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仁
開
講大

筆者有幸去年獲邀為律政司舉辦的調解徵文
比賽的評審之一，比賽主題為「調解：聆聽、
對話及解決爭議」。審閱中學生的文章後，對

他們眼中的調解也有一番領會。
聆聽及對話這題目定調鮮明，為年輕人對調解的認識展示了一

個主要的方向。作品中不乏闡述調解的道理，譬如說賢者善聽、運
用同理心、待事正面包容等；當中舉出的例子也顯示了年輕人面對
衝突和糾紛的經驗，指出應冷靜面對，心平氣和，共同找出問題所
在，再想辦法。更有突破性的前瞻想法：以人工智能做調解，比人類
更能做到公正不阿，不為情緒所牽引。年紀輕輕就能有這般見地，的
確難能可貴。
認識調解的道理是一回事，要在日常生活中實踐又是另一回事。就
以用心聆聽為例：撫心自問，人家向你嘮嘮叨叨地訴說煩惱或爭拗
時，你的腦袋在想什麼？在想怎麼回應？在尋找一個答案？在想如
何勸解？有這些想法正常不過，因為我們的大腦懂得自動在我們的
經驗中尋找最好的答案，為我們片刻解除危機。當你將心裏的意見
說出來，滿心歡喜的認為這樣就是用心聆聽，更能提出解決問題
的方法之際，你會發現，對方可能會立刻否定，甚或變得更情緒
化，怒不可遏。
調解員常言：先能處理心情，才能處理事情。要明白如何處
理人的感受、情緒，箇中大有學問，除了知識上的認知，更
需要累積待人接物的經驗，才能沉澱出一份穩重的處事智

慧。
說到調解的學問，由於以調解員為職業的多為律師，可

能讓大家認為當調解員必須有律師資格，或者有法律知識底
蘊。這個想法無可厚非，因為法律知識用於處理糾紛中的確起
了很大的作用。除了法律專業知識，筆者相信跨學科的知識
也同樣重要，譬如說要了解一個人的情緒，讀過心理學、
社工、輔導的學生一定有比較好的基礎。年輕人要積累
經驗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那就從讀書開始慢慢一點一滴的累積
智慧吧！
相信不少青少年也有偶像，成為「粉絲」，仁大開講下期

由樹仁英文系老師與大家研究「粉絲」。

先處理心情先處理心情
再調解事情再調解事情

◆◆呂哲盈博士（樹仁大學法律及商業系系主任及助理教授，致力調解
及跨學科研究。）

◆ 想成為調
解員，除了法
律專業知識，
還要掌握跨學
科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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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善改過負責任
不違仁德免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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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左傳
．宣公二年》）這是修德的重要原則，知過改過，
入聖之基；遷善改過是面對自己與他人最負責任的
表現。孔子說：「過而不改，是謂過矣。」（《論
語．衛靈公》）這裏有兩層意思，一是有過失而只

作口頭承諾，未有具體行動去改正，言而不行是為不改；另一是文
過飾非，毫無悔過之心，此乃缺乏羞恥之心所致。今天有粗言鄙語
辱警者，面對確鑿證據之錄影片段，仍斷然否認，此等「人」真是
孟子所說︰「無羞恥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孫丑》）
孔子說：「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
吾憂也。」（《論語．述而》）不修德為自棄，不講學為自賤，不
徙義為沉淪，不改過為怙惡。四者有一於此，即會衝破道德底線，
此為孔子憂之所在。有一分道德自覺即有一分自我要求，「過則勿
憚改」（《論語．學而》）是克己復禮的表現，是堂堂正正為人的
立足點。
建立正面的人生觀最為重要，也是修德的根本入手處。因此立志
是第一步，孔子說：「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論語．里
仁》）一個人的思想言行不違逆仁德之心，便可免入惡途。其次是
論學取友，孔子說：「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論語．學
而》）朋輩的影響極大，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不可不慎，故須友
直友諒友多聞。（見《論語．季氏》）在現實生活中，當用「多聞
闕疑，慎言其餘，多見闕殆，慎行其餘」的態度，則可以「言寡
尤，行寡悔。」（見《論語．為政》）
子貢說：「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

也，人皆仰之。」（《論語．子張》）這是修德者之生活情況，雖
然為君子，但過失難免，君子所可貴者是心地光明磊落，處事不欺
暗室，故有巨大的人格魅力，然而有一點須注意，犯大錯是君子須
努力避免的，特別是有政治地位的人，「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
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論語．子張》），
為政者開誠布公，兼聽則聰，永遠是減少犯錯的最佳良方。

奮發有為 保家衛國

施仲謀（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系教授）、李敬邦（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系項目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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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譯
經受無數錘擊從深山開鑿而來，
被烈火焚燒仍視作平常事。
即使粉身碎骨依然毫無畏懼，
定要把清白之身留在人世間。

賞析
同樣是吟詠高尚品格，上一期王冕所詠的

墨梅顯得較陰柔，而于謙所詠的石灰則盡顯
陽剛一面。詩歌開首，便是「千錘萬擊」，
一如志士仁人，無一不是在經歷千辛萬苦而
煉就的。
《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
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
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
所不能。」烈火焚燒，何其可怕，作者居然
說「若等閒」，石灰與志士，何其勇敢自
信！
烈火焚燒，尚是生存的考驗，而粉骨碎

身，則是死亡的威脅，石灰與志士依然毫無
懼色，憑藉的是什麼呢？是心中有比性命價
值更高的理想，正如屈原《離騷》所言：
「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于謙有別於王冕，是另一個儒家士大夫的
典範，他以天下為己任，在明英宗被俘，瓦
剌軍大舉入侵時，「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
於危難之間」，擔任兵部尚書，誓死保衛京
師，無異於飽受「千錘萬擊」、「火焚身
碎」的石灰。于謙擁立郕王在前，迎回英宗
在後，不避嫌、不懼禍，慘遭冤死而無愧無
悔，清白永留世間，為後人所頌讚。
通過王冕與于謙的對比，我們可看到兩種

截然不同的高尚品格。在國家動蕩和政局混
亂之際，有些人認為君子不立危牆之下，傾
向明哲保身，高潔自持；有些人則不計較自
身安危，為國為民，勇於奉獻。
以上兩種生活態度，你認為哪一種更為可

取？試與同學和朋友們討論一下。

石灰吟

千錘萬擊②出深山 ，
烈火焚燒若等閒 ③。
粉骨碎身全不怕④，
要留清白在人間。

註釋
①于謙（1398-1457）：字廷益，號節庵，明朝重
臣，官至兵部尚書。明英宗親征瓦剌被俘後，
于謙與眾大臣擁立郕王朱祁鈺登基，並成功於
京師保衛戰擊退瓦剌軍。英宗回國復辟後，于
謙以「謀逆」罪被冤殺。

② 萬擊：一作「萬鑿」。兩者均指開鑿石灰的過
程。

③等閒：輕鬆、平常。
④怕：一作「惜」。

鄧立光
（香港教育大學國學中心主任、國際儒學聯合會理事、
國際易學聯合會副會長）

賞析由不同的專家、學者撰寫，教育局修訂；書法由陳用博士撰寫。

于謙①

星期一 ．公民與社會 /品德學堂
．趣學英文

．通識博客 /通識中國星期二 星期三 ．中文星級學堂
．STEM百科啟智 星期四 ．趣學英文 星期五 ．知史知天下

江南水域遼闊，湖泊星羅棋布，每到夏秋之際，綠
荷飄香，蓮房結子，正是江南青年男女採蓮的季節。
他們坐在特製的木盆裏，浮在綠荷掩映的水面上，一
邊採摘，一邊唱歌。《江南》便是江南民間採蓮時所
唱的歌。這首樂府詩描寫了江南的採蓮季節，荷塘蓮
葉茂密，魚兒在蓮葉間嬉戲的情景，反映出江南的美
麗風光和採蓮人的愉快心情。
詩一開始首先從廣大的江南說起，指出「江南可採

蓮」。江南湖澤盛產蓮花，層層的蓮葉在清澈的水面
上延伸到遠方，在讀者面前展示出一個寧靜而廣闊的
空間，接着再把讀者的視線移到眼前的一方碧波綠
意。「蓮葉何田田」，「田田」是疊字式的形容詞，
指蓮葉的圓大和茂密。這句的「何」字解「如此」、

「多麼」，和上句的「可」字互相照應。「可」是適
合、正好的意思，蓮葉是如此茂盛，蓮蓬也一定是結
滿蓮子，正好採摘了。第三句把讀者的目光由水面的
蓮葉帶到水中的小小游魚。詩中「魚戲蓮葉」重疊了
五次。這樣寫，活現了調皮的魚兒，穿梭嬉戲於蓮葉
之間的情景，牠們時而於這裏擺尾，時而於那裏嬉
戲，東、西、南、北間，以「魚戲蓮葉」的重疊，各
成一句，旋律反覆，產生了一種迴環不息的音樂感，
在讀者腦中迴盪，交織成一幅聲容並茂的採蓮圖：蓮
葉滴翠，碧波清澈，不然怎能看到魚兒飛掠游動；魚
游作樂，採蓮人亦心情歡愉，輕快的歌聲飄盪於空氣
之中。
樂府是歌唱文學，這首詩本也是可以唱詠的，它屬

於樂府中的「相和歌」。所謂「相和歌」，是指由兩
人唱和或一人唱而眾人和唱的歌曲。這首詩前三句是
「唱」的部分，因景生情，唱出了採蓮人的喜悅；接
着四句是「和」的部分，句子簡明清晰，將「魚戲蓮
葉」作不同方位的重疊，一唱三歎，造成一種迴環往
復之美。

《江南》

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
間，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

蓮葉南，魚戲蓮葉北。

佚名

● 採蓮是江南地區獨有
的風光。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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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圖為描述孔子授業陶瓷作
品。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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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文 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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