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錢塘湖春行(1)

白居易(2)

孤山寺北賈亭西(3)，水面初平雲腳低。(4)

幾處早鶯爭暖樹，誰家新燕啄春泥。

亂花漸欲迷人眼(5)，淺草才能沒馬蹄。

最愛湖東行不足(6)，綠楊陰裏白沙堤。(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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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湖映影情長在 白堤惠民意更深

註釋：
[1]錢塘湖：西湖的別稱。
[2]白居易：字樂天，號香山居士，唐下邽
（今陝西省渭南縣境）人。唐代著名詩
人，有《白氏長慶集》傳世。
[3]孤山寺：位於西湖孤山的古寺。賈亭：
西湖名勝，唐朝杭州刺史賈全所造。
[4]初平：初，剛剛。初平，春天湖水初
漲，水面剛剛接近湖岸。雲腳低：指雲層
低垂。
[5]亂花：各色野花，指花多茂盛。
[6]不足：不夠。
[7]白沙堤：即西湖白堤。
語譯：

從孤山寺的北面到賈亭
的西面，湖面春水初漲，
剛剛接近湖岸；白雲低
籠，與水面連成一片。
有幾處早鶯在青蔥的林
木間飛舞，還有新來的燕
子銜着春泥在築巢。
繁花似錦，使人目不暇
接，翠綠嫩草，剛剛遮沒
了馬蹄。

最喜愛西湖東邊的美景，尤其楊柳樹蔭
下的白沙堤，再怎樣遊覽依然使人流連忘
返。
賞析：
白居易的勾勒下，西湖早春時節，燕舞

鶯歌，百花吐艷，萬物復甦，一派生氣盎
然的景象。詩人一騎信馬，穿梭於綠蔭掩
映間，只載遊興，不載功名，怡然自得。
詩以「行」字為主線，以「春」字為
着眼點，從孤山而起，一路沿堤而行。
滿眼的陽光與綠意，給人以春色無邊的
希望，尤其是中間兩聯，鶯啼婉轉，新
燕呢喃，仿在耳畔；百花茂盛，嫩草新

發，仿若眼前。一動一靜，多維烘托，
儼然一幅「早春郊遊圖」。詩人樂而忘
返，一派「樂天」之情，使人不覺也深
深被他對生命的熱情所感染。
白堤橫亘東西，是後人為了紀念白居易
的治水之功而命名的。白居易出任杭州刺
史期間，重新疏浚了提供水源的六井，又
修築湖堤，擴充了西湖的儲水量，為百姓
留下一泓碧水，一道芳堤，六井清泉，令
千頃農地得充足水源灌溉，百姓免受乾旱
之苦。當年任滿離開之際，人民依依惜別
這位「父母官」，白居易留下了一首為人
稱道的詩作：「稅重多貧戶，農飢足旱
田。惟留一湖水，與汝救凶年。」
今天，當我們在飽覽西湖山水的時候，
又會否想到這位大詩人當年修葺那兒的首
要目的，乃在於為民興利呢？當你看見我
們美麗的家園時，心中又會否生起建設香
港、建設祖國的良好願望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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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文》曰：「孝，善事
父母者。」既要善待父母，
自應盡心敬重順從，此所以
謂「孝順」也。然則孝敬父

母，是否只代表事事順其心意？「不順」
是否等於「不孝」？《孔子家語．六本》
曰：
曾子耘瓜（1）（2），誤斬其根。曾晳怒（3），

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久
之。有頃（4），乃蘇（5），欣然而起，進於曾
晳曰：「嚮也（6），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
力教參，得無疾乎？」退而就房，援琴而
歌，欲令曾晳而聞之，知其體康也。孔子
聞之而怒，告門弟子曰：「參來，勿
內。」曾參自以為無罪，使人請於孔子。
子曰：「汝不聞乎？昔瞽瞍有子曰舜（7）。
舜之事瞽瞍，欲使之，未嘗不在於側；索
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棰則待過（8），大杖
則逃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
蒸蒸之孝（9）。今參事父，委身以待暴怒，
殪而不避（10），既身死而陷父於不義，其不
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也？殺天子之
民，其罪奚若？」曾參聞之，曰：「參罪
大矣！」遂造孔子而謝過（11）。
譯文：
曾參在瓜地裏除草，不小心鋤斷了瓜苗

的根。他的父親曾晳很生氣，就拿起大棍
打他的背。曾子倒在地上，很長時間也不
省人事。過了好一會，曾參醒來，高興地
爬起來，上前對曾晳說：「剛才我得罪了
父親大人，大人用力地教訓我，沒有受傷
吧？」然後退回房中，彈琴唱歌，想讓曾
晳聽到，知道他身體安康無恙。孔子聽聞
此事而發怒，告訴門下弟子說：「曾參如
到來，別讓他進內。」曾參自認為沒有過
錯，便託人去請示孔子。孔子說：「你沒
有聽說過嗎？從前瞽瞍有個兒子名舜。舜
侍奉瞽瞍，瞽瞍想要使喚他的時候，他沒
有不在旁邊的；但若要找他出來殺害時，

卻從未得手。父親用小棍子打他，他就挨
打；但若用大木棍打擊，他就逃走。因
此，瞽瞍沒有犯下不行父道的大罪，而舜
也不失淳厚的孝德。如今曾參侍奉父親，
捨身承受暴怒，死不迴避，最後自己死了
還要陷父親於不義，還有比這更大的不孝
嗎？你不是天子的臣民嗎？殺害天子的百
姓，這是怎樣的罪行呢？」曾參聽後說：
「我犯的罪太大了！」於是前往孔子那裏
謝罪。
註釋：
（1）曾子：曾參，字子輿，以重孝傳世。
（2）耘瓜：在瓜地除草。《說文》：
「耘，除苗閒穢也。」
（3）曾晳：曾點，字子晳，曾參之父。
（4）有頃：一會兒。《戰國策．秦策》：
「蒞政有頃。」姚宏注：「有頃，言未
久。」
（5）蘇：本指死而重生，引申而有醒義，
俗作「甦」。
（6）嚮：通「曏」，不久前。《說文》：
「曏，不久也。」
（7）瞽瞍：舜的父親，相傳他屢次想害死
舜。瞽、瞍均有瞎義，後人認為他有目而
不能辨善惡，故稱。
（8）棰：短木棍。《莊子．天下》：「一
尺之棰。」
（9）蒸蒸：同「烝烝」，淳厚貌。《尚書
．堯典》：「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
姦。」
（10）殪：死。《說文》：「殪，死
也。」
（11）造：至，到達。
在上述故事中，曾子不慎惹怒父親，受
其暴打，卻殪而不避，終被打至不省人
事。醒來後，曾子深怕父親擔憂，又不顧
自己傷勢，唱歌彈琴，強裝安康。曾子自
以為孝，孔子卻直斥其「身死而陷父於不
義」，「不孝孰大」。此一故事，又見載

於《說苑．建本》與《韓詩外傳》，內容
大同小異，均有警惕作用。
孔子明白人性的脆弱，知道父母縱然深

愛子女，有時仍不免被憤怒沖昏頭腦，作
出錯誤行為。子女不辨是非，只管千依百
順，只是愚孝表現，根本不明道理。一旦
發生不可挽救的悲劇，子女受到傷害，父
母除了受到良心責備，亦需要負上刑責，
悔不當初。
因此，儒家強調「仁義禮智」四端，而

只知順從地挨打，殺身害親，不義不智，
並非孝順，乃大不孝也。故《孝經．諫諍
章》：「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
父。」《論語．里仁》載孔子：「事父母
幾諫。」說明父母犯錯，子女可以「諫
過」，但宜注意態度與時機，如《弟子
規》曰：「親有過，諫使更，怡吾色，柔
吾聲。諫不入，悅復諫，號泣隨，撻無
怨。」
當然，現實生活中，未必人人接受勸
諫，拒絕承認自己失當的父母，可能不在
少數。然而，即使如此，不勸諫，不反
擊，不代表我們不能迴避傷害、化解衝
突；不辨是非、毫無條件的順從，其實只
是放棄思考、不負責任的愚孝而已，不值
表揚。

● 謝向榮教授
香港能仁專上學院文學院院長

在中國有一個流傳千古的典故「夜郎自大」。 這個成語
源於西漢司馬遷《史記．西南夷列傳》，講述了夜郎國王
因對外界知之甚少，而誤以為自己統治的國家是全天下最
大的故事。 當漢朝的使者來到夜郎時，無知的國王竟然問
使者：「漢朝和我的國家哪個大？」這一問，不僅讓夜郎

國成為了後人對不自量力、妄自尊大行為的經典比喻，更在歷史
的長河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記。
夜郎國主要位於今日的貴州省境內。 由於地理位置偏遠，交通

不便，夜郎國與外界的交流相對較少，國王及百姓對外界知之甚
少。這種閉塞的環境，使得夜郎國王在接觸到漢朝使者時，產生
了對自我認知的嚴重偏差，從而問出了那句流傳千古的「漢孰與
我大」。雖然這個故事的具體情節可能有所誇張或虛構，但它所
蘊含的歷史教訓和文化寓意卻值得我們深思。
夜郎自大的故事，不僅是一個關於無知與自大的故事，更是一
個關於自我認知與心理防衛機制的深刻寓言。在心理學領域，自
大感被視為一種防衛機制，是個體為了逃避現實壓力和自我批
評，而過度膨脹自我認知的表現。這種心理現象，在佛洛伊德的
精神分析理論、寇胡特(Kohut)的自我心理學觀點、克恩伯格(Kern-
berg)的邊界理論以及拉赫曼和斯托洛(Lachmann and Stolorow)的觀
點中，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探討和解釋。
夜郎國王的自大行為，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可以歸因於多種
心理機制的共同作用。首先，根據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夜
郎國王可能是在無意識中透過誇大自我價值來逃避現實壓力和自
我批評。由於夜郎國地處偏遠，國王和國民對外界的了解有限，
這種閉塞的環境可能導致了國王對自我認知的偏差，進而產生了
自大的心理。

自大者渴望被認可
寇胡特的自我心理學觀點認為，自大感是人類渴望成為重要人
物的深層心理需求。夜郎國王可能在內心渴望被認可、被尊重，
而在現實世界中，由於地理位置、文化水平等因素的限制，他難
以滿足這種需求。因此，他透過誇大自己的國家和自己的能力，
來獲得一種虛假的滿足感和成就感。
克恩伯格的邊界理論也可以解釋夜郎國王的自大行為。在這個
理論中，自大感被視為一種保護個體免受外界傷害的方式。夜郎
國王可能透過誇大自己的能力和國家的地位，來建立一種心理屏
障，以避免外界對他的挑戰和質疑。這種心理屏障雖然在某種程
度上能夠維護他的自尊和地位，但也導致了他對外界訊息的封閉
和排斥。
最後，從拉赫曼和斯托洛的觀點來看，夜郎國王的自大可能與
他的社會角色有關。身為一國之君，他需要在臣民面前展現強大
和威嚴的形象。因此，他可能會透過誇大自己的能力和國家的實
力，來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和權威。 這種心理機制在現代社會中
也普遍存在，許多領導者為了維護自己的地位和權威，往往會採
取類似的策略。

自大不利個人發展
自大感對個人成長和人際關係有嚴重的負面影響。自大的人往往難以認
識到自己的不足和錯誤，因為他們總是認為自己是正確的，這會阻礙他們
接受新的知識和技能，限制他們的成長和發展。 同時也難以與他人建立良
好的關係，他們的自以為是和輕視他人的態度更會傷害他人的感情，導致
人際關係的緊張和疏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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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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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棄疾自幼心繫家國辛棄疾自幼心繫家國
「「三歲看老三歲看老」」具科學性具科學性

中國人重視對孩子的教育，從歷
朝歷代醫書及禮儀文獻中都有關於
「胎教」的記載，還有流傳的諺語
可窺見一二，如「三歲雕皮五歲刻
骨」「三歲看八十，七歲定終

身」，強調小時候的經驗可影響一個人一生，因為
行為觀念與思考模式，都是從小就建立起來的，或
許老祖宗便因此把「教養」的次序定為先「教」才
後「養」。
除了古代中國，近代的歐洲對兒童發展亦有各
種研究。在1980年倫敦國王學院精神病學研究所
的卡斯比教授(Avshalom Caspi)對 1,000名 3歲幼兒
的性格進行了分析，其中《兒童三歲時的行為風
格與他們二十六歲時的成人性格特徵有關》
（Children's Behavioral Styles at Age 3 Are Linked
to Their Adult Personality Traits at Age 26）這篇報
告稱，三歲幼童的言行就可預示他們成年後性
格，為我們老祖宗「三歲看老」的說法提供證
據。

三歲至五歲是「雕琢」期
不論從古代中國的教養論或現代歐洲的兒童研究
中皆可得知，幼兒從出生到三歲是一個人的性格模

型的開端，到了五歲，性格特徵已經很明顯。因
此，這個期間是「雕琢」孩子的關鍵期，也奠定日
後孩子心性發展方向。
今天談論的主角跟上文所說及的內容尤其脗合。

他生於南宋的北方（已被金人統治），算是出生於
金朝；他很小的時候，父親因病去世，由祖父撫養
長大；他的祖父雖在金朝為官，卻從不忘自己的漢
人血脈，一直在等待宋朝收復失地，將抗金愛宋的
思想種植在孫兒心中，教育他愛國的情操——他就
是辛棄疾。

祖父教誨培養愛國情懷
辛棄疾在三歲時，應該還在家鄉山東東路濟南府

歷城縣（今山東省濟南市歷城區）生活，從小生活
在金朝統治下的他，可能對國家命運和民族復興有
着深刻的感知和期待，同時，祖父辛贊對他的教誨
也產生了深遠影響。
在辛棄疾十四歲（1153年）及十七歲（1156年）

時，受祖父「隨計吏抵燕山，諦觀形勢」（隨同計
吏來到燕山，仔細觀察當地的地勢地形）之命兩次
參加金朝燕京科舉考試，名為考試，實為考察。到
1161年，金主完顏亮率兵攻打南宋，一路燒殺搶
掠，百姓不堪其苦。同年，二十二歲的辛棄疾起

義，和南宋的朝廷正規軍配合，一同抗擊金兵。過
程中，辛棄疾遭遇背叛身陷險境，雖然年紀輕輕，
但為國家人民的安危，不惜一切拚命一戰。辛棄疾
的勇猛、承擔及智慧使宋高宗大為驚異，授予官
職，辛棄疾於是回歸南宋。
由於辛棄疾與南宋當政的主和派政見不合，後被

彈劾落職，退隱山居。身為武將，卻報國無門，唯
有投入寫詞抒發情懷。
辛棄疾詞風激昂豪邁，風流豪放，他寫出壯志豪

情的「醉裏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也寫了婉

約沉鬱的「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勇武的辛棄疾在無路之處，砸開一條大道，後人
稱他「人中之傑，詞中之龍」。作為世間難得的文
武全才，更可貴的是他一生謹記祖父的教導，一顆
熾熱的愛國心從未熄滅，不管手執的是劍還是筆，
他永遠在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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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反對愚孝 曾子受杖成警示

●辛棄疾雕像 網上圖片

●夜郎是西南夷中最大的國家。圖為夜郎文化遺址出土的宴樂紋畫像磚。
網上圖片

●曾子像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