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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不可以不弘毅， 

任重而道遠。 

 
 
 
 

出處與釋義 

上面的經典名句出自《論語‧泰伯篇》，是曾子受到孔子

教誨之後，對人生使命的體會。 

「士」，讀書人，相當於現代的知識分子。「弘」，大、寬

廣，引申為襟懷磊落，氣度恢弘。「毅」，毅力。「任」，責任，

使命。 

全句的意思是：讀書人不可以沒有寬大的志向和堅忍的

毅力，因為他們的責任重大，要走的路也漫長而遙遠。作為

有擔當的讀書人一定要襟懷磊落，氣度恢弘，以仁愛之心造

福社會，貫徹始終。 

 
 
體悟與應用 

古代的讀書人比一般人有學問、有智慧。在士、農、工、

商四個社會階層裏，他們的地位高人一等，社會對他們的期

望也比較殷切。 

這個句子裏「不可以不」是個雙重否定的詞語，表示絕

對肯定的意思。這句名言之後，還有兩個很重要的補充說

明──「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曾子以名正言順的態度認同讀書人應有的使命──實踐仁德，

貫徹終生──體現了他勇於擔當的非凡氣度。 

儒家提倡以仁愛之心推己及人，以至關懷天地萬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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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有了這份自覺，就如范仲淹在《岳陽樓記》裏所說的：「先

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種胸襟和使命感，實在

令人敬仰。 

回顧日常生活，我們不難發現每個社會有每個社會的問

題──矛盾紛爭、鰥寡孤獨在所難免，而且家家有本難唸的

經，人人各有自己的難處。我們的社會實在需要更多以仁愛

之心雪中送炭的人，去撫平不幸者的創傷；以任重道遠的精

神，去為百姓謀求福祉。 

如果將來學有所成，條件又許可的話，你會加入這個「任

重道遠」的團隊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