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处世有“道” 
——《箴言》与《论语》的 

处世之道 

讲座：施玮 



一、怎样才能过一个美好的生活？  

 这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对生活中的每
个具体的想法与行动，我们都会思考：这
是智慧还是愚蠢？ 

 生活的智慧是指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有智慧
地处理人际关系；如何有智慧地看待自己
和环境，从而有智慧地生活。 

 处世之道与此同意，也是指在繁复的社会
中处理人、事关系的智慧和原则。   



二、处世之“道”强调正确的关系 

 《箴言》中的智慧人，就是正确地、有智
慧地生活在世上的人  

 《论语》中的君子，就是正确地、合宜地
生活在世上的人 

 关系分为：人与神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
人与物的关系 

 处世之道主要涉及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处理。
人与物的关系是人与人关系的延伸，而人
与神的关系是这两个关系的基础，并对如
何处理这两个关系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三、箴言中人与神的关系  

 “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
慧和训诲。”（箴一7）  

 箴言一开始就特别指明了真正的智慧来源
于神，人对这智慧的学习与领受也根基于
对神的敬畏；不敬畏神就藐视智慧、不受
训诲，无法得着智慧就是愚妄人。  

 要成为智慧人需要受教  

 教导内容：人怎样与神建立合宜的关系，
怎样活在祂所创造的世界里。  



 《箴言》中所教导的知识（智慧）基本上
是指属于关系方面的，而不仅是命题。 

 认识神，并将自己的生命委身于这认识
（与神合宜的关系）中，这种认识就是智
慧，这种认识就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方式、
人际关系、处世之道，就是生活的智慧。  



四、论语中人与人的关系 

 “半部论语治天下”，治是要落实到做人。 

 “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  

 孔子认为成为君子，来自于道德教育。 

 社会正常秩序关键靠的是“正名”（“君
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
而“正名”靠的是先“正人”（以道德教
化使人知耻而走上正道）。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 子曰：“必
也正名乎！”（〈子路〉）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  



 “正名”也是谈到“关系”的重要性，智慧
就来自于适宜正确的关系。 

 孔子：“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
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
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
足。”（〈子路〉）  



五、比较智慧的来源：正确关系 

 箴言教育内容“认识神” ：人与神关系 

 处事之道的智慧，是“认识神”在人与人
关系中的辐射  

 论语教育内容“道德”：人与人的关系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构架层层人际关系 

 只到君王为止，没有让神进入关系体系 

 基督信仰：“以神为神，以人为人”  

 以神人关系为人际关系、价值观的基石；
不以社会阶层为人际关系、价值观的基石 



六、人与自我的关系  

 如何看待自己？生命的价值是什么，如何
生活才能实现这个价值？  

 《箴言》：人的生命和智慧都来自于耶和
华，认识神并行在神所指示的善道中，就
得神的保守，得以存留。  

 《论语》：君子的人生境界，重点更多在
于自我道德修养的提高，自我完善。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
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
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保守你的心 

 《箴言》与《论语》都强调保守自己的心
之重要，但保守心中什么却不尽相同。  

 《箴言》里的“心” 是神与人相交之处，
需要保守的是与神的相交、对神的认识。  

 《论语》保守心中的做好人的道理 

 而这当行之道出自人自己的评定，受良心
和文化（社会道德观）的影响。 

 



“智慧人” 与“君子”心中的“道” 

 一个“智慧人”心中的“道”是向神敞开
的，因着“信”而跟随神、接受神的引领、
修正，目标是一生行在神的旨意中。 

 一个“君子”心中的“道”是固守不变的，
“修己”不仅是为了“敬”，更高远的目
的是为了“安人”、“安百姓”的社会价
值。  

 《箴言》：生命的意义是造物主赐予  

 《论语》：生命意义是“义”赋予，生命
的价值是“载义”  



七、人与他人的关系 

 合宜地看待自己，才能合宜地看待他人。
与他人的关系首先是家庭，然后是社会 

 箴言：人孝顺可以得着神的赐福。本质性 

 论语：“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
祭之以礼。”〈为政〉 

 孝不是以父母家庭为最终目标，而是以
“礼”为目标，为了社会的稳定。功能性 

 箴言中说神让婚姻泉源蒙福，贤德的妻子
是神的祝福。论语中极少论及夫妻关系     



社会关系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
言。”〈季氏〉三个等级：天命、地位高
贵的人、圣人的话  

 上下等级间的敬畏，成了中国人处世之道
中极为重要的元素  

 “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
智慧和训诲”（一7）只谈到敬畏神  

 人并不分等级，也不存在敬畏的关系。   



八、箴言中人与物的关系 

 人生活在世界上必须处理如何看待和使用
财物，但人对财物的观念取决于人如何看
待自己和他人。人如何对待财物又反过来
影响着人与人的关系  

 箴言:上帝对人的祝福包括财物，人的正确
回应:1)自己勤劳2)感谢尊荣神3)乐善好施。  

 人若不按认识神的智慧来看，财物会：使
人眼瞎自以为有智慧（参二十八11）；使人心骄
傲，然后败坏（参十八10-12、十一28）；使人曲解价
值及先后顺序（参二十二1）。 



九、论语中人与物的关系 

 重义轻利；“富而无骄”并且应“富而好礼”  

 “乐道”“好礼”：君子自身的道德境界。  

 “自足”境界让君子可“食无求饱，居无求安” 

 论语中衣食住行合于礼，一是重精神、轻物质；
二是合乎一个人在社会构架中的身份位置。 

 箴言：人对待物的态度是从神领受、感恩、合
神心意地管理并使用。 

 一个重横向的社会性，一个重个人的信仰的纵
向性。 



十、结论 

 比较圣经旧约中的《箴言》与儒家经典《论
语》，所承载的有关“处世之道”的议题虽
有大量相类似的关注点，但在表面内容背后
却有着不同的根源。 

 因普遍启示与特殊启示都来自于同一位造物
主，故《论语》中有关处世之道的劝言与
《箴言》中的教导有许多相近之处。但因着
“神观”——对上帝的认识的不同，决定了
对神人关系、人的定位的认识之不同。 



 是以对上帝的认识作为人际关系中处世之
“道”的基石与能力；还是以人本身的良知、
修养、善恶观为处世之“道”的标准与动力？
两者的不同，必定影响社会文化的架构，也
影响了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处世方法。 

 要确立社会关系中人与人的身分和关系，首
要是正确地认识神，确立正确的神与人的关
系，就是以神为神，以人为人。只有活在正
确的神人关系中的人，才能合宜地、有智慧
地活在人的世界中，并处世有“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