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菜根譚．前集》第1條、清刻本《菜根譚．概
論》曰：

棲守道德者，寂寞一時；依阿權勢者，淒涼萬
古。達人觀物外之物，思身後之身，寧受一時之寂
寞，毋取萬古之淒涼。

譯文
恪守道德的人，或會一時被社會冷落；攀附權勢的人，卻將永

遠遭世人唾棄。通曉事理的人，關注的是物質以外的精神修養，
思慮的是死後的名聲，寧可忍受一時的寂寞，也不願意落得萬古
淒涼的下場。
註釋

（1）棲守：守持。
（2）依阿：依附，迎合。依，依從。《說文》：「依，倚也。」

阿，曲附，即阿諛奉承義。《玉篇》：「阿，比也，曲
也。」

（3）達人：通曉道理、行事豁達的人。
（4）物外之物：指物質生活以外的精神生活。
（5）身後之身：指死後的名譽。
（6）毋：表示禁止的詞，相當於莫、勿、不要。
本篇《菜根譚》提醒，君子要堅守道德，不能為了權勢利益而

放棄道德修養。
此一思想，與傳統儒家學說完全一致。《論語》：「君子喻於

義，小人喻於利。」孟子承繼孔子此一思想，強調「士」要善養
天地浩然正氣，必須要有高尚志向（「尚志」），做到「居仁由
義」。此一仁義道德思想，並非只是一時熱血，而必須終身持
守。故《周易．象傳》釋〈乾〉卦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
息。」釋〈恒〉九三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一再強調君
子要終身奉守道德。

秦檜弄權瀆忠良
如果操弄權勢，不顧道義，甚至迫害忠良之士，最終只會遭人

唾棄，遺臭萬年，淒涼萬古。例如秦檜，正為權臣沒好下場的經
典例子。
秦檜是南宋開國後的宰相，歷仕宋徽宗、欽宗、高宗三朝，執

政長達二十餘年，獨攬大權，名傾一時。但據《宋史》所載，宋
朝經歷靖康之禍、被金人攻破北京後，皇帝宋欽宗、太上皇宋徽
宗遭俘虜，經賠錢和談後，才由宋高宗在南京稱帝，建立南宋，
北宋宣告正式滅亡。

此後，南宋企圖收復失土，與金人多有戰事，朝廷內卻有主戰
與主和二派。秦檜力主對金妥協求和，岳飛堅決反對，並揮師北
伐。其間，各地義軍紛紛響應加入，岳家軍先後收復鄭州、洛陽
等地，大敗金人，最後在河南省開封市朱仙鎮與金朝皇子完顏宗
弼對峙，準備作最後一戰。
不過，宋高宗趙構和宰相秦檜卻一意求和，以十二道「金字

牌」催令岳飛班師回朝。宋朝重新與金議和，過程中，岳飛遭受
秦檜、張俊等人誣陷入獄。1142年1月，以莫須有的罪名，與長
子岳雲、部將張憲等一同遇害。
民間視岳飛為民族英雄，對秦檜對金妥協求和，並促使宋高宗
殺害岳飛，痛恨至深，視其為漢奸、賣國賊，元編《宋史》亦將
秦檜列入〈奸臣傳〉。從明朝成化年間（1475年）至今，不斷有
人在杭州岳飛墓前建秦檜跪像，讓百姓掌摑洩憤，屢毀屢建。相
傳民間小吃油條，原名「炸秦檜」，正為後人宣洩對秦檜的怨恨
而發明。香港人吃的「油炸鬼」，據說便是源自「油炸檜」。

文天祥捨生取義
與之相反，寧願棲守道德而寂寞一時，寧願遵從大義而捨生從
死的例子，可以另一位南宋名臣文天祥為代表。
文天祥二十歲考獲狀元，後歷任不同官職，因得罪權貴，屢遭

彈劾，惟始終堅守正義，不畏強權。宋恭帝德祐元年（1275
年），元兵渡江，文天祥散盡家產，招募豪傑，起兵勤王，官至
右丞相，封信國公。惟寡不敵眾，景炎三年（1278年），兵敗被
俘，押解至元都燕京，囚禁四年。
文天祥被俘禁期間，元人許他以大官，教他的朋友家屬相勸，

甚至連忽必烈大汗亦親自招降，但文天祥儘管受盡威逼利誘，仍
矢志不屈，更唾罵受降者不忠不義。
在監牢中，文天祥追求孟子之道，修養天地浩然正氣，不懼奸

邪困苦，堅持捨生取義，寫下多篇激昂悲壯的詩文，如《過零丁
洋》詩言：「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正氣歌》
末句云：「哲人日已遠，典刑在夙昔。風檐展書讀，古道照顏
色。」正道出文天祥對古代聖賢風範的嚮往，其正義不屈之精
神，以及其忠貞不移之氣節，令人肅然起敬，堪為典範，名垂千
古。
在當下物質日益豐富的今天，重新提倡這種強調修德的本分精
神，人人安分守己，做一個廉潔奉公、儉樸自勵的人，意義尤為
重大。

歷史上許多皇帝都有着充滿坎坷和
紛爭的人生，我們除了站在歷史的角
度去評價他們之外，不妨也嘗試利用
現代心理學，從個人角度重新認識他
們。

印象裏，皇家子弟總是圍繞皇位展開他們的鬥爭，
這在影視及文學中屢見不鮮。你可能見過這樣的故
事：一個皇子為了爭權殺死他的兄長或父親；又可能
是一個皇帝因為猜疑殺死他的兒子。
封建制度下的人權問題暫且拋開，對於多數統治者
而言，掌握大權、名留青史可謂是他們少年時的至高
的理想之一，然而這也釀成許多悲劇，譬如手足相殘
等等。這些處理問題時展露出的殘暴、不擇手段，很
可能在青少年時就已根植於他們心中。
心理社會發展理論的艾力遜（Erik Erikson）在年輕
時修讀過精神分析學（psychoanalysis），而在成為一

位治療師後，艾力遜繼續研究人類的心理發展，提出
了常被人稱為「人生八階」的心理社會發展理論（the-
ory of stages of psycho-social development）。艾力遜的
理論強調三個元素︰生理、心理以及社交的發展，他
更重視社會對個人的影響。在理論的八個階段中，都
會出現一個心理社會危機（psychosocial crisis）。這些
危機並不單單是由人的生理和心理發展所觸發的，社
會因素同樣極為重要。
一些人為達目標，爭奪權力，可以不擇手段、置最

親的家人於死地。依據艾力遜理論作推斷，這一類人
在青年期（13歲至18歲）可能就已出現自我認同和身
份混淆，主要的問題是「我是誰？我能成為什麼？」
譬如小說《天龍八部》中，喬峰無數次因為自己的契
丹血統而感到矛盾，在漢人教育下，順從禮教忠義思
想成長的他，最終也懷着這個問題了斷一生。可見，
一個人的身份認同足可影響一生。

我們嘗試易位而想，假使你是一位皇子，軍事天分
極高，立下戰功，又掌握了軍權，得知自己未來不能
獨斷天下，又會怎麼做呢？在英國文學作品《亞瑟王
之死》中，莫德雷德就是這麼一個皇子的角色，他作
為國王的私生子，同時是一名騎士，在軍隊中擁有聲
望。亞瑟王之死的直接原因，就是莫德雷德的背叛。
在青年期（13歲至18歲）出現了自我認同和身份混
淆：「建功立業的功勞是我的，為什麼要拱手讓
人？」於是問題便出現了，「我是誰？」——可以是
藩王，更可以是皇帝；「我能成為什麼？」——答案
顯而易見。
但歷史人物的多面性也在這裏：親人相殘，是家庭
的悲劇；自我認同為君王，就擔當大任，勤政愛民，
成就天下。人性善惡，很難僅憑一面之詞斷定，但若
是加以適當的引導，幫助孩子更好地認識自己，或許
真的能避免悲劇，得到兩全其美的結果吧！

古幼
教
事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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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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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魂無實形 念想在人心
找人

談
心

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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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向榮教授（香港能仁專上學院文學院院長）

古
解
惑文

寧受一時寂寞 毋取萬古淒涼

善用「靜」「定」攝心 學習自能專心

自我認同影響深遠自我認同影響深遠
多關注及早矯正多關注及早矯正

筆者的兒子自幼稚園開始，每年都會在校內
參加萬聖節的活動。今年兒子升小學，這個萬
聖節活動突然取消了，作為「問題兒童」，除
了問為何今年沒有萬聖節外，還問了「萬聖節
為何要南瓜？」

我正想如何用一個簡單答案就能說明萬聖節和南瓜頭等關係
時，家中長老卻衝口而出「這是西方鬼節啊，我們也有盂蘭鬼
節」。自始之後，兒子對鬼的問題便一發不可收拾，這是後
話。今天先討論中國的「鬼節」：盂蘭節。
盂蘭節的起源有兩個，一是佛教的《盂蘭盆經》中，目蓮為
幫助在地獄餓鬼道的母親，求佛陀指引，佛陀教目蓮在七月十
五為去世的父母準備食物、香油等，放到盆中，代替在地獄的
父母「供養十方大德僧眾」，即整個宇宙的所有生命，便可為
父母積福，讓他們早日脫離餓鬼道之苦。自此人們便用盂蘭盆
以報祖先父母的恩情。南北朝時，梁武帝篤信佛教，在位時加
入了不少佛教節日及活動，更在南京的同泰寺設盂蘭盆齋，自
始中國便開始有盂蘭節活動。
另一說法指，盂蘭節也是道教的中元節，是傳統秋祭日，祭
神加祭祖很多時是一同進行的，所以很久以前已經有習俗在七
月十五當日祭祖，配合中國道教觀念盛行，慢慢地七月祭祖和
道教所提出的三元節概念結合，於七月十五當日，地官大帝會
為所有人和鬼赦罪，因此在此日可求地官大帝赦免祖先及其他
鬼魂的罪，讓他們不用再受苦難。
及後，民間簡化為閻羅王會打開地獄大門，讓亡靈暫時返回
人間。人們會準備食物、燈籠和香燭，並在家中或祖先墳墓前
舉行祭祀儀式，以供奉祖先和亡靈。

「鬼魂」可代表人類內心壓抑與恐懼
我過往做心理治療工作時，曾有一位中年男士表示，自己自
母親離世後，一直未能釋懷，情緒低落了五年。在輔導的過程
中，我引導他說出一些對母親來不及或不敢說的話，讓這位自
稱沒有宗教信仰的男士可通過釋放解決哀傷。但到第四次會面
時，他失蹤了，並在一個星期後告知我，他借助靈界「找到」
媽媽，他把我們治療時所說的話直接在「媽媽」前說了個遍，
現在更在家中放了媽媽的神位。自始整個人都精神了、開心
了，更覺得在媽媽的保佑下開始行運了。
鬼在不同文化中具有不同的象徵意義，但普遍來說，鬼被視
為死者的靈魂或幽靈，可在人們的心理中引發恐懼、不安和神
秘感。心理學研究表明，鬼可以反映人們對死亡和未知的恐
懼，並在某種程度上幫助人們面對這些情緒。
鬼的概念可以被視為一種象徵，代表人們內心深處的恐懼、

壓抑或未解決的情感。在心理治療中，有時會使用象徵性的方
法，如夢境分析或幻想，來幫助人們探索和理解這些內在的恐
懼。 鬼魂這個概念，可用以解釋未知的情況、另一方面可以用
來慰藉心靈，同時又能用作社會教化。

宜靜默，宜從容，宜謹嚴，宜儉約；四者，切己

良箴。忌多欲，忌妄動，忌坐馳，忌旁騖；四者，

切己大病。常操常存，得一「恒」字訣。勿忘勿

助，得一「漸」字訣。（語出《格言聯璧．存養

類》）

以上格言教人如何端正身心。意念由心發出，實踐則見諸外在
行為，而行為不出言、行兩種，當中「四宜」側重言行，而「四
忌」側重內心。
要言行合乎道義，必須使之遵從禮法約束。孔子在《論語》中

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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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多言多敗，不如沉默是金；而透過言行的約
束，使內心歸於「仁」的境界，這便是儒家的修養工夫，一貫是
心、言、行三者並重的。
佛教中也有「十善」一說，把善業分為「身、語、意」三類，

其中三種身業為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四種語業為不妄語、
不惡口、不兩舌、不綺語；三種意業為不貪欲、不瞋恚、不邪

見。
古人對言行有一致的要求，那就是必須嚴謹。《詩經》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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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時時刻刻不鬆懈，惟恐有錯，
是為「恒」；穩紮穩打，逐步轉化內心，是為「漸」。
誠如《佛遺教經》所言：「制心一處，無事不辦。」心如頑

猴，難以調伏，要對治它只能按老子《道德經》的口訣：「靜為
躁君。」《大學》也主張：「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
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哪怕內心如何多欲、妄
動、坐馳（身不動而心外馳）、旁騖（心不在焉，精神渙散），
如能以「靜」、「定」攝心，久久自見工夫。
同學們想必經歷過，做功課或溫習時無法專心致志地用功，魂

魄都飛到爪哇國去了，但假如這時要你玩電子遊戲、唱Ｋ，你還
會專不了心、提不起勁嗎？
其實這完全關乎心態。要是你明白學習的價值和意義遠超玩
樂，時間寶貴、機會難得，認清目標、立定志向後，好好運用靜
定工夫，學習時專不了心的問題便能迎刃而解了。

◆港人在盂蘭節到來時祭拜逝去的親人及先祖。 資料圖片

品德學堂
20232023年年1111月月2020日日（（星期一星期一））

2023年11月20日（星期一）

2023年11月20日（星期一）

A14 ◆責任編輯：李佩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