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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子平『父兄訓』之研究（三） 

—以「八德」教育為中心— 

馬耀輝 

淡江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副教授 

 

摘要 

江戶時代的武士林子平（1738～93）寫了「父兄訓」，強調父兄在

家中的「八德」—孝、悌、忠、信、勇、義、廉、恥—教育之重要性，

也是他教育思想的核心。他告訴「父兄」要知曉「八德」、以身作則、

諄諄教誨這八種德目於子弟，培養賢良人材以改善社會風氣。其思想

內容與視野具有時代先驅性與超前性。至於對現代有何啟示，有待更

進一步的研究。 

 

關鍵詞：林子平  父兄訓  八德  家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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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f Hayashi Shihei’s “Fukeikunn”(3): 
Focusing on “The Eight Virtues” 

Maa, Yaw-Huei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Japanese, Tamkang University 

 
Abstract 

A samurai in Edo period, Hayashi Shihei (1738~93) wrote 
“Fukeikun”-lessons of education for fathers, stressing the importance of  
“ The Eight Virtues”, which includes filial piety, fraternal duty, loyalty, 
sincerity, courage, justice, sense of honor and sense of shame. Hayashi 
Shihei told fathers to practice what they preach, also to give instructions 
about these eight values to the younger one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social 
value system. His ideas and vision was pioneering and went beyond his 
times. As for the inspiration of our modern society, more research should 
be conducted on it. 
 
Keywords: Hayashi Shihei , Fukeikun , The Eight Virtues ,famil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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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子平の『父兄訓』の研究（三） 

―「八徳」教育を中心に―  
馬耀輝 

淡江大学日本語文学科准教授 

 

要旨  
 本文は仙台藩士林子平（1738～1793）が 1786 年に書いた『父兄

訓』の「八徳」教育について探究したものである。その中で、彼は

教育の核心的部分たる「孝悌忠信勇義廉恥」の重要性を強調し、父

兄が自ら「八徳」を取り行うことと教え諭すことを以て子弟を育て

ることを呼びかけている。「家」、「国」そして「天下」を視野に、

家庭内の教育によって世の中のエートスが変わるという点において

時代に先駆け的な内容だと言えよう。 

 

キーワード：林子平 父兄訓 八徳  家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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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子平『父兄訓』之研究（三）  

—以「八德」教育為中心— 

馬耀輝  

淡江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副教授  

 

1.序論  

1.1 先行研究回顧  

    江戶出身的仙台藩武士林子平（1738～1793）以其『三國通覽圖

說』、『海國兵談』等著作而知名，尤其是畢生大作『海國兵談』，使

他成為後人所推崇的「兵學」思想家、經世論者。  

    也因此，以往他的論著常常以他是「兵學」思想家的立場，從

「兵學」思想的脈絡受到學者的研究關注，以及從儒學思想的脈絡，

探究其相關性。
1 

儘管『海國兵談』的確是一本從海防到內政的制度改革論著，然

而細讀之後就會發現不能單單以「兵學」的角度去理解。事實上，在

他的「兵學」思想、經濟政策改革思想中，還有更核心的東西—教

育，這個牽涉到人的精神層面、智德層面的變革思想也是值得關注。

這也是為何研究日本近代化的筆者會持續深耕他的思想探究。  

不過，在先行研究中特別針對他的教育思想做探討的，以筆者管

見所及，可謂寥寥無幾。例如平重道雖然將林子平的思想納入視野考

察，提供後學很多參考價值，但是仍不脫「兵學」思想的研究脈絡，

也沒有太多著墨於教育思想，針對『父兄訓』也只是在最後的「拾遺

條條」中有 7 頁左右，以重點引用式敘述，顯得簡略、缺乏深入的探

討。 2 

而若說有觸及『父兄訓』內容且展開一些論述的，有一篇刊登於

昭和十五年『仙臺鄉土研究』的演講稿「林子平先生與父兄訓」。但

                                                      
1
 馬耀輝，《林子平の社会倫理思想の研究》（台北市：致良出版社，2008 年），  

  頁 1-3。  
2
 平重道，《林子平  その人と思想》（仙台市：宝文堂出版，1977 年）。馬  

  耀輝，《林子平の社会倫理思想の研究》，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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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篇演講稿只是歸納、羅列出了二十二項教育目標，是斷片的引

用，沒有整體的觀照與理解。
3 

1.2 研究動機與目的  

有鑑於此，筆者在完成有關林子平的社會倫理思想之研究後，就

想在既有研究基礎上，從教育思想的角度再次研究林子平，此時發現

『父兄訓』裡面有豐富的思想內容值得探討，於是開始研讀並有系統

地撰寫論文，本篇為系列之作的第三篇。
4 

    繼『父兄訓』中有關「父兄之過」、「教子之道」的探討後，本篇

聚焦在「八德」教育—他最核心、根本的關注，做初步的耙梳與理

解。  

 

2.本論  

2.1 從「第一上書」到『海國兵談』  

在進入正題之前，有必要回溯『父兄訓』以前的論述，了解他一

以貫之的教育改革思想脈絡。  

首先是 1765 年呈給仙台藩第 7 代藩主伊達重村的「第一上書」。

當時正是寶曆大飢饉爆發後、仙台藩的財政更加困窘之時，年方 28

歲的他在上書中批判藩的財政問題、武士風氣的敗壞、武備的廢弛，

提出了刷新政治的建議。然而他舉出匡正時政的第一要務卻是「學

政」，意即人才培育的教育舉措。  

他認為政治良窳的根本在於為政者，特別是他們的才智。在他眼

裡，武士們「不學不術」，換句話說就是不讀書、不求學問，所以治

理無「方」。而且教學現場的教育方式以「講釋」為主，無益於實

用。所以他的處方箋是「博覽群書」，換句話說就是讓武士們多讀書

則「知和漢古今治亂興廢損益得失」。他認為：「於學校所置入大量書

                                                      
3
 鈴木榮一郎，〈林子平先生と父兄訓（上）〉《仙臺郷土研究》，第十卷第十號，

1940 年 10 月，頁 13-14。  
4
 馬耀輝，〈林子平『父兄訓』之研究（一）—以「父兄之過」為中心〉《淡江日

本論叢》，第三十一輯，2015 年 6 月。馬耀輝，〈林子平『父兄訓』之研究

（二）—以「教子之道」為中心〉《淡江日本論叢》，第三十八輯，頁 97-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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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讓武士們「廣泛閱讀」，「自然才智生」，就是「學政之主意」。

具體作法包括設置圖書館、廣蒐各類書籍、設置讀書小間，甚至半強

迫地要求武士們都要去讀書。
5 

其次是「第二上書」，時間是 1781 年。十多年間奔走江戶、蝦夷

地、長崎等地以及與荷蘭人接觸之後，他已經 44 歲，開始撰寫『海

國兵談』。但是重視教育、人才培育的觀念依舊是這次上書的重點。  

上書中有不少篇幅在論述「致富」，他建議的方法有土地的利

用、包括女性在內的勞動力總動員制、藩的專賣制度等，但是這些都

只不過是手段而已。殖產興業帶來財政潤澤的目的還是為了教育：成

立學校、充實教育內容、培育大量人才。  

值得留意的是，他在上書最後揭櫫了一個教育振興的終極目標：

透過教育讓人才輩出，使「國風一變」、「日本無雙之文武國」出現。

雖然他指的「國」可能只是仙台藩，但即便如此，透過振興經濟、培

育人才而改善社會風氣的觀念已隱然而生。
6 

1786 年，他完成了『海國兵談』與『父兄訓』。就在前一年的

1785 年，48 歲的他又呈上了兩篇：「第三上書」與「富國策」。在上

書中，他仍然強調「富國」的重要性，具體的作法包括地方特產、手

工藝品的開發‧增產‧流通以增進收入，但是目的在於「文武兼備之

大學校」的設立，並稱此學校為「國之寶物」，依然是教育的振興。  

至於「富國策」，雖然也是富國的獻策，然而在說明貧富之不同

的地方，他的重點還是「人」。他認為貧富的問題出自由上而下人人

是否以「信義」為本而行動，社會上是否多有「文武兩道皆優，德望

具備」之人才。換句話說，在他的觀念中，透過教育培養越多德智兼

備的人才，各個應其職分而努力使社會富足，富國就得以實現；反

之，則陷於貧困。至此，允文允武的人才，特別是有品德的人才與經

濟、社會的關聯性，這種思惟已經躍然於紙上。 7 

到了『海國兵談』，誠如明治政府成立後的首任文部大臣森有

                                                      
5
 馬耀輝，《林子平の社会倫理思想の研究》，第二章。  

6
 馬耀輝，《林子平の社会倫理思想の研究》，第三章。  

7
 馬耀輝，《林子平の社会倫理思想の研究》，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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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在他 14 歲時讀到此書而啟發了他對西洋學問的學習，雖然被幕

府禁刊，然而書中海國日本的觀念、為防禦經由海路入侵的外敵而強

調海防、為強化海防而制敵於海上的大砲與軍艦的建造、乃至於為此

而加強軍事訓練、種種陣法、聚居城下的武士回歸土地等改革構想，

對於當時而言都是新觀念。  

但是，強調博覽群書、文武兼備與文武兩全的人才培育，還是此

書的重點。透過教育，不只是能培育「通達和漢古今之事情，知曉損

益得失」之人才，主君的「不智、不術、不德」與臣下的「不忠、不

義、懦弱」，甚至對於「國政」、「經世濟民」、「治國安民」的社會風

氣之重整，才是根本之道。
8 

綜上所述，除了地理方面的著書外，從「第一上書」至於『海國

兵談』，說這些論說的核心關注是教育、「兵學」思考的底蘊是教育思

想應不為過。然而，這些論著提供吾人對他教育思想的理解難免有所

侷限與不足，無法綜觀全貌。例如，為何半世紀多的人生中念茲在茲

的是人才，一直不斷強調教育的重要？如此重視教育的他，又是認為

人才應該如何培育？『父兄訓』也許可以提供解答，讓吾人更加了解

他教育思想的全貌。  

2.2『父兄訓』撰寫動機與目的  

首先，從自序可知，在林子平眼中，「子弟今多長成無賴無禮」

乃至「其子也無賴，其孫也無禮，繼之曾孫玄孫也無賴無禮」、「世上

心懸以孝悌忠信勇義廉恥之八德為宗之子弟少」，「故五倫漸壞亂、不

堪入目之家族，世中多見」。他對此感到「悲傷憂慮」而撰寫『父兄

訓』，要「為世之為人父兄者示子弟之教法」。  

自序中也提及撰寫的目的，就是「揭示子弟之教法」以及「父兄

讀此書而知子弟之教法而教育子弟」、「後之子弟漸知孝悌忠信勇義廉

恥」、「世上子弟多知此八德，此多數中後秀賢良之上才出現而世多賢

良之人」，於是「無賴無禮之風俗一變而忠孝文武之業盛於世中」。  

但是，為何他必須透過『父兄訓』提示「子弟之教法」？因為第

                                                      
8
 馬耀輝，《林子平の社会倫理思想の研究》，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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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中說到：「不知教子之道也」。在他看來，「為人父兄者」犯了三

個錯誤：「不知八德」、「姑息之智」、「教訓之詞」。  

關於第一點，與他「不學不術」的觀察似有呼應之處，就是他在

自序中所言，「異國」、「我國」教誡子弟之書雖多，「為人父兄者未得

傳授子弟之教法於其祖而長成，父兄各自亦不知授其書（教誡子弟之

書）於子弟」。
9換句話說，身為教育子弟者可能不知有「書」也怠於

讀「書」，所以不知如何教導。於是，就用了第二點或第三點的教育

方式：對子弟寵溺有加或責罵敲打，都造成負面的影響與結果。 10 

2.3「教子之道」  

    究竟，林子平認為的「教子之道」為何？在『父兄訓』中，他論

述了胎教、男女有別、遵從尊長、端正舉止、交友、求勝心、粗衣粗

食、忍耐、健康、恆心、茶道、猿樂、學問、武藝、奉養老親、儉約

等。即便是以今日之觀點，亦可看出這些皆為父母在日常生活中要教

育孩子養成的態度、習慣。  

然而，在林子平的教育思想中最根本、也是他最強調的是「八

德」教育。他在自序中就點出社會上形成「孝悌忠信勇義廉恥之俗」

的重要性；第一條即直指教導子弟知曉「八德」為教育重點；到了第

五條更明示「八德」教育為第一優先，認為子弟若未養成「孝悌忠信

勇義廉恥」的心性，則導致「人道不立、一身不修、持身難以入目、

萬事任性胡為」。因此，首要教導「八德」，「立身」之後是「德術」

其次才是「才力」；應以「八德」為「土臺」（根基）而教導。可見，

他的「教子之道」是「八德」為主，並輔以上述那些生活態度與習慣

的教導。  

至於要如何教導「八德」？既然他批評不知如何教導的過失之一

是「不知八德」，首要之務自然在「知」。他在第九條提出了「父兄無

怠於讀書習字及文武諸藝」，還認為應該「身自取行」（身體力行）。

                                                      
9
 他所言不虛，江戶時代育子書不少，參看山住正己、中江和惠編注，《子育ての

書》123（東京都：平凡社，1981 年）  
10

 馬耀輝，〈林子平『父兄訓』之研究（一）—以「父兄之過」為中心〉。《淡  

  江日本論叢》，第三十一輯，頁 4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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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以身作則讓幼兒模仿，「何事皆以父兄之所為做範本，如

斯，為子弟者自然謹記八德及文武諸藝，此為不打不罵，身教引

導」，他稱之：「是為德行也」。  

其次，教導的方法很簡單，就是「曉諭孝悌忠信勇義廉恥八德，

使兒心領會孝悌忠信勇義廉恥八德為人之根本」。這樣的教育方式在

『父兄訓』中反覆出現，也用在日常生活上對於態度、習慣的教導。

這種曉諭式溫和的教育方式，其實在江戶時代的育子書中也都多有所

見。
11 

    然後，教育時機的把握也很重要。他在第二條開頭就說：「人有

子弟而安心期盼者，迄其子弟十一二歲也。既至十三四歲漸習惡行而

漸次增長之故，至此始生不安之思、始起不樂之心，言其子弟為勞苦

之種，或云其子弟厭惡之至，有子弟而實安堵之父兄無」。為何會如

此？  

    他的認知是：「人之出生以迄十一二歲，依其天性無貨與色之慾

情。無慾情故而率真也，以率真故只以父兄為依，何事皆以父兄為

賴，何事皆從父兄命令，故父子兄弟相知不齟齬，不齟齬故相和睦、

相親愛也」。所以提醒在此之前沒有實施「八德」教育，子弟「只放

任年齡相應之慾情而行事」。
12 

2.4「八德」的教育內容  

    既然「八德」教育如此重要，「八德」是哪八種品德？「八德」

教育的具體內容又為何？他在『父兄訓』四十六條項的論述之後，附

加了「學則」，簡明扼要地條列出重點與說明。  

2.4.1「孝」  

他對「孝」的定義是「事親之道」，意即「無不敬無禮之言詞、

無不敬無禮之所為，其身之行作正直使親心安堵也」。 13這裡所強調

                                                      
11

 小泉吉永，《「江戸の子育て」読本》（東京都：小学館，2007 年），頁 41-48。  
12

 馬耀輝，〈林子平『父兄訓』之研究（二）—以「教子之道」為中心〉《淡江日

本論叢》，第三十八輯，頁 92-120。  
13

 山岸德平、佐野正巳編著，《新編  林子平全集 3 經世》（東京都：第一書房，

1979 年），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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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無不敬無禮」之言行態度，在『父兄訓』中常常以「父兄」自己

的身教如何而被提起、諄諄告誡。  

他在第一條就指出很多為人親者因子弟的「無賴無禮」而不安、

心情鬱悶；第二條更點出子弟的「不敬無禮」是「父兄」調教無方所

致。到了第四條，明確地究其原因是不知有教誡童子之書、亦不曾以

此數書教授於子弟，致使為人子弟者不知子弟之分際而如「育犬」般

被養大，故而對「父兄」有種種「不敬無禮」之言行，他說「其根本

為父兄者手作之過也」。  

在他看來，如同第十五條所言：「為人子者對父親若有不敬無

禮，名之為不孝」，「是為子弟之大罪」；而造成子弟如此罪孽的「其

實是為人父兄者不知教導子弟之道，是造出罪人也」，並說出：「是即

不教而是謂之賊」的重話。  

    第十九條除了延續十五條的論述之外，他還推衍至於君臣：「子

之惡是父之惡也，弟之惡是兄之惡也，臣下之惡是君之惡也，若臣下

有惡行，君應先自慎，是知本也」。
14 

由以上的內容可以看出他對「孝」的重視，從「父兄」自身對雙

親的「無不敬無禮」之言行做起，以此教導出「無不敬無禮」言行之

子弟，而且擴及主君、臣下本身「無不敬無禮」言行之自省。  

值得注意的是，他將「孝」放在第一位，「悌」放在第二位，有

別於武家社會對於「忠」的重視。這樣的重視程度似乎意謂著他的思

想中蘊含了要從武家社會最基本的「家」開始，根本改革、重建社會

倫理風氣的意圖。  

2.4.2「悌」  

    前項提到的第十五、十九條中，也一併言及「弟對兄若有不敬無

禮之言行，名之為不悌」，同為「子弟之大罪」，其原因也是出在為人

兄者之惡言惡行，應先自我警惕。  

但是林子平為何繼「孝」之後著墨於「悌」，定義為「敬兄愛弟

之道，且順從長者之道也」，並解釋說：「兄固不待言，對年長於己之

                                                      
14

 同前注，頁 99-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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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兄同樣敬重，能順從之謂」，而「所謂順從，即行走、坐臥、乃

至於飲食等，不忘禮讓，遵守順道之事，對年幼於己之人與弟同樣看

待之事也」？
15 

第十一條或可窺其究竟。他先提示：「成為人兄者愛其弟、教其

不知、補其不足、憐愛和睦之事，兄之秉性也」，但是他似乎看到很

多並非如此的現象：「然世上之兄多不知（此）道，故以弟為嘲弄之

物，以耍猴對待者多。然是之故，其為人弟者亦不知敬兄之事，反而

怨怒，兄弟生不和，其樣甚不堪入目也」。  

究其根源，雖起自為人兄者之嘲弄，但為人兄者之嘲弄自何而

起，依然是「全由父親教導欠佳，不教為人兄者之道於為人兄者之事

所起也」，
16 仍舊是父親的教育責任。  

看來，「悌」的教育在他的想法中，是從家庭中教導兄弟之間的

敬愛、禮儀、謙讓做起，養成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去對待社會上其他

長者與後輩的態度與作為。在這裡，我們可以察覺他的視野與關注並

不侷限於家庭，不只是兄弟齊心、家和事興而已；甚至跨越血緣關

係，擴及於對社會上其他人之間的「悌」—在家庭中養成，再從家庭

延伸出去到對待別人，整體社會倫理風氣之改善。  

2.4.3「忠」  

說到「忠」，讓人聯想到武士道重視的忠君精神，身為武士一員

的林子平，他對於「忠」的定義自然不脫忠於主君的內涵，但是他還

有別的解釋。他說「忠」是「事君之道，且與朋友以信義無偽而交之

事也」，進一步說明：「盡己之謂忠。事君而死亦盡己也。於朋友有

信，亦盡己也。此故，士為知己者死，所言皆是忠也」。 17 

『父兄訓』裡對於「忠」並沒有具體說明，只能從此字面推敲其

含意。首先，「盡己之謂忠」沿襲程朱的話語，所要求的包括個人內

在的省察—是否竭盡心力，去為主君「奉公」、對待朋友誠心誠意沒

有一絲欺騙，而且是一以貫之的，雖死無憾。  

                                                      
15

 同前注，頁 115。  
16

 同前注，頁 103。  
17

 同前注，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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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從「盡己」地「事君」、以「盡己」的誠信、無偽與朋友

交、甚至對於「知己者」盡心盡力而犧牲性命，可以看出林子平注重

的「忠」是在對他人關係中的持心之道—盡全力毫不保留的心態。  

這種「忠」的教育落實到日常生活中，或許就像他在第八條「對

每事不致惜骨」、第二十六條「嫌厭惜骨」的告誡，強調從對人對事

中從小養成全心全意、貫徹到底的心態。  

2.4.4「信」  

繼「忠」之後是「信」，林子平這樣的安排似有其深意。若前項

的「忠」是起自內心的持心之道、顯露於外的精神態度，「信」就是

衡量其做人處事的尺度。他說「信」是「每事無虛事虛言，以實事為

宗旨之事也」，「上自天子下迄庶人，若有信則人服，若無信則人背。

人無分貴賤，勿有失信之事」。
18 

也就是說，言而有信或無信，端看言之以有實或無實，若是無實

則是虛言、假話；同理，對事是否務實或虛浮、華而不實，就可以映

照出其人內心真誠與否，因此而得到別人的有「信」或無「信」。而

且，最後一句「人無分貴賤，勿有失信之事」，提醒任何人無「信」

則不「立」。  

所以，當人「服」或人「背」這種人際關係的情況出現時，不論

在對事或待人上，彰顯在別人有「信」或無「信」的是自己具不具備

立身於世的持心之道—誠、實與否，足以檢驗「人之土臺（根基）」

已「立」或未「立」。  

2.4.5「勇」  

相較於上述四項與待人、對事有關的心態，以下四項與個人心性

有關。排在此四項之首的是「勇」，他的定義是「義之相對，勝氣之

事也」，「文武諸藝、心術心法，若無勝氣，皆上達成就遲也。應知勝

氣為萬能上達之基」。 19 

這樣的含意與武士道講求的武勇很不一樣。武士的勇氣常常表現

                                                      
18

 同前注，頁 115。  
19

 同前注，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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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衝鋒陷陣、馬前裹屍、效死於主君之前；但是他將「勇」界定為

「義之相對」的「勝氣」，也就是不服輸、努力的氣質與性格之意。

若與相對應的第六項「義」結合來看，就是對於判斷是正確、決定去

做的事情，就要堅持努力下去的心性。  

『父兄訓』第二十條是這樣說的：「教導子弟，應灌輸其旺盛氣

象（性），鼓漲勝氣而勤勉於文武之藝」，又說：「但勿鼓漲忍耐之勝

氣於無道理之事，只針對文武之藝與公務、義理」。第二十九條也提

到教導子弟要讓子弟「知曉勝氣為文武之藝上達之根本」。
20 

林子平當時所處的年代承平已久，武士之「勇」也隨時代改變，

用在對於習文、練武的自我要求上，努力以臻精進；從事公務的職責

所在時、面對決斷道理的正當性、人與人之間的道義之際的正確堅

持。  

2.4.6「義」  

若說前項的「勇」是堅持進步、努力正道的心性，如何判斷正確

與否則有賴「義」的心性。林子平說「義」是「勇之相對，截斷之心

也」，「憑道理決定而無猶豫之心是謂。應死之場死，應討（伐）之場

討也」。  

所謂「截斷之心」，從他「憑道理決定而無猶豫之心」的解釋推

論，意思應包括兩部分：「思辨符不符合道理」與「據以下定決心與

否」。 21 若是不符合道理，果決地「割捨」；若是符合道理，毫不遲疑

地身體力行。所以才會即便是「應死」、「應討（伐）」，也會做出相應

的決定。  

這樣看來，在他的觀念中，「義」的教育包含的不只是養成心

性，也包含了培養根據理性思考而做出正確判斷的能力，以及根據判

斷而決行的能力。只不過教育的對象是十一二歲前的孩童，猶如白紙

一般純真、無邪，如何有分辨是非對錯且即知即行的能力？此時當然

需要「父兄」的身教引導，自不待贅言。  

                                                      
20

 同前注，頁 105，107-108。  
21

 同前注，頁 11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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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廉」  

第七項的「廉」與第八項的「恥」相對應，他的定義是「有棱有

角不妥協，端正之事也」，解釋為「每物清高、整潔、正當、無無作

（不合禮儀）之心，應捨即捨，不應取則不取之類也，恥之相對

也」。
22 

如果對照下一項「恥」的定義，就可以發現他對「廉」的定義與

說明，其實就是透過教育養成「自律」、「自制」的精神。他在『父兄

訓』中不斷耳提面命的，例如，第二條就說到知「八德」、心繫「八

德」則不受私慾驅使，而能「不貪貨」。第七條論及「家中禮儀」

時，有告誡「買食」、「好食」。第十八條講到讓子弟「粗衣粗食」，養

成忍耐、克制欲心。  

到了第二十二條，提出了「克己復禮」的心法。他似乎看到很多

人：「讀書多、亦知事物、講經書、善詩文者，有浸淫酒色，有使其

子為惡人者，有貪貨者，若偶有清廉潔白者，卻疎於今日之人事，不

諳人際交往者多矣」。第二十六條把「貪金銀」、「好吃喝」、「好女

色」、好美服」、「好逸樂」、「嫌折骨」等，都列舉為自私任性之欲心

所顯現的行為，強調「克己復禮之心法，今日人間之急務」。
23 

可見他「廉」的教育，無非是由日常生活中，以「父兄」的身教

為模範，訓練子弟克制慾望，養成廉潔、清白的心性。  

2.4.8「恥」  

也許是看了很多任性胡為的子弟，覺得丟臉，『父兄訓』中也常

提及知恥、不受辱。像第二條也說到知「八德」、心繫「八德」則不

受私慾驅使，而能「知恥」；但是不知「八德」，「成長於姑息之愛，

育成滿滿任性之子弟，不知忠孝、不知義理、不知羞恥」，所以「只

放任年齡相應之慾情而行事，流於色、貪於貨、損忠孝、恥亦不以為

恥」。 24 

所以他說「恥」是「知辱而不做任性胡為之事也」，「每事不可有

                                                      
22

 同前注，頁 116。  
23

 同前注，頁 100-107。  
24

 同前注，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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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鄙迷戀之所作受人嘲笑，不可有齷齪膽怯之所為受人輕蔑，持心以

清正之事也，廉之相對也」，
25 雖然是強調眾目睽睽之下的「他律」

約束，但是教育的目的是在尚未自取其辱之前，瞭解自身言行是會招

致他人鄙夷而先端正自己。  

    值得注意的是，不是只有子弟要有「知恥」的教育。他在第三條

把不知如何教育或沒有做好教育，導致子弟的善惡或臣下的善惡，都

會讓人知道「父兄之賢愚」、「主君之賢愚」當做指標一般，直言「恥

之、恥之」。另外，在三十一條、三十三條，也有相同的告誡。  

    也就是說，子弟教育不好、臣下素行不良，也都是「父兄」、主

君的恥辱；但是，『父兄訓』教誡的對象是「父兄」，強調身教，「父

兄」、主君自己本身的一舉一動也是會自取其辱，所以第三十一條最

後要求「父兄」必須努力「顧身」而「教養子弟」，
26 換句話說，身

為君長者自己本身的「教育」也很重要。  

2.5「八德」教育的必要性  

瞭解了林子平的「八德」教育後，接下來要問的問題是：人為何

需要「八德」教育？  

    第一，人的慾望需要「八德」教育的克制。他在第一條就提出

「十四五歲漸起色心貨心」的觀點，緊接著在第二條後半段又再提及

「自十三四五歲貨與色之慾情起，僅肉身血氣之私心增長，既有肉身

血氣之兆而後欲求者，貨與色也」。雖然他認為「是年齡相應之慾

情，誰人皆起之事」，但是他也提醒在本能性慾望生成前沒有「八

德」的教育，子弟將會「只放任年齡相應之慾情而行事」。  

    也就是說，進入叛逆的青春期，隨著身心的改變，慾望的增強是

人所共見的。在此之前若施予「人道」、「人之根本」的「八德」教

育，就會「心繫義理與羞恥」，「不隨私慾驅使」，「瞻顧行事」，所以

「不流於色、不貪於貨、知羞恥、不欠義理，故不陷於無賴放蕩」。
27 

                                                      
25

 同前注，頁 116。  
26

 同前注，頁 100-101，108，109。  
27

 同前注，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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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他看來，社會現實似乎不是如此。在無「八德」教育的

情形下，子弟進入「十四、五、六歲後，色心、貨心漸起」的階段，

「與無賴之人交」、「被導入遊里」、「又陷於博奕」、「或見慣聽慣遊山

遊興誹諧長歌」等社會的習染而變成「無賴無禮」。在第一條他說很

多「為子弟苦心鬱悶」的例子；第二條也說：「人有子弟而安心期盼

者，迄其子弟十一二歲也」，子弟超過十一、二歲後好像有不少「父

兄」心中不安的現象：「既至十三四歲漸習惡行而漸次增長之故，至

此始生不安之思、始起不樂之心，言其子弟為勞苦之種，或云其子弟

厭惡之至，有子弟而實安堵之父兄無」。
28 

    第二，「人道」不立，學問、武藝也不成。他在第十三條中說：

「人與生俱來雖有才鈍，但不論才鈍與否，人之根本，八德也。有八

德，今日之人道立。人道立，其後文學武藝應其才、應其年而教之，

是教導子弟緊要之心繫」，
29 所以說，「人道立」乃是學文、習武之前

提條件。  

    到了第三十四條，他還是強調「教子弟，以八德為土臺（根

基）」，「心不放縱、勤勉於博覽、不侮世人、不成柔弱、不失威權、

不拘泥於理、不流於詩文、不失勇氣、不成陰氣、不成偏唐、不嫌日

本、不好異形、不好美麗、不亂姿態，武士致力武藝，兼而略知天文

地理，又知茶道猿樂」。 30 換句話說，基礎穩固了，才能心無旁騖地

精進學問、武藝。  

2.6「八德」教育的可行性  

2.6.1「人非生而愚蠢」  

瞭解林子平為何要主張「八德」教育後，還有一個疑問需要釐

清，就是對他而言為何「八德」教育，尤其是在幼少期實施「八德」

教育是可行的？   

    首先是他在第三十一條開頭說的「人非生而愚蠢」這個觀念。他

認為偶有愚蠢小兒皆因疾病而心氣鬱塞所致，百人中有一人。但是

                                                      
28

 同前注，頁 99-100。  
29

 同前注，頁 103。  
30

 同前注，頁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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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無愚蠢之理，見小兒之本然而知，所有小兒至七八歲，以天然之

良智、無姦邪之慾心，故其心氣健而伶俐也。八九歲以上之人，心地

生而至模仿他人」；然而生來伶俐卻習染「父兄」的「無賴無能無禮

節」而「隨之始成愚蠢，又自十四五歲起色貨之慾心，終成惡業而亡

身」，結果導致「子孫相傳皆多成愚蠢者」。
31 

    所以，正如他在第二條說的：「人之出生以迄十一二歲，依其天

性無貨與色之慾情。無慾情故而率真也，以率真故只以父兄為依，何

事皆以父兄為賴，何事皆從父兄命令，故父子兄弟相知不齟齬，不齟

齬故相和睦、相親愛也」， 32 父母親在子弟的心智還處於猶如白紙一

般純真的年齡階段裡，可以施之以「八德」教育。  

    而且幼兒會模仿，「何事皆以父兄之所為做範本，如斯，為子弟

者自然謹記八德及文武諸藝，此為不打不罵，身教引導」，
33 所以在

子弟逐漸以「父兄」為模仿榜樣的成長過程中，能夠施予「八德」教

育。他還舉出「三歲精神百歲魂」的諺語，強調「幼少時之習性附纏

以迄老年」，甚至在『父兄訓』最後的自跋中設計一老翁與自己對

談，強化自幼少開始教導「八德」的效益。 34 

2.6.2「教則成賢成善」  

    既然「人非生而愚蠢」，又為何人有賢愚善惡之分？他在第三十

二項說：「在教，不在天生，教則成賢成善，不教則成愚成惡」。這

裡，他又指陳世人常犯的一個通病：「世上之人不知因教而子弟有賢

愚善惡，只一向認為天生資質（使然），此故，見因父兄之教法得宜

而多才多藝的他人好子弟，較之自己無教、無賴、無道之惡子弟，有

如玉石一般。既見何事自己子弟皆劣於他人子弟，看在愚蠢父兄眼

裡，也會心痛。說誰家子弟生性賢良、人品佳、藝能多；汝等生來愚

蠢，人品差、也無藝能，而訇罵丟臉、羞恥」。他直指這是「父兄之

                                                      
31

 同前注，頁 108。  
32

 同前注，頁 100。  
33

 同前注，頁 102。  
34

 同前注 10，頁 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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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提醒「人無生不好，全為教不好」。 35 

    由此可見，「教」在林子平思想中的重要性，人因「教」而能向

「善」或變「惡」，成賢或成愚。但是，我們不禁要追問：「教」為何

有這樣的可能性？林子平的教育思想中是否有什麼做為其哲學基礎？  

2.6.3「人心為活物」  

    就在第二十五條，他說：「人心為活物，無不動之事。不動於善

則動於惡。是故，古人亦云善惡因於友，友良甚且成子弟德行之助，

況乎其父兄躬勤善行哉？慎思之、慎思之」。 36 

    我們無從得知這個說法是否源自林子平有善惡二元對立論的觀

念。但是，對照第十條有關交友的內容，可知他所注重的是「父

兄」、「朋友」甚至「君臣」，以及他們所在、所形塑出來的「環境」、

「雰圍」。  

    他說：「教導子弟，應選玩伴。俗諺有云『近朱者赤』，與善人交

則成善，與惡人教則成惡。幼少者必勿放任使與無恥放縱之人交」。
37 也就是說，「人心為活物」，心性會因常常見聞、接觸的他人、環境

而受到影響，產生改變。所以，親近如「父兄」者，若「躬勤善行」

有「身教」之影響，更積極一點，若有「教」的「活動」之實施，或

因而塑造出成善、成賢的雰圍，「八德」的教育、學問、武藝的精進

都是有可能的。同理，有好的朋友、好的主君、好的臣下等等，也是

一樣。  

在林子平而言，「動於善」或「動於惡」，心性是能有可感化性與

可塑性的。也因此，「教」才有其可能性。  

 

3.結論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知道林子平一生中從「第一上書」到『海國

兵談』、『父兄訓』，一以貫之的關注是教育—人才的培育。也許是因

為看到很多子弟長成「無賴無禮」，所以寫出『父兄訓』要向「父

                                                      
35

 同前注 13，頁 109。  
36

 同前注，頁 107。  
37

 同前注，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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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揭示教育子弟的方法，期望「無賴無禮之風俗」可以改變。  

他提出了許多「教子之道」，但是最根本、核心的是「八德」教

育：在子弟十一二歲前，「父兄」以身作則地、諄諄教誨地教導

「孝」、「悌」、「忠」、「信」、「勇」、「義」、「廉」、「恥」，使「人道

立」、社會上形成「孝悌忠信勇義廉恥之俗」。也就是從家庭中為人

子、為人兄弟，到社會上為人友、為人君臣等等，「孝」、「悌」、

「忠」、「信」的教育是不可或缺的；對於「文武之藝」的學習、公務

的施行、理性的思考和決斷、慾望的克制、端正自我言行的自覺，有

賴「勇」、「義」、「廉」、「恥」的教導而得以健全的成長、發展。  

在他看來，人是需要「八德」教育的。在子弟成長到慾望增強、

受到社會影響之前，需要「八德」教育以養成自我克制、不受影響的

心性。有了「八德」做為「人道」之基礎，方能專注於學文、習武，

臻於長進、精通。  

而「八德」教育之所以可行，他認為因為「人非生而愚蠢」、小

兒「無慾情」、「率真」、「只以父兄為依」、「何事皆以父兄為範本」，

由「父兄」的身教引導、溫言曉諭，再加上由於「教則成賢成善」、

「人心為活物」，心性是會受到感化與塑造。  

以上，經過包含此篇在內、針對『父兄訓』的三篇探討以及之前

的研究結果，可以肯定的說林子平的確是一位教育改革思想家。因

為，從指陳「父兄」的教育之過到生活習慣、言行態度的教導，乃至

最根本的「八德」的教育，不但有基於經驗、觀察的現狀掌握，也對

於問題提出針砭、開出有其可行性的處方，而且是指向整個社會、國

家的改善。  

他在『父兄訓』最後一條強調寫此篇「並非杜撰，皆以據而

言」，要「父兄」體會內容，教導子弟，這是「非僅為一族，而是為

家、為國、為天下」。
38 在武士居於「四民」之首位、家父長式封建

社會的時代背景下，針對武家、家父長及其男兒的『父兄訓』免不了

帶有時代的框架，但是其改革構想有著這樣的視野，已經具有相當的

                                                      
38

 同前注，頁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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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先驅性，無怪乎不見容於當時的幕府。如果再把目光投向幕末維

新時期，看看福澤諭吉等人對於人民智德啟蒙的論述，更可以說具有

時代超前性。  

    最後，身為現代人的我們，讀到『父兄訓』會有得到什麼啟發

嗎？他的「教子之道」對現代人而言已是舊時代的遺物了嗎？現代人

需不需要「八德」？教育問題層出不窮的時代裡，父母親在子女教育

中的角色與責任常常被提出來討論時，所謂的非文字教育—不藉由文

字的身教和禮貌、態度、生活習慣等的教導以及世界矚目的非認知能

力—忍耐、自制、貫徹力、對他人的敬意、與人協調的社會性等，這

些都在告訴我們孩童階段的教育是如何的重要。我們可不可能從林子

平的教育思想中發現對於現今教育的啟示？有待更進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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