮物

 也。水大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宋

 朝蘇轍上樞密韓太尉書:「轍生好為文，思之至深，以為文者氣之所形，慾文不可以學

 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于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

 之間，稱其氣之小大。……孟子者豈嘗執筆學為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

 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明朝歸有光說:「余謂文章，天地之元氣

 ，得之者，其氣直與天地同流。」到了清朝桐城派，更是講究氣與文章的關係，姚聶更

 進一步分文章有陽剛之美與陰柔之美，其實就是說陽剛2氣與陰柔之氣。如莊暴見孟子

 講與民同樂章，氣韻杆徐，風情閑美，就是文有陰柔之氣，陰柔之美也。至於氣勢盛的

 楊剛之美，孟子一書中處處可見，如梁惠王篇孟子見梁襄王，望之不似人君……天油然

 作雲，沛然下雨。」章。(梁惠王3 )王道之始。(梁惠王4  )率獸食人。(梁惠王7

 )保民而王章……等，不勝枚舉。因為他那種豪爽直率，潑辣大膽的個性，又因為他的

 善養氣，好講求氣勢，所以他用筆有輕有重，有柔有剛，難怪後人要因此也講求文氣，

 代代探討之。難怪後人要稱美他的文章，說他「直而顯」，喊行而暢」，「閡肆」，「

 銳厲鋒發而不可犯」，開闔變化，奔騰控御，欣口大海泛蕩，不出于厘，如龍登高雲，

 遠視有悠然之跡」。因此我們講他文學的特色一一氣勢磅磁，其淋漓酣暢，龐大無涯之

 勞，讀來軒囊生動，給人雄厚俊偉，波瀾壯闊之感。

 二論辯文體結構謹嚴，條理清晰

 韓愈在進學解一文申說:「孟子好辯，孔道以明。」道理要闡揚，不是說一個人有

 好辯的個性部可，而是也要有辯才;如敏銳的知覺，淵博的學識，老線的經驗，犀利的

 辭鋒，簡節明朗，生動流暢的語言，和縝密的組織能力。孟子這些都俱備了，因而能寫

 出結構謹嚴，立論條理清晰，氣魄雄健，銳厲鋒發的辯論文來。孟子辯論的時候，能根

 據不同的對象，測度出，掌握住對方的心理狀態，把握主動，說服對方，所以他所用的

 方法，視對方情況的不同，也有多樣的變化，不管變化再多，其每篇的組織結構，縝密

 謹嚴，真真無懈可擊。孟子一書，所以令古今文人百讀不厭，其原因就在此。

 就其變化多端，今舉例如下:

 1陷阱法:也就是不直接說明本意或探討問題本身，而先設事發問，誘引對力，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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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愈陷愈深，最後出示本意，使對方無言可答。如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持戰之士，

 一日三失伍事。(見公孫丑^3)。又如: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

 事。(見梁惠王12)。此法亦可稱為聲東擊西法。

 工欲擒故縱法:先給對方一點尊嚴，來一個迂迴曲折，使對方疏於防範，待氣勢蓄積

 盛了，再毫不客氣的展開攻擊，使之俯首稱臣。如梁惠王篇，孟子勸齊宣王行仁政

 ，齊宣王推說有倔貨之疾」，「好色之疾」，孟子則說好色好貨人之常情，並以

 公劉好貨，大王好色作比，歸結不客氣指出，王如好色好貨，當與百姓同之。

 a發問法:採取主動，連續發問，節之進逼，使對方窮於應付，終於陷入絕境，如滕

 文公篇的匡許行君民並耕之說。又如離簍申的淳于髮間: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均

 屬此法。

 4．待間法:此法和發問法相反，是一種以守為攻的方法。對方有閒，自己從容回答，

 漸為指引。如梁惠王保民而王章齊宣王間: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又不嗜殺人章

 梁襄王率然間曰:天下惡乎定?均屬此法。

 5，嵩篤法:用過激的言辭來使對方長服。程子嘗說:孟子有些英氣。孟子也曾自謂:

 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因為孟子有這種英氣。有這種浩然正氣，所以對亂臣賊子，異

 端學說，往往以激烈言辭，大張撻伐，不稍寬待。如滕文公篇說:楊氏為我，是無

 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又所謂大丈夫章，謂公孫衍。張

 儀所行為妾婦之道，非大丈夫。又罵村為獨夫，梁襄王不似人君等。

 6．引書援古法:引書就是用古書的文字。援古就是援引古事以為證明，因為託之空言

 難以使人信服，又援引古事為證，說的人既可免除主觀之嫌，聽的人也有彼不我欺

 之感。我們看梁惠王「交鄰國有道乎?」章，及「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

 大國，則不得免，如之何則可?」章，都是援古代史實之例。又(滕文公1  )引書

 曰:「苦樂不膜眩，厥疾不廖。J   (梁惠王7 )保民而王章引詩曰:「刑于寡妻，

 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孟子引書凡甘七則，論書一則;引詩卅則，論詩四則;

 引春秋、說禮，引孔子語甘九則……可見孟子是常用此法來論辯行文的。

 兀比喻法:趙歧孟子題辭說:「孟子長於譬喻，辭不迫切。」程頤也說:「孟子善議

 論，先提綱而後詳說之，是見識高，胸申流出;辯論盤根錯節處，只以譬喻。輕輕

 解破。」所謂比喻，是以淺顯的事物。來說明深刻的道理;或以具體表抽象，使意

 義豁然開朗，顯露出來。例如緣木求魚，表事之不可能及徒勞而無功;他如堰苗助

 長，五十步笑百步等均屬之。

 8．演繹莉歸納法的交錯運用:孟子在說理的時候，常用此二法。演繹法是先明確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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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自己的論點，然後再有力的、具體的、一層一層地對論點加以論斷。像「天時不

 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J (公孫丑^0)，「此之謂大丈夫J (滕文公7 )，「仁

 義而已」(梁惠王1 )都是。歸納是先列舉一些事例，或人們容易理解的道理，為

 論點提供有力的事實根據，然後根據上述論據，提出論點。像「仁者無敵J   (梁惠

 王5 )，「與人為善J   (公孫丑8 )，「善哉者服上刑」(離簍14 )等皆是。

 從上述的各種辯論技巧，我們可看出孟子的形象生動，語言精鍊，詞鋒犀利，行文

 如用兵，馳騁自如，孟子雖好辯、善辯;但孟子之辯，絕不是徒逞口舌於無意義的事上

 。孟子之辯，計是非而不計利害，而利害未嘗不明，難怪韓愈說:「孟子好辯，孔道以

 明。口也因為闕揚孔子儒家的學說，被尊之為亞聖了。

宅用辭多采多姿

 孔子曾說:「情欲信，辭欲巧。」所謂辭欲巧就是指修辭要多加修飾。孟子的文章

 氣勢極盛，但孟子如無潔淨美妙的修辭，表現在風神、情韻、意境和格調上，便沒有這

 樣好的效果。我們看孟子書中所靈活運用的種種辭格，便可證明。孟子文氣之盛與修辭

 之美，實是孟子文學中一體之兩面。

 在修辭方面，孟子最擅長的是曹喻，在前一章我們已提到趙歧稱孟子的譬喻，辭不

 迫切而意已獨至。所謂「辭不迫切」是指從容嫻熟。所謂[憶已獨至」是指能直指心源

 ，將命意重點，恰到好處的點出，令人心領神會。除了醬喻外，伯如誇張，排比，對偶

 等修辭法，無不錯綜靈活地運用，我們略述如后:

 所謂譬喻提取鄰近熟習的事物，情理景貌相同之點來作比方。常用具體的事物，說

 明抽象的道理，使人能意遇而心喻。孟子常用的比喻，顯而易見者，便有一百二、三十

 個之多，有明喻、暗喻、詳喻等。所謂明喻，又稱直喻，設比喻方法是以「猶」，．「若

 」，「如」……等詞為引導，藉喻顯意。

 L……書曰:「湯一征自薦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

 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J   (梁惠王18 )^

 之民之歸仁，猶水之就下，獸之走擴也。(離婁9 ) 0

 a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思與鄉人處，如

 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J   (萬章10)?

 所謂暗喻部明喻的簡化，略去「猶」，「若」，放叫等詞，作直接而深進一層的

 喻法。

 1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僱。(滕文公3 )

 之今也。南蠻獻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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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谷，遷於喬木者，未聞出喬木而入於幽谷者。(滕文公4 ) 0

 S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離婁

10)?

 所謂詳喻就是設喻不厭其詳，力求語詳而後意顯，以達到設喻的目的。孟子尤善用

 此類喻法。如

 L五十步笑百步。(梁惠王3 ) 0

 乙一傅眾琳。月攘一雞。(滕文公1^^ 13 )?

 S齊人有一妻一妾者。(離簍61 )?

 4.-暴十寒。(告子9 ) 0

 此外，孟子用喻的特色，是取用日常生活見聞之事，雖很淺顯，但很有力。如在(

 梁惠王7 )指出:齊宣王不行王道，是不為也，並非不能。他引喻說:「王之不王，非

 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孟子用比喻另有一特色是按人施喻，他對梁惠王說:「王好戰，請以戰喻，這一段

 便是五十步笑百步這句成語的宙來。

 還有一特色，便是對方以其一種事物做比喻，孟子能即時用同一類事物，作出另一

 種反證的譬喻。告子用水比性，他說:「性猶湍水也，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

 無分於東西也。」孟子便駁道:「水性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

 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可見孟子的敏捷機智和思考力的豐富。

 孟子還有一木領就是能活用比喻，他就原有的比喻為基礎，再加深一層意思來說明

 道理。如(梁惠王7 )保民而王章，他對齊宣王想一統中國的不可能用「緣木求魚」做

 比喻，然後更進一層說:緣木求魚只是不得魚但無後災，齊宣王的作法，則不但得不到

 成果，去呵能招致災禍。與孟子同時有個齊人呻淳于髮，也是一個善用譬喻的舌辯之士

 ，他想用比喻說服孟子，他以男女授受不親之事來問難孟子，孟子以「嫂溺不援，是射

 狼也，嫂溺援之以手是權也。」作答．，淳于髮又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門孟子說:「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這是孟子由對

 方原來的比喻為基礎來加深或擴大範圍，而駁回對方的例子。

 行文時為加強文情效果，在事物程度上，情景上特別使之變形，放大或活現。以加

 強讀者的感受，誇張之辭，往往遠於事實，然語雖甚而義無害。在孟子一書中，用誇張
 之法功不勝枚舉。如:

 1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
 ? (梁惠王7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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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盡心80)?

 3．訕訕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告子33)?

 他如「排比」，在孟子書中亦俯拾皆是。用排比能使文氣流利條暢，既壯大了文勢

 ，又廣闊了文氣。文氣宙弱而強，由低而高，茁近而遠，或反之由強而弱，田遠而近…

 予人以隨文強弱升降，在感覺上發生張弛緩急的變化的，稱為漸近。

 L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稄;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

 ，不保四體。(離婁3 ) 0

 工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人;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離

 寞8 ) 0

 3民為貴，社穗次之，君為輕。(盡心60 )?

 叱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梁惠王^ )

 若列於同等地位，無高低起伏的文氣變化，但因列舉使旨趣明晰，有綱舉目張之感

 ，又可表達修辭上形式之美者我們稱為列斂。如:

 1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及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

 不能屈。(滕文公7 ) 0

 乙被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公孫丑

2 ) 0

 S側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告子6

 與排比類似的還有對偶，對偶比較偏重在二個句子申，排比則通常指在二句以上。

 對偶又分正對莉反對兩種。如:

 1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告子10)?

 之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梁惠王7 ) o

 3省刑罰，薄稅斂。倉庫實，府庫充。(梁惠王5、19) 0

 皆正對也，反對列舉於后:

 1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盡心)。

 且入則事其父兄，出則事其長上。(梁惠王5 ) O

 3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盡心42 )?

 以上所舉，是孟子最常用的修辭法，其他尚有設間、轉折。照應、譬語、聯珠，…‥

 諸法，因辭格的運用巧妙，使孟子的文章氣象萬千，加以詞句的長短相間，疏密整散有

 ;穿插，因此孟子一書，成為無美不備的佳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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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主題的健康和正確

 孟子文章的另一特色，就是他主題的健康和正確。大凡一篇文章，若是主題不健康

 ，或命意有偏差，即使它的結構多完整，修辭多巧妙，文法多合式，表現技巧多高明，

 那也不能算是一篇有價值的好文章。所以主題的健康與否，該是一篇文章最重要的部分

 。孟子的文章就具有這種優點。我們在前一篇，孟子的學說一一性善說中曾提到，他肯

 定人性最初是善良的，這也是人異於禽獸之處。我們只要順看性之本然，即能成為善人

 。這善端雖存於本性，善性雖根於人心，然其始甚微，若不加擴充，則無以產生作用，

 若能擴充，以充實自我，則人人皆可為善、為聖人。他的這種學說是帶看積極向上的鼓

 勵性，不是壓抑性的。再者孟子七篇二百六十章中。關於修養的部分便有百章左右，不

 管是在修身、志節、為學、慎言上、交友上，無一不是在敢迪我們有向上的自信

 我們努力向上。這便是我們說他的文章，主題健康和正確的原因。今列舉如下: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穗;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

 ，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離寞3 )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

 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萬章4 )

 ……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公孫丑2中段)

 ……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反

 求諸己。(離婁4 ) 0

 Z志節方面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

 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

 之事備矣。(盡心33 )?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宙之，不得志獨

 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滕文公7 ) 0

 今夫奕之為數刁墩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此章言進德修業要專心致志

 ，慎久如一，方能有成。(告子9 ) 0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

 ，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告子35)

 3為學力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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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離簍)。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盡心55 )?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

 未有能生者也。」(告子9 ) 0

 4．慎言方面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離寞22 ) 0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離簍37 )^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離簍45 )?

 5．交友方面

 如一傅眾琳章(滕文公11 )，說明交友要親君子遠小人，才能進德修業，日起

 有助的地步。

 萬章間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反其德也

 ，不可以有挾也。(萬章12 )?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一鄉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

 又尚論古之人。」(萬章17 ) 0

 主題的健康，命意之正確，是孟子文章極難能可貴的特點，常誦讀之，便能敢

 迪我們有向上的自信。鞭策我們向上努力。由上面所列可明知孟子的學說是虞填帶

 有鼓勵性的。

孟子文學對後世的影響
 英國溫刮斯特曾說:「約翰生說得好:莎翁不是屬於一個時代的人物，而是為所有

 的時代而產生的人物。」我們同樣可以說:孟子這部偉大的古典文學，是為所有的時代

 而產生的。後代文章家，受孟子影響的頗多，最早是稍後孟子的苟子，接看漢魏唐宋，

 以至清，代代有人，我們略述於下。

 漢朝時有揚雄和司馬遷。司馬遷特別在史記孟子苟子列傳甲讚美孟子篤守聖遣，「

 述唐虞三代之德」，且採用孟子作史材，模擬其措辭及字法，此外還有劉向亦學孟子。

 唐宋時，八大家更是群效孟子。八大家中以韓愈和蘇洵二人學孟子，最能得其神氣

 。其他各家也均受孟子影響。八大家中，今請先提及韓愈。呂祖謙古文關鍵總論看文字

 法說:「韓愈簡古，一本於經，亦學孟子。」劉『載文概說:「昌黎接孟子知言養氣之

 傳，觀答李翔書學養並言可見。」姚爺古文辭類纂序目說:「退之看論，取於六經孟

 子。」而和韓愈同時的柳宗元，也極重視孟子，他主張寫文章要「參之孟苟以暢其文。

 」(見答韋申立論師道書)。其後如歐陽修在答吳充秀才書裏也說:「足下之文，浩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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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霧然，可謂善矣;而又志于道，猶自以為未廣，若不止焉，孟苟可至而不離也叫可見

 他平日勉勵人，以孟子的道與文為最高的標準。明王鑿說:「為文必師古，使人讀之不

 知所師，善學古者也。韓師孟，不見其為孟也;歐學韓，不見其為韓也。……所謂師其

 意不師其辭，此最為文之妙訣。」可見歐陽修也間接得自孟子呀^

 劉『載文概說:「王介甫文取法孟韓。曾子固與介甫書述歐公之言曰:孟韓文雖高

 ，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這話說明王安石的文章取法孟韓;也說明了曾鞏贊成歐

 陽修的話，學效孟韓的高文，須「取其自然」，也就是「師其意不師其辭」的意思，這

 憶」，便是指風格，神氣，韻味……等。

 至於三蘇呢?李木寧謂「三蘇祖孟子南華。」洵文古勁簡質;賦文涵渾奔放;轍文

 汪洋澹泊，都有一股孟子的氣息在。蘇洵自述年青時代學文經過，在他上歐陽內翰書申

 說:「洵少年不學，生甘五歲，始知讀書……以古人自期，而視輿己同列者，皆不勝己

 ，則遂以為可也，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文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異……。

 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自以讀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

 也，入其申而惶惶然……，及其久也，讀之益驚，而胸中豁然以明。」可知蘇洵學成文

 章，得力論、孟、韓集。

 蘇轍上兩制諸公書說:「昔者，轍之始學也……及既長，乃觀百家之書，縱橫顛倒

 ，可喜可愕，無所不讀，茫然無所適從。蓋晚而讀孟子，而後偏觀乎百家而不亂。」蘇

 洵以孟子為中國文統的中堅，其推崇可知。相傳蘇賦。蘇轍少時，一日趁其父外出，翻

 閱他枕下的秘書，原來是一木孟子，這本孟子，就是流傳至今的蘇批孟子。

 由上可見，八大家稱道孟子，學習孟子，但並不模擬孟子。而各自樹立了一家的風

 格。

 到了清朝，孟子更是為古文家所推重，如桐城派的方苞、姚盈、劉大櫥、曾國藩、

 薛福成。民國時人吳闡生等。他們平日所精讀，或主張後學必讀之書，雖所列書目寥寥

 無幾。但無不包括有孟子二書。因孟子文章議論雄暢，主題健康正確，又文章波瀾頓挫

 。氣韻生動，妙於法度。孟子一書的價值在學術史上和文學史上的地位是多麼的嵩高^

 張靜二在他所寫的孟子的浩氣與辭章一文申曾提到:據隆嘉納斯的考察，構成詞章

 雄偉的要素有五:   ^形成偉大觀念的能力。乞熾烈而富於靈感的熱情。S形成辭喻的能

 力。叱高雅的詞藻。5莊嚴而嵩高的結構。這些條件。孟子一書無不具備，若我們把孟

 子一書讀透了。不單單行文的能力提高了，最重要的是在其潛移默化之下，但願人人都

 能如他一樣:胸申有浩氣。是個「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

 。與民茁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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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娜國亞聖公

入山東鄉縣孟廟

 S孟母的故事

几孟母三遷故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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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EMPLE OF HENCIUS AT TSOUHSIEN, SHANTUNG
Menciui (372?289 B. C.) was the most famous of the successors of

Confucius. Legend reports that his mother removed three times in order [o
encourage her son to study. Tsouhsien is said to have been the third place
where his mother settled down. By the South Gate of this town there is a
Temple of Menciui. While Confucius is known as the "Most Sacred" his

follower, Mencius, is styled the "Second Most Sacred." So his temple Is
known as the "Second Sacred Ternpie." The Temple of Mencius also had
three removals. The first rcrnpie was at his birthplace in Ssuchishan. The
next temple was south-east of the city. The third temple is the present
one, which wax buiir. m 1121 A. D. during the Sung dynasty. The site
occupies about ten acres and the construction work is similar to that of the

Temple of Confucius at Chufu. The layout is much the same, too, wjth
seven halls supported by marble pillars. The carving, however, is not equal
to that of the Temple of Confucius. Most striking are the few hundred
cypress trees and groups of stone tablet*. The trees are said to be at least
over fivr hundred yean old, dating back to the Ming dynasty, although
some claim to be descended from Sung, several hundred years earlier. The
oldest tablet dates from the First Emperor in 219 B.C. Since that time,
tablets dating from each succeeding dynasty are to be seen there. Mencius

wis very forthright in his opinions: "The people are most important, the
country comes next, and least important is the ruler." Therefore most
Chinese emperors were shy of his teaching, but could not deny him hon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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