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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战国人，

是继孔子之后的儒家学派杰出代表和集大成者，有

“亚圣”之称。他的思想主要集中在《孟子》一书

中。在书中，他提出了自己的哲学思想、施政纲领和

个性修养方式等。孟子认为人性本善，并以“性善”

作为品德修养和推行王道“仁”的依据。孟子提出了

“仁政”的政治主张，认为统治者实行仁政，就能得

到天下百姓的衷心拥护，便可以无敌于天下。孟子还

提出了个人的品德修养问题，认为大丈夫要有浩然正

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孟子》是继《论语》之后，最成熟优美的对

话体散文。其文思想深邃，善于用喻，说理畅达，长

于论辩，气势磅礴。文章粗看铺张扬厉，散漫无边，

其实逻辑清晰，有理有据。孟子还善于因势利导，常

常不直接攻击对方的言论，而是顺着对方的意思说下

去，让其谬论不攻自破。

本书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孟子》为蓝本，

博采众长编译而成。每篇前有一篇导读，画龙点睛地

阐明本篇的主旨。译文尽可能符合现代人的阅读习

惯，准确通顺，简洁流畅。而书中意境深远的插图，

则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更好地理解孟子思想的平台。

前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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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惠王上

现在通行的《孟子》或许是由东汉学者赵岐

所编订。他在设定标题时非常随意，并没有什么

特别的含义。本篇所论分为七章，主要是孟子游

说各国君主时的对话，集中讨论了执政者所应具

有的品格和智慧。孟子详细说明了自己以“仁义”

为核心的治国理念，以及这一理念得以展开的治

国方略，而其淑世情怀也熔铸其中，非常令人感动。

何必曰利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

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

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

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

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

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

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

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

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

何必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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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文

孟子谒见梁惠王。惠王问道 ：“老先生您不

远千里而来，想必会使我的国家有所获利？”孟

子回答说：“大王为何一开口，就定然要谈到利

益呢？我所主张的，只不过是仁义罢了。大王说：

‘怎样能使我的国家获利？’大夫说 ：‘怎样能使

我的家族获利？’士子与普通民众说：‘怎样能

使我本人获利？’这样，上上下下互相谋取利益，

国家就会面临崩溃的危险。（请大王试着回想一

下春秋以来的历史，）在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度里，

杀害君主的，肯定是拥有千辆兵车的家族；在拥

有千辆兵车的国度里，杀害

君主的，肯定是拥有百辆

兵车的家族。在万

乘之中分得千乘，

在千乘之中分得百

乘，这些家族的产

业不能不说是很多

的了。但是，倘

若将仁义置于脑

后而把利益放在前

头，那么他们不夺取

全部是不会满足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书

立

方

系

列

品
读
经
典

10

孟
子

Part 01

（相反，）未曾有注重‘仁’的人遗弃他的父母，

也未曾有注重‘义’的人怠慢他的君主。因此，

大王所应提倡的只能是仁义，为什么一定要谈利

益呢？”

与民同乐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顾鸿雁麋鹿，

曰：“贤者亦乐此乎？”孟子对曰：“贤者而后

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云：‘经

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

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 鹿攸伏，

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於 鱼跃。’文

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

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

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日害丧，

予及女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

岂能独乐哉？”

译 文

孟子谒见梁惠王。惠王在池塘边上一边顾盼

着飞雁与驯鹿，一边对孟子说：“德行高尚的人

也以此为乐吗？”孟子回答说：“只有德行高尚

的人才能以此为乐，而那些德行卑劣的人即便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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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些，也不能真正体会到其中的快乐。（周文

王与夏桀的事迹恰好可以说明这一点。）《诗经·灵

台》篇说：‘开始规划筑灵台，经营设计善安排。

百姓出力共兴建，没花几天成功快。开始规划莫

着急，百姓如子都会来。君王在那大园林，母鹿

懒懒伏树荫。母鹿肥壮毛皮好，白鸟羽翼真洁净。

君王在那大池沼，啊呀满池鱼蹿蹦。’文王虽然

也是借助百姓的力量来兴建高台与池塘，但百姓

却非常喜悦，他们将高台命名为‘灵台’，将池

塘命名为‘灵池’，为其中拥有驯鹿、鱼鳖而欢

欣不已。古代的君子与民同乐，因此在心理上

有极大的满足。（夏桀的情形却与之不同，）《尚

书·汤誓》说 ：‘这太阳何时陨落啊，我愿与你

同归于尽。’既然百姓已经希望与他同归于尽了，

那么夏桀即便拥有亭台楼阁、珍禽异兽，难道还

能独自享受吗？”

治国方略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国也，尽心焉耳矣。

河内凶，则移其民於河东，移其粟於河内。河

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

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鼓之，



书

立

方

系

列

品
读
经
典

12

孟
子

Part 01 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

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曰：

“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

则无望民之多於邻国也。不违农时，谷不可胜

食也；数罟不入 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

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

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

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

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

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

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

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於道路矣。七十

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

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途有饿莩而不

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於

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

斯天下之民至焉。”

译 文

梁惠王说：“我对于国家，真是费尽心力了。

河内发生饥荒时，我把当地（有体力却没有金钱

的）民众迁移到河东，并把河东的粮食运送给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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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有金钱却没有体力的）民众。同样，河东发

生饥荒时，也照此办理。考察一下邻国的政治，

没有像我这样为百姓打算的，但是，邻国的民众

不见减少，我的民众不见增多，这是为什么呢？”

孟子回答说：“大王喜好作战，请让我以作

战的比喻来说明。咚咚咚，战鼓敲响，两军交战，

兵刃交接，怯懦的人丢盔弃甲，拖着兵器逃跑。

有人后退了百步停下，有人后退了五十步停下。

后退五十步的人是否可以嘲笑后退百步的人，说

他不如自己英勇？”

惠王说：“不可以，他虽然没有后退一百步，

但同样是在逃跑。”

孟子说：“假如大王明白这一点，就不要再

希望魏国的民众多于邻国了。

“只要在农民应当

耕种、收获的时节，不

去（征兵、征工）

妨碍生产，粮食就

会吃不完；只要

不用细密的渔网

在池沼里捕鱼，

鱼鳖就会

吃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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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砍伐有一定的时间，木材就用不尽。粮食和

鱼鳖吃不完，木材也应有尽有，这样，活着的人

就会有足够的食物，死去的人在安葬时也会有足

够的棺木，民众就不会有所遗憾。生者与死者都

得到合理的对待，便是王道的开端。

“在五亩大的院落里种上桑树，年满五十的

人就可以穿上丝织的衣服了。鸡、狗、猪等家畜

按时喂养、照料，年满七十的人就有肉可吃了。

方圆百亩的田地，假如不被夺去耕种的时间，那

么家庭的诸多成员就不会忍饥挨饿。注重学校的

教育，再三强调孝顺父母、尊敬长者的道理，那

么须发斑白的人就不至于背负着重物在道路上苦

苦奔波了。年满七十的人可以穿上丝织的衣服、

吃上肉食，普通百姓不必忍受饥饿与寒冷，做到

这些还不能使天下归服的人，从来没有过。

“（再来看看魏国的情形，）猪狗吃着人的

食物，却不知道加以制止。道路上有快要饿死

的人，却不知道打开粮仓加以赈济，人死之后，

竟然说：‘与我无关，是自然灾害导致的结果。’

这和拿着刀子杀人，却说‘不是我杀的，是刀

子杀的’，有什么区别？假若大王不归罪于年

景，（而从政治上根本改革，）那么天下的百姓

都会来投奔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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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父母

梁惠王曰：“寡人愿安承教。”孟子对曰：“杀

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以

刃与政，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曰：“庖

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

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

行政，不免於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

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

译 文

梁惠王说：“我愿意平心静气地接受您的指教。”

孟子问道：“用木棒杀人和用兵刃杀人，有

何不同？”惠王说：“没有不同。”

孟子又问：“用兵刃杀人和用暴政杀人，有

区别吗？”惠王说：“没有什么区别。”

孟子说：“现在大王您的厨房里有肥美的肉

食，马棚里有膘肥体壮的马匹，可是百姓们却面

带饥色，甚至于野外还躺着饿死的尸体，这等于

（是您）在率领禽兽来吃人。（同族的）禽兽相互

残杀，人们尚且对此表示厌恶；作为民众的父母，

主持着政策的实施，却忍心率领禽兽来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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