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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而好學，不恥下問。 

 
 
 
 
出處與釋義 

上面的經典名句，出自《論語‧公冶長》，目的是勉勵學

生勤勉好學，敢於發問。 

「敏」，聰明敏悟。「不恥」，不以為恥。「下」，指地位、

身份或知識不如自己的人。 

全句的意思是：天資聰敏而好學，謙虛地向地位、才學

不如自己的人請教而不會認為是羞恥。 

 
 
體悟與應用 

學習一門知識，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聰敏的人總沒耐性

慢慢學習，就像龜兔賽跑故事中的兔子，牠跑得特別快，於

是驕傲輕敵而睡大覺，結果讓堅毅不屈的烏龜超過了。聰明

的孩子領悟力強，往往容易輕視學習，態度懶散，老想着怎

樣投機取巧，卻總不肯循序漸進，按部就班，踏踏實實地努

力。 

學習是一個求知的過程，當中必定有疑，疑而不問，疑

問終不可解。因此學與問是緊密相連的。據說孔子多智，亦

源於童年時「每事問」的良好學習態度。一部一萬一千七百

字的《論語》，就出現了一百一十七次的問學，足見孔子對發

問的重視。不過發問牽涉到自尊和面子的問題，有人認為向

別人請教，等於承認自己的無知和不懂事；於是「不懂也要

裝懂」的心態堵住了自己的嘴巴，也堵住了開啟知識的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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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向比自己年紀小、學歷低、地位卑的人學習請教，就馬

上感到臉上不光彩，恥於開口了。 

自恃聰明而不肯努力學習，自視過高而不肯虛心求教，

會成為學習上的兩大障礙。孔子提出「敏而好學，不恥下問」

的說法，就是教我們不以努力學習為費時，也不以謙虛下問

為羞恥。正如《尚書‧湯誥》記載仲虺勸告商湯「好問則裕」，

貴為天子也要虛心求教，那麼智慧才會增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