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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魚我所欲也  孟子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

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

取義者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

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

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由

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

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

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萬鍾則不辯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

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

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

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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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孟子簡介  

孟子（公元前 372—公元前 289），名軻，鄒（今山東鄒城）人。戰國時期偉

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三歲喪父，家境貧困，其母含辛茹苦，將他撫養

成人。為了給孟子選擇一個適宜於學習和成長的環境，孟母不怕麻煩，「三遷擇

鄰」，「孟母三遷」的故事，成為家喻戶曉的千古美談，是我國母教的典範。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謂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而私淑孔子。孟子是

繼孔子之後的一代儒家宗師，被尊稱為亞聖。孟子提倡仁政，提出「民為貴，社

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思想。他仿效孔子，帶領弟子周游列國，游說齊、宋、

滕、魏、魯諸國國君，希望得到重用，能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但當時的諸侯崇

尚武力，「以攻伐為賢」，孟子的仁政學說，終不為當時諸侯所接受。奔波了二十

年，最後孟子退居講學，與弟子一起著述，作《孟子》七篇。 

 

二、孟子思想 

1. 性善論  

性善論是孟子思想的基石。孟子認為人性本善，人都有「不忍人之心」，

即憐憫心、同情心。他舉例說，人看到小孩要掉進井裡，都會感到驚駭與

同情而想去救他，這就是「不忍人之心」。「不忍人之心」又叫「惻隱之心」。

除「惻隱之心」外，人還有「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這「四

心」就是仁、義、禮、智的發端。由此可見人性本善。由於人性本善，我

們可以透過自我修養，以自我完善，並且用教育來解決個人問題及社會問

題。  

 
2. 仁政與王道  

孟子主張行仁政。由於「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於是有「不忍人之

政」，只要統治者將自己的仁德推廣，「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

人之老」，把愛護家人之心，推廣到愛護百姓，那就是仁政。推行仁政

的具體措施是行「王道」，王道就是重視道德教化的政治觀。統治者如

果能夠「以德服人」，善政善教，使人民富足，百姓安樂，做到「保民

而王」，人民也就自然擁戴統治者，國家也就自然富強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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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民本思想  

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他認為若統治者無道，人民

有權推翻他。  

 
4. 教育思想  

孟子不但是一位偉大的思想家，而且是一位傑出的教育家。他非常重

視培育賢才，認為「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人生最大的樂事。  

他提倡教育，希望通過仁義禮智孝悌忠信等道德教育，培養和發揚人

的向善之心，使之自覺地實踐倫理道德，成為有教養的人。  

 
5. 人格修養  

孟子認為人人皆有善根，皆有成為聖人的可能，能否成聖，主要視乎

後天的修養。孟子說：「聖人，人倫之至也。」他將「聖人」視為最理想的

人格標準，既是倫理道德的完美體現者，又是治理家國天下的榜樣。  

孟子的成聖之道是通過修鍊內在道德，把仁義禮智內化為自己的心理

欲求和自覺行動，不斷培養至大至剛的「浩然之氣」，不斷提升自己的人格

境界，最終養成「內聖外王」的理想人格。  

 

三、文本導讀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 1，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 2，舍魚

而取熊掌 3 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４，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

而取義者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 5 生者，故不為苟得 6 也；死，亦我所惡 7，

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8。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

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由

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 9，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

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10。 
 
一簞食 11，一豆羹 12，得之則生，弗 13 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

弗受 14；蹴爾而與之 15，乞人不屑也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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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鍾 17 則不辯 18 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 19 焉？為宮室之美、妻妾

之奉 20、所識窮乏者得我與 21？鄉 22 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

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

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 23 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24。」 
 
注釋： 

1.  我所欲也：欲，想要，希望得到。 

2.  二者不可得兼：謂二者不可兼而得之。《說文》：「 （兼），并也。从又

持秝。兼持二禾，秉持一禾。」又，小篆作 ，象手形 ，《說文》：「 、

手也。象形，三指者，手之列多，略不過三也。」 

3.  舍魚而取熊掌：《說文》：「 （舍），市居曰舍。从亼、屮，象屋也；囗象

築也。」舍本義為房舍，借作「捨」，《說文》：「捨，釋也。」「釋」謂放

下，引申為放棄。魚與熊掌，皆為美味食物，而熊掌尤為難得，故捨

魚而取熊掌。  

4.  義：正義。 

5.  甚於：更多於，更大於。  

6.  苟得：謂苟且求得生存。  

7.  惡：動詞，○粵 [污之陰去聲]，[wu3]（請參附錄）；○普 [wù]，憎惡，厭惡。

下同。  

8.  故患有所不辟也：所以即使明知有禍患，有時也不去避開。患，禍患、

災禍。辟本義為法，《說文》：「辟，法也。」借作「避」。 

9.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由是，由此。「由是

則生」，指可用以求生的方法和途徑。「由是則可以辟患」，指可用以避患

的方法和途徑。 

10.  賢者能勿喪耳：有賢德的人能夠不喪失吧了。 

11.  一簞食：簞，古時圓形盛飯竹器（參圖 1）。食，於此音「寺」，作名詞用，

意為食物。 

12.  一豆羹：豆，古人用木製的食之器（參圖 2）。羹，用肉類等製成的帶濃

汁的食物。 

13.  弗：通「不」。下同。 

14.  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無禮地叱喝着給他，就是路人也不願意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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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嘑，古「呼」字，傳統讀去聲；爾，助詞。《禮記．檀弓》：「齊大饑，

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

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

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即此句之意。  

15.  蹴爾而與之：蹴，踐踏。焦循《孟子正義》：「以足踐履之，則汙而不絜。」

與，給與。 

16.  乞人不屑也：乞人，行乞之人。不屑，認為不值得接受。 

17.  萬鍾：鍾，古量器名，六石四斗一鍾，萬鍾，指俸祿非常多。 

18.  辯：朱子《孟子集注》作「辨」。辨，辨別。 

19.  何加：加，增益，裨益。何加，有何增益，有何好處。 

20.  妻妾之奉：妻妾的侍奉。 

21.  所識窮乏者得我與：所認識的窮困的親戚朋友對我感恩戴德嗎？得，這

裏用作「感恩戴德」的「德」，即感激之意。與，同「歟」。 

22.  鄉：○粵 [向]，[hoeng3]；○普 [xiɑ̀ng]。借作「曏」。《說文》：「曏，不久也

（不久以前）。从日，鄉聲。《春秋左傳》曰：『曏役之三月。』」《段

注》：「曏猶前也。城濮之役在四月，前乎此役之三月，正與不久之義

合。」引申為從前。  

23.  已：停止，不這樣做。 

24.  本心：指求「義」與憎惡「不義」之心，即「良心」、「本性」。 

 

四、文章賞析 

  在這篇文章中，我們看到孟子如何善用比喻和善於說理。 
   
  「捨生取義」是一個關乎生死的大問題，但為甚麼要捨生取義，卻不容易說

清楚。孟子於此不作抽象的概念分析，而用淺顯的比喻來說明，一方面省卻許多

筆墨，一方面收到良好的藝術效果。 
 
  文章開首先從人人都感興趣的口腹之欲談起，以「魚，我所欲也，熊掌，亦

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來比喻「生」和「義」二者不可

得兼時，要「舍生而取義」，比喻具體生動，把為何要捨生取義此一問題簡單明

瞭地說清楚。孟子使用排偶筆法，把許多結構相似的文句排列在一起，彼落此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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滔滔不絕，文章如長江大河，有一不可阻遏的氣勢，最後截然作出「捨生取義」

的論斷。 
 
  第二段進一步闡述為甚麼在某些關鍵時刻要「捨生取義」，那是因為「所欲

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所欲有甚於生者」是「義」，「所惡有甚於死

者」是不義，因此，「義」比「生」更可貴，如果二者不可得兼，應該捨生取義。

此處仍用排偶筆法，反覆論證，先從正面論證「所欲有甚於生者」及「所惡有甚

於死者」，然後又從反面論證，一連用了兩個反問句：「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

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

何不為也？」孟子自問自答：「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

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所欲有甚於生者」是「義」，「所

惡有甚於死者」是不義，因此，在某些關鍵時刻，我們寧可「捨生取義」。孟子

邏輯之嚴密，於此可見。文中連接使用反問句，使文章氣勢更盛，讀來咄咄逼人。

最後，孟子進一步指出：「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為了證明「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朱熹《孟子集注》語），孟子接着用具體

事例來說明：「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

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即使處於生死關頭，如果施捨的人以極度輕

蔑的態度，「嘑爾」、「蹴爾」，哪怕是饑餓的過路人和乞丐，都「弗受」、「不屑」，

這正好證實「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孟子語）。 
 
  即使處於生死關頭，人都不肯接受嗟來之食。但為甚麼有些人「萬鍾則不辨

禮義而受之」？孟子於是以嚴正的語氣加以質詢：「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

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

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

是亦不可以已乎？」一連串的排比句，一瀉千里，鏗鏘有力，最後以斬釘截鐵的

語氣作結：「此之謂失其本心。」全文一氣呵成，感情強烈，氣勢充沛，充分顯

出孟子的大義凜然。 
 
 

五、彙評 

  宋．朱熹（1130-1200）《孟子集注》：「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

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

斯焉。」 
 
 
  明．李贄（1527-1602）《四書評》：「世間竟有此等文字，大奇，大奇！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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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元氣磅礡。此等文字，都從浩然氣中流出，文人那得有此！讀此樣文字，而

猶失其本心者，非夫也，乞人不若矣！吾當為之痛哭百千萬場。」 
 
  清．汪份（1655-1721）（《說文》：「份，文質備也。从人，分聲。《論語》：

『文質份份。』彬，古文份，从彡、林；林者，从焚省聲。」）《孟子集注大全》

引明．湯賓尹（1568-?）《四書脈》語：「此章以『本心』二字為主。上六節言

人有本心，末二節傷人失本心。舍生取義乃人之本心，本心不昧，則此身且非

我有，何況身外物乎？勘得生死富貴關破，便為勿喪之資。」 
 

六、問題 

1. 文中「所欲有甚於生者」指的是甚麼？  

答：義  

 

2. 文中「所惡有甚於死者」指的是甚麼？ 

答：不義  

 

3. 本章提出了一重要思想，此一重要思想是甚麼？ 

答：捨生取義  

 

4. 孟子用甚麼作比喻，指出在生命與道義不可得兼時，要舍生取義？ 

答：孟子用魚與熊掌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為喻。 

 
5. 有人認為孔孟說殺身成仁、捨生取義，體現一種崇高的人格和價值觀，你同

意嗎？為甚麼？ 

答：言之成理即可。 

 

6. 試舉出我國歷史上一個捨生取義的例子。 

答：言之成理即可。可答：文天祥。其臨刑前自書〈絕命辭〉曰：「孔曰成

仁，孟日取義，唯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

庶幾無愧。」 

 

7. 在本章中可以見到《孟子》文章的哪些特點？（請以或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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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明白曉暢    （  ） 

B. 簡潔精鍊    （  ）  

C. 善用排偶    （  ） 

D. 善用對比    （  ） 

E. 比喻淺近貼切  （  ）  

F. 善於突出文章主旨（  ）  

G. 條理清晰    （  ）  

H. 結構嚴密    （  ）  

I.  議論透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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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附錄 

  讓我們一起辨認粵語的九個聲調。首先，談談粵語的入聲。粵語入聲

的音節有-t -k -p 收尾，調值比較短促：  
 

 與收  -t 尾的入聲相對應的平、上、去聲收  -n。  
 與收  -k 尾的入聲相對應的平、上、去聲收  -ng。  
 與收  -p 尾的入聲相對應的平、上、去聲收  -m。  
 

  就音高來說，陰入相當於陰平，中入相當於陰去，陽入相當於陽去。

所以純粹就音高來說，廣州話只有六種不同的音高。中入是從陰入分化出

來的。一般來說，陰入的元音較短，中入的元音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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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平 陰上 陰去 陰入 

-n -n -n -t 

賓 品 鬢 不 

分 粉 訓 拂 

因 隱 印 一 

津 準 進 卒 

荀 筍 信 恤 

邊 扁 變 必 

 

陰平 陰上 陰去 陰入 

-ng -ng -ng -k 

星 醒 性 昔 

貞 整 正 職 

京 景 敬 激 

冬 董 凍 篤 

公 拱 貢 菊 

空 孔 控 哭 

嵩 聳 送 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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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平 陰上 陰去 陰入 

-m -m -m -p 

針 怎 浸 汁 

金 錦 禁 急 

音 飲 蔭 泣 

心 審 滲 溼 

 

陰平 陰上 陰去 中入 

-n -n -n -t 

箋 展 箭 折 

牽 顯 獻 歇 

先 癬 線 薛 

圈 犬 勸 血 

孫 損 算 雪 

村 喘 寸 撮 

 

陰平 陰上 陰去 中入 

-ng -ng -ng -k 

方 仿 放 霍 

江 講 降 覺 

倉 廠 創 錯 

湯 倘 趟 托 

張 掌 帳 雀 

霜 想 相 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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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平 陰上 陰去 中入 

-m -m -m -p 

耽 膽 擔 答 

監 減 鑑 甲 

兼 檢 劍 劫 

謙 險 欠 怯 

 

陽平 陽上 陽去 陽入 

-n -n -n -t 

蘭 懶 爛 辣 

還 挽 幻 滑 

焚 憤 份 佛 

仁 引 刃 日 

文 敏 問 物 

門 滿 悶 末 

 

陽平 陽上 陽去 陽入 

-ng -ng -ng -k 

零 領 令 歷 

名 茗 命 覓 

榮 永 詠 域 

郎 朗 浪 落 

忙 網 望 莫 

王 往 旺 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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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平 陽上 陽去 陽入 

-m -m -m -p 

藍 覽 濫 立 

鹽 染 驗 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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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延申閱讀 

《孟子》論四端：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

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

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

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

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

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

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

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

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孟子》論知言、養氣： 

 

（公孫丑曰：）「敢問夫子惡乎長？」 

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 

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閒。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

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 

文天祥《過零丁洋》： 

辛苦遭逢起一經，干戈落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風拋絮，身世飄搖雨打萍。 

皇恐灘頭說皇恐，零丁洋裏歎零丁。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天祥《絕命辭》： 

孔曰成仁，孟曰取義， 

惟其義盡，所以仁至。 

讀聖賢書，所學何事， 

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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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天祥《正氣歌並序》： 

余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廣八尺，深可四尋，單扉低小，白間短窄，汙下

而幽暗。當此夏日，諸氣萃然：雨潦四集，浮動床几，時則為水氣；涂泥

半朝，蒸漚歷瀾，時則為土氣；乍晴暴熱，風道四塞，時則為日氣；簷陰

薪爨，助長炎虐，時則為火氣；倉腐寄頓，陳陳逼人，時則為米氣；駢肩

雜遝，腥臊汙垢，時則為人氣；或圊溷，或毀尸，或腐鼠，惡氣雜出，時

則為穢氣。疊是數氣，當之者鮮不為厲。而予以孱弱，俯仰其間，于茲二

年矣，無恙，是殆有養致然。然爾亦安知所養何哉？孟子曰：「我善養吾

浩然之氣。」彼氣有七，吾氣有一，以一敵七，吾何患焉！況浩然者，乃

天地之正氣也，作《正氣歌》一首。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 

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 

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 

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為嚴將軍頭，為嵇侍中血， 

為張睢陽齒，為顏常山舌；或為遼東帽，清操厲冰雪； 

或為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 

或為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磅礡，凜烈萬古存。 

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 

三綱實繫命，道義為之根。嗟予遘陽九，隸也實不力。 

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 

陰房闃鬼火，春院閟天黑。牛驥同一皂，雞棲鳳凰食。 

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 

嗟哉沮洳場，為我安樂國！豈有他繆巧，陰陽不能賊。 

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悲，蒼天曷有極！ 

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