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習《論語》「自治治人」之道 

《半部論語治天下》(《論語》選譯今釋)專書讀後心得 

 

摘  要 

本文擬針對《半部論語治天下》專書之內容進行整合性分析，由

文本中萃取「精華理念」，提取更具指引作用的「行為指標」，以收綱

舉目張、深化閱讀所得之效，進而深化經典之現代價值意涵與提升閱

讀效果之目的。 

 

一、前言 

二十一世紀現代人所需要的思想經典是什麼呢？1982 年諾貝爾

獎得主們，談到人類二十一世紀所需要的思想時，幾經斟酌的答案不

是別的，正是「孔子思想」，而《論語》就是保存孔子思想的重要經

典(傅佩榮，1999)。《論語》的價值或重要性正在於此！《論語》記

載著孔子以及其弟子的言行紀錄，是本語錄體，更是研究孔子學說暨

儒家思想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始資料(韓延一，2016)。 

  

吳伯耀(2012)指出在儒家的經典當中，《論語》是最生活化的經

典，它提供許多為人處世的方針，讓我們知道應如何在生活當中，發

揮人的德性、實現人的價值。所謂「生命實踐」，是指吾人對於生命

應然之理的力行實踐以及對於生命意義與價值的追求與證成。人的可

貴就在於對生命應然之理能有自覺的體認，並能思考生命的意義與價

值之所在，進而努力追求生命之實踐。經典的價值在於對個人生命的

經營產生有效的影響力。《論語》這部兩千多年前的古代典要在現代



人身上產生影響，一來顯示這本書的永恆價值，另一方面，是要看我

們現代人可以或能夠從這本書中獲得什麼樣的應用與啟發，在此也透

露出經典的現代價值意義，一部經典能夠成為「經典」，其意義也在

於此。例如學習孔子的處身之道，在逆境中仍能安定身心，了悟當下

的心理狀態，在煩憂時還能保持樂觀，此即為經典的現代價值意義。 

 

《半部論語治天下》這本「應用型經典」的應運而生，自也可以

放在永恆經典的現代價值意義這個脈絡下來加以理解。詩經(無日期)

有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此話大致勾

勒出「天下」兩字的指涉對象，即是一國之最高領導人(王)。現代人

絕大多數不是一國的最高領導人或位居領導團隊中，天下之治對平民

百姓而言，實在過於飄渺遙遠。現今網路政治發達，世人要參與「平

天下之論」或親身參與網路政治進而影響實體政治猶可為，若要談到

治天下，幾乎就是屬於個人理想、夢想甚至是幻想的範疇了。 

 

古之人以修身治國平天下為個人目標自屬可理解範圍，然而現代

人基於社會分工與專業化，在見到「平天下」(治理天下)這個概念時，

則可將之轉化為對於個人、家庭與工作單位組織之治理，即「個體治

理」、「家庭治理」與「組織治理」，簡言之為「治個人」、「治家人」、

與「治他人」。一個現代人雖然未必有機會治他人，但在自我和家人

的治理上，卻是立即可以著手之處。 

 

基於上述，本文即以「個體治理」(治個人)、「家庭治理」(治家

人)與「組織治理」(治他人)之人際面與結構面交織而成的三條軸線

進行「半部論語治天下」重要內容之整合分析，進而萃取出更為精華



之理念、方法或途徑，並將文本中可歸納於「個體治理」、「家庭治理」

與「組織治理」三個面向之論述內容，視為達成該面向所包含各精華

理念之行為指標。本文由人際面與結構面交織而成之敘事軸線如圖 1

所示。 

 

 

圖 1 由人際面與結構面交織而成之敘事軸線 

 

二、「個體治理」(治個人)面向 

(一)文本中可歸納於「個體治理」面向之論述(行為指標) 

如表 1所示，文本中可歸納於「個體治理」面向之論述內容，可

視為達成該精華理念之行為指標。 

(二)「個體治理」面向中所萃取之精華理念 

由表 1 可知，「個體治理」面向中所萃取之精華理念包括：品德

修養、逆境自處(挫折容忍)、哲學素養、充實智識、深接地氣、核心

理念、淑世理想。 

(三)「個體治理」(治個人)面向各精華理念所包含之行為指標 

由上述個體治理面向所萃取之七個精華理念可知：一個現代人在

鍛鍊、充實與打造自己的七個途徑、方法與智慧。在 1-1品德修養方

面，包含 1-1-1至 1-1-8八個行為指標；在 1-2逆境自處方面，包含

1-2-1至 1-2-3三個行為指標；在 1-3哲學素養方面，包含 1-3-1至



1-3-5五個行為指標；在 1-4充實智識方面包含 1-4-1至 1-4-7七個

行為指標；在 1-5深接地氣方面，包含 1-5-1至 1-5-4四個行為指標；

在 1-6核心理念方面包含 1-6-1至 1-6-4四個行為指標；在 1-7淑世

理想方面，包含 1-7-1至 1-7-5五個行為指標。 

(四)「個體治理」(治個人)面向之精華理念整合分析 

筆者認為個體自我治理之七個精華理念其相對關係可以是：以品

德修養、哲學素養、核心理念、淑世理想為體，以逆境自處、充實智

識、深接地氣為用，即以前者為根基、後者為發用。在此七個理念之

培養與開展上，應以同時進行為主，並可配合個體不同學習階段來作

課程比例上之調配。 

(五)「個體治理」(治個人)面向、精華理念與行為指標之立體架構 

基於上述，可將「個體治理」(治個人)面向之精華理念與行為指

標建立架構如圖 2所示。 

 

表 1 個體治理之精華理念與行為指標一覽表 

精華理念 行為指標 

1-1品德修養 1-1-1品德比才華更重要—學而 1.6 

1-1-2貧而樂，富而好禮—學而 1.15 

1-1-3禮在倫理之後—八佾 3.8 

1-1-4 四項君子的品德成就子產政治家的地位—公冶

長 5.16 

1-1-5說話真誠、做人正直才能受人尊敬—公冶長 5.25 

1-1-6仁就是克制自己，依禮而行—顏淵 12.1 

1-1-7君子的美德—衛靈公 15.18 

1-1-8儒家人格的特質：溫、良、恭、儉、讓—學而 1.10 

(續下頁) 



表 1(續) 

精華理念 行為指標 

1-2逆境自處 

(挫折容忍) 

1-2-1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衛靈公 15.24 

1-2-2 萬紫千紅總是春：聽孔門弟子各抒心願—先進

11.26 

1-2-3君子不憂不懼—顏淵 12.4 

1-3哲學素養 1-3-1子貢未聞孔子談性與天命—公冶長 5.13 

1-3-2孔子少談的主題：利、命、仁—子罕 9.1 

1-3-3豐盛人生的四個條件—述而 7.6 

1-3-4君子有三畏—季氏 16.8 

1-3-5人生難料，天命難測：顏回與子貢—先進 11.18 

1-4充實智識 1-4-1學習是幸福的源泉—學而 1.1 

1-4-2學習與思考使人生的智慧增長—為政 2.15 

1-4-3真才實學才是人生最可靠的資本—里仁 4.14 

1-4-4既竭吾才，欲罷不能：學習的路上—子罕 9.10 

1-4-5歲月如逝水，不舍晝夜—子罕 9.16 

1-4-6少小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子罕 9.22 

1-4-7求學是為自己，不是為別人—憲問 14.24 

1-5深接地氣 1-5-1周遊列國 14年 

1-5-2潔身自愛，不接受無道之君的俸祿—憲問 14.1 

1-5-3紀綱敗壞，而國危矣—季氏 16.2 

1-5-4孔子在齊國的際遇—微子 18.3 

 

  (續下頁) 



表 1(續) 

精華理念 行為指標 

1-6核心理念 1-6-1仁義必須在利益前面—里仁 4.5 

1-6-2博施濟眾是仁的極致—雍也 6.30 

1-6-3造福百姓就是仁—憲問 14.16，憲問 14.17 

1-6-4豐盛人生的四個條件—述而 7.6 

1-7淑世理想 1-7-1 心中懷著遠大的理想才會不在意眼前的窮困—

雍也 6.1 

1-7-2財富雖好，但我心中另有嚮往—述而 7.12 

1-7-3求仁得仁，道德本身就是人生的目標—述而 7.14 

1-7-4 人生應有遠大的目標，不是為謀衣食—衛靈公

15.32 

1-7-5子路重情義，顏淵重品德，孔子心懷天下—公冶

長 5.26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圖 2 個體治理之精華理念與行為指標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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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庭治理」(治家人)面向 

(一)文本中可歸納於「家庭治理」面向之論述(行為指標) 

如表 2所示，文本中可歸納於「家庭治理」面向之論述內容，可

視為達成該精華理念之行為指標。 

(二)「家庭治理」面向中所萃取之精華理念 

由表 2 可知，「家庭治理」面向中所萃取之精華理念為家庭價值

教育，其分支理念包括孝道、品德、價值觀教育等。 

(三)「個體治理」(治個人)面向精華理念所包含之行為指標 

由上述個體治理面向所萃取之精華理念可知一個現代人在家庭

中可能是扮演父母、夫妻或兒女的多重角色，進一步來看，在家庭中

一個人無論是治理者或被治理者，都需要家庭價值教育之陶養，才能

在家庭中維持人我之間的適當關係。家庭價值教育之理念包含 2-1至

2-10十個行為指標。 

(四)「家庭治理」(治家庭)面向之精華理念整合分析 

孝道可說是儒家最為強調的家庭價值，孝道也是流傳百世的家庭

根基、一切品格與價值觀養成的基礎或前提，更可以說是中西家庭文

化中最重要的表徵元素之一。在家庭中，以孝道串貣來的品德教育與

價值觀教育等，讓家庭成為華人社會最重要的倫理單位或道德養成場

域。妥善的家庭治理(或被治理)，必須透過成功的家庭價值教育來完

成。 

(五)「家庭治理」(治家人)面向、精華理念與行為指標之立體架構 

基於上述，可將「家庭治理」(治家人)面向之精華理念與行為指

標建立架構如圖 3所示。 

  



表 2 家庭治理之精華理念與行為指標一覽表 

精華理念 行為指標 

2.家庭價值教

育 (孝道、品

德、價值觀教

育等) 

2-1孔子聞〈韶〉：音樂的社會功能—述而 7.13 

2-2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述而 7.16 

2-3 忠、孝、友愛，不求人知，可謂至德矣—泰伯

8. 

2-4雖有珍貴的品德，仍需以禮節制—泰伯 8.2 

2-5歲月如逝水，不舍晝夜—子罕 9.16 

2-6少小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子罕 9.22 

2-7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正直與孝行的兩全之道—

子路 13.18 

2-8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衛靈公 15.24 

2-9交友之道—季氏 16.4，顏淵 12.23 

2-10君子與小人之別—里仁 4.16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圖 3 家庭治理之精華理念與行為指標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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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組織治理」(治他人)面向 

(一)文本中可歸納於「組織治理」面向之論述(行為指標) 

如表 3所示，文本中可歸納於「組織治理」面向之論述內容，可

視為達成該精華理念之行為指標。 

(二)「組織治理」面向中所萃取之精華理念 

由表 3 可知，「家庭治理」面向中所萃取之精華理念包括：長治

之道、領導素養、尊重個體、人文典範、內外兼治、不受人惑、識人

之明。 

(三)「組織治理」(治他人)面向各精華理念所包含之行為指標 

由上述組織治理面向所萃取之七個精華理念可知一個現代人在

有機會治理一個機構、單位、組織之時，其所應具備的治理能力或素

養類別。在 3-1長治之道方面，包含 3-1-1至 3-1-7七個行為指標；

在 3-2領導素養方面，包含 3-2-1至 3-2-5五個行為指標；在 3-3尊

重個體方面，包含 3-3-1一個行為指標；在 3-4人文典範方面，包含

3-4-1一個行為指標；在 3-5內外兼治方面，包含 3-5-1一個行為指

標；在 3-6不受人惑方面，包含 3-6-1一個行為指標；在 3-7識人之

明方面，包含 3-7-1一個行為指標。 

(四)「個體治理」(治個人)面向之精華理念整合分析 

孔子周遊列國十四年，走遍十幾個國家，他所見過並相識相交

的國家治理者不少，因此孔子對於治理者所應具備的治理能力應有特

別的洞察。就消極面而言，一位治理組織者至少應提醒自己不受人惑

並具備識人之明。胡適曾說要「努力做個不受人惑的人」，組織中最

複雜的是人，要把對的人放在對的位子上並不容易，因此治理者可以

透過觀察、訪談與理性分析，才能不被人惑、具備識人的眼光。就積

極面而言，組織治理者對內需樹立典範、指引方向；尊重個體的主體



性、不當作牛馬草芥使喚；充實自身的領導素養、以君子境界自許；

在制度上能內外兼重、品德與法治並行；同時能以「永續經營」的理

念追求與實踐組織長治久安之道。 

(五)「組織治理」(治他人)面向、精華理念與行為指標之立體架構 

基於上述，可將「組織治理」(治他人)面向之精華理念與行為指

標建立架構如圖 4所示。 

 

表 3 組織治理之精華理念與行為指標一覽表 

精華理念 行為指標 

3-1長治之道 3-1-1禮樂教化勝過政令與刑罰—為政 2.3 

3-1-2紀綱敗壞，而國危矣—季氏 16.2 

3-1-3人、臣之道與治國安邦的方略—季氏 16.1 

3-1-4發展經濟是施政的優先目標—子路 13.9 

3-1-5孔子的正名主義—子路 13.3 

3-1-6正名的故事：陳恆弒其君—憲問 14.21 

3-1-7利誠亂之始也—里仁 4.12 

3-2領導素養 

(任重道遠) 

3-2-1王者的氣概與智慧—公冶長 5.5，雍也 6.1 

3-2-2 子路果決、子貢通達、冉求多才，皆可以為

政—雍也 6.7 

3-2-3君子不憂不懼—顏淵 12.4 

3-2-4君子亦有惡乎—陽貨 17.24 

3-2-5君子的三種境界—憲問 14.42 

3-3尊重個體 3-3-1 每個人扮演好自己的社會角色，天下就大治

了—顏淵 12.11 

 

 (續下頁) 



表 3(續) 

精華理念 行為指標 

3-4人文典範 3-4-1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子張 19.23 

3-5內外兼治 3-5-1雖有珍貴的品德，仍需以禮節制—泰伯 8.2 

3-6不受人惑 3-6-1 不要聽他怎麼說，要看他怎麼做—公冶長

5.10 

3-7識人之明 3-7-1 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陽貨

17.4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圖 4 組織治理之精華理念與行為指標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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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現代人生在西方文化主導及全球文化交融的大趨勢下，變得既豐

富又複雜。我們身處其中，容易覺得忙碌、盲目而茫然。…這種接近

虛無主義的廢墟狀態，正是人類心靈的最大挑戰(傅佩榮，2011)。人

的存在生命是否能夠安穩祥和，與人和人之間的相互關係以及相處方

式有著密切的關聯。在自我中心意識高漲，倫理意識消亡的今日，人

與人之間原本應有的尊重、信賴與敬愛愈來愈缺乏，代之而貣的是層

出不窮的人際衝突。面對此日益嚴重的人際社會問題，值得現代人重

新去認識、瞭解《論語》中的倫理精神與原則，並以之作為改善人際

關係、增進人際和諧，從而建立祥和社會的實踐依據(吳伯耀，2012)。 

 

儒家思想重視個體，肯定每一個人在道德實踐上都有不可逃避的

責任，因而也有不可抹殺的尊貴價值。道德行為的主體是個人，而道

德實踐的條件與效應則不離個體與群體之間的互動關係(傅佩榮，

2011)。《半部論語治天下》這本書是前國防部長、前台灣大學校長孫

震先生閱讀《論語》的省思紀錄，透過孫震先生個人的人生經驗體悟

出 55個子題，「欲把金針度與人」，透過本書的「體悟轉移」，對於讀

者來說不僅擴展了眼界，更能夠深化個人生命的廣度與深度，可謂價

值不菲。本文雖為讀後心得，但筆者更想在這本書中萃取出更加清晰

的智慧、方法或途徑等「精華理念」、提煉取更具指引作用的的「行

為指標」，讓個人在閱讀這本書後獲得更為深刻的反思，內化或形塑

為個人的知識與智慧，同時更豐富了經典的現代生活實踐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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