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至聖」孔子既已出場，怎能不談談「亞
聖」孟子呢？「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孔子
促成儒學誕生，孟子在世局更混亂時推廣學

說，為儒學立下更牢固的根基。孟子提出性善論，主張君主行仁
政，「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由愛護自己的
家人，到愛護國民，孟子也明確提出「仁、義、禮、智」的觀念。
說到孟子，必想到他偉大的母親，耳熟能詳的有孟母三遷的故

事，以及《三字經》中「昔孟母，擇鄰處；子不學，斷機杼」的傳
誦名句。孟母為仉氏（或為李氏），是魯國大夫黨氏的女兒，是一位
頗有見地及賢德的女士。她的丈夫孟激是一位懷才不遇的讀書人，遠
赴宋國遊學求仕，可是壯志未酬身先死，孟母沒有埋怨命運弄人，獨
力撫育兒子孟軻。孟母的賢德，成為千百年來中國婦人的楷模，因
此，孟母被稱為歷史三位偉大母親（孟母、徐母、岳母）之首。可以
說，沒有孟母，就沒有「亞聖」孟子的成就。
孟母「三遷擇鄰」的故事可以讓我們一看天性與教養的關係，
2004年英國學者馬特．瑞德利（Matt Ridley）寫了一本書，解釋先
天基因與後天環境的交互作用。
首先，我們要了解基因。基因讓人類的心智可以學習、記憶、
模仿、銘印、吸收文化、表達本能。基因在子宮裏就開始指揮
身體和大腦的建構，但在任務完成後便解體，然後立刻依照環
境的經驗重新建構身體和大腦。有趣的是，孟子是先秦百家
中第一個關心先天問題的。他提出了性善論，認為人性本

善，這個思想影響深遠，《三字經》中便提出了「人之
初，性本善」。
不過，經歷（後天）也有重要的影響。打個比方：嬰兒容
易哭泣是由基因決定的，母親的安撫能使嬰兒安定下來。這
樣，透過經歷（後天）便可改善先天基因，兩者相輔相成。
總的來說，先天基因是兒童的原生模樣，後天教養是和社
會影響有關。孟母「三遷擇鄰」便顯示了孟母敏銳地看
到後天環境的重要，為教育好幼小的孟子，孟母曾搬家三次。
總結而言，孟子先天的基因不是單獨運作的，它也會吸收孟

母後天教養的經驗，並做出反應，甚至參與記憶的過程，孟
母後天教養，要配合孟子先天的基因，才能發揮作用。

看到環境重要性看到環境重要性
孟母為子寧三遷孟母為子寧三遷

◆◆梁可茵老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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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子故里的紀念孟母孟子大典孟子故里的紀念孟母孟子大典。。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呂后撞邪被狗咬？
疑殺人太多生幻覺
找人

談
心

古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呂后一段靈異傳說。呂后是
和武則天齊名的皇后，本名呂雉，是漢高祖劉邦
的皇后，當劉邦還在官場底層的時候便已結為夫
婦。劉邦建立漢王朝後，呂雉理所當然成為皇
后，後在劉邦駕崩後逐步掌握實權，最後以臨朝

稱制的方式，成為第一位大一統後掌握朝政的女性。
《史記》中記到，公元前180年3月中旬，呂后率百官去霸上
祭祀，祈禱上天能夠消災免禍。在返回的途中，路經咸陽枳道
時，突然狂風大作，斜地裏躥出一隻大黑狗。黑狗見到呂后立即
撲了上去，這一突發狀況把呂后嚇得手足無措，而黑狗也沒亂
咬，只是照着呂后的腋下來了一口，隨後便跳下鑾車逃竄而去。
奇就奇在，呂后身邊侍衛林立，怎可能任由一條狗衝出來，沒人
攔阻之餘，還讓牠咬傷太后腋下呢？
《漢書．五行志》重複記載此事，還記呂后事後占卜，得知為
趙王劉如意化身所害，最後呂后病重過世。
讀史之人多數「敬鬼神而遠之」，有關呂后的這段記述真的是
靈異故事嗎？這裏有兩個問題， 第一是呂后是真撞邪嗎？第二
是故事為何會出現在史書？
先說第一，心理學一般會把靈異故事以認知心理學或異常心理
學解釋，即是用幻覺、妄想和錯覺等解釋靈異事件，我們會先了
解事主會否因精神疾病、物質濫用或生理病變而引發妄想或幻
覺。如非以上原因， 則考慮會否是環境條件（如光線不足等影
響判斷環境的因素）而形成錯覺。
呂后權傾朝野，作風狠辣，殺人無數，因此她應該對自己所

為感到很大壓力，怕被她所害之人化為冤魂，才會占卜問事。
偵測心理學的研究也指出，殺人犯會比較大機會在晚上承認他
們殺過人。我們也可以從屍體有否被遮蓋面部或反轉屍體，去估
計兇手是否認識受害人，以及是否感到害怕或內疚。
而且，呂后周圍有不少隨行人員，如真有犬型動物出現，絕不
能全身而退。所以，我估計她被黑狗所傷是她血債纍纍下，形成
巨大壓力，在夜闌人靜時產生幻覺致傷。
至於第二點，呂后故事見於《史記》，作者司馬遷對呂后的殺
戮頗多批評，他有意記下這故事，就是一種天理昭昭，惡有惡報
的「春秋筆法」。

學為才本 學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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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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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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居秋暝》是王維居於輞川時所寫，「山居」就是
他所住的輞川別墅，王維晚年在此處過着半官半隱的生
活。詩中描寫了秋天傍晚時候山村的秀美景色，亦描繪
出詩人居於山中的恬淡生活。這首詩不但營造了清秀明
淨的意境，而且有聲有色，有動有靜，猶如一首優美的
山村抒情小夜曲，體現了王維在詩歌、繪畫和音樂方面
的深厚造詣。
這是一首五言律詩，雖然只有四十字，卻活靈活現地

描繪出秋天傍晚雨後山村的秀麗風景，難怪蘇軾對王維
詩有「詩中有畫」的讚譽。
首聯平淡自然，絕無雕飾，只是點出季節、時間、環

境：一片空山之中，剛下過一場雨，又正是傍晚秋涼的
天氣。簡明直白的十個字，描繪出山中秋色的清新疏
淡，令人宛如呼吸到雨後清爽濕潤而略帶涼意的空氣。

頷聯以概括的筆墨描繪山中夜色，能見出作為詩人兼
畫家的王維在構圖取景方面的功力。「明月松間照」從
天上寫，通過月和松的關係畫出這幅圖畫的背景：山上
松林間露出一輪皎潔的明月，藍色的天空襯出剪影般墨
綠的松林。「清泉石上流」從地下寫，泉水流過山溪中
的白石，反映出泉水的清澈，以及流過石縫間，激盪起
泉水的清響。這一聯用最簡單的構圖，概括了山中秋夜
的主要特徵，並且在鮮明完整的畫面上，突出了清朗爽
淨的基調。因此不但成為王維的名句，而且經常被後世
的山水畫家用來題畫。
頸聯轉作動態描寫，饒富趣味。「竹喧歸浣女」從聽

覺落筆，先寫竹林傳來一陣談笑聲，再點出一群山村女
子洗衣後歸來，詩人只用了五個字，就把竹林的深密，
以及山村女子活潑天真、無拘無束的性情烘托出來。
「蓮動下漁舟」從視覺落筆，只見清溪中的蓮花、蓮葉
搖動起來，才發現原來是歸來的漁舟順流而下，可見水
中蓮荷的繁密。
尾聯點明題旨，反用《楚辭．招隱士》中「王孫遊兮

不歸，春草生兮萋萋」、「王孫兮歸來，山中兮不可以
久留」的典故，說任憑春天的芳草自然凋謝，秋色仍然
很美，王孫自可留在山中，不必歸去，抒寫享受山村隱
居生活。

《山居秋暝》

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
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
隨意春芳歇，王孫自可留。

王維

◆王維用了幾十字就描
繪出秋天傍晚雨後山村的秀麗風景，其
中一景就是蓮花搖動起來。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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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濟出自學問，經濟方有本
源；心性見之事功，心性方
為圓滿。
（《格言聯璧．學問類》）

二、捨事功更無學問，求性道不外文章。
（《格言聯璧．學問類》）

「經濟」一詞，現代中國人常掛在口邊或書
於筆下，但其實這個兩字詞古已有之，只是古
今意涵不同。
隋朝王通在《文中子．禮樂篇》使用了「經
濟」一詞：「皆有經濟之道，謂經國濟民。」
《宋史．王安石傳》中記述了宋朝理學家朱熹
對王安石的評論：「（王安石）以文章節行高
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為己任。」後世皆以此
詞為「經世濟民」的意思。

至於我們現在所理解的「經濟」一詞，乃是
日本明治時期學者用以翻譯西方「political
economy」所造的術語，在清末民初時期被梁
啟超及其同時代的人引入中文。
儒家有言：「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

民，在止於至善」，是所謂的「三綱」；「格
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
天下」，是所謂的「八目」。這「三綱」和「八
目」可總括為「內聖」、「外王」的工夫。
「內聖」工夫，始於「學而時習之」的學

習，重點不限於書本知識，同時也需學做人，
做君子。《論語》載有子夏的名言：「學而優
則仕」，出仕辦的正是經世濟民的「外王」事
業；但做了官，也要「仕而優則學」，用時下
的講法，就是學無止境要不斷進修，自我增

值，終身學習。
《黃帝內經》說：「有諸形於內，必形於

外」。「內」與「外」一體兩面，互為表裏。
「經濟」源出於「學問」，有學問方有泉源；
「心性」圓滿於「事功」，有事功方能彰顯。
誠如朱熹《觀書有感》所言：「問渠哪得清如
許？為有源頭活水來。」
本文所錄的第二則格言，相信作者是有感於

世情而發的。如前所述，儒學本來是十分注重實
用的，但發展到宋明理學，儒生越來越偏好抽
象、玄奧的理論，變得與社會現實脫節，被後世
譏評為「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
期望讀者不忘「學以致用」的名訓，別滿足
於只做呆在象牙塔裏的「兩腳書櫥」，更不要
成為只懂答試卷的「高分低能」一族！

劉國輝老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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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史書記載呂后曾經被黑狗咬了一口史書記載呂后曾經被黑狗咬了一口，，其實黑狗未必真的存其實黑狗未必真的存
在在，，可能只是呂后的幻覺可能只是呂后的幻覺。。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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