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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開講：子路這樣 OS 

~ 再論國際海事公約中心國家隊的成立 

陳彥宏* 

一天，孔子吃飽閒閒問顏淵和子路你們的志向是啥？顏淵、子路說完，孔子說他的

志向是如何如何1。 

子路 OS 說，老師泥馬不要扯一些自己做不到也沒條件做到的。想不到孔子穿越時

空引用《史記》回子路說「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2。 

子路超不爽被老師嗆堵，也穿越時空引用《莊子》OS 說，要說鳥咱們就來說鳥，鴻

鵠很大隻，是有鵬大隻？燕雀很小隻，是有斥鴳小隻？偏偏我就只是斥鴳，是在酸怎樣

啦3！子路補一槍說，我還沒有說你比不上鵬勒！ 

子路接著又 OS 說，燕雀也好，斥鴳也罷，《莊子》的拘於虛、篤於時、束於教，

你也不是不知道，DNA 明明是小鳥，你卻要他有大鵬的志向，你是吃飽太閒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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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論語》《公冶長》：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
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

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2  《史記》《陳涉世家》：陳勝者，陽城人也，字涉。吳廣者，陽夏人也，字叔。陳涉少時，嘗與人傭
耕，輟耕之壟上，悵恨久之，曰：「茍富貴，無相忘。」庸者笑而應曰：「若為庸耕，何富貴也？」

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3  《莊子》《逍遙遊》：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
知其脩者，其名為鯤。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

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

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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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你一定餓到頭昏了，才會到帶著我們眾弟子們四處流浪，餓到「傫傫若喪家之

狗」4，結果你沒辦法像大鵬那樣飛，而跟著你的我們，原本像斥鴳般本來會的騰躍翱翔

本事也沒了。《莊子》「邯鄲學步5」是不是寫起來順便罵你的？ 

言歸正傳，推動「國際海事發展諮詢會議」或是「國家隊」的成立總是好事，就像

玄奘大師西行取經一樣「我先發願，若不至天竺，終不東歸一步，今何故來？寧可就西

而死，豈歸東而生！」前進就是！沒有別的法門。不要還沒開始就在那兒想些有的沒的。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這是作文用的，就像寫「世界大同」、「王

子和公主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一樣是做不到的。能放在心裡的是： 

1. 台灣不是個會員國，很多不方便，很多做不到，但是還是有很多想做可以做的，

至於食肉糜的話聽聽就好； 

2. 大家都知道事情該做，但都期待有人民公僕替他們把事做好，小紅母雞的故事

幾百年來一直適用； 

3. 每個利害相關方都覺得他需要的那個領域最是重要，所以要分短中長期，要分

輕重緩急，分階排程規劃著做； 

4. 要廣納百川，肯來共襄盛舉眾志成城的人還是有的，不過，要記得，做功德的

人當然有，但久長不容易； 

5. 要怎麼收穫，先那麼栽。人機料法環的基本條件還是要備齊，要認清，空中結

樓殿只有宗教神蹟才會出現。 

子路在他被剁成肉醬前 OS 說，這種文章二頁就好，看得懂的就懂，然後留下一句

「Just do it!」，從此，仲尼覆醢於子路。 

 
4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
其顙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

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謂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 

5  《莊子》《秋水》：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鼃與？且彼方跐黃泉而
登大皇，無南無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

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窺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

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