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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原文

• 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
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ru）
画。”--《论语·雍也第六》

• “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
足者。”--《论语·里仁第六》



解释一

• 冉求对孔子说：“我并非不喜欢老师讲的
道理，是我的能力不足啊。”孔子说：
“能力不够的人走路走到中间才停止，而
你却是画地自限，原地不动。”

• …有能一天致力于仁的吗？我没有见过力量
不足的。



解释二

• 孔子认为，仁德修养是内在的和个人的，
一个人在仁德修养上有差距，是可以通过
主观努力来弥补和完善的，主观努力大，
努力得多，就会有大的提高，人就会更接
近仁德，最要不得的是画地为牢，不思改
进，还以种种客观原因加以推托。其本质，
说轻了就是不自信，说重了就是不向善，
没出息。-- 引自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b3927200100dl1o.html



解释三

• 言好仁恶不仁者，虽不可见，然或有人果
能一旦奋然用力于仁，则我又未见其力有
不足者。盖为仁在己，欲之则是，而志之
所至，气必至焉。故仁虽难能，而至之亦
易也。--朱熹注



启示一

• 很多人想干一些事，想让自己得到锻炼或更充实，可是
他们却始终不敢跨过心里的那道门槛，他们往往把那道
门槛想象的很高很高，高的自己都不敢想了，觉得自己
是不行的，没那能力，不知是否有能力的人就是天生就
有的呢？我想很多人都是经过一次又一次的锻炼而把能
力收集起来的吧！很多事情还没做时千万不要说N O或
许应该想想HOW吧！事情做了你才知道自己会不会，人
是被逼出来的，不到最后关头不放弃，即使失败了，但
你肯定或多或少会得到很多，那万一又成功了呢？人们
不是常说不怕做不到就拍想不到吗？很多成功人士不也
是起先是敢于尝试吗？而或许在他们开始尝试之前也做
过心里斗争呢？或许他们也做过最坏的打算呢？（黄雪
锋）



启示二

• 学习需要坚持，要有决心，只要坚持学习，
就没有达不到的目标。如果做任何事，总
是没有意志，不能坚持到底，那样就会中
途而废，一事无成。。。。如果人人都有
了坚强的意志，那么每个人都能学习好，
成为有用的人才。--引自
http://leechunhi.blog.163.com/blog/static/7330394920091129962
8794/



启示三

• 力不足者，总是多愁多病多忧多怕：怕显丑，
怕曝光，怕吃亏，怕担责任，怕别人不知道自
已，怕别人误会、诬蔑、损害、对不起自已，
怕名不高利不大怕所得不多，没有得到的怕得
不到，已经得到的则怕失去，患得患失，或者
善善而不能为，恶恶而不能去；还有心外拜神，
拜一个高高在上的上帝，诸如此类的表现，都
是力不足的綠故。有人说，没有信心，才会信
神；不由自主，才会拜主。--引自
http://www.oklink.net/online/tougao/155391/35
9000.htm



启示四

• 走不走得到是能力问题，走不走却是态度问题。
画地为牢，裹足不前，这是知难而退，自甘堕落。
所以孔子深恶痛绝，当面驳斥冉求的说法。所谓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一个人不管做什么
那，只要肯立志，坚决地去做，做到什么程度算什
么程度，走到哪。步算哪一步。换句话说，只问耕
耘，不问收获。事实上就总会有所收获。相反，凡
事太功利主义，还没有开步就问终点何在，利益何
在，期望值太高，大迫切，往往会产生畏难情绪，
结果便很容易画地为牢，自己把自己限定在一个范
围内，甚至裹足不前，打退堂鼓了事。--
http://blog.ceconlinebbs.com/BLOG_ARTICLE_8597.HTM



大道理

•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
以语上也。”--论语·雍也第六

• 孔子说：“具有中等以上才智的人，可以给他讲授
高深的学问，在中等水平以下的人，不可以给他讲
高深的学问。”

• 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知止而后有
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
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
矣。

• “大学者，昔儒以为大人之学矣。敢问大人之学何
以在于明明德乎？”—王阳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