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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寒， 

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 

 
 
 
 

出處與釋義 

上面的經典名句出自《論語‧子罕篇》。孔子以耐寒的松

樹和柏樹比擬經得起考驗的君子。 

「凋」，凋謝。（亦可按松、柏的特質，將「後凋」理解

為「不會凋謝」。） 

全句的意思是：到了寒冬，才曉得松柏是最後凋落的。

意指在考驗到來的時候，才顯出情操高尚的君子實在與眾不

同。 

 
 
體悟與應用 

孔子講學經常以生活中常見的事物引發思考。這句話就

以耐寒的松樹和柏樹來啟發學生。 

花草樹木按季候變化而呈現不同的形態，本來是平常不

過的事情，孔子以松柏作比喻，生動地說明了君子與眾不同，

在於不屈不撓，堅持信念，成就高尚的人格。 

在平常的日子裏，一般人都會為生活而奔波，因為那樣

才能滿足我們的基本需要。在行有餘力的時候，我們都想獲

得較豐厚的條件，以達成其他方面的願望。這都是人之常情，

驟眼看來眾人的思想、行為似乎沒有甚麼分別。不過當一個

人面對困難或挫敗的時候，其品格高下就顯而易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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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校裏我們偶然會聽到某同學考試作弊的消息；從媒

體上，我們也會間中聽到一些人違法的報道，如比賽運動員

服用禁藥，富人逃避稅項等。只因他們一時把持不住信念，

抵受不住誘惑，而貶損了自己的人格，辜負了眾人的期望。 

宋、元兩代之間有一位名叫許衡的儒生，曾經在盛夏的

路途中感到十分口渴。剛巧路上有一棵結了果子的梨樹，同

行者都爭着去摘梨來吃，許衡卻獨自端正地坐在樹下，從容

自若。有人問他為甚麼不摘梨來解渴，許衡說那不是自己的

東西，不可以擅自取用。那人說：「生逢亂世，這棵梨樹沒有

主人了，何必介意呢？」許衡回答說：「梨樹雖然沒有主人，

難道我們的心裏就沒有主宰嗎？」 

面對考驗的時候，心裏不能沒有主宰。所謂主宰，可以

是人生信念，可以是禮俗規範，可以是普世價值。只要堅持

下去，我們都可以成為孔子欣賞的君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