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次在課堂中和學生談到助人行
為，有學生提到「仗義每多屠狗
輩」「好人無好報」，引起了一陣
議論。學生的爭執在於：到底助人
和窮是否有相關性？當中又是否有

因果關係？
在中國歷史中，顏回是道德高尚的象徵。據《論

語》記載，這位孔子最鍾愛的弟子「年二十九，髮
盡白，早死」（《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生前
始終過着「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的極簡生
活。當世人以「貧」為憂時，顏回卻能「不改其
樂」，這種超越物質匱乏的精神自足，被孔子讚為
「賢哉回也」。他不僅是「不遷怒，不貳過」的德
行完人，更以生命印證了儒家「義哉想」的價值排
序。

「重名節輕利祿」
孟子稱「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而顏
回正是最佳人選。 他否認人生價值等於財富積累，
轉而在「博文約禮」的靈性修行中尋求安身立命之
本。這種「朝聞道，夕死可矣」的生命取向，塑造
了中國士大夫「重名節輕利祿」的文化基因，卻也
埋下了「道德崇高與經濟窘迫」的永恒悖論
現代心理學為「顏回式困境」提供了一個跨文化

的詮釋架構。馬茨（Matz）和格拉德斯通（Glad-
stone）在2020年發表於《人格與社會心理學雜誌》
的研究指出，性格隨和（agreeableness）的人在全
球範圍內普遍面臨經濟困難。透過重新分析多組不
同研究發現，隨和者更傾向於認同「金錢不重要」
的價值觀（如顏回「簞食瓢飲」的生活選擇），這
種態度導致其在財務規劃中投入的認知資源顯著減

少。在英國線上樣本中，隨和者的儲蓄水平比其他
人低 16%，且更容易陷入債務違約（風險高
9%）。
研究也發現，收入水平顯著調節性格與財務的關

係：高收入群體因擁有物質安全網，隨和性格對財
務影響微弱；但低收入者若秉持「輕利」態度，往
往陷入「愈善良愈脆弱」的循環。英國縱向數據追
蹤25年發現，16歲時性格隨和的低收入者，42歲
時儲蓄比同齡人少38%。
儒家「君子喻義」的訓誡，在顏回身上演變為

「避談物質」的集體無意識。 如同香港職場中常
見的「不爭不搶」文化，雖維護了人際關係和
諧，卻可能在薪資談判、職業晉升中處於劣勢。
研究亦顯示，美國隨和者因「避免衝突」的談判
風格，年薪平均比同齡人低8%。 這與顏回的困境
本質相通：當社會將「成功」等同於「資源獲取
能力」時，任何偏離功利邏輯的選擇都會被視為
「生存劣勢」。

既要拚搏 亦要找到「陋巷之樂」
面對好人即劣勢的功利文化衝擊，顏回的例子在

不同層面需要新的詮釋方向。
在個體層面上，要超越非此即彼的價值對立。朱

熹註解顏回「樂在其中」時強調「非忘乎貧富」，
而是「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 意思是道德追求
與財務健康並非零和遊戲。 如研究中提到，當隨和
者主動提升財商（如制定預算、尋求專業理財建
議），其財務劣勢可縮減41%。
在社會層面上，建構多元價值的社區。地理研究

顯示，在價值觀多元的社區（如德國漢堡、日本東
京部分區域），隨和者的經濟壓力比功利導向地區

低23%。這顯示如香港等高度競爭社會，若能減少
「名校、高薪、豪宅」的單一成功敘事，為「低物
質慾望」的生活方式提供制度上的包容（如為非功
利職業，即藝術工作者、宗教人士等提供簡單及正
式的社會認證機制），或許能讓更多人在「獅子山
精神」之外，找到屬於自己的「陋巷之樂」。

現代社會需要「不忮不求」的生命態度
顏回的早逝，是一曲道德理想主義的悲歌，卻也
是中華文明對「精神超越性」的永恒致敬。 心理學
研究以數據證明「好人易困於經濟」，但這並非否

定善良的價值，而是提醒我們在計算「投入產出
比」的現代社會，需要為「不忮不求」的生命態度
保留棲身之所。當我們不再用單一的經濟尺度丈量
人生時，才能真正理解「回也不改其樂」的深層智
慧：那不是對貧窮的美化，而是一種超越物質的
美。我很少在我的專欄作總結，但也必需要呼籲一
下：各位善良的人，是時候報讀一些財商課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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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幼兒教育着重國際化
視野拓展、英語語言教學
等，但在傳統文化教育上，
往往缺乏系統性與深度，多

以碎片化的形式呈現，僅停留在表面的簡
單介紹，難以讓幼兒形成對中華文化的全
面認知與深層理解。

內地幼兒教育重視中華優秀傳統
筆者從事幼兒教育工作期間，通過與內

地的交流觀摩活動，深刻感受到香港與內
地幼兒教育存在顯著差異。內地幼兒教育
尤為重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將其
貫穿於日常教學的各個環節。從誦讀經典
詩詞，到傳統節日體驗：包糉子、寫春
聯；又或是從水墨丹青、剪紙工藝的藝術
啟蒙，到二十四節氣知識的浸潤式學習。
內地幼兒教師秉承中華文化的傳承以及
品德教育，通過繪本、故事動畫等素材，
以全方位、多層次地引導幼兒去領略中華
文化的深厚底蘊並樹立幼兒正確的價值
觀。
我們今天談論的主角，是一位不畏強
權、一心為民、清正廉潔、剛正不阿的明
朝著名清官，正合用於幼兒品德教育素
材。他就是經歷豐富，充滿傳奇色彩的海
瑞。
海瑞出生於海南瓊山的一個貧苦家庭，
自幼喪父，由母親謝氏撫養長大。謝氏對
海瑞要求嚴格，海瑞自幼便飽讀詩書，樹
立了以天下為己任的遠大志向。

為百姓減負 不懼權貴
中舉步入仕途後，海瑞先後擔任過福建
南平縣教諭等職，在任上以嚴格的學規和
剛正不阿的態度聞名。海瑞曾上書批評嘉
靖皇帝迷信道教、不理朝政等問題，他的
《治安疏》震動朝野。海瑞也因此入獄，
直到嘉靖皇帝駕崩後才被釋放。他在地方
上擔任過多種官職，如應天巡撫等。在任
上大力推行改革，打擊豪強、疏浚河道、
推行一條鞭法，減輕百姓負擔，深受百姓
愛戴，但也因此得罪了不少權貴。
海瑞晚年再度被起用，擔任南京吏部右

侍郎等職。儘管年事已高，他依然保持着剛正廉潔的
作風，致力於整頓吏治。1587年，海瑞在南京任上去
世，他一生清正廉潔，死後僅留下俸銀八両、葛布一
端、舊衣數件，其清貧令人敬佩。海瑞的事跡和精神
對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成為了中國歷史上廉潔奉
公、為民請命的典範。
海瑞的故事在幼兒教育中可發揮積極作用，培養幼
兒正直、誠實、勇敢等良好品德。其實，在歷史的浩
瀚長河裏，還湧現出無數英雄豪傑、清廉官吏和為民
請命的仁人志士，他們同樣值得被選作教學典範與人
生楷模，其精神品格將激勵一代代人堅守正道、擔當
奉獻 。
令人欣喜的是，近年來香港社會對文化傳承的重視
程度日益提升，不少幼稚園開始嘗試增設傳統文化課
程、開展主題文化活動，努力補足這一教育板塊的短
板。持續深化香港與內地幼兒教育的交流互鑒意義深
遠，雙方可借此取長補短，共同探索更優質的幼兒教
育模式，助力孩子們在文化自信與國際視野的雙重滋
養下茁壯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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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4

一字調和儒道思想 眾說殊途同歸

重新詮釋顏回精神「愛生活」不損崇高道德

聽穎師彈琴(1)

韓愈(2)

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3)。
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4)。

浮雲柳絮無根蒂，天地闊遠隨飛揚。
喧啾百鳥鳴，忽見孤鳳凰(5)。

躋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6)。
嗟余有兩耳，未省聽絲篁(7)。
自聞穎師彈，起坐在一旁。
推手遽止之，濕衣淚滂滂(8)。

穎乎爾誠能，無以冰炭置我腸(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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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回提到，古籍不同版本中，往
往存在異文，讀者如不察其意，很
容易會誤讀誤解。於是，筆者嘗以
傳世王弼本《老子》第5章為例，

將之與馬王堆帛書本、郭店楚簡本、北京大學藏
西漢竹簡本《老子》相比較，可知其中極富爭議
的「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
姓為芻狗」句，並不見存於年代最古的戰國楚簡
本。此固有可能是楚簡本漏抄，但反過來說，也
有可能是後來傳抄者誤衍，甚或是刻意竄寫。
有關傳抄者竄改文本以加劇儒、道對立之可

能，值得討論傳本《老子》第18章，謹列諸版本
差異見右表。

「安」字如何解讀成關鍵
比較諸版本異文可知，此章主要問題有二：

（一）傳本「慧智出，有大偽」一句，帛書本、
漢簡本俱存，獨郭店楚簡本無；（二）傳有「有
仁義」、「有孝慈」、「有忠臣」等句，諸本句
首多一「安」字。
關於前一問題，諸家多謂「慧智出，有大偽」
乃傳抄過程中摻入的衍文，並非《老子》原文所
有。綜觀諸家所論，主要證據有二。
首先，通行本四個並列的句子結構相同，都可
以分為前後兩部分，前者為因，後者為果。其
中，「大道廢、六親不和、國家昏亂」三句分別
對應天下、家庭、國家的亂象，而「智慧出」則
與這三種情況不類。
其次，上述三個句子後半部分「仁義、孝慈、
貞臣」，均為儒家崇尚的價值觀，而「大偽」並
不在此列，顯屬於異類。因此，裘錫圭教授《老
子今研》推斷，通行本現存「慧智出，有大偽」
一句，「應是在（郭店）簡本之後的時代添加進

去的，並非《老子》原本所有。老子並未以仁
義、孝慈與大偽相提並論。」其論可從。
至於後一問題，出土本「大道廢，安有仁義」
等句，較傳世本多一「安」字，對文意理解有決
定性的影響。「安」字若作句首用，可解作連詞
「於是」，也可作疑問詞「如何」。如作連詞
「於是」解，則出土本與傳世本文意相類，皆謂
大道廢而後有仁義，道家之「道」仍高於儒家
「仁義」等概念。
相反，若將「安」視作疑問詞「如何」、「豈
能」、「怎樣」解，文意乃謂大道廢則仁義不
起，道家之「道」就與儒家「仁義」相一致了。
這兩種說法，詞義訓釋上均存在書證，句義上
均能通解，均各有支持者。惟就筆者所見，學者
普遍較為支持前說，將「安」解作連詞「於
是」，認為通行本與其他版本的意義相若，旨為
突顯道家高於儒家之論。
例如，劉笑敢教授《老子古今：五種對勘與析
評引論》論曰：「有人提出『安』或當作『哪
裏』解，則句義變為大道廢棄，哪裏還能有仁義
之事呢？這樣，老子之道與儒家仁義就是一致的

概念。此說實有問題，如果老子之道與儒家仁義
之道完全一致，那就沒有道家思想了。」
不過，這種評論完全建基於「老子之道」與
「儒家仁義之道」必然存在差異的假定。事實
上，「儒」「道」思想是否真有絕對性的差異？
認同「老子之道」與「儒家仁義之道」所追求或
描述的是同一境界，是否就等於道家思想不再具
有特別意義？儒道學說的意義，到底是由誰人來
界定？所謂儒道相爭，又到底是誰人所促成？這
些問題，都值得我們深思反省。
相對而言，筆者更認同諸出土本多一「安」
字，並將之釋為疑問詞解，方合乎《老子》原文
原意。如此，本章呈現的儒道對立思想，將因一
「安」字異文而得以調和。誠如《周易．繫辭
傳》言：「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
當然，事實是否如此，言人人殊。但出土本的
異文，至少讓我們確認傳本《老子》存在誤衍或
誤脫等例，重新反思當中的儒道對立思想，到底
有無誤釋或批判過當的可能。

● 謝向榮教授
香港能仁專上學院文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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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簡本（*□為原文中無法辨認之處）：
故大道廢，安有仁義。六親不和，安有孝慈。

邦家昏□，安有正臣。

王弼本：
大道廢，有仁義。慧智出，有大偽。

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帛書本：
故大道廢，安有仁義。智慧出，安有大偽。

六親不和，安有孝慈。國家昏亂，安有貞臣。

漢簡本：
故大道廢，安有仁義。智惠出，安有大偽。

六親不和，安有孝茲。國家捪亂，安有貞臣。

《老子》第18章異文對比表

註釋：
[1]穎師：彈琴者的名稱。
[2]韓愈：字退之，唐朝河南河

陽（今河南省孟州市）人，散文
家、詩人，「唐宋八大家」之一，作品《韓昌
黎集》。
[3]昵昵（粵：匿nik1）：親熱的樣子。爾

汝：你我。

[4]劃然：忽然。軒昂：形容音樂高亢雄壯。
[5]喧啾（粵：周zau1）：喧鬧嘈雜。
[6]躋（粵：擠zai1）攀：攀登。
[7] 嗟：嘆息，感嘆。未省（粵：醒

sing2）：不懂得。絲篁（粵：王wong）：樂
器，代指音樂。
[8]遽（粵：巨geoi6）：急忙。滂滂：形容

眼淚流得多。
[9]誠能：確實有才能。冰炭置我腸：水火

不能相容，此言情緒隨樂聲起伏，反差極大。
語譯：
琴聲如小兒女耳鬢廝磨訴衷腸。忽轉高亢如
勇士奔赴戰場。
繼而似浮雲、柳絮飄蕩於天地間。後若百鳥
齊鳴時鳳凰翩躚引吭。
琴音又似登攀寸步難行，失勢一落千丈。慚
愧我有一對耳朵，卻不懂琴聲真意。
自聽穎師彈奏，我就被琴聲感動，起坐不
停。我急忙伸手制止他彈琴，淚濕衣衫。
穎師確實有才，請您別把如冰如火的琴音填
入我心。
賞析：
韓愈以詩筆摹寫琴韻，構築起聲情並茂的藝

術境界。前十句摹寫聲音，以各種場景狀寫琴
聲的跌宕起伏，輕重緩急。寫兒女情、將士
志，繪雲絮飄悠、柳絮搖曳，摹百鳥啁啾，鳳
凰長鳴，既有人的活動，也包括自然變化和動
植物，動靜交織，聲色相諧。
後八句寫作者聽琴的強烈感受。觀者起坐不
安，淚雨滂沱，感情上受強烈刺激，難以承
受，不忍卒聽。最後，以冰炭同爐的比喻，道
盡音樂對心靈的強勢衝擊。 這不僅彰顯藝術
感染力，更折射出中國古代「樂教」的深遠內
核。君子「六藝」以「樂」潤心，不僅是悅耳
之音，更能涵養性情：撫慰幽微心緒，激揚壯
闊胸懷，在潤物無聲中，完成對人格的塑造與
升華。
無論是琴弦上流淌的風雲之志，還是歌聲中
蘊藏的雅韻清懷，音樂始終是照見心靈的鏡
子、滋養精神的源泉。同學們不妨在抑揚頓挫
的節奏裏細細品味，感受改變氣質、豐盈生命
的神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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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