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日論語　　悟道法師主講　　（第五一五集）　　2020/4/
20　　台灣　　檔名：WD20-037-0515

　　諸位同學，大家早上好！我們繼續來學習雪廬老人的《論語講
要》，〈子張篇〉第十三章。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馬融注：仕優則學，行有餘力，則可以學文也。」這是馬融
的注解。
　　「首句優字，依馬注」，依照馬融的注解，「是行有餘力之義
。此意是說，做官的人，辦完公事，尚有餘力」，就是還有時間，
「則須研究學問」，還有時間，還有這個能力，就必須再研究學問
。「後句優字，依皇疏」，下面這一句優這個字依照皇侃的注疏，
「是充足之義」。「這是說，讀書的人，在學到豐足的學問以後，
應該出來做官，也就是從事政治，替國民造福。」
　　「仕優則學，皇疏以為：研學先王典訓。此義可取。」雪廬老
人講仕優則學這句，皇侃的注疏以為研學先王典訓，來研究學習古
聖先王的經典、教訓，雪廬老人講這個意思可以採取。「仕人研學
先王典訓」，研究學習先王的典訓。「熟悉王道施政的理論與實務
，溫故知新，是賢能政治的基礎。」仕人（讀書人）研究學習先王
這些經典、古訓，能夠熟悉王道施政。政治，古聖先王都是以王道
來實施政治，熟悉王道施政的理論與實務。實際上去管理的事物，
溫故知新，不斷的溫習，有新的體悟，這是賢能政治的基礎，講這
個非常重要。現代人就是不依古訓，現代人自己想要怎麼辦怎麼辦
，不依經典、不依古訓，甚至跟外國學習，所以現在政治，全世界
都辦得很亂，世界愈來愈亂。所以政治要辦得好，還是要回歸到經
典、古訓。這章書子夏說仕優則學，這個仕是已經做官的讀書人，



辦完公事還有力量、時間，就必須再研究學問，第一句。第二句後
面這個優，就是有充足之義，讀書人在學到充足的學問以後應該出
來做官，就是從事政治，替國家人民造福，就是現在講的為人民服
務，就是這個意思。
　　好，這章書我們就先學習到這裡。祝大家福慧增長，法喜充滿
。阿彌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