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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一輩的人常說「三十而立」，也許就是要提醒三十歲的人
該長大了，該有所擔當了，該懂事了。然而，我左思右想卻越發
感慨，希望現在的年輕人還是不要「三十而立」。 

《論語・為政》中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
逾矩。」

「立」的解讀眾說紛紜，南懷瑾先生在《論語別裁》中認為
立是做人處事的道理；辜鴻銘先生認為立是判斷標準，是思想邊
界。兩家之言大致都指向同一種「人格樹立的基礎」，因為為人
處世的道理根本就是言行的界限。始終，「三十而立」絕不僅僅
只是字面上的安身立命，成家立業，更不會是像某些人俗套得理
解為物質基礎和立功成名這種。 

那我何言年輕人不要三十而立？其實不然，我只不過是提倡
年輕人能夠實現更早的「立」罷了。王陽明先生十一歲便立志做
聖賢；文天祥八歲受歐陽修等先輩鼓舞，立志此生要拿「忠」字
諡號；魯迅十三歲便在書桌上刻下激勵他一生的「早」字。他們
在少年時期便於修身上立志，少年立志為他們毫不鬆懈的一生打
下了基礎，才有了隨後一生都為其立下的志向而努力奮鬥。相比
起來，孔子所要求的「三十而立」，對於現在的年輕人似乎已顯
得不那麼高。 

這個時代的年輕人，人生的背後都有一個看不見的時鐘，時
鐘幾乎告訴所有人二十歲之前需要被關在學習的世界裏；不管你
在「十五歲」有沒有立志要好好學習，到二十出頭的時候，這個
時鐘又會出來告訴你該走入社會投身工作了。隨後在三十左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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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個時間，又催你組建家庭⋯⋯直到最後還敲鐘提醒你馬上要告
別此世界⋯⋯人們在時鐘的提醒和陪伴下，完成着大致相同的人
生軌跡。 

這種約定俗成的次世代人生遊戲，是挺令人焦慮的。當一
個人二十歲離開學校走入社會，離「立」之年卻不到十年，而這
十年可說是人生中接收、處理信息，並迭代思維的效率最高的黃
金十年，是養成獨自思考的能力和樹立價值觀最重要的時間段。
可放眼看看現在的年輕人，現實中、網絡上，將近三十卻仍舊不
能處理好自己的事情，迷茫於人生，甚至還不能擺脫原生家庭的
襁褓的例子多不勝數，更別提多少年輕人在二十多歲的時候選擇
了躺平，精神也跟着躺平，漠然地陪時鐘滴答滴答。如此說來，
「三十而立」對於此時代，別提簡單的要求了，更想是在寄予厚
望，希望他們首先能獨立生活，情況好就能形成自己的處世之道
及人格教條。 

三十之後還有「知天命，耳順，不逾矩」，聖人還有「三不
朽，立功立言立德」，無論哪一點都比「三十而立」要難得多。
時代不會要求年輕人像聖人一樣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但會希望
每個人都能找到自己的角色，盡可能活出有意義的人生。人一輩
子無非是在打磨人生，可以大器晚成，也可以自得其樂，時代給
了年輕人盡早「而立」的條件，也許三十便能「不惑」於事物之表，
難得通透，有何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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