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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義利學習單

1、 音或義測驗（1~3注音；4 ~10注釋，每題 3分，共 30分）：

   1.「僭」越稱王：

   2. 宋「牼」：

   3. 舜與「蹠」之分：

   4.  不「遠」千里：

   5.  交「征」利：

   6.  先生將何「之」：

   7.  構兵：

   8.  有所「遇」：

   9.願聞其「指」：

   10.「孳孳」為善：

2、 填充題：（每格 3分，共 30分）

1.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 

），而國危矣。

2.         未有（ ）而遺其親者也；未有（ ）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3.           先生之（ ）則大矣，先生之（ ）則不可。

4. 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

         ……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 ）以相接；然而不（ ）者，未之有也！ .為人

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

       君臣、父子、兄弟（ ），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5.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

         分，無他，（ ）與（ ）之間也。

3、 選擇題：（每題 4分，共 28分）

1.(      )  「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括弧內的詞語可換為 ： (A)  硜硜 (B) 孜孜

(C)  循循 (D)  諄諄

2.(       )  下列解釋，何者不正確？ (A)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天子 (B)不奪不「饜」：

 滿足 (C)  未有仁而「遺」其親：遺棄 (D)萬「乘」之國：兵車一輛，音ㄕㄥˋ 解析：爭

取。

3.(      )  「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句中「其」字與下列何句的「其」字相當？ (A)諸君其亦念

 之哉 (B)  子曰：君子恥其言之過其行也 (C)  奔車朽索，其可忽乎 (D)自今已往，吾

 其無意於人世矣 解析：(A)希望。(C)豈。(D)將。

4.(     )「茍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是假設語氣，下列何者亦是：(A)叟，不遠千里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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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B)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C)苟得其養，無物不

 長；茍失其養，無物不消 (D) 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5.     （ ）與「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表現相同的是：(A)頭懸樑錐刺股的蘇秦 

(B) 與華歆割席絕交的管寧(C) 誓不為廁中鼠的李斯(D) 主張父母去是守「期年之

喪」即可的宰予

6.  （   ）下列選項旨意與「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相近者為：(A)  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B)

 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C)  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 (D) 萬

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

7.(      )  孟子義利之辨，正確者為： (A)  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 (B)後利而先義，不奪不

 厭 (C)  宋牼以義說秦楚罷兵，孟子期期以為不可 (D)人倫間苟去利而存仁義，則

 天下必王 (E)  舜與蹠之分，正在義與利之別 解析：(B)先義後利，不奪不厭。(C)

以利說秦楚罷兵。
四、申論題：12分
       論語陽貨篇：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

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 錦，
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
不安，故不為也。今汝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
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請從孟子辨義利的角度來看宰予的主張，在孔子的時代與今日社會中是否會有不同的
認可？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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