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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里仁第四 

◎一子曰：「里仁為美 1。擇不處仁，焉得知？」 
 
淺註 
1.里仁為美：里，二十五家為一里，居處為里；鄭玄：「居於仁者之里，是

為善也。」朱熹：「里有仁厚之俗為美。」 
 
【按】：古語：「千金置宅，萬金買鄰。」又如孟母三遷，廣義而言，交友、

求配偶，皆須擇仁。《皇疏》：「中人易染，遇善則善，遇惡則惡。若求

居而不擇仁里而處之，則是無智之人。故云：『焉得智也？』沈居士曰：

『言所居之里，尚以仁地為美，況擇身所處，而不處仁道，安得智乎？』」 
《論語點睛》：「里以宅身，尚知以仁為美；道以宅心，反不擇仁而

處？何其重軀殼，而輕性靈也！」 
《江謙補註》：「西方極樂邦，眾聖之仁里，得託蓮花生，萬倍閻浮

美。樓閣七寶成，黃金為大地，思衣而得衣，思食而得食。光明照十方，

壽命無量劫，不歷阿僧祇，一生補佛位。不聞惡道名，何況有其實！一句

阿彌陀，得此不思議。如此妙法，不肯修行；如此淨土，不求往生。見佛

聞法，精進不退，直至成佛。而甘居五濁惡世，甘受生死輪迴，可謂智乎？」 
 
◎二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 1。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2。」 
 
淺註 
1.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皇疏》：「約，猶貧困也；樂，富貴也。」 
 
2.仁者安仁，知者利仁：仁者天賦仁厚，為仁無所希求，只為心安理得，否

則其心不安。是為安仁；知者利仁，智者知行仁為有利於己而行之也。 
 
【按】：《李二曲四書反身錄》：「吾人處困而學，安仁未可蹴幾，須先學

智者利仁。」可知智為仁之先修課程。 
《論語點睛》：「見有心外之約樂，便不可久處長處，可見不仁之人，

無地可容其身矣！安仁，則約樂皆安；利仁，則約樂皆利，何等快活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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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1。」 
 
淺註 
1.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公冶長篇》中，孔子答復子張說：「未知，

焉得仁。」《顏淵篇》中，孔子答復顏淵說：「克己復禮為仁。」仁者有

智，能克己復禮，不妄為好惡，故唯有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按】：《論語點睛》：「無好無惡，故能好能惡。無好無惡，性量也；能

好能惡，性具也。仁，性體也。」 
《占察善惡業報經疏⋅蕅益大師》：「體即體大，量即相大，具即用大。

又，空則無非性量，假則無非性具，中則無非性體。」 
 
◎四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 1也。」 
 
淺註 
1.惡：惡，一作善惡之義，一作好惡之義。《劉氏正義》與《程氏集釋》均

曰：「案前後章皆言好惡，此亦當讀去聲。」另《孔安國注》：「苟，誠

也。言誠能志於仁，則其餘終無惡。」 
今以惡字作好惡之義講，誠然能志於仁者，便無所憎惡之人。志於仁

者，能以仁厚待人。遇好人，固然能以善心待之。遇惡人，亦能以善心勸

之改惡向善。所以，一個人果然志於仁，即無所惡之人。 
《俞曲園群經平議》：「上章云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此章云苟志於

仁矣無惡也。兩章文義相承。此惡字即上章能惡人之惡。《賈子道術篇》：

『心兼愛人謂之仁。然則仁主於愛，古之通論。使其中有惡人之一念，即

不得謂之志於仁矣。』」 
 
【按】：《論語點睛》：「千年暗室，一燈能破。」 
 
◎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1。貧與賤，是

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2。君子去仁，惡
音屋

乎成名 3。君子

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4。」 
 
淺註 
1.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孔安國注》：「不以

其道得富貴，則仁者不處也。」不處，不居或為不取。富貴可得，但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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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道理，而不取。這不是普通人，而是仁人。 
 
2.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何晏注：「時有否泰，

故君子履道而反貧賤，此則不以其道得之，雖是人之所惡，不可違而去之。」

君子深知，時代有否有泰。在否閉之時，雖然履道，而反得貧賤，亦不可

違而去之。假使去之，則必去其所行之道。故君子寧守其道，而不去貧賤。 
 
3.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去，捨棄；惡，何也。君子捨棄仁，何能成就君子

之名。 
 
4.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終食之間，吃一頓飯之

間；造次，急遽、倉促；顛沛，偃仆，意即遭遇危險，甚至面臨死亡。此

即君子不能須臾離開仁之意。 
 
【按】：《論語點睛》：「此章皆誡訓之辭，若處非道之富貴，去非道之貧

賤，便是去仁，便不名為君子。若要真正成個君子，名實相稱，須是終食

之間不違，造次顛沛不違。」  
《江謙補註》：「讀不以其道為句，不以其道，而處富貴，是不處仁

也；不以其道，而去貧賤，是去仁也。去仁何以為君子？欲無終食之間違

仁，方便法門，無如念佛。念佛者，常念南無阿彌陀佛，南無譯云歸依。

阿彌陀佛，譯云無量光無量壽正覺也，本性光明壽命無量，故念佛即是念

仁，閒忙無廢，鈍慧均能。 
白居易詩云：『行也阿彌陀，坐也阿彌陀。縱饒忙似箭，不廢阿彌陀。』

念仁全憑自力，念佛兼仗佛力。故消業障，長善根，出輪迴，生淨土，利

益尤不可思議也！淨土念佛法門，若在孔子時，早入中國，必當普教修持

矣。」 
 
◎六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 1。好仁者，無以尚之 2；惡不仁者，

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3。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

不足者 4。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5！」 
 
淺註 
1.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此人以行仁為所好；惡不仁者，此人遇見不

仁之人則厭惡之。先儒亦有作一人心中有好有惡，兩說可以並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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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好仁者，無以尚之：《孔安國注》：「難復加也。」尚通上；好仁的人，

凡事皆依於仁，此是實行仁德的上等者，無人更上於他，所以難再加乎其

上。《皇疏》：「故李充曰：『所好惟仁，無物以尚之也。』」 
 
3.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厭惡不仁者的人，他的為仁，

在「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孔安國注》：「惡不仁者，能使不仁者不

加非義於己，不如好仁者無以尚之為優。」惡不仁者，雖然比不上好仁者，

但能遠離不仁者，潔身自好，而不為惡，亦得為仁。《皇疏》：「其，其

於仁者也；言惡不仁之人，雖不好仁，而能惡於不仁者，不欲使不仁之人

以非理加陵仁者之身也。」 
 
4.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有誰能在一日之間用力行仁

呢？如果有人能夠一日力行其仁，孔子未見其人之力不足。《孔安國注》：

「言人無能一日用其力修仁者耳。我未見欲為仁而力不足者。」《中庸》：

「力行近乎仁。」即力行孝弟忠信就是近仁。孝弟忠信，有淺有深，人人

可行，人人都有可行之力，所以孔子未見力不足者。 
 
5.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孔安國注》：「謙不欲盡誣時人，言不能為仁。

故云，為能有爾，我未之見也。」 
 
【按】：《論語點睛》：「『惡不仁者』，用個其為仁矣四字，便是一串的

工夫。卓吾云：『無以尚之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正是用力力足處。』『蓋

有之矣』，謂世界爾許大，豈無一日用力者，奈我未之見耳，望之之辭。

『好仁者』，就是慚；『惡不仁者』，就是愧。」 
 
◎七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1。」 
 
淺註 
1.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過，過失；黨，一作黨類，一作

朋黨講。《孔安國注》：「黨，黨類。小人不能為君子之行，非小人之過，

當恕而勿責之。觀過，使賢愚各當其所，則為仁矣。」觀人之過，能隨類

而責，不求備於一人，則知此觀過之人是有仁心之人。若不依類而責，例

如責農夫不能文書，則知此觀過者是不仁之人。故云：「觀過，斯知仁矣」。 
另解：各於其黨的黨字，先儒亦作朋黨講。《孔安國注》：「相助匿

非曰黨。」《程氏集釋》引《劉開論語補注》：「有所親比謂之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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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義解釋，人的過失，由於偏護其親友。故云：『人之過也，各於其黨。』

偏護出於私情，以私害公，故為過失。但若父為子隱，子為父隱。舜為天

子，假使瞽瞍殺人，孟子認為，舜應該從監獄中竊負瞽瞍而逃。此種私情，

順乎人倫常道，合乎仁心，為聖賢所許。觀其過，即知其仁。故云：「觀

過，斯知仁矣。」 
 
【按】：《論語點睛》：「此法眼也，亦慈心也。世人但於仁中求過耳，孰

肯於過中求仁哉！然惟過可以觀仁，小人有過，則必文之；仁人有過，必

不自掩。故也。」 
 
◎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1。」 
 
淺註 
1.朝聞道，夕死可矣：道，即是仁道；聞道，非說孔子自聞，是為一般人而

言。人在世間，須知為仁之道，方能立己立人。苟無仁道，則必害人害己。

仁道學之難，聞之亦難，縱然朝聞夕死，亦不虛此一生，否則縱壽八百年，

亦枉為人。又《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聞之更難。 
另亦有將死解釋為改過自新，就有惡行劣習死之意。 

 
【按】：《論語點睛》：「不聞道者，如何死得？若知死不可免，如何不急

求聞道；若知朝聞可以夕死，便知道是豎窮橫徧，不是死了便斷滅的。」 
《江謙補註》：「愚夫斷見，謂一死百了，不知死者軀殼，不死者性

靈也。有死而得苦十百千萬于生者，有死而得樂十百千萬于生者。不知六

道輪迴之苦，淨土無生之樂，不知孔子此言之痛切而弘深也，朝聞道而夕

死可者，聞出輪迴而生淨土之大道也。 
六道輪迴者，天人神為三善道，畜鬼地獄為三惡道。讀地藏菩薩本願

經，便知輪迴六道之無常。地獄種種慘苦之難受；讀《阿彌陀經》、《無

量壽經》、《觀無量壽經》，便知阿彌陀佛接引眾生之大願，極樂世界不

可思議之莊嚴。佛法難聞，人身難得，生死事大，瞬息無常，當以如恐不

及之心求之。若遲疑不決，以待來年，一失人身，萬劫難復，可不哀哉！」 
 
◎九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1。」 
 
淺註 
1.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讀書人既言學道，而又以惡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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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食為恥，可見其心仍在名利，志實未立，故不足與之談道。 
蓮池大師一生成功，全得力於 辯融大師的開示「不要貪名圖利」。應

受則受，不該受則不受，若講享受的，是種地獄種子。 
 
【按】：《論語點睛》：「當與『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參看，便見聖賢學

脈。」 
 
◎十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

音迪
也，無莫

音木
也 1，義之與比。」 

 
淺註 
1.無適也，無莫也：「適莫」二字，《鄭玄注》：「適，匹敵之敵；莫，無

所貪慕。」《華嚴經》引《漢書注》曰：「適，主也。」《爾雅》曰：「莫，

定也。」意謂無偏主親，無偏定疏。《澄觀疏》曰：「無主定於親疏。」 
君子對於天下人，無專主之親，無特定之疏，惟以道義是從。即不問

親疏，但以道義是親，亦即以義為處世準繩。 
 
【按】：《論語點睛》：「『義之與比』，正所謂『時措之宜』，卻須從『格

物慎獨』來。若欲『比義』，便成適莫；『義來比我』，方見『無適莫』

處。『比義』則為義所用；『義比』則能用義。『比義』則同告子之義外，

便成『襲取』。『義比』。則同孟子之『集義』
凡事皆合義，1，便是『性善』。

當與趙州使得十二時 2，《壇經》悟時轉《法華》
法達誦法華三千，六祖開示：『心

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誦經久不解，與義作仇家。』並參。」 
1《孟子⋅公孫丑上》：「『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

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閒。其為氣也，配義與

道；無是
配道與義

，餒
喪失

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
非一事合於義，而便可掩

襲於外而取之
也。』」 

2 有一僧問趙州從諗禪師：「十二時中如何用心？」趙州說：「汝被

十二時辰轉，老僧使得十二時辰。」 
 
◎十一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 1；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2。」 
 
淺註 
1.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小人就普通人而言，與在位不在位無關；《說

文》：「懷，念思也。」《段注》：「念思者，不忘之思也。」君子所思

的是道德，居處必然選擇在有仁德之人所居的鄰里。小人懷有利可圖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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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升官發財等，定居後便不遷徙，此以居處辨別君子小人。 
 
2.君子懷刑，小人懷惠：刑，典刑法則；君子有所行動，就想到是否合乎此

類典刑；小人懷惠，《中庸》：「小人行險以徼幸。」小人之行，冒險以

求其幸，不思慮後果，只貪圖眼前的小惠，就行動而辨君子小人。 
【按】：《論語點睛》：「見德者，不見有土；見土者，不見有德；見法者，

不見有惠；見惠者，不見有法。此皆獨喻於懷，不可以告人者，譬如飲水，

冷暖自知而已。」 
 
◎十二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1。」 
 
淺註 
1.放於利而行，多怨：《孔安國注》：「放

音訪
，依也。每事依利而行，取怨

之道。」《劉氏正義》引《漢書⋅顏師古注》，放
音ㄈㄤˋ

作縱字講，是縱心

於利的意思。愈縱心圖取私利，則愈損人，故召人之怨愈多。 
 
【按】：《論語點睛》：「卓吾云：『何利之有？』」 
 
◎十三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 1？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 2？」 
 
淺註 
1.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能以禮讓治國，則於國事何難之有？ 
 
2.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不能以禮讓治國，奈此禮文何？ 
 
【按】：《論語點睛》：「能以禮讓，不但用得禮，亦為得國；不能以禮讓

為國，不但治不得國，亦用不得禮。」 
 
◎十四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 1。」 
 
淺註 
1.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位，是官位。立，是在

官位而有建樹之意。勿愁無官位，但愁如何建樹；勿愁我不為人知，但可

求其可以為人知之之道。建樹不必有位，立德立功皆是；求為可知，學仁

義可耳。 
 
【按】：《論語點睛》：「此對治悉檀。亦阿伽良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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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 1。」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

「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2！」 
 
淺註 
1.吾道一以貫之：貫者貫穿，以一理貫穿萬事，則萬事皆有其理。孔子之道，

一理分為萬事，萬事歸於一理。 
 
2.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道有入世、出世者，而能一以貫之。然出世之道

非常人所能了解，故曾子以忠恕答之。何謂忠恕？漢注盡己之謂忠。己所

不欲，勿施於人，是謂恕。忠恕之道雖在世間，但近於出世之道。《中庸》

引孔子曰：「忠恕違道不遠。」既曰不遠，即是近之。近則可以由事入理，

而能一貫矣。 
 
【按】：《論語點睛》：「此切示下手工夫，不是印證，正是指點初心，須

向一門深入耳。忠恕真實貫得去，亦是有個省處，乃能如此答話，然不可

便作傳道看。顏子既沒，孔子之道的無正傳，否則兩歎『今也則亡』！
《論

語⋅雍也》：「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豈

是誑語。 
《江謙補註》：「一者不變之體，自二而十而百而千而萬，乃至無量

數，皆隨緣之用，其體皆一也。全性起修，全修顯性，故曰：『一以貫之。』」 
 
◎十六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1。」 
 
淺註 
1.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孔安國注：「喻，猶曉也。」喻，曉，即是知

的意思。君子但知公義，小人但知私利。小人所知之利，不只在錢財，一

切有利於己者，皆必為之。君子小人，一言難辨，此以公義私利說其總則

而已。 
 
【按】：《論語點睛》：「『喻』字，形容君子小人『心事』，曲

委婉，細緻
盡

其致。『喻義』，故利亦是義；『喻利』，故義亦是利。釋門中發菩提心

者，世法亦成佛法；名利未忘者，佛法亦成世法，可為同喻。」 
 
◎十七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1。」 
 
淺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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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賢人高於君子，見之者，當自思維，我

當學習，與之齊等；不賢，非謂小人，惟下於賢人而已，見之者，當自反

省，我亦如此不賢乎？於是乃能德學俱進。 
 
【按】：《論語點睛》：「方是『慚愧』二字實義，方是三人行必有我師』，

方可云盡大地無不是藥，此聖賢、佛祖總訣也。」 
 
◎十八子曰：「事父母，幾諫 1；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2。」 
 
淺註 
1.事父母，幾諫：幾，微也，人之過，在幾微發動之時，易於改正，故為人

子者，見父母之過於微起時，即當諫之，不俟形成大過。 
 
2.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若見父母之志不從其諫，則又尊敬，而

不違其諫勸之初衷，繼續進諫。然而屢諫不從，甚至受父母之怒斥，亦不

辭勞苦，不怨父母，諫之不已。或，勞者憂也，諫而不入，深恐父母卒成

大過，乃憂之而不怨。勞字兩義並存。 
 
【按】：《論語點睛》：「始終只一『幾諫』。『幾諫』只是『敬父母』，

故期之以聖賢，『不違、不怨』，只是到底『敬父母』。」 
 
◎十九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1。」 
 
淺註 
1.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方，方向，本於《玉藻》：「親老，出不易

方。」父母念子之心，無時或釋，故父母在世，子不能無故遠離，遠離須

有正常之事。或為遊子者，隨時函報行蹤，免為父母所繫念。 
 
【按】：《論語點睛》：「方，法也，為法故遊，不為餘事也。不遠遊句，

單約父母在說，遊必有方，則通於存沒矣。」 
《江謙補註》：「所事非主，所學非師，所交非友，所行非義，皆非

方也。遊必有方，所以慰親心也。」 
 
◎二十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1。」 
 
淺註 
1.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此章與〈學而篇〉同，《集注⋅胡氏》謂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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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出，先儒考漢石經亦有此章。《劉氏正義》：「案論語中重出者數章，

自緣聖人屢言及此，故記者隨文記之。《春秋繁露⋅祭義篇》中，孔子曰：

「書之重，辭之複，嗚乎，不可不察也，其中必有美者焉。」鄭注曰：「孝

子在喪，哀戚思慕，無所改其父之道，非心之所忍為也。」 
 
◎二十一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1。」 
 
淺註 
1.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人生七十古來稀，子女成

人自立，父母逐漸衰老，盡孝時日無多，是以父母之年不可不知。知而喜

者，親得壽考，子能承歡也。知而懼者，父母之年愈高，在世之日愈少，

深懼子欲養而親不在，事之愈當謹也。 
【按】：《論語點睛》：「喜懼處。正是知處。不喜不懼。便是不知。」  

《江謙補註》：「知父母恩深，生死事大，親愛別離，無能免者，安

得不懼。《大慈菩薩偈》云：『骨肉恩情相愛，難期白首團圓，幾多強壯

亡身，更有嬰孩命盡。勸念阿彌陀佛，七寶池中化生，聚會永無別離，萬

劫長生快樂。』」 
 
◎二十二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1。」 
 
淺註 
1.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古者言之不出。」《皇本》作「古之者

言之不妄出也。」《包咸注》：「古人之言不妄出口者，為身行之將不及

也。」《皇疏》：「躬，身也。逮，及也。古人不輕出言者，恥身行之不

能及也。」 
 
【按】：《論語點睛》：「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二十三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1。」 
 
淺註 
1.以約，失之者鮮矣：《孔安國注》：「俱不得中也。奢則驕溢招禍，儉約

則無憂患也。」能儉約，其失自少。《禮記⋅表記》：「子曰：『儉近仁，

雖有過，其不甚矣。』」不儉，則生活奢侈，言語繁瑣，辦事令人麻煩，

此皆不近仁，其失多矣。《程氏集釋》引《四書詮義⋅汪烜》：「約者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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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束其心，外束其身。」可參考。 
 
【按】：《論語點睛》：「觀心為要。」 
 
◎二十四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1。」 
 
淺註 
1.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集解⋅包注》：「訥，遲鈍也。言欲遲鈍，而

行欲敏也。」言語遲鈍者，不搶先說，不利口，言語似乎甚難。此是君子

言語謹慎之故。注意「欲」字，言語慎重，辦事必須敏捷，先行其言，而

後從之。此皆難能而欲能之也。 
 
【按】：《論語點睛》：「『訥言、敏行』，只是一事，觀『欲』字『而』

字便知。」 
 
◎二十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1。」 
 
淺註 
1.德不孤，必有鄰：《集解⋅何晏注》：「方以類聚，同志相求。故必有鄰，

是以不孤也。」《邢疏》以「方以類聚」是《周易⋅繫辭上傳》中文，方是

法術性行，各以其類相聚。「同志相求」是引自周易乾卦文言傳「同氣相

求」文。意為志同者互求為友，故必有鄰。亂世時，小人道長，君子道消，

一般人認為為德未必有鄰，如孔子周遊列國而道不行，德豈不孤歟？然著

書立說，有教無類，三千弟子，後世學人，皆是其鄰。故不論世道如何，

但行善德，終必有鄰，而不孤也。 
 
【按】：《論語點睛》：「千里比肩，百世接踵。卓吾云：『有一善端，眾

善畢至。』方外史曰：『此約觀心釋也。』」 
 
◎二十六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1。」 
 
淺註 

1.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釋文》：「數
音碩

，取煩瑣之義。」

《禮記⋅祭義》：「祭不欲數。」《禮記⋅表記》：「君子之交淡如水，小

人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 
君臣朋友，皆以道義結合，必須以禮節之。事君三諫不從則去，不去

則必召禍。不但諫不過三，平常亦須見之以時，不可煩瑣，否則必然召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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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友不同於事君，來往煩瑣，不致於辱，但必趨於疏離。是以君子之交淡

如水。此章須配合禮記學之。 
 
【按】：《論語點睛》：「『辱』，則不能事其君；『疏』，則不能交其友。

『不數』，正是納忠盡誼之法，非為求榮求親而已，亦非當去當止之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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