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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宏觀經濟學衡量經濟增長，大都以財富
和收入作為經濟與民生的指標。最近的全球趨
勢包括市民、學術界、智囊團和各國政府開始
重新評估政策的目標，由經濟增長轉向民生和

快樂並重為目標。經濟驅動政策的缺點已經有據可尋，政策過於
強調國民收入增長，會忽略環境污染，收入不平等和人民生活質素
等諸多問題。隨着社會及經濟的進步，令人們的生活富裕起來，物
質的享受愈來愈多。究竟在多彩多姿的生活背後，人們是否一定感
到快樂呢？
根據快樂經濟學，快樂是建基於關係因素。關係因素包括友誼、情

感的支持、社會的認同和歸屬感等。關係因素的產生源於家庭和朋友
關係。在中國人的社會中，人們深受儒家思想所影響，而儒家思想本
身亦提出可從不同的關係因素來令自己和別人快樂。
據論語《季氏》篇，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
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孔
子認為朋友相處融洽，以禮待人，互相尊重，和諧的朋友交融可給我
們持久的快樂。相反，「酒肉朋友」就有害無益了。同學們認識朋
友的地方，自然是學校。據論語《學而》篇，子曰：「學而時習
之，不亦說乎？」孔子認為不斷學習令人們感到快樂。我們從小
就在不同階段的學校生活中，透過群體的教學活動令我們不斷學
習。從學校生活中人與人之間交往的群體學習過程中，不僅能
令我們加深了知識，最重要的是加深了同學之間友誼，使我

們學得開心，能夠在學習的過程中得到快樂，自然會令我們更
想不斷學習。正如論語《雍也》篇所載，子曰：「知之者不如好
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只要能夠寓學習於娛樂，從學
習中培養到興趣，自然能夠透過「學習」這個關係因素令
我們「津津樂道」。
可見快樂經濟學中的友誼因素可從儒家思想提倡的「學習之

道」中建立。下期仁大開講會再從儒家思想出發，談談近年新
興話題「儒商」。

加深同學友誼加深同學友誼
更能學得開心更能學得開心

體悟與應用
為什麼幾個人走在一起就有些人足以做我們的「老師」？
在《論語．子張篇》裏，記載了孔子學生子夏這幾句話：「博學而篤
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原來要提升仁德的修養，必須廣泛地
學習（博學），以堅定的意志（篤志），熱切地尋求答案（切問），繼
而聯繫實際生活用心思考（近思），然後付諸實行。
按一般理解，人的修養本來是心靈的境界，只要潛心修煉，就可登峰
造極。不過儒家學說的精神在於面對人的實際生活，以倫理教化達至社
會和諧。因此，廣泛學習、了解世道人生顯得非常重要。而學習的對象
不單是古代聖賢，身邊的人也可以成為我們的學習對象。
在現實生活裏，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個性和成長經歷，待人接物的態度

亦各有不同。只要我們用心觀察，都是參考個案。他們做得好的，我們
要認真學習；他們做得不好的，我們要引為鑑戒，以免重蹈覆轍。
只要保持這種謙卑而積極的學習態度，每個生活場景都是我們的課

堂，任何時刻都是我們增長智慧的機遇。這樣充實的人生，只要我們用
心就可以享有，何樂而不為？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中華經典名句

出處與釋義
上面的經典名句出自《論語．學而篇》，是孔子對學生關於遷善改過的提點。「三人」，約數，
幾個人。「行」，走在一起。「師」，這裏解作能夠啟發我們的人。全句的意思是：幾個人一起同
行，他們當中必定有我可以學習的對象。我會選擇他做得好的來跟從，如果看到其中有做得不好
的，就提醒自己，如有同樣的缺點，就要加以改正。

釋義及應用由招祥麒校長、朱崇
學老師、許志榮老師、謝向榮博
士撰寫，教育局修訂，書法由羅

澄波校長撰寫。

羞恥心判辨人禽之別

你喜歡音樂嗎？聽音樂時，你會感
到怎樣？是思緒緩和，還是心情激
盪？人的情緒能夠受音樂帶動，這一
點中國古代哲人早已知悉。
孔子明白音樂的重要，所以在六藝
中，音樂學習佔一席位。然而，孔子

提倡學習音樂，目的跟今天並不全然一樣是為了藝
術學習或培育音樂人才，重點是善用音樂於教化
上。
孔子說：「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
善於樂。」儒家講求個人修心明德，只有禮和樂的
制度都完備了、規範了，教化才能大盛。
「禮」是行為儀式或者規範，而「樂」不純粹指
音樂，它涵蓋了詩、樂、舞。孔子推崇《詩經》，
後人所寫的序曾說過詩、樂、舞都源於人的情感 :
「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

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
足之蹈之也。」樂是人類情感的宣洩，可以使人感
到快樂，同時，樂也影響人的思緒、性情，更進一
步可以統一人的思想感情，幫助人建立理想人格。
樂是和「禮」互相配合的，儒家所言的「禮
樂」，是有正統道德意義的行為儀式和音樂。儒家
追求正規、端莊、健康的音樂，配合不同禮儀的音
樂，這就是「雅樂」。
在孔子身處的年代，人們是用什麼演奏雅樂的呢？

我們不妨回到戰國時代，尋覓當時的青銅樂器。
青銅樂器主要有：鐃、鐘、鎛、鼓等。鐃是敲擊
樂器，外形類似今天的鈴，但體積大，柄（稱作
「甬」）植於地，弧形口朝上，樂師敲擊器身發
聲。鐘由鐃發展而來，使用時按照鐘的大小，順次
序把甬部懸掛在鐘架上，用木槌敲擊發聲，稱為編
鐘，流行於兩周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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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學以致道
兩者相輔相成

施仲謀（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系教授、系主任）
李敬邦（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系項目主任）

鄧立光（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國學中心主任、
國際儒學聯合會理事、國際易學聯合會副會長）

敲鐘奏雅樂 易俗兼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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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來人類社會要有秩序運
作，「刑政」是不可或缺的管治
手段。今天我們所強調的法治，
其本質就是對刑政的嚴格使用。
但其缺失及補救之道，卻鮮為人

留意。孔子以其深邃的人文關懷，對此有深刻的洞
察，說：「道（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
恥；道（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格，
正也。匡正之意。）」（《論語．為政》）
人性有生物欲求的部分，就是貪心與自私，且人

非聖賢，以刑政維持社會秩序，是古今中外社會所
不能免，然而孔子看到無可避免的後果是「民免而
無恥」，即百姓畏於刑法而不敢為非，然而只要有
法律罅，便鋌而走險。請看香港今天干犯刑法的專
才，他們的心態是否行險以僥倖？作奸犯科者打贏
官司，法律不能入罪，即自視清白，這種羞恥感的
喪失，稱為無恥。誠如孟子所說：「人不可以無
恥，無恥之恥，無恥矣。」（《孟子．盡心上》）
孔子答子貢問士，說：「行己有恥。」（《子
路》），可見羞恥之心對於立身行事的重要作用。
「恥」是對是非善惡的判決作用，並會對有虧於道
德之行事感到不安與難堪，這就是「恥」的表現，
人禽之辨由此判分，故孟子說「無羞惡之心，非人

也。」（《孟子
．公孫丑》）
羞恥之心的培

養，在於「道之
以 德 ， 齊 之 以
禮」，其效果是「有恥
且格」，不但有羞恥心，並
且能匡正過錯，過而能改，
是德治的價值所在，可補救法治之失。一個人的思
想心志以道德為尚，而言行合於禮法，這是教化使
然。司馬遷說：「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
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史
記．太史公自序》），可見德禮之教的大用。有羞
恥之心，便有遷善改過的真正動力。德禮之教的具
體做法，是教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如《弟子
規》：「父母呼，應勿緩。父母命，行勿懶。父母
教，須敬聽。父母責，須順承。」這裏四組應對都
是孝道的體現，都是以正心誠意為前提，必須有童
蒙之教為基礎，令幼童培養賢人性情。言行合度，
無過當或不及，就須有「禮」作規範。
今天「有恥且格」顯得格外重要，因為人知羞

恥，便不會指鹿為馬，顛倒黑白；良知仍存，便不
會甘作洋奴，認賊作父，傷害國族。

孔子向以好學聞名於世，子
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
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前兩
句是自謙之詞，實際上忠信如孔
子的人不常見；末後一句，一改

其自謙之風，不經意間流露出一點自鳴得意之態，
可見孔子對自己好學的優點是相當重視的。子曰：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孔子十五歲立志求學，且
終身不改，對他日後能成為偉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至關重要，這點和現今香港社會流行「自我增值」
與「終身學習」的風氣一致，後世欲學做君子者，
當以孔子為榜樣，求學時期的青少年，更應以孔子
為榜樣。
君子之學，以什麼為目標呢？答案是「道」，
「君子學以致其道」。這個可以從《論語》中找到
根據。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
藝。」這一則歷來深受學者重視，視之為《論語》
的綱領。前文說「志於學」，此則曰「志於道」，
兩者有沒有衝突呢？哪一個更重要呢？其實，兩者

正好互補，相輔相成。若只志於學而沒有志於道，
則學習沒有終極目標；若只志於道而沒有志於學，
則修道沒有下手方法。
那麼，什麼是「道」呢？「道」指「道理」、

「真理」，而且往往指至高的真理。孔子沒有給
「道」下一個清楚明確的定義，在他的教誨中，
「道」主要有「天道」與「人道」。天道，孔子不
多談，他一生所說的，主要是人道；而人道中，最
主要的是「仁」。「仁」是什麼？樊遲問「仁」，
子曰：「愛人。」前文中說「志於道」之後又說
「依於仁」，也是兩者並重，且互相關聯。
那麼，要學「道」與「仁」的話，該怎辦呢？
先要打好基礎，「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
者，其為仁之本與！」要把愛推及天下人，首先得
從身邊的人開始。從誰開始？就從父母和兄弟姊妹
開始。古語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
人之幼。」便是這個意思。如果連最親的人都不
愛，又怎樣愛其他人呢？因此說，「孝」、「弟」
是「仁」的根本，這是我們做人的基本要求。

中國文化研究院
（中國文化研究院成立了二十年，旨在弘揚中國文化，
加深香港市民與學生對國家歷史文化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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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偉基博士（香港樹仁大學經濟與金融系助理教授。獲港大博士，
撰寫出版過百多篇文章，現進行港府資助的金融科技研究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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