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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而樂，富而好禮"

2008年6月

徐江勝*

“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 7" 子曰

( <論語﹒學而~ ) 

子貢曰:

好禮者也。"

其中“未若貧而樂"一旬，學界有一說認為該作“未若貧而樂道" ，其主要根

據是南朝梁皇侃《論語義疏~ (新安鮑氏知不足齋本)中此句“樂..下有一“道"

字。《孔子研究~ 2001年第三期載單承彬《“黃而樂，富而好禮"校證〉一文，

從《論語》的版本上作了詳細的推究，得出的結論否定了“貧而樂道"之說，

〈論語〉此章本作‘未若貧而樂， ，無論〈魯論〉、〈古論~ ，均沒有作

而樂道，者。 ‘道，字之衍，在唐代晚期才逐漸固定下來，並主要保存在流傳於朝

鮮、日本的〈論語》傳本中。"

貧

那麼， <論語﹒學而〉篇這句話原貌究竟如何呢?本文從語言角度對這句話

試作探討，認為“貧而樂"該是脫了一字，但所脫並非“槳..後之“道"字，而

是“樂"前之“好"字， “貧而樂，富而好禮"該作“貧而好樂，富而好禮"

“音樂" ，即孔子所謂“雅樂" '理由如次:“樂"為名詞，

“貫而樂"疑是脫了一字

一些學者相信“貧而樂道"之說，除了因為有些《論語》版本中有“道"字

之衍外，還有一個主要的原因是“‘貧而樂道，與下文‘富而好禮，相對成文，

義自較勝" 0 1 筆者以為，不論有“道"無“道" ，從“相對成文"的角度來懷疑

“貧而樂"是有一定道理的。清人王念孫的自11話之法，亦重句法之“整齊" ，常

依據“相對為文" 、 “文同一例"來考證版本用字及訓詰釋義的正誤。 2所謂“相

對為文" , “是指上下兩句句法結構對稱" 0 3例如〈漢書﹒董仲舒傳~ : “予

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宋祁曰: “‘齒，字上古本漸本同有 ‘上，

從“相對為文"角度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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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即“予之上齒者去其角" 。王念孫〈讀書雜志》案: “〈群書治要》引作

‘予上齒者去其角， ，無‘之，字，與下旬相對，句法較為整齊。" ~墨子﹒非攻

下第十九} : “昔者三苗大亂，天命睡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龍生廟，犬哭乎

市。"念孫案: “‘龍生廟， '當作‘龍生於廟， ，方合上下句法。" ~苟于﹒王

制篇第九} : “名聲日聞，天下願。"念孫案: “‘名聲日聞， '本無‘聞，字，

‘日，本作‘白， 。 ‘名聲白者' , ‘白' ，明也、顯也，謂名聲顯著於天下也。

‘名聲白，天下願' '二句相對為文，若於上句內加一字，則句法參差矣。" ~准

南子﹒僑務副I} : “禹沐浴覆雨，榔扶風。"念孫案: “‘沐'下本無‘浴，字，

‘沐覆雨，桶扶風， '相對搞文。多一‘浴，字，則句法參差矣。" ~莊于﹒讓

王篇} : “今周見殷之亂，而邊為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念孫案:

‘上謀而下行貨， ' ‘下，字後人所加也。 ‘上，與‘崗，同， ‘上謀而行貨，

阻兵而保威句法正相對。"諸如此類的“相對為文"的訓話之法，在王氏父子

的兩部訓話著作中“隨處可見" 0 4 

觀《論語〉此句，于貢的發問“貧而無諂，富而無驕"句法整齊，孔子的回

答“貧而樂，富而好禮"則“句法參差矣" ，無怪乎很多學者相信“貧而樂道"之

說了。 “貧" 、 “富"正反兩義相對， ~論語》中凡反義對舉的句子大都句式整

齊，音節和諧，如“入則季，出則佛" (~學而} ) , “父在，觀其志;父沒，觀

其行" (~學而} ) , “大車無車兒，小車無輒( ~搞政} )" , “君子懷德，小人

懷土( ~里仁} )" , “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八借} )" , “用之則行，舍之

則藏( ~述而} )" , 叮生相近也，習相遠也( ~陽貨} )" , “質勝文則野，文

勝質則史( ~雍也} )" , “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憲問} )" , “學而不

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搞政} )" , “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憲

問) )" ，這類句子，無不整齊和諧， “相對搞文" 。

但是筆者以為，要說“相對搞文" , “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與“貧而無

諂，富而無驕"相對起來，則仍顯“參差" “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上下兩句有

“而" 、 “無"兩個重字相對， “貧而樂道，富而好禮"卻只有“而"一個重字相

對。若在“貧而樂"之“樂"前添一“好" (去聲)字成為“貧而好樂，富而好

禮" '觀其結構、重字，則“句法正相對"矣!

4 孫良明〈王念孫的句式類比分析法> ' (古漢語研究}第25期 (1994年12月) ，頁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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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從《論語》中“禮"、“樂"常諱言前“禮"、“道"不並蟬的權現

東蝠， “質問樂"所說之字並非“樂"繼之“j!"芋，而是“黨"前之

“好"芋

(1) 

( 2 ) 

(3 ) 

(是)

(5) 

(6 ) 

(7 ) 

lj1

,/ 

89 /t\/:\ 

‘槳，的內容租本質都離不開‘禮， J [誰此常當‘禮樂，寓言" 仆

人而不仁，扭轉何?人問不仁，如樂佈? ( </\1:會) ) 

，立於禮，或於樂。( {泰伯} ) 

先進於禮樂，野人也;接進於禮樂，君子值。( {先進} ) 

如其j暐樂，以俟君子。( {先道主} ) 

事不賤，其自器樂不與;禮樂不興，聽刑罰不中。( {子路} ) 

文之以禮樂，亦可試為成人裳。( {憲問} ) 

道，如禮樂tIE {:戈白天子出:

} ) 
無道，則禮樂?正伐儀器侯肘。

暐去!龍江， ?欒去欒去，鍾接云乎哉? ( (鶴貨) ) 

，禮品壞;三年不為槳，欒品崩。( {陽黨} ) 

孔子t1.“詩、鑫、禮、樂"教授弟子， “禮" 、 “樂"皆為孔門學科，亦皆為孔

子極力推舉的“先玉之道"由重要內容，國Jlt(論語》中“雄"與“樂"常常載舉。

但是“禮"與“謹"卻不是一情層臨上的概念 c (論語〉中的“遇"有多方

“黨搞樂譚"的“道"是“志於i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響( {論語﹒

述問} ) ..之“道" (鄭玄注“貫而樂"云: “樂謂志於道，不以說產苦。" 一

布會語〉版本中“還"字之衍即釋訣鄭i主之話，參見《“貧詣艷，富而好禮"校

》一文) .前“禮"正是六“體"之…(“六蕾"即“韓、樂‘雪亨、御、

數" ) ，可見“迪"和“禮"並不是一個層次上的概念，故《論語》中並無“禮"

與“蓮"並舉之例。~此， “黨而樂"若脫…芋，財絕非“樂"後脫一“譚"

而是“樂"前說一“好"字， “樂"為名詞而“禮" 、 “樂"

3. 在是《禮記>> ~“麓搞好樂，富而好讀"之棋盤來薯， <<議題》中這旬話

故作“麓而好攤，富甜好驢"

子云; “質問好槳，富罷好!禮，累而以寧咐，

} ) 

其幾曳。" ({禮記﹒坊

嗡的收: 綜合語譯法> (北京:中毒草書局. 1 分80年，第2版) ，豆豆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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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玄注曰: “言如能者寡也。"孔穎連蔬 .麓前好嘿，富站好禮，取

如此三者， ‘其幾'矣。"可見若能做到“績而好樂，

當前好譚" ，則的確難能可數了。

對“霸茄無諂，當jffl無驕"僅予以“可龍"的碎?麓，何故也?因為JIt二

者較“窮"啦。孔子曾去: “黨祐無怨難，富而無聽易( (論語﹒整整筒) ) 0" 對

於“飯"者， “無諂"較易，雖在“無恕" ;對於“窩"者， “無驕"

“無爭.. 0 <禮記﹒坊記〉去: “眾認以寧臂，天下其幾耍。......故講ú ..... . 

i晶百乘，以釷坊民，諸畏強有畔者。"可兒家富則難“寧" , “寧"即“無爭"位。

黨則如何方能做封“黨而無怨，富闊無爭..棋? 好樂，富而好驢" , 

則可樂! (嗜記﹒樂記}云: “禪節民心，樂和民聲 J “樂"的作用在按“租"

畏， “禮"的作島在於“節"踐， 可司"則安孺無怨， “節"點讓謂無事， i故{

﹒樂記}云: “樂更要目無怨，禮則不爭 o "可見，解決“鑽"者貂“富"

(“祭"和“爭" )要期“樂"和“譚" 0 (茍子﹒棲身》繡也說

貧窮罷;金;廣..如何才能“志鷹" ? <磁記﹒樂記》與{葡乎﹒樂論》篇都做了回

答: “故聽其雅頌之聲，高志整得廣駕 f 自聽聽來，要要做到“聽賤不能格" '儒

家企盟的播種就意 "H樂" 。孔子本人說非常霞說音聽: “興於詩，立於禮，成較

樂(如魯諾﹒泰個) )" ，正如楊的 l睡前說， “他(孔子)本人也很種音樂，悶此

把音樂作為他的教學工作的一個最後階段。"自“子在齊聞部，三月不知肉味 (0晶

語. i進高>> )" ，可免“誰樂"的魅力的聽足以便食者無懿 a

綜上所謹，對對子買所提如何對待“貧" 、 “富"的問題，孔子卦當分53U l;l, 

“藥" 、 “禮"作答，即“第而好擒，富而好禮" , “好樂"則雖貧龍無怨， “好

事星"則雖富布無箏。

一援學者相信“黨摺樂議"之說， 劉說是聽眾常常

要雖“賞"謂“志於i齒" 0 ( '龍幕已聽衣惡食者，未足

〈論語﹒握著靈去》 賞。" <萄子. ~棲身》

不為貧窮態、乎道 J' 其實，不論貧富， “土頭子"都接“志扭過" , “道"

的E蟬，而要攏到達1盟目標，就得學宮“驢" 、 “樂" , “畫畫士" 、 “富士"都得

學。只是聲“黨士"而蓄，更要重視“樂"的陶冶作用〈“貫而好樂" ) ;要j “富

而言，更要重繞“禮"的節觀作用(“富而好禮" )。唯其如此，

, f于乎貧賤( (禮記 .cþ 庸>> ) " 

6 務彷峻: {論語課注} (北京:中有寄養鳥， 1980年，第8版) .頁8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