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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簡介 

壹、孟子的生平 

1 孟子（前 372 年─前 289 年）（生於周烈王四年，卒於周赧王二十六年），名軻，字子輿。又字子車、

子居。父名激，母仉氏。山東鄒城人。孟子遠祖是魯國貴族孟孫氏，後家道衰微，從魯國遷居鄒國。

據說，孟子三歲喪父，孟母艱辛地將他撫養成人，孟母管束甚嚴，其“孟母三遷＂、“斷機教子＂等

故事，成為千古美談，是後世母教之典範。 

2 中國古代著名思想家，戰國時期儒家代表人物。著有《孟子》一書。孟子師承子思(一說是師承自子思

的學生)，繼承並發揚了孔子的思想，成為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師，有“亞聖＂之稱，與孔子並稱

為“孔孟＂。  

（ ）下列何者和孟子事蹟無關 (Ａ)孟母三遷 (Ｂ)予豈好辯 (Ｃ)斷杼教子 (Ｄ)摩頂放踵。 
  答案：(Ｄ) 
  解析：(Ｄ)墨子。 
（ ）「孟子是□□時期偉大的思想家，繼孔子之後儒家學派最具影響力的人物。相傳受業於□□的門

人，後人尊之為□□。」以上□□中依序應填入 (Ａ)春秋、子張、亞聖 (Ｂ)戰國、子思、亞

聖 (Ｃ)先秦、子思、復聖 (Ｄ)戰國、子由、先聖。 
  答案：(Ｂ) 
  解析：「復聖」為顏回。 

 

貳、孟子的地位 

1 孟子是儒家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孟子的地位在宋代以前並不是很高的。 

2 自中唐的韓愈著《原道》，把孟子列為先秦儒家中唯一繼承孔子“道統＂的人物開始，出現了一個孟

子的“升格運動＂，孟子其人其書的地位逐漸上升。 

（道統：堯、舜、禹、湯、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孟子） 

3 宋神宗熙寧四年（1071 年），《孟子》一書首次被列入科舉考試科目之中。元豐六年（1083 年），孟子

首次被官方追封為“鄒國公＂，翌年被批准配享孔廟。 

4 以後《孟子》一書升格為儒家經典，南宋朱熹又把《孟子》與《論語》、《大學》、《中庸》合為“四書＂，

十三經之說於焉形成，《孟子》一書為最後收入十三經者。 

5 元朝至順元年（1330），孟子被加封為“亞聖公＂，以後就稱為“亞聖＂，地位僅次于孔子。明朝朱元

璋輯有《孟子節文》，刪掉《孟子》裡的章句，如“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殘賊之人謂之

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等。 

（ ）(甲)長篇較多(乙)語氣平緩(丙)論理宏肆(丁)記錄容貌、動作十分詳盡。以上屬於《孟子》一書的

特點有 (Ａ)(甲)(乙) (Ｂ)(甲)(丙) (Ｃ)(乙)(丁) (Ｄ)(甲)(丁)。 
  答案：(Ｂ) 
  解析：(乙)(丁)為《論語》特色。 
（ ）有關《孟子》，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Ａ)共有七篇，各篇篇名皆有特殊意義 (Ｂ)性善、民本、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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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皆為其重要思想 (Ｃ)因其思想較激進，終被排除於十三經之外 (Ｄ)朱熹將其與《論語》、

《大學》、《中庸》合為四書。［臺中女中］ 
  答案：(Ｄ) 
  解析：(Ａ)篇名取前幾字為名，無特殊意義。(Ｂ)霸道 王道。(Ｃ)宋代列入《十三經》中。 
（ ）如果讓古人上「叩應」節目，就這個古人經驗與思想內容相配合的考量下，最「不可能」的古人

與主題的配對是 (Ａ)請墨子談「義工有愛，行遍天下」 (Ｂ)請孟子談「謀職碰壁經驗多」 (
Ｃ)請孔子談「亂世昏君奸臣祕辛」 (Ｄ)請楊朱談「臺灣適合總統制」。［嘉義高中］ 

  答案：(Ｄ) 
（ ）以下何者不是孟子的功業 (Ａ)刪訂《詩》、《書》 (Ｂ)明辨義利 (Ｃ)崇尚氣節 (Ｄ)宣揚革命。

［成功高中］ 
  答案：(Ａ) 
  解析：(Ａ)孔子刪訂《詩》、《書》。 
（    ）關於先秦諸子，下列何者為是 (Ａ)荀子屬儒家，為韓非子法家思想所自出 (Ｂ)孟子與荀

子並稱「孟荀」，北宋時《孟子》列為十三經之一 (Ｃ)老子主張自然無為，為道家之祖 

(Ｄ)墨子主兼愛、非攻、節葬、節用，戰國時與儒家並稱顯學 (Ｅ)呂不韋、商鞅、公孫

龍，辯析名理，是為名家。 
  答案：(Ａ)(Ｃ)(Ｄ) 
  解析：(Ｂ)南宋紹熙年間，黃唐合刊《十三經注》，才把《孟子》列入。《孟子》是最後列入的一部經

書。(Ｅ)呂不韋是雜家，雜采諸家之言而成《呂氏春秋》。商鞅是法家中尚法派的代表人物，《

漢志》有《商君書》二十九篇，今存二十六。公孫龍才是名家，其學在辨析名實，有「白馬非

馬」、「堅白石」之辯。 
（    ）有關《孟子》一書的敘述，選出正確者 (Ａ)司馬遷認為此書主要是孟子自著，弟子萬章

、公孫丑等參與其事 (Ｂ)是研究孟子思想的最主要資料 (Ｃ)從唐代開始，被列入儒家

的「十三經」之中 (Ｄ)南宋朱熹又加以集注，列為「四書」之一 (Ｅ)全書分七篇，篇

名取自開頭幾個字。 
  答案：(Ａ)(Ｂ)(Ｄ)(Ｅ) 
  解析：(Ｃ)南宋光宗紹熙間，叢刻十三經，《孟子》正式被收入，為十三經之一。 

 

參、孟子的思想 

1 道性善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惡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

之心，仁也；羞惡之心，義也；恭敬之心，禮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禮智，非由外鑠我也，

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 ）下列何者不與孟子性善的主張相合 (Ａ)民之秉夷，好是懿德 (Ｂ)人有仁、義、禮、智四端，猶

有四體也 (Ｃ)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暴 (Ｄ)先王有不忍人之心，斯有不忍

人之政矣。 
  答案：(Ｃ) 
（ ）孟子曰：「仁、義、禮、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意謂 (Ａ)人總是捨棄自

我思考而求外鑠 (Ｂ)思考可以讓人心存仁義，行事理智 (Ｃ)仁、義、禮、智等善性，乃與生

俱來者 (Ｄ)善性的光彩使人內外俱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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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Ｃ) 
  解析：「非由外鑠」意謂並非因外來的陶鑄。 
 

2 涵養其心 

    ‧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雖存乎人者，豈無仁義之心哉？

其所以放其良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告子上） 

    ‧養心莫善於寡欲。（盡心下）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上） 

（ ）「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比喻 (Ａ)人性本善，所以為不

善，乃由於不知操持存養本心之故 (Ｂ)人性本善，所以為不善，乃因無良師之教導 (Ｃ)人有

性善，亦有性不善，端視其生長之環境而異 (Ｄ)人性本善，若學而無恆，終無法躋於成德之

境。 
  答案：(Ａ) 
（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言為學之本 (Ａ)但求放開心胸，拓展視野 (Ｂ)唯在求

回本心，勿使放失 (Ｃ)但求專心致志，別無訣竅 (Ｄ)唯在放鬆心情，別無他途。 
  答案：(Ｂ) 

 

3 重仁義，輕功利 

‧孟子見梁惠王。王曰：「叟不遠千里而來，亦將有以利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利？亦有

仁義而已矣。……苟為後義而先利，不奪不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

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利？」（梁惠王上） 

    ‧以不忍人之心，行不忍人之政，天下可運之掌也。（公孫丑上） 

（ ）「上下交征利，而國危矣。」應譯為 (Ａ)全國上下只為謀利，國家將危殆不安 (Ｂ)全國上下交

相爭取私利，國家就危險了 (Ｃ)朝廷上下交相逐利，國政必將荒廢 (Ｄ)朝野一致以求利為首

要目標，國政必廢。 
  答案：(Ｂ) 
（ ）「苟為後義而先利，不奪不饜。」意指 (Ａ)如果見利忘義，則會上下交征利，不攫取最大的利祿

則永不滿足 (Ｂ)為了道義，不實踐舍身取義是不會滿足的 (Ｃ)後義先利的人，是不遺其親、

不後其君者 (Ｄ)能依道義治國者，必能以不忍人之心，行不忍人之政。 
  答案：(Ａ) 
 

4 先富後教 

‧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若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不為已。

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

子，樂歲終身飽，凶年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梁惠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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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民貴君輕，尊王賤霸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盡心下） 

    ‧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梁惠

王下） 

    ‧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離婁下） 

（ ）孟子的政治主張不包括：(甲)尊王賤霸(乙)民之所欲，常在我心(丙)民貴君輕(丁)贊成湯、武革命(戊)
民主政治(己)君臣對等關係 (Ａ)(乙)(己) (Ｂ)(乙)(戊) (Ｃ)(戊)(己) (Ｄ)(丁)(戊)。［基隆女

中］ 

  答案：(Ｂ) 

 

6 距楊、墨，放淫辭 

‧聖王不作，諸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不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

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豈好辯哉？予不得已也。能言距楊

墨者，聖人之徒也。（滕文公下） 

（ ）《孟子》「予豈好辯哉」一章中，關於「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下列選項何者敘述有誤 (Ａ)
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 (Ｂ)無父無君，是禽獸也 (Ｃ)楊、墨之道不息，

孔子之道不著，是邪說誣民，充塞仁義也。仁義充塞，則率獸食人，人將相食 (Ｄ)楊、墨壞

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不得衣食。 

  答案：(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