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為一位老師、亦是兩位小朋友的
家長，也曾經是一位學生，對香港教
育制度的理解及體會可謂「迂迴曲
折」。特別是在大學時代從中小學老
師的「五指山」突然跳到「海闊憑魚

躍，天高任鳥飛」的環境，同時大學所教的幾乎所
有理論，也在痛批香港教育。
作為一位心理學畢業生，又開始成為教育工作
者，那時的一股腦熱，幾乎把所有快樂教育的理論
也用在工作上，及後碰釘多了，也對世界各地的名
校眼界愈開， 便愈冷靜下來。

教育競爭催生「全球科舉」
在香港和內地教育討論中，普遍存在一個認知誤
解：認為歐美推行的是完全「快樂教育」，學生壓
力遠低於亞洲。 然而，美國心理學會2024年最新
研究《完美主義與高壓成功文化》揭示了一個令人
深思的現象，全球教育競爭已形成一種「毒性成就
文化」。 數據顯示，美國頂尖高中學生的焦慮與憂
鬱率是全國平均的6倍，英國青少年完美主義傾向
在30年內暴增33%。 這些數據清楚地表明，高壓
教育模式並非東亞社會特有，而是全球化競爭下各
國共同面臨的情況。
倫敦政經學院心理學家Thomas Curran的研究團
隊發現，在歐美社會中，「社會期許型完美主義」
（即認為必須完美才能被社會接納的心理傾向）在
過去30年間激增33%。 這種心理狀態與憂鬱症、
自殺風險呈現高度相關性。
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社會出現的「名校焦慮」
現象與香港社會的情況驚人相似，有83%的家長認
為「孩子成績反映自己育兒成敗」，73%的家長將
名校錄取視為衡量人生成敗的關鍵標準。 這些數據
打破了我們對歐美教育模式的傳統認知。

香港教育體系處於中西文化的夾縫之中，形成了
獨特的困境。 一方面承襲英國殖民時期的精英名校
制度（如DSE「神科」的激烈競爭），這實際上是
維多利亞時代「紳士教育」的現代變體，與內地高
考制度同樣崇尚「篩選主義」。
利昂．費斯廷格（美國社會心理學家，以其認知

失調理論著稱）提出的社會比較理論可以解釋這種
全球教育軍備競賽的現象。 該理論指出，人類會透
過與他人比較來評估自我價值。
在社群媒體時代，這種比較的範圍已經從同班同

學擴展到全球範圍，每個青少年都能看到哈佛錄取
生、奧運冠軍等全球精英的案例。當比較對象從身
邊同學或朋友擴展到地球另一端的頂尖人才時，
「我不夠好」的焦慮感被無限放大。這解釋了為什
麼牛頭角的DSE考生、上海高考生與矽谷高中生會
面臨同樣嚴重的失眠問題，就是因為成功（或成
就）焦慮。

傳統文化富減壓智慧
心理學家愛德華．迪西（Edward Deci）和理察．

萊恩（Richard Ryan）提出的自我決定理論認為，
健康的學習動機應該滿足「自主、勝任、歸屬」三
個基本心理需求。 然而現今教育體系正在破壞這些
需求。在東方社會，學習被「考上清華北大才能光
宗耀祖」的家族期待綁架；在西方社會，則被「非
斯坦福不可，否則人生失敗」的完美主義異化。 這
些外在壓力使得學生的學習動機完全被恐懼驅動，
喪失了內在的好奇與探索慾望。
中國傳統文化中其實蘊含着豐富的教育減壓智

慧，只是常被現代人忽略。 莊子提出的「無用之
用」思想，本質上是對單一成功標準的批判，倡導
多元價值取向。這與現代心理學中的「成長型思
維」不謀而合；朱熹強調的「循序漸進」教學原

則，反對拔苗助長的急功近利，注重「小成積累」
的過程亦暗合心理學「微小勝利」理論的教育應
用。 這些傳統智慧或許可為我們應對當代教育焦慮
提供一些啟示。

重新解讀傳統 方能破解困境
哈佛大學的研究發現，在同樣高壓的環境中，那

些能夠健康成長的學生的關鍵特質是擁有強烈的
「存在感」，即感受到「我被愛不是因為我取得了
什麼成就，而是因為我是我自己」。這種理念與中
國傳統教育智慧異常契合。王陽明「致良知」學說
強調，學習的終極目的是追尋自我價值，而非追求
外在獎罰。

從歐洲的「完美主義流行病」到中國的「內卷
化」教育，全球社會實際上面臨着同樣的根本問
題：當學習淪為恐懼驅動的競賽時，教育系統就只
能批量生產「焦慮的優秀綿羊」。 破解這一困境的
關鍵不在於全盤否定傳統，而在於重新解讀和創造
性轉化。正如孔子所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
者不如樂之者」，唯有重新找回對知識本身的熱
愛，才能使中西教育智慧真正為當代人所用，培養
出既優秀又健康的下一代。

●劉國輝老師
學研社成員，在各大專及大學任教心理學十多年。
愛用微觀角度分析宏觀事件，為朋友間風花雪月的
話題做準備。

是次主角一生充滿傳奇色
彩，其從赤貧出身到開創皇
朝，幼年的苦難經歷不僅塑造
了他堅韌不拔的性格，更讓他

認識到教育對於個人命運與皇朝發展的重要
性，從而在政後十分重視教育，深刻改變了當
時的社會面貌——他就是明朝開國皇帝朱元
璋。

流浪三年體悟知識可貴
朱元璋出生於安徽鳳陽一個極為貧困的農民
家庭，家境的貧寒超出常人想像。為了生存，
朱元璋曾與家人一起採挖野菜、草根充飢，甚
至吃泥土。後來他被迫與兄嫂分離，出家當和
尚，但寺廟也因饑荒無法維持，他只能以乞討
為生，歷經三年流浪，輾轉於安徽、河南多
地。這段艱難歲月中，他不僅長期忍受飢餓與
寒冷，還飽受世人的冷眼與欺凌。
由於家境貧困，朱元璋幾乎沒有接受過系統
的教育，大字不識幾個，這使得他在面對生活
困境時，深深體會到知識匱乏帶來的無力感。
在亂世中求生的經歷，讓他認識到，只有知
識才能改變命運，只有教育才能培養出有能
力、有擔當的人才，進而推動社會進步、國家
繁榮。
建立明朝後，朱元璋將發展教育視為治國安
邦的關鍵舉措。儒學重視人的道德修養和社會
秩序的建立，認為幼稚教育是培養良好品德和
行為習慣的重要基礎。
孔子主張「有教無類」，注重培養幼兒的道
德品質，如仁、義、禮、智、信等。通過啟蒙
讀物、故事講述等方式，讓幼兒從小接觸儒家
的道德觀念，培養他們的仁愛之心、尊重長
輩、遵守禮儀等品質。
同時，儒學也強調幼兒的行為規範，注重培
養他們良好的生活習慣和行為舉止，如坐立行
走的姿勢、言語表達的規範等。因此，朱元璋
大力提倡尊孔崇儒，下令在全國範圍內修建孔
廟、祭祀孔子，提高儒家的地位。

提升教育品質 讓百姓擺脫蒙昧
朱元璋積極推動教育的普及，洪武八年，他下詔設立社
學，要求每鄉社設學，延聘教師，為平民子弟提供啟蒙教
育。朱元璋希望通過這種方式，讓更多的孩子，尤其是貧
苦家庭的孩子，能夠接受教育、擺脫蒙昧。
他還親自主持編寫《御製大誥》等教材，並將其納入教
學內容，以規範教育標準和價值觀。此外，為了提升教育
品質，他推行南北教師對調政策，促進教育資源的均衡分
配。明朝重視教育，及後培養出了許許多多的名人，譬
如：解縉、王陽明、徐光啟、張居正等。
朱元璋因自身苦難身世而對教育的重要性有着深刻體
悟，他以堅定的決心和強有力的措施大力推廣教育，不僅
改變了個人和家族的命運，更對整個國家和民族的發展產
生了深遠影響，其教育舉措和理念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借鑒
意義。
我們身處於安全、資源豐富、重視教育的時代中，是無
比的幸運！安全的環境讓我們能安心生活、追求夢想，豐
富的資源給了我們多樣的發展機會，而對教育的重視則為
我們打開了知識的大門，塑造更好的自己。像現在的教育
資源無論是學校裏的設施，還是網上豐富的學習內容，都
是前人難以想像的。你有沒有特別珍惜學習機會或者教育
資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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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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佩瑾品 德 學 堂A15

「聖人不仁」疑為誤傳 版本差異衍誤解

全球教育陷「軍備競賽」中國傳統文化助減壓

虞美人(1)

李煜(2)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

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3)。

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4)。問君能有

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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嘆往昔雕欄傷逝 看今朝少年當歌

筆者在前幾篇專欄，曾以「人
定勝天」「沉魚落雁」「呆若木
雞」等語為例，說明道家思想玄
奧精深，說理不拘一格，讀者如

果望文生義，往往會誤會文意，未得真旨。
不過，今人有些誤讀誤解，並非單純的望文生
義，實與版本異文有關。例如傳世本《老子》的
文本，似頗有貶抑儒家學說的內容，後人或以之
為「儒道相爭」之例，着力強調儒道思想的衝
突。
整體而論，儒家學說積極入世，着重倫理道

德與社會秩序，強調仁愛、禮儀與忠恕思想，
發展出修齊治平、內聖外王等一套政治理論。
道家學說則相對潛隱出世，強調個體的自由

發展，主張順應自然、隨遇而安、無為而治。
兩者既然在理念和價值觀上存在差異，自然不
可避免地存在一定衝突與對立，故司馬遷《史
記．老子韓非列傳第三》概括儒道兩家之關係
曰：「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
子。道不同不相為謀。」此一觀點，影響了歷
代諸多學者，不少人誤以為儒道思想互有衝
突。
筆者認為，歷代所謂「儒道相爭」，成因複
雜，或受政治、宗教、學派等不同因素影響，其
中亦與版本異文相關。幸而，近半世紀，地不愛
寶，國內出土材料甚夥，單以《老子》為例，即
有馬王堆帛書本、郭店楚簡本、北京大學藏西漢
竹簡本《老子》等，頗有助今人了解《老子》文
本源流及思想，意義重大。
現謹比照諸出土版本與傳世王弼注本《老子》
第5章異文（見表）。
通過比照可知，王弼本、帛書本、漢簡本此章

內容大致相同，獨楚簡本僅存「天地之間，其猶

橐籥與？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句，未見「天地
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
狗」及「多言數窮，不如守中」等句。
據此，諸家多譯此章大意謂：「天地不講仁
愛，視萬物為祭壇上的芻狗，任憑其自然生長。
聖人不講仁愛，視百姓為祭壇上的芻狗，任憑其
自然發展。天地之間，豈不像個風箱？虛空而不
會窮竭，鼓動而生生不息。話說得太多，往往使
自己陷入困境，還不如保持虛靜沉默，把話留在
心中。」

原文不涉貶斥儒家
傳本此章「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一句，

固可將「不仁」理解為不刻意講仁愛，藉以突出
「聖人無所偏愛」的思想，帶出道家任物自然發
展之理。
然而，儒家向來重「仁」重「聖」，此處刻意
標榜「聖人不仁」，難免讓人有貶斥儒家的聯
想。如今，年代最早的戰國楚簡本卻無此句，這
有可能是漏抄，但反過來，也有可能是後來傳抄
者誤衍，或是刻意竄寫，並非《老子》原文所
有。然則所謂「儒道相爭」，概與本章無涉。至
於其他似有貶斥儒家思想的《老子》文本，也值
得重新反思。篇幅所限，下回再續。

● 謝向榮教授
香港能仁專上學院文學院院長

註釋：
[1]虞美人：原為唐教坊曲，

後用作詞牌名。
[2]李煜：是南唐最後一位國

君，世稱「南唐後主」或「李後主」，在詞壇
有很高的成就。
[3]故國：指南唐故都金陵（今南京）。
[4]雕欄玉砌：指南唐故宮。朱顏：可指南唐

的宮女。亦可指李煜自己。
[5]君：作者自稱。

語譯：
春日繁花盛開，秋日皓月當空，這樣美好的

光景是什麼時候結束的？以前的
事情還記得多少！
昨夜，逼仄的樓台，再吹來春
風，在這皓月當空的夜晚，不能
忍受回憶故國的傷痛。
南唐王宮那些精雕細刻的欄
杆、玉石砌成的台階應該都還
在，只是所懷念的人，都已年華
老去了。
要問我心中有多少哀愁，就像
那不盡的春江之水，滾滾東流。

賞析：
這首詞是李煜的代表作，也是他的絕命詞。
寫作之時，他正被關在北宋都城汴梁。詞作通
過今昔的交錯對比，表現出一個亡國之君的無
窮哀怨。
「春花秋月」的自然之美，「雕欄玉砌」的
巧工之美，與痛失故國之哀，人生無常之悲，
一切物是人非，形成強烈的對比，讓悲痛之情
更深。運用比喻，將無形的「愁」形象化，如
看得見的「春水」滾滾東流，告訴別人愁之
深，愁之多，愁之綿綿無期，滔滔不絕。
「愁」是苦痛和消極的，「春水」代表新的

希望，蘊含積極的力量，兩者作出對比，反襯
出李煜的愁深悲切，與他對故國的痛念哀思。
全詞在這種悲喜苦樂的對照中，循環往復，
跌宕曲折一如同李煜的心境，設問、比喻、對
比等修辭的運用純熟，在一收一放中，釋放出
更強烈的藝術感染力。
李煜有他的人生命運和責任。他生在皇家，
時逢亂世，須有挽狂瀾、救萬民的氣魄，抗外
敵、平天下的能耐，然而他卻有心無力，終以
悲痛失國，客死他鄉結束一生。
生命的饋贈從來都暗附使命：呱呱墜地時，
我們年輪裏的新芽，生長着父母的希望；當歲
月漸長，我們終將成為社會的棟樑。同學們風
華正茂，當在知識的疆場深耕不輟 —— 今日
埋下的每一顆汗珠，都是明日托舉家國的基
石。
願你從今日起，以少年意氣作帆，以責任擔
當為錨，在自己的征途上，破浪前行，不負韶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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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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簡本：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與？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王弼本：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帛書本：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多聞數窮，不若守於中。

漢簡本：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天地之閒，其猶橐籥虖？虛而不屈，動而揄出。

多言數窮，不若守於中。

《老子》第5章異文對比表 註釋：
[1]芻狗：草製祭物，用以祈福，

祭後即棄，任其毀敗。《莊子．天
運》：「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
衍，巾以文繡，尸祝齊戒以將之。及
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
爨之而已。」
[2]橐籥：指風箱，乃古代冶煉時

用以鼓風吹火的裝置。吳澄《道德真
經注》曰：「橐籥，冶鑄所用，噓風
熾火之器也。為函以周罩於外者，橐
也；為轄以鼓扇於外者，籥也。」
[3]言：說話，疑當指聲教法令。

「數」猶「速」義。「守中」，保留
在心中，謂持守中空之道，淡泊自
持。「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全句
以話多惹禍，比喻政令煩苛將加速敗
亡，不如持守虛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