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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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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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仲謀（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系教授）、金夢瑤（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系講師）、李敬邦
（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系高級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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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向榮教授（香港能仁專上學院文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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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陽平衡即《易》道 做人不宜太偏激

杜甫花徑迎老友 真心相待情誼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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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於草茅發奮成才生於草茅發奮成才
包公是包公是「「白面書生白面書生」」

今天文章的主角，可能是古
往今來知名度最高、百姓心中
清官的代名詞，他是集秉公執
法、一身正氣於一身的官員，

他的故事盡見於戲曲、小說、布袋戲，甚或
電影、電視、動漫中，他供人民奉於廟堂、
庇佑蒼生，他就是—包拯（後世譽為「包
青天」）。

臉蛋被後人「愈描愈黑」
很多人受戲曲、小說的影響，會以為包
拯臉色深黑，但事實卻是他乃「白面書
生」。古人認為太清秀會讓人感覺不踏
實，加上包拯鐵面無私的性格，像鐵一樣
硬，「鐵：黑金也。」（《說文解字》）
即鐵的顏色是黑色，因此順理成章包拯給
後人「愈描愈黑」，這主要是民間藝術渲
染所致。
這麼優秀的包拯，卻在給仁宗的奏摺裏

說自己「生於草茅」，自認不優秀又非家
世顯赫的包拯，看到滿朝世家出身的百官
時會感到自卑嗎？
讓我們一同踏入阿爾弗雷德．阿德勒Al-

fred Adler）這位非凡醫師兼心理導師所構
築的「阿德勒心理學」（Adlerian Psycholo-
gy）理論，來探索人性的多彩多姿。阿德
勒認為，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我們的
人格不僅受到自己內心想法的影響，還受
到社會環境、生活方式、小時候的經歷以
及父母的教育方式等多方面的影響。
現在，我們來看看包拯的故事。包拯雖

然出生在農民家庭，但他的父親對他要求
很嚴格，也對他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從五
歲開始，包拯就開始學習認字，到十三歲
時，他已經把四書五經都讀完了，這些都
離不開他父親的嚴格教育和包拯自己的聰
明努力。
從村裏的私塾到成為進士，包拯的每一

步都印證了阿德勒的理論—社會環境、生
活方式、早期經驗和家庭教育共同塑造了
一個人的成長。

從「自卑」認識自身不足
再回到阿德勒的理論，他說每個人從生

下來就有一種想要變得更好的衝動，這種
衝動在胚胎時期就已經存在了。換句話
說，每個人都有追求優秀的衝動與潛力，
就像包拯一樣，他把這種追求優秀的精神
體現在了為官清廉上。
總而言之，包拯的生平經歷深刻地闡釋

了個人潛能與環境挑戰之間的關係。出身
平凡並未讓他心生自卑，反而成為了他不
懈奮鬥、追求卓越的原動力。包拯以過人
的才智、清廉的操守及公正無私的品格，
在歷史上留下了光輝的印記，成為後世敬
仰的楷模。
這一歷程啟示我們：自卑情緒若得以正確

引導，不僅能激發個體內在的潛能，更能成
為推動個人成長與社會進步的強大力量，促
使我們不斷超越自我，達到更高的境界。
在社會普遍的視野裏，「自卑」常被視
為一種消極的情感壓力，與低自尊、自我
否定等負面評價緊密相連。然而，阿德勒
心理學以其獨到的視角，為「自卑」這一
概念賦予了轉化的力量。
阿德勒認為，正是這種對自身不足的深
刻認識，構成了個體追求自我超越與成長
的基石。當個體意識到自己的局限時，非
但不會被其束縛，反而能夠激發出強大的
內在動力，去尋求改變、提升自我。自卑
感在這一理論框架下，成為了推動個體不
斷向着更高目標邁進的催化劑，促使人們
在挑戰與努力中實現自我價值的升華。
讀者們，你曾感到自卑嗎？在不足之
下，我們如何面對自卑？又如何超越自
卑？這是個重要的人生課題。

早前和同事午餐時談到養寵物的話題，他可以稱得上
是「金牌鏟屎官」了。我養過不少寵物，但遠不如同
事，他養過昆蟲、爬蟲類、鳥類、哺乳動物、魚類！ 在
香港這個人多車多居住環境擠迫的地方，飼養動物別說

帶來什麼實用或經濟的好處，在寸金尺土的生存空間還要額外擠
出地方給寵物，除了心理需要的驅使，很難解釋人類為何持續這
種行為。飼養寵物這一種行為基本上是人類獨有，例如養狗，狗
在人類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在中國，養狗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時代，距今已有約一萬
年的歷史。 在河北徐水南莊頭遺址中，考古學家發現了狗的遺
骸，證明了狗是人類最早馴化的動物之一。 在古代社會中，狗不
僅是生活中的助手，還在許多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到了周朝，
養狗已經成為一項有專門官職負責的工作，即「狗官」或「犬
人」。《周禮．天官》中便有關於這些官員的記載，他們負責宮
廷中的犬類管理，顯示狗在古代社會中的重要地位。

古人養狗 守衛家園
在古代，狗的功能是實用的，牠們可以協助狩獵、守護家園等

任務。如春秋戰國時期，獵犬和衛士犬被大量飼養，用於狩獵和
防衛。此外，狗也曾作為食物來源，特別是在物資匱乏的時期，
狗肉被視為珍貴的食材。
除了實用功能，狗還在祭祀和殉葬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商
代，狗被用於祭祀和殉葬，古人相信狗能夠守護家園和亡者的靈
魂。 這些習俗反映了古代人對狗的特殊情感和文化認同。
隨着時間的推移，我們對狗的看法也逐漸改變。 從早期的實用
功能逐漸轉變為陪伴功能。漢代的宮廷和貴族階級特別喜愛飼養
各種犬種，養狗之風廣為流行。 唐代皇帝甚至為養狗建立了豪華
的「五坊」，專門用於犬類的飼養。 到了明清時期，隨着西方犬
種傳入中國，狗的陪伴價值逐漸突顯，成為人們情感寄託的對
象。 許多文人墨客透過詩歌和繪畫讚美狗，展現了他們對狗的熱
愛和情感依賴。其時，養小型犬成為一種時尚，尤其是在皇室
中，慈禧太后等人都非常熱衷於養狗。
在現代社會中，寵物——尤其是狗，不僅在日常生活中扮演重
要角色，也對人們的心理健康產生了正面影響。寵物被認為是人
類最忠誠的夥伴，能夠在人們感到孤獨時給予陪伴和安慰。 這種
陪伴感對獨居或社交圈較小的人來說尤其重要。

另一方面，與寵物互動能夠促進人體內多巴胺和催產素等神經傳導物
質釋放，這些物質與幸福感和滿足感密切相關。 同時，寵物的陪伴也能
降低壓力荷爾蒙的水平，幫助我們在面對壓力和挑戰時緩解焦慮情緒。
養寵物也需要投入時間和精力，照顧寵物的過程讓人們能感受到自己的
價值和能力，進而提升自尊和自我價值感。在近代社會，養寵物往往更
容易與他人建立連結。例如，帶着寵物外出散步或參加寵物活動時，人
們有更多機會與他人交流和互動，擴大社交圈子，增強社交能力。
儘管養寵物對大多數人來說有積極的心理影響，但也存在一些潛在問題
需要注意。有些人可能會過度依賴寵物來獲得安全感和歸屬感，這可能導
致他們忽略了自身的問題和成長。另外，養寵物意味着要承擔一定的情感
責任。當寵物生病或去世時，主人可能會經歷悲傷和失落等負面情緒。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只要我們一日有心理需要，「鏟屎官」的職位便

會一直存在於人類社會中。

上回導讀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要》
篇，提到孔子晚而喜《易》，遭到子貢質疑，結果
引發了一場師徒有關《易》學本質的論辯。孔子表
示，自己從來如一，以修身立德為旨，其讀《易》
並非為了占筮，而是透過卦爻辭去理解「古之遺

言」。孔子教導學生，凡事不可囿於外在形式，不應被《周易》占
筮之辭影響，而應當「察其要者」，直觀全經背後的核心思想。但
是，子貢對此並不滿意，帛書《要》篇載道：

子贛曰：「如是，則君子已重過（1）矣。賜聞諸夫子曰（2）：『孫

（遜）正而行義（3），則人不惑矣。』夫子今不安亓（其）用而樂亓

辤（辭），則是用倚於人也（4），而可乎？」子曰：「校（絞）哉（5），

賜！吾告女（汝）《易》之道，良筮而善占，此百生（姓）之道

也，非《易》也。夫《易》，岡（剛）者使知瞿（懼），柔者使知

圖，愚人為而不忘（妄），漸人為而去詐（6）。文王仁，不得亓志，

以成亓慮。紂乃无道，文王作，諱而辟（避）咎，然后（後）

《易》始興也。予樂亓知（智）之（7）。非文王之自作《易》，予何

知亓事紂乎？」

譯文：
子貢說：「如果這樣的話，那君子已再次犯錯了。我聽老師說

過：『依循正常的原則來做事，人便不會迷惑。』老師如今不安於
《周易》占筮之用，反而喜歡研讀其卦爻辭，這是刻意立異於人，
這樣做可以嗎？」孔子說：「賜，你太偏激了！我來告訴你《易》
之道，喜好占筮的，是一般百姓之道，並非真正的《易》學。《周
易》這部書，能使剛強者懂得畏懼，柔弱者懂得圖謀，愚直者不至
妄為，虛偽者去除欺詐。文王有仁德，但不得以實現他的心志，成
就他的謀略。紂王殘暴無道，文王於是興起，隱瞞自己的志向以避
禍，《周易》才得以大興。我很樂意了解卦爻辭背後的智慧。如果
不是文王親自作《易》，我又怎能得知其侍奉紂王背後之道理
呢？」
註釋：

（1）重過：重，重複。過，過錯。
（2）賜：孔子門生，複姓端木，名賜，字子貢，或作子贛。
（3）孫正：依循常道。孫，通「遜」，順循也。《說文》：「遜，

遁也。」段玉裁注曰：「遁，遷也。此字古音同『循』，遷延
之意。凡逡遁字如此，今之逡巡也。」正，常。

（4）用倚：李學勤教授認為，「倚」通「奇」，「用奇」與上言
「孫正」相呼應。案：倚，偏倚，本即有失正之義。

（5）校：諸家多解作「狡」，謂孔子斥子貢狡獪，恐非。廖名春教
授本亦作「狡」解，後改作「絞」，甚確。絞，急切，偏激。
《論語》：「直而無禮則絞。」「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

（6）漸：詐，騙。《荀子．正論》：「上幽險則下漸詐矣。」
（7）樂亓知：此當呼應前文「樂其辭」。依丁四新教授說，「知」

當讀為「智」。

子貢質疑，《易》之主要作用就是占筮，孔子讀《易》而不重
占，只是標奇立異，並非君子所為。此一論述，似是而非，幾近詭
辯，故孔子曰「絞哉」，提醒學生做人不可太過偏激，只見表面，
不見整體。
然後，孔子再次重申，以為《周易》之主要作用為占筮，不過是
一般百姓的誤解。事實上，《周易》最重要的道理，也是中華傳統
文化最核心的價值觀，在於陰陽平衡之道。此一抽象道理，可以透
過《易》辭去慢慢理解；故多讀《易》辭，可以明白凡事必有正反
兩面，使剛強者有所懼，柔弱者能堅強，此乃《易》學最重要的教
化意義。
最後一段，缺文較多，這裏謹以廖名春教授的釋文為據，加以補
訂。考其大旨，乃在說明文王在逆境中堅強自守，以《易》理自勉
的意義。案：文王仁愛而不得其志，紂王無道卻讓文王興起，當中
智慧，概即陰陽相對、福禍相倚之《易》道也。《繫辭傳》曰：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
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
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正可作為此段之注
解。

客至(1)

杜甫(2)

舍南舍北皆春水(3)，但見群鷗日日來。

花徑不曾緣客掃(4)，蓬門今始為君開(5)。

盤飧市遠無兼味(6)，樽酒家貧只舊醅(7)。

肯與鄰翁相對飲(8)，隔籬呼取盡餘杯(9)。

註釋：
(1)客：指崔明府。杜甫在題後自注：「喜崔明府相過」。明府：縣令

的美稱。
(2)杜甫：字子美，唐代詩人，有「詩聖」、「詩史」的美譽，與李

白並稱「李杜」。現存詩1,400 餘首，見於《杜工部集》。
(3)舍：家。但見：只見。
(4)花徑：長滿花草的小路。緣：因為。
(5)蓬門：用蓬草編成的門戶。
(6)飧（粵：宣syun1）：飯菜。市遠：離集市遠。兼味：多種美味佳

餚。無兼味：謙言菜少。
(7)樽：裝酒的器皿。舊醅（粵：胚pui1）：隔年的陳酒。
(8)肯：能否允許，這是向客人徵詢。
(9)呼取：招呼。餘杯：餘下的酒。

語譯：
春天，草堂南北的河流都漲潮了，能見到鷗群每日結隊飛來。
我不曾為客人掃過花徑，今天為您的到來打掃，柴門不曾為客人

打開，今天為您開啟。
家離市集太遠，家財太薄，餐盤中沒有什麼好菜餚，但有陳酒待
客。
若願意邀請隔壁的老翁來共飲，就隔着籬笆喚他過來一起喝盡這

餘下的酒吧！

賞析：

這是一首至情至性的記事詩，洋溢濃郁的生活氣息，展現詩人純
樸的性格和喜客的心情。從戶外景色着筆，寫出春水環繞的秀麗景
致。每日只有群鷗到來，一來襯托環境清幽僻靜，二來反映無人來
訪的寂寞心境，三來巧妙鋪墊喜客的心情。
頷聯，詩人採用與客談話的方式，增強生活實感，也體現兩人的
深情厚誼，同時鋪墊聚會的酣暢歡快。頸聯，詩人講述延客就餐，
頻頻勸飲，卻言酒菜欠豐。話語雖家常，但款曲周至。
詩歌結尾別有餘韻，詩人以舉杯呼喚鄰翁共飲作結，虛寫的細節
細膩逼真，巧妙地把席間氣氛推進一層，反映熱烈歡快的情緒。
理學家朱熹說：「朋友以義合」，朋友相交需講求道義。鮮卑族
詩人賀蘭進明則說：「人生結交在終始，莫為升沉中路分」，與友
人相交，當真心相待，不以貴賤離棄。人生樂在相知心，友情難能
可貴，能結君子之交，得好友相伴，自當珍惜。
與良朋益友來往是人生一大快事。你曾經招待過好朋友到訪家
中，又或者曾到好友的家登門造訪嗎？即使在現今資訊科技發達的
年代，人們有種種社交媒體可用，但親身訪友依然是無可替代的。

●狗狗站上滑板車與主人逛街。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