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必察焉

彭思龙

2010年4月2日



原文

• 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
– --论语.卫灵公

• 解释：孔子说：“大家都厌恶的，必须考察一
下；大家都喜欢的，也一定要考察一下。”

•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
“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
“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
之。”



两层解释

• 一是孔子决不人云亦云，不随波逐流，不
以众人之是非标准决定自己的是非判断，
而要经过自己大脑的独立思考，经过自己
理性的判断，然后再作出结论。

• 二是一个对象的好与坏不是绝对的，在不
同的地点，不同的人们心目中，往往有很
大的差别。所以孔子必定用自己的标准去
评判他。



众恶之人

• “众恶之”通常有两类：

– 第一类人：遭恶者是奸佞之人，奸诈邪曲，恶
贯满盈，臭名昭著，众恶之可也。

– 第二类人：遭恶者是能人，鹤立鸡群，才高傲
世，特立独行，不容众俗，不被世人所识，以
大义冒不违。这类人易犯众怒，耿介正直，不
善保护自己，极易遭受“众恶之”的局面。

• http://www.yiyuanyi.org/gxrm/jdjd/200906/22_14545_
2.html



众好之人

• “众好之”亦有两类人：

– 第一类，众誉者是坏人，乡愿类的好好先生，
没有是非原则，遇事左右逢源，逢人歌功颂德，
更有甚者，蒙蔽上听，结党营私，善于钻营，
串联勾结，邀功请赏，或心怀叵测，另有图谋，
这类人极易得到众口一辞的称赞。

– 第二类，众誉者是好人，遇事勤勤恳恳，为人
忠直宽厚。“居之不倦，行之以忠。”多种美
德集于一身，敏于事而慎于言，有口皆碑，众
口称誉，但这类人不会钻营，不善曲意迎合。



原因

• “民无常心，唯惠是怀。”民心可收买，
可欺骗。但凭众口毁誉论定人事，有可能
颠倒是非贤愚。

• 居此星球者，史之久地之广又普遍巧于琢
磨人情世故者，惟有中华，故世情特为复
杂多变，格外需要细察明辨，才能少上
“众好”“众恶”的大当。
– http://www.confucius2000.com/confucius/lyyslsc
sp.htm



原因：闻道

• “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
若之；下士闻道，大笑之。”—老子

• 人无贵贱之分，而人的境界确实不同。同
样的道，人的境界不同，理解就会不同，
结果更是不同。如果仅凭自己已有的知识
去看待任何问题，确实是有问题，甚至是
会出问题。
–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fce50b0100089
w.html



例子

• 农村种粮，基本上一窝蜂：种西瓜全部种
西瓜，棉花全部种棉花。。。

• 因此导致粮食行情呈周期性变化。

• 养猪也如此。



类似思想

• 《小窗幽记》曰：

• “至音不合众听，故伯牙绝弦；至宝不同
众好，故卞和泣玉。”

• 最绝妙最完美的音乐不被众人欣赏，所以
俞伯牙在钟子期死后就把琴摔了；最珍贵
的宝贝不能被一般人发现更谈不上受众人
喜爱，所以卞和在荆山下抱着玉璞痛哭。
– http://tanming.blog.hexun.com/42472637_d.html
（一炒股文章）

http://tanming.blog.hexun.com/42472637_d.html


岳飞

《小重山》

昨夜寒蛩不住鸣。惊回千里梦，已三更。
起来独自绕阶行。人悄悄，帘外月胧明。

白首为功名。旧山松竹老，阻归程。欲将
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科研之道

• 选题不就热

– 不追逐热门（众好之题），热中有冷

• 选题不怕偏

– 不惧怕偏题（众恶之题），冷中有热

• 必察焉

– 选题原则：只看问题本身，问题有意义课题就
有意义，问题很重要，课题就很重要。关键是
‘察’



再注

• 热中有冷
– 因为突破，才热

– 竞争激烈，资源恶化

– 自然规律，热后就是冷，不能持久：英语，软
件，计算机，财会，集成电路，数学。。。

• 冷中有热
– 众人有盲点

– 甘于寂寞

– 10年后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