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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垣鐸  

 

 

一個國家的成立，除了生養百姓，教育百姓外，還必須擁有相當的國防力量，才

能捍衛疆土，保護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與自由。國防力量之強弱，端視政治之廉能；

政治之廉能，又繫於用人之得當。《大學》所謂「有人此有土」，《中庸》所謂「其人存

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就是這個道理。孟子認為保民的首要條件在貫徹「仁賢

政治」，並且「善加推恩」，讓百姓都能沐浴在政府的德澤裏。孟子說： 

「仁則榮，不仁則辱；今惡辱而居不仁，是猶惡濕而居下也 。如惡之，莫如貴

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

畏之矣」（《孟子‧公孫丑上》p373）1。 

「老吾老以及人之老，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

，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諸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不推

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於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孟子

‧梁惠王上》p316）。 

因為唯有仁賢的人，才配處高位；唯有善加推恩的政府，才能收攬民心，使「近

者悅，遠者來」，得到全民一致的擁戴。反之，執政者不信仁賢，甚且坐視不仁無能之

途安居高位，會產生怎樣的後果呢？孟子說： 

                                                 
 張垣鐸，南台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講師。 

1 本文所引用《孟子》文本，皆出自謝冰瑩等編譯《新譯四書讀本‧孟子新譯》，臺北市：三民書局有

限公司，1987 年 8 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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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信仁賢，則國空虛；無禮義，則上下亂；無政事，則財用不足」（《孟子‧

盡心下》p648）。 

「不仁而在高位，是播其惡於眾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不信道，工

不信度；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孟子‧離婁上》p462）。 

因為那真是無異自毀長城呀！ 

其次，孟子認為保民絕不可暴虐無道，濫殺無辜，更不可窮兵黷武，塗炭生靈。

任何政權只要違背此一原則，必然招致敗亡的下場。孟子說： 

「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暴其民甚，則身弒國亡；不甚，則身

危國削」（《孟子‧離婁上》p465）。 

「無罪而殺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戮民，則士可以徙」（《孟子‧離婁下》

p494）。 

「爭地以戰，殺人盈野；爭城以戰，殺人盈城。此所謂率土地而食人肉，罪不

容於死」（《孟子‧離婁上》p477）。 

蓋執政者暴虐無道，濫殺知識分子與無辜百姓，為了逞其野心而窮兵黷武，屍橫

遍地，那麼人人自危，民心惶惶，勢必恨之入骨，寇讎相向，欲誅之而後已。孟子所

謂「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孟子

‧離婁下》p492），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像這種精闢的見解，即使在現代看來，仍然有值

得執政者深思參考借鏡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