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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规矩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

在《孟子·离娄上》中，孟子开门见

山揭示了规矩的重要性。“离娄之明，公

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

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

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离娄，相传

是黄帝时期目力极强的人，能于百步之外

望见秋毫之末。公输子，即公输班，又叫“鲁

班”，古代著名的能工巧匠。师旷，春秋

时期晋国著名音乐家，辨音力极强。孟子

强调，即使以离娄的视力，公输子的技巧，

如果不用圆规与曲尺，也不能准确画出圆

形和方形；即使有师旷的听力，如果不按

照六律，也不能校正好五音；即使有尧舜

的学说，如果不行仁政，也不能治理好天

下。孟子从成“方圆”的“规矩”、正“五音”

的“六律”，引申出治理国家也要有规可循。

在孟子心中，治理国家最好的规矩是

效法尧舜的“先王之道”，实行仁政。他

强调，仁政的关键在于“行”。无论多好

的治国理念，如果君王只有仁爱的心而不

行先王之道，就不能达成仁政。只有良法

而无具有德行的人来实施，好制度也难以

真正发挥作用。让不仁的人处于统治地位，

只会把他的恶行传播给百姓。

没有规矩会如何？《孟子·离娄上》

中道：“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

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

国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

不多，非国之灾也；田野不辟，货财不聚，

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

丧无日矣。”在孟子看来，如果国家治理

没有道德规范和规章法度，朝廷不信道义，

工匠不信尺度，官吏触犯义理，百姓触犯

刑律，国家还能生存实在是侥幸。相比于

经济发达、军事强大，礼义、教化和先王

之道对国家更为重要。

学规矩

人人皆可为尧舜

孟子强调，必须按照规矩的标准做人

做事，主张规矩不能随意改废。他举例说：

“羿之教人射，必志于彀；学者亦必志

于彀。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

规矩。”只有坚持按规矩做事，才能取

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学规矩该用什么方法？公孙丑苦于入

孟子，战国时期邹国（今山东邹城）人，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经典著作《孟

子》是孟子言论的汇编，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编写而成。

孟子以“性善论”为理论基础，提出“王道”“仁政”的政治学说，倡导“民贵君轻”

的民本思想，希望构建一个良好的社会政治秩序。因此，《孟子》中有不少关于规矩的论述，

体现其规矩之道。

《孟子》中的规矩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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