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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us de l’université 
de l’Anhui
安大簡

《仲尼曰》簡一（左）；
《曹沫之陳》簡一（右）



Aperçu du contenu du corpus



安大簡《仲尼曰》



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詩》云：『彼求

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禮記·緇衣》)

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教此以失，民此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

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郭店·緇衣》J17-J18)

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教此以失，民此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

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上博·緇衣》J10)



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

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

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禮記·緇衣》)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

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

是。」 (《論語·里仁》5)

何休曰：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穀梁傳·僖公

二十三年》)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

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論語·衛靈公》7)



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

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

云：『淑慎爾止，不愆于儀。』」 (《禮記·緇衣》)

司馬耕字子牛。牛多言而躁。問仁於孔子，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

訒，斯可謂之仁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

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禮記·中庸》

無稽之言，不見之行，不聞之謀，君子慎之。(《荀子·正名》)



孔子曰: 「…… 故佚諸取人，勞於治事；勞於取人，佚於治事。……」 (《大戴禮記·

子張問入官》)

故君子勞於求賢，逸於用之，豈云殆哉？ (《鹽鐵論·刺復》)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論語·衛靈公》29)

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論語·述而》30)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

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

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

手所指，其嚴乎?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禮記·大學》)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論語·公冶長》17)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論語·憲問》24)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 (《孟子·告子下》)



孔子曰：「… 故古之於盜，惡之而不殺也。今不先其教而一殺之… 」 (《孔叢子·刑論》)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論語·里仁》17)



《孔子家語·五儀解》:

孔子對曰：「…若夫智士仁人，將身有節，動靜以義，喜怒以時，無害其性，雖得壽焉，不亦可

乎！」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

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論語·憲問》17)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

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

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論語·憲問》18)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

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

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論語·八佾》)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論語·顏淵》

17)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

也！」 (《論語·雍也》11)

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

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曰，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

斯之謂與？

(《論語·季氏》11 et 12)



孔子曰：「小人何以壽為？一日之不能善矣，久惡，惡之甚也。」

（東漢）徐幹《中論·脩本》





務言而緩行，雖辯必不聽；多力而伐功，雖勞必不圖。(《墨子·修身》)







Tombe M798 de Wangjiazui 王家嘴

Jingzhou bowuguan 荊州博物館, « Hubei Jingzhou Wangjiazui 798 hao Chu mu fajue jianbao » 湖北荆州王家嘴798號
楚墓發掘簡報, Jiang-Han kaogu 江漢考古, 2023, 2, p. 5-13+2



王家嘴楚簡《孔子曰》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

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

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

人，故退之。」’ 《論語·先進》（21）)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
也。」(《論語·先進》17)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
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孟子·離婁上》)







1.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論語·里仁》（18）

2.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論語·里仁》（19）

3.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論語·鄉黨》（13）
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禮記·曲禮上》

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孟子·公孫丑下》

4.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論語·里仁》（21）

5.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論語·憲問》（33）

6.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

而無義為盜。」《論語·陽貨》（23）

7.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論語·
學而》（11）

8.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論語·里仁》（20）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

回也！」(《論語·雍也》11)



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晏

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大夫也，而難為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

(《禮記·禮器》)



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 (《禮記·禮運》 )



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孟子·梁惠王上》 )

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嘗其肉，故遠庖廚。(《大戴禮記·保傅》)

後君問於巫馬子期曰：見其生，不食其死。謂君子耶？(海昏簡《論語·知道》)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

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

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論語·陽貨》8)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論語·憲問》15)





“夏五月辛卯， 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

御書。…… 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左傳》哀公三年)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論語·子張》11)

夏，魯桓釐廟燔，南宮敬叔救火。孔子在陳，聞之，曰：「災必於桓釐廟乎？」已而果

然。(《史记· 孔子世家》)





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

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

(《左傳·成公二年》)







禮作於情或興之 (…) 或舍為之節則文也。至容貌，所以文節也。《性自命出》J18-J19





Merci pour votre particip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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