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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曰 ：“ 直 而
无 礼 则 绞 。”《 泰
伯篇第八》

翻译：
孔 子 说 ：“ 如

果心有所好恶，就
直接表现出来，而
不依礼而行，便会
失之于急。”

生活里的思考：
直 是 美 德 ，直

率的人个性坦白，

不会心口不一，想
一套做一套，跟这
样的人相处，你不
怕被他算计，因为
他有什么事都会告
诉你。《水浒传》中
的黑旋风李逵，《三
国演义》中的张飞，
他们个性直爽，说
话直来直往，在小
说里很受欢迎。而
在现实生活里，若

只是一根直肠子，
见什么说什么，虽
然痛快，却往往得
罪了人也不知道。

想当个直爽的
人很好。但话出口
前，若能先在脑力绕
一绕，而行动前稍微
想一下，不要得理不
饶人，理直气也要
柔，才能让你的说理
更为人接受。

《《
墨
宝
墨
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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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拳”和“合十”

抱拳，在旧小说
里也称“拱手”。在
古 代 ，抱 拳 是 一 种
常 用 的 礼 节 性 动
作，是指两拳相抱，
用来表示敬意。现
在 也 有 ，在 过 春 节
时 ，人 们 习 惯 以 抱

拳的方式来向人发
出“恭喜发财”的祝
福。

而 佛 教 徒 或 僧
人 见 面 时 ，为 表 示
尊 敬 的 礼 仪 ，并 不
是 抱 拳 ，而 是 将 双
手 伸 平 合 在 一 起 ，

放 在 胸 前 心 门 窝
上，欠身行礼，这称
为“ 合 十 ”，也 叫 做
“合掌”。

“ 抱 拳 ”或“ 拱
手 ”在 很 早 的 时 候
就 有 了 。《论 语》中
便有“子路拱而立”
的 句 子 ，可 见 两 千
多年前孔夫子的学
生已拱手行礼了。

那 么 ，将 两 只
手 抱 在 一 起 ，是 什

么意思呢？这要追
溯到古代奴隶社会
了 ，古 代 部 族 间 征
战 ，胜 利 的 一 方 总
会 俘 虏 大 批 异 族 ，
然后强迫这些俘虏
做他们的奴隶。这
些 奴 隶 在 劳 动 之
余 ，像 囚 犯 般 被 戴
上枷锁以防逃跑。
后 来 人 们 的“ 抱
拳 ”礼 ，即 做 出 双
拳 合 抱 ，像 是 戴 着

枷 锁 的 样 子 ，意 思
是 愿 作 对 方 奴 仆 ，
用来表示最大的恭
敬。

“ 合 十 ”或“ 合
掌 ”也 有 着 悠 久 的
历 史 ，这 种 佛 教 礼
仪是从印度传入我
国的。将两只手掌
合 在 一 起 ，当 然 是
十 指 两 两 相 对 ，所
以叫“合十”。十指
合 一 ，放 于 胸 前 已

属 恭 敬 ，人 们 常 说
十指连心，现在，将
合 一 之 连 心 手 ，向
被 敬 之 人 诚 心 献
上 ，当 然 是 最 崇 敬
的 礼 节 ，是 佛 徒 佛
门必作之礼。

因此，抱拳和合
十虽都是对人表示
尊 敬 的 意 思 ，但 抱
拳 人 人 都 可 以 用 ，
而合十则只适合于
佛教徒或僧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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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管子·乘马》
【注释】事：各种事业。生于

虑：产生于谋划。成于务：成功于
努力工作。失于傲：失败于骄傲、
自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