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部分讀者對孔子的印象，不外於溫文有禮
的萬世師表。當我們翻開現存的資料《孔子家
語》記載，孔子父親叔梁紇是魯國有名的大力

士，身長十尺，身強體壯，年近七十還有了孔子。孔子繼承父親
的強健體魄，身長十尺，跟我們所想像的孔子有很大的差別。
而孔子的原生家庭更是我們難以想像的。孔子爸爸孔紇是陬邑大

夫。據說孔紇有一個兒子，但卻是個瘸子，不能當繼承人，因此，
孔紇向顏家求助，顏家把十七八歲的三女兒「送」給孔紇，這個女
孩就是孔子的母親。顏家不是士族，故孔母不是「士」的女兒，以當
時的劃分，只是「野人」，也就是城外的普通百姓。孔母雖為孔紇生
下兒子，但過程不見於禮，用當時的說法是「野合」，連小妾的名分
也沒有，地位極為低微。更不幸的是，孔子出生後不久父親就去世
了，可想而知，出生低微、沒有名分的寡母養子的生活是何其艱苦
的。
孔子一生中最大的轉折點在15歲那年，得以認祖歸宗，獲得
「士」的身份。《論語》有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孔子是在
15歲後才開始立志求學，雖然沒有財產的分配，但獲得野人沒法
可得到的書籍，這對孔子成大師，幫助極大。
我們從孔子成長的經歷，看到與美國心理學家布朗芬布倫納
（Bronfenbrenner）所提出生態系統理論（ecological systems）
暗合。其理論指出，兒童的身心發展受生活環境以至外在的
世界環境、生物因素及環境因素交互影響。這些環境可分

為四層，第一層就是微觀系統，指與兒童有切身關係的生
活環境，包括家庭、學校、友伴及社區。
孔子雖繼承父親「士」的身份，有「士」的資源，但其沒
有名分的母親也是構建孔子獨特人生的關鍵人物。孔子在15歲
之前跟母親同是野人的身份，嘗盡人間疾苦，孔子既有
「士」的社會資源，也具備野人刻苦耐勞的能力，這兩個
背景鍛煉了孔子心智和意識，孔子的學說在肯定「周
禮」的同時，也繼承了西周以來的人文思維，不拘泥固執於禮
制的形式，而是將禮的根源歸結於人的內心情感與自我要求，
是人的自覺而生的倫理行為，這方面的體會就是微觀系統的
家庭、友伴及社區產生作用。

聖人出身是聖人出身是「「野人野人」」
士族百姓受薰陶士族百姓受薰陶

◆◆梁可茵老師（香港歷史文化研究會理事、學研社成員，從事幼兒教育寫、教、編達二十多年，在書海澀論
中尋找方便之門，喜歡發掘兒童行為背後的心路歷程，現為自由撰稿人，並把好奇投向歷史上小屁孩的成長
故事。）

◆◆孔子幼年喪父孔子幼年喪父，，在在1515歲認祖歸宗前歲認祖歸宗前，，一直跟母親過着一直跟母親過着
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圖為孔子雕像圖為孔子雕像。。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道德分三階六段
司馬光走得更前

找人
談
心

古
北宋司馬光有許多著名故事，其中一個是他七

歲時用石擊破水甕，救其跌入甕中之友，我們多
以此凸顯司馬光年紀小小卻聰明勇敢。不過，如
果借用西方心理學的道德發展理論看司馬光為
人，我們會有更多和更有趣的發現。

道德發展理論由美國學者柯爾柏格（Lawrence Kohlberg）建
構，他認為道德是判辨善惡對錯的一個思考過程，並提出人的道
德發展皆按三階之序而發展，而每階再分前後共六段，故又名三
階六段論。
第一階段是道德成規前期，是指九歲以下的幼童，柯爾柏格認
為這階段的小孩有兩種傾向：「避罰服從取向」，即恐懼懲罰，
無條件服從權威者；「相對功利取向」，即行為對錯視行為後果
賞罰而定，道德是一種利益交換。司馬光七歲時，果敢的行為如
據柯爾柏格分析，就是「相對功利取向」，希望得到比付出多，
類似買賣的關係，認為得到利益就是好的。
第二階是道德循規期，約九歲到十二歲，柯爾柏格認為這階段
有「尋求認可取向」，即以人際關係和諧導向，順從傳統要求，
表現從眾行為；及「順從權威取向」，即以法治觀念判斷是非，
信守法律權威，重視社會秩序兩種。司馬光擊甕救友時，沒有宋
律指導小孩應如何處理突發事件，更沒有遇事報官一說，而司馬
光能急中生智，雖擊破了私人財產，但人命價值更大，故是「尋
求認可取向」其表現已超出他年齡層。
而第三階是道德自律期，是十二歲以上行為，有「法治觀念取
向」，即不用單一的規則去評價個體行為及「普遍倫理取向」，
即根據他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以建立道德判斷、一致和普遍性
的信念。我們看司馬光一生，強調「普遍倫理取向」的事，並不
少見。宋英宗本為濮王趙允讓之子，因宋仁宗無子嗣，便把英宗
過繼，英宗登基後，想加封其親生父為皇考，但因不合於理為大
臣反對，司馬光雖反對， 但同時也認為英宗是表達孝道，能對
國家更有益處，所以連上十七道奏摺平息各方紛爭，要知道當事
上奏摺談及此事的風險很高，但司馬光冒着以下犯上的風險，總
結出是非，調停各方，也是第三階「普遍倫理取向」的表現。
柯爾伯格以道德判斷作為分期標準，在每一期的每一標準，司
馬光都走得前和準確，其道德倫理發展優於同輩，更可能優於時
代。

品學兼優 德才並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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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研究助理）

古
今
品箴

賞析由不同的專家、學者撰寫，教育局修訂；書法由陳用博士、任貫中先生撰寫

月有陰晴圓缺，古人對這自然現象產生各種聯想，並賦
予它不同的象徵意義。圓月往往會作為圓滿、團圓的象
徵，不少文人借此寄託自己對家鄉、家人或親友的思念。
蘇軾就於丙辰年的中秋月圓之夜寫了《水調歌頭》，

抒發對弟弟的懷念。那時蘇軾正在密州任太守，與弟弟
分隔兩地，適逢中秋，看着圓月就更加思念對方，即使
歡飲達旦，仍難以排解心中落寞。
這首詞上片由嚮往月宮寫起，以留戀人間作結；下片

由傷離怨別寫起，以寬解祝福作結。
首二句「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像是追溯明月

的起源、宇宙之伊始，然而接下來詞人並無就此作答，
反而進一步設問「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天
上宮闕」承接「明月」，「今夕是何年」承接「幾時
有」，使疑問愈趨深邃。
詞人期望能像仙人那樣乘風到天上，這種脫離人間的

奇想，令他幻想擺脫人世，奔往天宮，過逍遙自在的神
仙生活。不過，天上的「瓊樓玉宇」儘管美好，可是詞
人又怕「高處不勝寒」，所以最終認為倒不如留在人間
好了。上片就這樣營造了一種似人間而又非人間的意
境，以及一種既醉欲醒，徘徊於現實與理想之間的感
覺。
下片望月懷人。詞人用「轉」、「低」、「照」三詞

描繪明月。這部分看似寫月，實際是寫未能入眠而在月
下徘徊良久的自己。「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
以怨慕的語氣，抒發佳節思親的心情。然而，詞人心境
曠達，以「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
全」作自我開解。結尾兩句，是給人以希望和祝福，
「但願人長久」是要突破時間的局限，「千里共嬋娟」
是要超越空間的阻隔。這兩句表達了蘇軾對弟弟的關愛
和祝福，也撫慰着千古以來離人的心靈。

《水調歌頭》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
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

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

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
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蘇軾

◆ 圓月往往會作為團圓的象徵，不少
文人借此寄託自己的思念。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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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今來許多世家，無非積
德。天地間第一人品，還是讀
書。（《格言聯璧．學問類》）

二、讀書即未成名，究竟人高
品雅。修德不期獲報，自然夢穩心安。（《格
言聯璧．學問類》）
古今中外的聖哲、偉大宗教家，莫不教人行

善積德以安身立命。在中國，被儒家尊奉入
「五經」之列的《尚書》、《周易》早有論
述，《尚書．伊訓》有言：「作善降之百祥，
作不善降之百殃。」《周易．坤．文言》也
說：「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
有餘殃。」可見中國古人早已主張「善有善
報，惡有惡報」的道理，而且相信善惡的禍福
會傳及子孫。

佛家主張三世因果，《大寶積經》云：「假
使經百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
自受。」基督教也十分強調止惡行善，「十
誡」與「八福」便是言行的指針。
各家思想的報應機制雖不同，但無論是子孫

受報也好，來世受報也好，受上帝賞罰審判也
好，有一點則是舉世公認的：行善修德在當下
即能得到回報，那便是理得心安。時至今日，
在香港一年一度的慈善籌款節目《歡樂滿東
華》，其深入人心的宣傳口號即是「為善最
樂，福有攸歸」。
中國古人亦十分強調讀書與學習的重要性。

《論語》開篇第一句便是：「學而時習之，不
亦說乎？」「說」通「悅」，意即快樂。學習
雖非等同於讀書，但讀書無疑是學習的主要途

徑之一。
古人說：「至樂無如讀書。」讀書本身已能

讓人樂在其中，若果能學以致用，在實踐中獲
得成功感、滿足感，那份喜悅自可加倍成長。
值得注意的是，「學以致用」的「用」字可
圈可點。對於古人而言，讀書的功用往往在於
考取功名，登第為官，光宗耀祖；而對現代人
而言，讀書的功用則是在公開試考取好成績，
入讀心儀大學，畢業後謀一份好差事，為事業
發展鋪路。
誠然，以上所言不能算錯，但把讀書或學習

的功用限於求取名利權位，心態未免太急功近
利。我們應把向外馳求的心收攝回來，透過讀
書提升品德，優化人格，讓生命得以成長。新
學年開始了，謹以此與大家共勉。

劉國輝老師（香港歷史文化研究會理事、學研社成員，
在大專任教心理學十多年，愛用微觀角度分析宏觀事
件，為朋友間風花雪月的話題作準備。）

◆◆ 北宋名臣司馬光有很多著名的故事北宋名臣司馬光有很多著名的故事，，年幼時曾破甕救人年幼時曾破甕救人，，
長大後則撰寫了長大後則撰寫了《《資治通鑑資治通鑑》。》。圖為資治通鑑殘稿圖為資治通鑑殘稿。。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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