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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2月12日、13日連續兩天，美國
《巴爾的摩太陽晚報》（The Baltimore Eve-
ning Sun）發表了一篇文章《凱利太太的妖怪
（Mrs. Kelly's Monster）》，立即引起哄動；

「迫使」那一年的普立茲獎，特別開設了一個「新聞特寫獎」，
頒給該文記者喬恩．富蘭克林（Jon Franklin）。
這篇特寫是據一篇開腦手術新聞而寫的。在普通新聞上，這是篇

消息稿，寥寥二三百字就可表達，但在喬恩的觀察和蒐集資料下，
將它發展成一篇驚心動魄的故事；很多讀者看了，都覺經歷了一個
令人十分震驚和感動的旅程。
自此之後，普立茲每年都設有這個獎項。不過我覺得，「創始者」

喬恩這篇傑作，是很難超越的。
不錯！新聞就是故事。惟有故事才吸睛，才能脫離枯燥乏味的報
道。而報道本身，內容毫不吸引，記者又缺生花妙筆，讀者看了，只
是吸收了一宗事件的發生，那麼簡單而已。
這是方今記者，或者報社不注意、注重的策略。在讀圖時代，文
字正受到「擠壓」、不重視，這種書寫方式，正是必須要走的路
向。
或曰，在傳統新聞寫作上，要求的是正確、公正、平衡報道，
類如《凱利太太的妖怪》，已逸出了新聞報道的軌道？不可不
知的是，《凱利太太》所根據的是事實，並不是向壁虛構。記
者以訪問和錄影，無論文字、結構，都經他的精心策劃，才

令普立茲諸公在傑作下低頭。我認為，任何新聞寫作都是講故
事，無論是什麼主題，什麼文體，其目的就是帶領讀者進入故
事的情境，一讀難忘。
不過，若描述過了火，渲染過甚，那便流於虛構，屬於

文學，而非新聞了。
記者要堅守的是：永遠不要在故事中加入未經確認的信息。
下期仁大開講繼續討論新聞與故事之間的關係，介紹著名詩

人余光中如何把新聞與故事結合成散文經典。

新聞即故事新聞即故事
開腦見真章開腦見真章

■■黃仲鳴博士（現為香港樹仁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教授，曾任報刊總
編輯，專研香港報業和通俗文學。）

體悟與應用
《論語》中記載孔子分別就兩位學生仲弓和子貢的發問，回應了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話。這裏重點談孔子對子貢的回應。
兩師徒的對話是這樣的，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
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子貢這次向孔子提
到最重要的人生問題，希望孔子歸納出人可以終身奉行信守的道理。
孔子對學生是因材施教、因勢利導的，他回應子貢「一言」的詢

問，拈出一個「恕」字，讓子貢終身奉行信守。「恕」的精髓在「推
己及人」，在「尊重與包容」，自己不喜歡的、不想承受的事，要有
同理心，不要加諸別人。當人經常有這種自我克制的反省，以對待自
身的行為作參照來對待別人，便是建立人際關係的最好方法。倘若自
己所討厭的事物，硬推給別人，不僅會破壞彼此的關係，也會將事情
弄僵甚而不可收拾。
進一步說，當自己努力想做到的，想達成的，也希望幫助別人一樣

做到，一樣達成，例如自己認同孝敬父母、努力讀書，也會鼓勵同學
孝敬父母、努力讀書。這種「推己及人」的美德，值得大家坐言起
行。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中華經典名句

出處與釋義
上面的經典名句，出自《論語．衛靈公》，是孔子回應學生子貢提問的話。「欲」，想，想做。
「勿」，不要。「施」，施加。全句的意思是：自己不想做的事，切勿施加別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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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才而用 用人之道

一年之計在於春，是大家耳熟能
詳的說話，這和古代中國以農立國
有很大關係。因為農業的緣故，縱
使古時候的農民記不準日期，但對
二十四節氣卻瞭如指掌，這是由於
節氣與農業有着密切的關聯。二十

四節氣是中國古代人民為適應「天時」、「地
利」，取得良好的收成，在長期的農耕實踐中，綜
合了天文與物候、農業氣象的經驗所創設的。
立春是二十四節氣中的第一個節氣，通常在陽曆
2月3日至5日到來。《史記．天官書》裏提到「立
春日，四時之始也」，表示立春正是一年之始，也
是春天的開始。從古人對節氣最早的命名，如《尚
書》記載的「日中」、「宵中」等，可知二十四節
氣的形成與太陽有密切關係。「節」的意思是段
落，「氣」是指氣象物候。節氣是根據地球在公轉
軌跡上的位置劃分的，並描述了地球因太陽所呈現
出來的自然現象。因地球繞日一年轉360度，將

360度分為24份，每份為一個節氣，這就構成了二
十四個節氣。每個節氣的專名，均含有氣候變化、
物候特點和農作物生長情況等意義。
2021年是農曆辛丑年，農曆中地支逢「丑」的年
份是為牛年。按照十二生肖排序中的動物習性說，
農家人一般會在丑時起身餵牛，所以牛與丑配屬。
牛在古代農業社會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牛更被賦
予了吉祥、力量、勤勞等豐富的象徵意義。今年中
國郵政發行的2021年辛丑年特種郵票，就分別命
名為「奮發圖強」和「牛年大吉」。其中「奮發圖
強」郵票，描繪了一隻雄壯有力、一往無前的奔牛
形象。公牛四蹄揚起，昂首向前，目光炯炯，表達
出不畏艱險、砥礪前行、努力奮鬥的寓意；而「牛
年大吉」郵票，通過大牛與小牛舐犢情深的溫馨畫
面，傳遞了家庭興旺和諧、團圓美滿的美好祝願。
際此疫情仍未平息，經濟前景仍未明朗的時刻，

今年的立春更有特別的意義，衷心祝願今年香港和
國家都可以像雄牛一樣奮發圖強、諸事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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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於事 慎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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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奮發圖強 牛年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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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
（弛）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
（用），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
無求備於一人。」（《論語．微
子》）這是周公訓誡兒子伯禽的

資料，距今已有三千年了。周朝之有天下，全賴
重視人才以及懂得團結之道。團結就是力量，團
結便要講究用人，如何用人是一門學問。
周公之時，「君子」是指統治者，不是有德者

之稱。親族是有血緣婚姻關係的，統治者不疏遠
（弛）自己的親族，則反映有親疏尊卑之念，這
樣才能護持人倫，使禮義有所施。「禮」分別異
同，「義」所指為合宜，故上下有序。大臣如因
任職而生怨，則管治會出現不穩定。大臣為統治
者治國之股肱，如因任職之事生怨，反映大臣之
未能用得其長，此人君不能人盡其才之過。
至於老舊臣子如果沒有大過失便不排斥放棄，
這是保留人才的辦法之一。他們的豐富閱歷能解
決治國難題，老年人不僅是人才而且是國寶。人
不會十全十美，因此用人須用其所長，不能求全
責備，否則只會壓垮人才。
周公訓勉伯禽，是因為伯禽要成為魯公，管治

新建立的魯國，故要懂得團結，珍惜及任用人

才。講述這段
古語，表示孔
子對人才的重要
性有很深的體
會，得人才就能得
天下。《論語》又記
載孔子講述周初歷史，引用
周武王有治國之臣十人後，便感慨地說「才難」
（獲得人才十分困難），並讚美武王之於商紂以
強事弱的做法為至德之舉。（見《論語．泰
伯》）而這與任用人才密切相關。
一般人處事的成敗也與用人有關，而自身的態

度如何是人才得失的關鍵。孔子說：「君子易事
而難說（悅，後同）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
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不
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論語
．子路》）
孔子之時，「君子」指有道德的人，「小人」

則反是；君子與小人的用人態度相反。君子使人
任事是量才而用，這樣能使事情得以順利完成，
又能成就所用之人，這是儒家的用人之道，完全
繼承了周公的思想；小人用人必求全責備，此成
就不了人，也成就不了事。

君子一生追求的，是道義。人
一旦內心中生起了追求道義的想
法與願望，接着便會引出一個問
題：「我應該怎樣做才合乎道義
呢？」這是由意念到實踐的過

程，意念由內心發出，實踐則見諸外在行為，而
外在行為不出言、行兩種。欲求言、行合乎道
義，必須使之遵從禮法規範，因此孔子說：「克
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
由己，而由人乎哉？」又說：「非禮勿視，非禮
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勿言屬「言」的
範疇，而勿視、勿聽、勿動則屬「行」的範疇，
透過小心謹慎的言行，使內心歸於「仁」的境
界，這便是儒家的修養功夫。
古人對言行，有一致的要求，那就是必須謹

慎。《詩經》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
薄冰。」 《易經》謂：「君子終日乾乾，夕惕
若。厲，無咎。」君子時時刻刻不敢鬆懈，惟恐
言語和行為出現偏差，一如《中庸》所說：凡是
正確的原則，都是片刻不可以背離的；如果可有

絲毫背離的，那就不是真正正確的原則。所以君
子在別人看不見、聽不到的時候，仍時刻小心謹
慎，不會違背正確原則。
君子非常注意自己的每一個心念言動，即使一

個人獨處的時候也是正大光明的。至於在人前說
話與做事，自然更必須多加警惕了。
孔子一向十分重視言語。孔門四科為：德行、

言語、政事、文學，言語排第二位，僅次於德
行，而在政事、文學之上。為何言語那麼重要
呢？我們知道，政事、文學，均以言語為基礎。
《論語》中便有「一言而興邦」，「一言而喪
邦」的論述，西諺亦云：「舌頭要是好的，世上
沒有東西比它更好；舌頭要是壞的，世上沒有東
西比它更壞。」話一旦說出口，便無法收回。這
些都是千古不變的道理，到現在仍然適用。
明乎此，便不難理解孔子為何特別讚賞質樸純

真而口才欠佳的人，而厭惡花言巧語者。孔子告
訴我們：一個人應該「敏於事，慎於言」，也就
是我們今日所說的「多做事，少說話」，所謂多
言多敗，言多必失，誠足為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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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