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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十一月，法住機構主辦、胡國亨教授主持的「九域翔龍：現代中國人應具備的人

文知識」課程展開，一連九講，由胡教授帶領學員一覽人類和中西文化古今之演變、指出

其特點與方向，並剖析現代人對自由、民主等概念的「信仰」，更預言中國及國際的走向。

每講內容涵蓋極大，還請來陳弘毅教授、何濼生教授作座談嘉賓，讓學員都滿載而歸。

四月十五日為最後一講。學員感謝胡教授及陳教授、何教授數月來的指導，自發組織

了謝師宴；盛情配美食，為是次課程劃上完美句號。此次課程雖完結，學員已自組學習小

組，繼續充實自己。

九域翔龍：翱翔乎中西古今

（左上）講者胡國亨教授；

（左下）座談嘉賓何濼生教授；

（中）第九講大合照；（右上）

主持兼座談嘉賓陳弘毅教授；

（右中）學員投入參與、發言；

（右下）九域翔龍學員在最後一

講後舉辦謝師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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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有知識

分子，但中國有

讀書人。

知識分子有

「知識」，而且

隨著西方社會的

職業分工，知識

分子的知識也愈

來愈專業化，你必須擁有一個專業資格纔

能踏上知識分子的台階，並憑藉這個資格

以取得公眾的信任。不過，光是擁有「知

識」，還不能稱為現代意義下的知識分子

（intel lectua l），這只能是「專家」或「專業

工作者」，反而與人疏離。知識分子與此相

反，在某一層面上說，他們是一個群體，但

關心社會，尤其是社會苦難，以他們特有的

敏銳與思維能力，作出批導，因此，差不

多代表了社會的良心。這種職業以外的承

擔，可說是近代西方所倡導的知識分子的

特色。究其原因，其實是與西方科技文化

的發展與職業分工有很大關係。這種專技

化的發展，使人文價值萎縮，社會問題空

前嚴重，往日的宗教和哲學都毫無辦法，

這纔湧現出以知識為基礎而又希望打破專

業界限、對社會問題發言的知識分子。

對社會問題關心，對民眾疾苦同情，

在某一意義上，中國的讀書人也一樣。范

仲淹說：「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

之樂而樂」（《岳陽樓記》），孔子見禮崩樂

壞，要撥亂反正，顯然也是一種承擔。所

不同的，中國的讀書人沒有這種專業背

景，他們甚至認為這些都是「器」，不是

「道」。「君子不器」，他們的關懷一開始

就超出技藝層次，因為技藝的活動，甚至

今天的專業，都是役於人的，本身沒有什

麼目的，沒有更高的價值理想，所以不是

中國讀書人寄身的地方。

要知道中國讀書人所讀的書不是知

識書、技藝書、專業書、操作指引書，而

是立志書、求道書、行為意義書、精神超

升書、生命成長書、承擔世運書，讀後首

先要你開發志氣，激活性情，確立人生目

標，死生不異，纔能成長你的人格。文天

祥所謂：「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很清楚

不是一般知識。

顧炎武說：「君子之為學，以明道也，

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

刻，亦何益哉？」

楊雄亦說：「雕蟲篆刻，壯夫不為。」

為什麼「不為」？就是因為讀書人志

氣大、抱負遠，目光超出世俗價值。一般

人以為十年窗下，目的在金榜題名，那是

俗儒、陋儒、腐儒。宋真宗詩：「書中自有

千鍾粟，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

玉」，那是籠絡士子的話，把人都圍困在名

利場中了，真正讀書人哪會如此？

張載說：「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

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纔是

讀書人的抱負，大往大來，昭臨千古。

由此可知，中國讀書人之眼光極遠

大，要成之事極艱巨。但讀書人就是要有

此志氣。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

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

不亦遠乎？」（《論語》〈泰伯〉）

讀書人本來就不怕艱難，成長從來都

是鍛煉。所以心一定要堅、一定要專、一

定要純、一定要正。先練此心，天下即無

難事。獨往獨來，不一定要有掌聲。因為

中國讀書人的安慰來自超越的永恆，而非

短暫之社會。

* 霍教授此文原為第十九屆「喜耀教育文化基金」慈

善籌款晚會而寫；晚會主題「讀書人的心」，

二零一零年一月三日。

知識分子與讀書人

霍韜晦教授（1940-2018）
當代思想家、教育家

法住機構創辦人

霍韜晦



依據佛家而言生命，則一切有情之生命，各各無始無終，即各各有迴脫

形骸之神識。輪迴之義，以此建立。若誠爾者，則植物與下等動物將有神識

焉否耶？設許有者，則復生現象如何解釋？（復生者，謂如種生物，若切斷其體

為數段，則每段皆成獨立之生機體，此名復生）何者，一物之生命既無始無終，

即有獨立之神識，則將其機體割去一部分時，其所割去之部，應不得自成一

生機體，以每一物之神識，必不隨機體割裂而分化故。設云當將某物之機體

割去一部，即時另有神識附著其間，故仍別成一生機體者，此則視神識之發

現，過於忽然，誠難印許。吾以此對於輪迴之信仰，完全失其所據。（林宰

平先生曰：新生復生，同是忽然）

言有輪迴，不過將我之生命，上推之至於無始，下推之極於無終。誠如

其說，則長劫輪迴，不知曾幻作許多眾生身，是即有無數之我。若無輪迴，

則我獨出長劫中之某一期，更無第二之我，如是，則我之價值，豈不更重

大？我之生活意義，豈不更優美？

輪迴觀念，是要求個體恆存的觀念，佛家言無我，其實大有我在。人若

能見體，安住於實體，超越個體的生存，即沒有為個體生存之目的而起之利

害計較，不為生存而生存，如此，無恐怖、無掛礙，何待有輪迴為之安慰。

三世說有便都有，說無便都無。說無者，謂過去已滅故無，現在不住故

無，未來未生故無。若爾，三世都無，輪迴立是虛立。說有者，謂過去實有

於過去，現在實有於現在，未來實有於未來。如此，則汝個體之生命，實有

於現在世中，是亙古不磨的。

準此而談，死後有無，不必與

輪迴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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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解讀思想解讀

唐端正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榮休教授

香港法住文化書院教授

 讀書札記

熊十力先生論輪迴
見十力語要卷四

《易經．繫辭》道：「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故」。

「感通」是人類性情先天能力的具體表現，是故，

在我們這個祈福堂內，各祈福者，由於可以每天親近

聖賢，必能感通體悟他們的智慧與學問，從而獲得

加持，成為一個有修養，有智慧的讀書人；同時又能

得到諸佛菩薩保佑，讓大家福慧增長，早得正果。

藉此，我們能與法住好友結緣。今天法住機構特選出五百

個祈福位給會友作福供奉，這是一永久性祈福位，祈願

大家「福慧雙修，餘蔭子孫」，亦能「護持文化，功不唐

捐」。我們更希望會友鼓勵子女親近聖賢和

諸佛菩薩。除此，我們亦設有往生祈福位，讓你摯愛的先

人安置在「智慧即福德」的佛堂內，接受供奉。

地址：九龍觀塘興業街20號12樓  電話：2760 8878 / 6998 3300
電郵：dharma@dbi.org.hk │ 網址：www.dbi.org.hk

歡迎參觀歡迎參觀

曾昭旭教授
淡江大學中文系榮譽教授

華梵大學中文系特聘教授

自我投射的種種複雜樣貌（二）
 明曦心語

二、自我投射之層層分化

在上一篇，我們已原則上標舉出人生

態度的正負兩端：自我實現與自我投射。

但正如之前曾說的：人生的正向存在非常

真實單純、暢朗明白，其負向的造作分化

卻無比複雜幽深。站在人生恆須從負面翻

轉的辯證立場，通過創傷療愈的角度，我

們其實有必要對人生的負向存在，尤其是

何以致此的因緣，有足夠的理解（智者不

惑），才能有效翻轉（勇者不懼），以回歸人

生的正向與真實（仁者不憂）。所以，下面

我們就試著對自我投射的複雜樣貌，作一

簡要的鋪陳與描述。

這當然還是得從正向的自我實現說

起，因為一切的麻煩都是從人順著本性本

願要求自我實現卻求之不得而引發的。於

是人生才步步下墜，分化出無限複雜幽深

詭譎的面相。

1. 自我投射於超越意境

首先，自我實現既然是人的主體性

（以自由為本質的真我）憑藉當下存在處境

所涉及的種種外在條件以創造出他存在的

意義價值，亦即通過真愛以發展出道德性

來（這自我實現後的存在生命即稱為道德主

體性）。則當人的創造力或自信不足，不

能成功活用所憑藉的外在條件，且反為諸

般條件的有限性所限，即構成自我實現的

挫折。這時，人為了保住主體性，避免自

我的受傷亦即主體自由之失落，是可以讓

自己的心（主體性）暫時從實存情境中抽離

的。亦即暫時放棄進一步的道德創造、自

我實現與愛，以退守自我的底線（純粹主體

性與心境的自由）；即老子所謂絕聖棄智，

民利百倍也。那麼要如何退守呢？則不妨

以一語概括，就是寄情於藝術。這從本質

說是一種真心抽離實存情境的工夫修養，

即道家所謂反樸歸真、為道日損、心齋坐

忘，亦即禪宗所謂明心見性。但這工夫若

借助於某種行為形態，則不妨總名為藝術

性活動；乃因藝術性活動即是經營一超越

現實的意境（此即謂之美）以供人寄情遊心

者也。

當然這種乘物遊心（莊子語）的藝術

性活動也有正有邪，正者即真心果能從道

德創造暫退一步以保住主體自由，邪者即

依賴種種藝術活動以自我逃避，遂連主體

自由亦一併放棄，遂致不止寄情，更且托

身；亦即主體迷失，而投射於物（包括所謂

意境亦固化為一物），遂成執著與癡迷也。許

多藝術家不免高傲自大，目中無人，作品

更不容他人批評，其故即在於此。

2. 自我投射於神諭

其次，人亦可以從道德創造的主體

身份，退到一工具地位，即可免於承擔創

造失敗的責任。此即將自我依附於宗教之

聖神，由神作主，承擔創造與愛的道德責

任，我則只是秉承天主的誡命，作神的工

具，以實現上帝心中的藍圖；其過去曾犯

的妄自作主的罪過與因而導致的創傷與痛

苦，亦由天主予以救贖赦免。此蓋亦不失

為身心安頓之一方也。

當然此路亦有正有邪，正者即在人

確能完全放棄主體性，將自我完全交付給

神而自居於僕人與工具的身份。邪者即不

能徹底放下自我，遂不免假借神意以逞其

私，亦即將自我投射於神的意旨，即所謂

假冒為善，而實受魔鬼的誘惑也。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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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瑞珊會長

認知是心靈成長的途徑

我覺得「認知」

對人類很重要，是

一切的「基礎」。認

知就是我們感知、思

考、理解外面世界的

過程。它幫助我們學習、解決問題、適應

環境，在社會中生活，以及未來可持續發

展的根因。我們從四方面看「認知」為什

麼這麽重要。

1. 認知讓我們學到知識 

認知是我們學習的過程，它包括感

知、注意、記憶、思考和語言等多圍度心

理活動。通過認知，我們從外面的世界獲

取關於事物和現象的資訊，並把這些資訊

變成我們的知識。知識是我們理解世界、

解決問題、建立制度和創新的基礎，而認

知是實現這些目標的重要方法。

2. 認知幫助我們適應環境

人類要生活和發展，需要不斷地適應

不同的環境。適應環境的能力很大程度上

取決於認知。通過認知，我們可以評估

周圍的環境，找出其中的規律和變化，

然後做出合適的行為選擇。在物質生活

和社交方面，認知都是我們適應環境的重

要工具。

3. 認知推動人類文明進步 

從古到今，人類文明的進步和認知能

力的提高有密切相關。從發現火的使用，

到蒸汽機的發明，再到現代科技的快速發

展，這些重要突破都是人類在認知過程中

不斷地探索和理解現象和規律。認知讓我

們能從過去的經驗中學習，然後在這基礎

上創新、改進，推動文明進步。

4. 認知是心靈成長的途徑

除了在知識和技能方面，認知在心靈成

長方面也很重要。通過認知，我們可以反思

和評估自己的情感、價值觀和信仰，促使自

己在心靈上不斷地成熟並成長，更深自我認

識。此外，認知還能幫助我們理解別人的需

求和感受，建立更和諧的人際關係。

總的來說，認知對人類非常重要、非

常有價值。它是我們學習、適應環境、推

動文明進步和實現心靈成長的基礎。我常

鼓勵朋友和大家重視認知能力的培養，以

促進個人和社會的發展。

文化上言

認知跟知識的重要性還有好幾個方面

可以考慮。

i .  倫理道德：認知和知識在倫理道德

方面很重要。搞懂對錯，人們可以作出好

决定，發展道德觀念，並幫助建立公平的

社會。像康德和穆勒這樣的哲學家，用理

性和知識發展了義務倫理學和功利主義等

理論。

i i .  批判性思考：有知識和認知技能，

人們才可以批判性地思考。這樣我們就能

質疑假設，挑戰信仰，尋求有證據的結

論。批判性思考對個人成長、做好决策和

社會運作都很重要。像蘇格拉底和笛卡兒

這樣的哲學家非常强調質疑和懷疑是找到

真理和理解的方法。

i i i .  適應性：在變化快速的現今世界，

認知靈活和適應新事物很重要。學習多樣

化的知識和發展認知技能，人們更能應對

突如其來的挑戰和環境變化。適應性對個

人和職業成功很重要。

iv.  同理心和慈悲：理解別人的觀點、

感受和經歷對培養同理心和慈悲很重要。

認知技能，比如換位思考，能幫我們跟別

人建立聯繫，減少衝突，促進和諧社會。

像馬丁‧布伯和列維納斯這樣的哲學家强

調人際關係的重要性和對別人的道德責

任。

v i .  意義和目的：追求知識和理解能

給人們的生活帶來意義和目的感。參與哲

學、文學、科學或藝術等智力活動，讓我

們能探索人類經歷的深度，為知識體系做

出貢獻。這種追求能豐富我們的生活，幫

助找到滿足感。

總言之，認知和知識是人類經歷的基

礎。它們支持我們理解世界、作出道德決

策、進行批判性思考、適應變化，還有培

養同理心和慈悲。通過追求知識和培養認

知，我們能讓生活更好、更有意義。

《禮記 ‧ 大學》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

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

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

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

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

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

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

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

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

天下平。

儒家早明言「認知」是「心正」的原

因，是「治國」的根基。

香港靜心協會 聯合舉辦

工號0022 華為前副總裁，華為燒不死的鳥，清華大學EMBA。他於1991年4月8日加入華為，

2019年12月31日從華為離職，在華為奮鬥近30年，他曾任職生產製造部工程師、瀋陽

辦事處主任，東北片區總經理、客戶工程部部長、烏克蘭代表處首席代表、國際接待部部長、

國際行銷部總裁助理等職務。親身參與了華為從小到大、由弱到強、由內到外、突破障礙、

高速成長過程；蘇偉老師對華為文化、華為成功之道有自己深入的思考和研究，他的

課程「奮鬥─華為成長之道」激勵了成千上萬中國企業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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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5月28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2:30-4:30 

學費：全免

語言：國語

地點：法住機構

網站：www.dbi.org.hk 

電話：27608878

備註：線上以 ZOOM 同步進行

課程提綱：

一、任總對我講的三句話，

　　影響了我的人生：

　　1. 人要千錘百煉

　　2. 你是你自己最大的敵人

　　3. 做好你的本職工作

二、任總簡介

三、華為成長之道

四、華為基本法

五、華為發展歷程

六、華為文化



家庭是人的根，夫婦之道至為重要。但夫

婦之愛如何維繫？人生之苦，有太多源於愛情

與婚姻。今天，我們談談性情教育中夫婦相愛

之道。

1　孩子都希望父母相愛

先說孩子。

人的根，首先是家；家的根，首先是

父母。孩子在愛的家中成長，長大了，性情

就健康厚重。孩子愛父母，像父母愛孩子一

樣，是人的天性。孩子愛父母，一定同時希

望父母相愛。

結婚久了，很多父母都把注意力放在孩子

身上，媽媽愛孩子，爸爸對孩子好，卻忽略了

夫妻之間感情的維繫。

性情教育告訴我們：愛兒女，是夫婦之愛

的延續；失去夫婦之愛，對孩子的性情健康，

會有很大影響。

2　夫婦之愛是根

夫婦之愛是家庭生活圓滿的根；如果夫

婦不懂相處，愛愈來愈淡，注意力轉放孩子身

上，這個根，就漸漸斷了。

每次我跟孩子們分享，他們流下眼淚，感

受最痛的地方，多是跟父母有關；好多時候，

孩子內心鬱悶，沒動力學習，他們都會說，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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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逢星期日，上午 10:00至下午 1:00
對象：任何對中國傳統經典文化有興趣人士

內容：1. 誦讀《論語》半本（上、下冊）
　　　2. 靜坐
　　　3. 養生動功「平甩功」
　　　4. 義理分享
語言：粵語授課

費用：免費

地點：法住機構旭日堂 
備註：隨緣樂助，上課滿一百次者將獲頒授證書

 網上同步直播

 Zoom Meeting ID : 835 4275 3577
 密碼：782092

請掃QR CODE報名

爸媽媽關係不好，經常吵架，分開兩地⋯⋯有

時我問他們：「那麽爸爸愛你嗎？」他們說：

「爸爸愛我，對我很好。」「媽媽呢？」「媽媽

也對我很好。」我問他們：「父母都疼你，你

為什麼還不快樂呢？」

原來，還是這個問題，父母關係惡劣，常

常吵架⋯⋯不管聽話的孩子、搗蛋的孩子，其

實都一樣：讓他難過之處，常常跟父母有關。

夫妻相處，會直接影響孩子的性格發展，

性情扭曲壓抑，長大就不易挽回。

3　夫婦關係最難處理

夫妻關係是人倫關係中最複雜、最難處

理的。

朋友關係就容易得多。朋友只是一種興趣

的結合，興趣相合，一起打球、旅行、聊天；

興趣不合，可以不見面。但夫妻關係就不一樣

了，認定了就是一生。

父母生我，我身上流著父母的血，那是先

天無可改變的連結。但夫婦關係，本來就沒有

必然保證。

夫婦沒有血緣關係，你本來跟這個人是最

疏離的，碰上了，偶遇、投契、發展感情，最

後結婚。從最疏離的，變成人生中最親密的，

是什麼力量讓你們在茫茫人海走在一起？緣

分？前世今生的緣分？天意？月老的安排？抑

或只是一個隨意的决定：一把年紀了，還不結

婚，父母都著急了；反正這人，親戚介紹的，

看起來都不錯，算了吧⋯⋯

夫婦關係，沒有後天保證，到底靠什麼

維繫？

4　婚前婚後

不管什麼原因，本來素不認識的你們，現

在走在一起，結為夫婦了。最疏離的，成為最

親密的，這個關係就變得非常複雜了。

談戀愛時還好，當你追求一個女生，或喜

歡一個男生，你會竭力表現自己最好的一面，

掩蓋你的一切缺點。不過，甜蜜期很快過去。

慢慢地，大家有了感情，雙方的自我和習氣會

開始流露。婚前，尚對婚後有一些樂觀的期

盼；婚後，一切都成定局，就會變本加厲。

女生會投訴，為什麼嫁了他之後，他不再

送花？為什麼這麽快就忘記了我的生日？男生

的回答：很忙嘛，我要賺錢養家，反正這花，

過兩天就凋謝了，把錢省下，不是更好嘛⋯⋯

很多男生也投訴，為什麼老婆以前的溫柔體貼

都不見了？現在每天都說著那些柴米油鹽⋯⋯

不知不覺間，浪漫、甜蜜、體貼、感動，

已離你們遠去。（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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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解讀思想解讀

袁尚華教授
中國哲學博士，專攻中國哲學、佛學

 思想解讀

夫婦相愛之道（一）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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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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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協
會
主
席

合辦

？？

內容提要：內容提要：
隋唐時期大量生活於中亞地區

的粟特人移居中原內地，唐人

習慣稱之為「九姓胡」。

而世稱「詩仙」的李白其祖籍

有「其先隴西成紀人，隋末

被竄於碎葉」的說法。

唐代的「碎葉」位於今天中亞

吉爾吉斯坦的托克瑪克市。

這是否表示李白與粟特人之間

是存在著某種關係？

講者：　　　　　　　　博士

　　　香港樹仁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日期：6月24日（星期六）

語言：粵語

費用：全免

時間：2:30 p.m. – 4:30 p.m.

地點：法住機構

網站：www.dbi.org.hk

電話：27608878

備註：線上以ZOOM同步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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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道同人

李錦招博士
中國哲學博士，專攻中國近現代哲學、

近現代思想史，現任法住文化書院副教授

袁尚華教授
中國哲學博士，專攻中國哲學、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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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4月4日起逢星期二

時間：8:40pm至10:10pm

費用：＄1200

地點：法住機構

       （九龍觀塘興業街20號12樓）

網站：www.dbi.org.hk

電話：27608878

 思想解讀

渙與節─風行水上自然之美與苦節不可貞

自然主義的美學

《易經》中往往有表層現象與底層力量

的對反狀况出現，就是說我們不能只從表面

現象看，要看得更深入才發現它有另外一層

的意義。就像「渙」卦，表面好像是渙散，

但也可解為文理煥然，離散之中有著秩序，

事物圍繞著一個中心，成一文理。

「渙」卦的意象是風行水上，象辭說

「亨，利涉大川」，是個大吉的意象。一般印

像都認為團結才是力量，分散怎麽能代表吉

祥呢？彖辭象辭都用「王假有廟」，「先王以

享于帝立廟」的比喻來說明，維繫人心打破

散渙現象，需要像祭祀宗廟時用的態度和誠

意，才能有效。這是從組織群衆，建立團結

國家的角度來說，誠信表現是破除渙散的良

方。還有，歷史上對此卦有傾向自然主義美

學的解讀。

自然主義的美學與誠信又有什麼關係

呢？可以從這方面去想，就是領導人的誠信

表現，就是一種人格上的美態，像孟子所

說「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

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

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盡心下〉）是

一種自然流露的，讓人羨慕敬畏的品格，旁

人自然願意跟隨，願意與他心靈相通，成就

了一種凝聚力。所以自然主義的美學，就是

代表自然流露沒有虛假，但又能賦予一種豐

富的美感的能力。

彖辭中說到「剛來而不窮」，是九二陽

爻由外而來處在二個陰爻之間也不會有困

難，又說「柔得位乎外而上同」，指六四處

於外卦而與九五陽爻有協同之志，顯示在

渙散狀態之中心神也相通。此卦九五居中

正之位，能憑道德人格感召人心，重點在顯

露誠信。

此卦另外一個特別之處，是其中含有

散而不亂，文理燦然的意義，隱喻著事物的

聚散，必須經歷一個由散而聚，由亂而成

井然條理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之中，事物各

顯其特色和各自的作用，分中有合，形散而

神聚，是事物發展的一個很深的自然之道。

風行水上，自然泛起波紋漣漪，正是自然之

文，自然之美。後代文學評論家常以此卦為

「自然成文」之說的源頭。例如蘇洵便說

「風行水上為天下之至文」，並稱「天下之無

營而文生者，唯水與風而已。」（《嘉佑集卷

十五》），同意此「自然成文」是文學中的上

品者大不乏人。

此卦之初六，是全卦唯一不言渙而說吉

者，代表它得到九二陽爻的拯救，能於散渙

之初獲救，喻意在散渙之象初發之時，有强

力的德高望重者幫忙，便可無礙。

九二爻辭「渙奔其机，悔亡。」即九二

找到初六像几案一樣的依靠，陰陽相合，可

在散渙之中得到聚合願望的滿足，為凝聚力

打下基礎。

六三「渙其躬」，六四「渙其群」，都有

同一意味，便是放下自身的利益，以柔順姿

態輔助上層的陽爻。六四更是堅決果斷，解

散自己的小圈子支持者，為整體貢獻，做到

「匪夷所思」的程度，真是了不起。

九五則是誠信主體，「渙汗其大號」，表

示要出很大的力氣，作出努力的呼喚，面對

散渙的局面不可稍有鬆懈，只要堅持誠信，

其影響力就會令各方支持，扭轉散渙的局面。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無咎。」表示

散渙已到了極端，可以脫離憂恤（血即恤，逖

即惕），衆人內心心有所歸向，散渙的狀態

將會消失，所以可以無咎了。正符合著《易

經》裡面物極必反的精神。

恰當的節制才是正道

與「渙」卦相綜的是「節」卦，風行水

上的「渙」卦有一種歌頌自然狀態流露的表

現，當然這是指有誠信內涵的領袖的人格展

現，並非一般沒修養的人物能做到的；反觀

「節」卦，就是要提醒一般人要克制自然欲

望，或是未經思索的習慣，這是培養有品格

的領袖的一個必經階段。

「苦節，不可貞」是節卦的大象，彖辭

進一步解釋：

節，亨，剛柔分，而

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

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

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

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

傷財，不害民。

節雖然是一個很有作用

的方向，但是不能走到極端，

苦節就是走到極端所以其道窮

也。天地作了示範，以四季

展示其恰當性，人間也應學習

以制度等措施作為節制，做到

不傷財，不害民。應用在當代

的社會制度措施之中，包括法

律制度，就應作一個消極的保

障，讓所有事情不走到極端，

並非要積極限制個人行為，這

個才是節之道。西方所謂的

「消極自由」暗合這個方向，

但西方文化缺乏個人修養的要

求，令這個節字只是著重外在

條件的制約，沒有在人的內心

建立一種自律、自我克制的精

神，便是其不足之處。當法制

措施日漸繁瑣，自然會讓社會

走向另外一個極端，就是越軌犯罪，各種作

奸犯科，偷呃拐騙的情况會愈來愈嚴重。

宗教上的苦行，也是一種苦節，雖然有

提升精神能力的效果，但是不能把人帶到終

極追求的目的地。西方的基督教，也只是列出

十誡，並未說要有苦行。東方佛教，更是由佛

陀展示了苦行的極限，說苦行無益於成佛。道

家追求「見素抱樸，少私寡欲。」（《道德經》

第十九章）是針對世人的無盡欲求的勸告，也

不至於極苦，只求自然。對儒家來說，「允執

厥中」只是要求有恰當的節制，「君子以制數

度，議德行。」議德行才是重點。

整個「節」卦就是提醒我們要有不同

的節制，最重要是六四「安節」和九五「甘

節」，內心有所安而且能享受由自我克制帶來

的喜悅。唐君毅先生曾著書論述「道德自我

之建立」，內裡描述的覺省之能，是真正自由

的基礎，能具體掌握，便是孔子所謂「學而

時習之」，自然「不亦悅乎」。

「節」卦以上九爻辭「苦節，不可貞」

為大象，不就是重重的提醒：修養行為也不

能極端，也要注意其恰當性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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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中國文化之所以悠久，是由讀

書人支持的。讀書人過去稱為「士」，曾

子記：「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孔子對「士」的要求極為嚴格，只有把

「士」的質素提高了，脊梁挺直了，才能

肩起大任。在歷史上凡有識見的人，無不

重視士風的培養。

　霍韜晦教授為此精心策劃了「讀書人講

座─給有志者」，兩輯共十七講，於二

零零八、零九年舉行，均由名家主講。現

選取部分由霍教授主講的講座筆錄，分期

刊出，以饗讀者。

霍韜晦

商鞅賞罰分明

商鞅頒布政令後，百姓懷疑：真的嗎？

行得通嗎？商鞅想到一法，在南門放一條柱，

柱上雕上變法的語句，然後懸賞：誰有能力扛

起這木柱，走到北門，賞金五十兩。百姓都不

信，笑了，一金已經很多人會爭著去扛了，

五十金？政府必定是騙人。政府常常騙人，失

威信，故人人都認為政令是假的。結果有個人

急著要錢，要為爺爺醫病，故一試。扛著柱從

南門走到北門，沿途被人笑他傻，政府哪能信

呢？結果去到後，商鞅就站在那裡，說：現在

有人做到了。我要證明官府是可靠的，命人抬

出五十兩黃金送給他。

百姓歡喜得不得了，還

有沒有第二次機會呢？

於是公布，跟從政令做

的會有賞，不跟從便要

罰；賞罰分明。商鞅是

很 法 家 之 法 。 於 是 很

快，十年便改革了。法

家 令 制 度 客 觀 化 。 我

想說的是學問的變化：

由儒家慢慢的變到有新

的學術出現，以適應時

代。為了適應時代，變

成知識也需要有新的觀

點，以應時代；應時代是從歷史角度言，從現

實講則是應市場。

事實上，有很多人曾向秦孝公獻法，有不

少人勸他學孔孟、或者學魯國，但他不肯。他

認為這些沒有用，說得很好聽，都用不了；現

在要的是富國強兵，立即有錢、軍隊立即武裝

起上來。沒有錢如何能強兵？兵器也買不了，

連銅、鐵、鑄造兵器的錢也沒有、買馬、養馬

的錢也沒有。所以，第一是要錢，然後纔是軍

事的力量。有財富、有經濟力量之後，纔有軍

事力量；有財富力量、有軍事力量，纔有政治

地位。政治是由錢和武力支撑起來的。所以美

國講實力，不是講道德、道義；國與國之間，

在現實社會，完全是講現實價值，到今天仍然

是這樣。故此今天各國都跟著美國，因為它的

實力最大，所有人才、跨國大公司都在美國，

為己之學與為人之學
─讀書先要正心（二）

世界財富的壟斷最厲害；當然，現

在比我預言之中衰落得快。前幾年

上課、寫文章時，我都已提出美國

已到盡頭，當時預言二十年時間

內，中國必定能超過美國；現在看

來不用二十年了，十年已經可以。

美國已盛極而衰。歷史是一個大勢

的變動；從現實言，則是市場的變

動。經濟學便是講市場，不要說得

那麼遠，最現實，只講市場，由市

場決定。連讀書也由市場決定，香

港如此、世界如此、美國如此；你的兒子將

來讀什麼系？也是由市場決定：將來有沒有

出路？眼光很狹隘，很窄，有什麼用？

「今之學者為人」，孔子那時已講得很

深刻：讀書的目標錯了、所追求的理想

錯了。返回傳統，返回歷史，歷史顯示

有個很重要的方向：讀書是為了充實自

己，成長自己，不是為其他目的。這是

今日的主題：為己之學與為人之學的區

分。

什麼是「為己」？

「為己之學」可以再深化其內涵。

什麼是「為己」？「成長自己」是什麼

意思？我們應該再深化。當你成長自

己，那是包括人格、修養、內涵，其實也可以

包括知識方面。因為你學的是歷史文化一個很

重要的傳統，是很矜貴的的傳統，不只是一個

遺產，不只是一個he r i t a g e、文化遺產，而是

一個 t rad i t ion。它是經過歷史的考驗，是經過

千鎚百煉而得，很矜貴。矜貴不是指它很值

錢，而是它已經過千鎚百煉，經過幾千年（孔

子時代已經二千年）所總結出整個民族生命成長

的經驗，民族生命所以能夠永不死亡的經驗。

這是很重要的，簡單地說，這是經得起歷史考

驗的，纔能成為我們的傳統。這稱為絕學，人

間絕學，沒有多少人認識。一般人不懂，很現

實，只懂得吃飯、消費、享受，深刻一點的學

問是不懂的。這不是秘本或秘笈那麼簡單，而

是經得起歷史考驗的智慧。這些不是書籍，而

是智慧，經得起歷史的考驗的一種民族的、寶

貴的生存智慧、成長智慧，乃至是過關，能

夠化危為機的智慧。這些纔重要。孔子所說的

「古之學者為己」就是指這些。不要令這些古

代的絕學斷了，正如張載所說：「為往聖繼絕

學」，絕學沒有人繼承便會斷。

中國文化被清算

現在很多人都說中國文化斷了，所謂斷

層，內地學者都這樣說。原因是我們對中國文

化批判了、清算了很長時間，由五四時代開始

批判。當時還只是批評、批判，還未至於清

算，但近幾十年就真是清算了。到文化大革命

前的時間，共產黨因為奉行社會主義、共產主

義，所以對中國文化是要進行清算，很嚴重。

到文化大革命便很嚴重，稍為認識一點中國文

化、中國字的人都被抓去清算，都成為「反動

權威」、「學術權威」，最有名的學者都被抓去

下鄉勞動。當然，現在我們都明白它不真正是

文化大革命，而是政治陰謀，背後是政治。

文化大革命都已過去三十年了；在某點

來說，鄧小平也算是撥亂反正，他讓中國重新

開放，先恢復經濟，先令人可以生存。剛纔我

們說，讀書為求生存，這是很現實的。作為政

治的管理者或國家的領袖，你要令老百姓生

存，這也很現實。所以大陸很強調生存權。西

方常常批評大陸沒有人權，國內的回應也是對

的：我們連飯也沒有了，活下去也不成了，還

說什麼人權呢？人權是奢侈品。中國應該講生

存權，讓人可以生存下去。開放三十年，基本

的「活下去」問題解決了，江澤民也宣稱他們

已經進入小康時代，不得了；這當然有美化成

分，其實未到，因為國家大，雖然鄧小平的目

標「讓部分人先富起來」已實現，但貧富懸殊

很嚴重，其實大部分人還是很窮，因為中國人

口多。十幾億的人口，只有一億人富起來也

不得了。美國的人口約兩億？試想想，如果

有一億富翁已經不得了。國內的貧富懸殊很嚴

重，看看他們的薪金便知道了。國內的薪金約

為香港的十分一，很多工人的工資都是約七、

八百至一千一、二百元，即使深圳這麼發達也

只是這個水平。香港，普通的約七、八千至萬

餘元，故只是十分一，遠遠未達小康。

繼承絕學纔能成己

讀書，要與現實結合的時候，現實的問

題需要解決：這需要很多板斧，其中就需要知

識。然而，令人生存、令人解決現實問題仍不

足；今天解決了，還有明天的、後天

的未解決⋯⋯這是需要長遠的解決。

長遠的解決就是我所說的歷史文化的

智慧，t rad i t ion。今天有飯吃了，還要

明天也有飯吃；從經濟學講，是持續

發展，即是長遠的發展。長遠的發展

不是十年、八年，而是百年，乃至千

年的命運。所以要尋求一個永恆發展

的局面，即中國人所說的悠久無疆的

歷史文化，要建立一個永遠的和諧社

會，建立一個永遠的政治文化秩序。這必然不

是現實制度所能夠滿足，因為現實的制度必然

不斷改，現實的遊戲規則，包括經濟市場的

規則，都是不斷改的。這必然是一個永久的智

慧，我們稱為歷史文化的智慧，也就是我們所

說的絕學。讀書人必須繼承絕學，纔能成己。

所謂「為己之學」，是包括對知識的繼

承，對智慧的繼承，對傳統的繼承。張載的

話：「為天地立心，為新民立命，為往聖繼絕

學，為萬世開太平。」氣魄很大，讀書人的氣

魄很大。張載這番話完全道出讀書人的氣魄很

大。這完全就是「為己之學」，令到自己的氣

魄不斷開張，令到自己的理想不斷提升，令到

自己的修養不斷加深，也令自己的智慧不斷深

弘。這就是「為己之學」的內容。只不過我們

特別標示出來：是為了繼承絕學。

中國人讀書重視「用」

繼承絕學之後，還要懂得做事！不是繼

承了，只得一個知識世界，懂得讀古書，還要

懂得用。中國人讀書最重視「用」。這不是美

國實用主義的「用」，而是將歷史的價值，將

我們追求的絕學化為現實的價值，對社會的

提升有幫助，變成是改進現實、促進現實，讓

歷史有其方向。這是我們所說的「用」的偉

大意義，而不是實用主義所說的那種解決具體

問題。美國實用主義的杜威（J .  Dewey，1859-

1952）時常舉的例子：一輛汽車走不動了，你

講很多理論是沒有用的─沒有水？沒有油？

說那麼多幹什麼？動動手去修理吧！能修理

好，讓那輛車子重新開動，那個人便是正確

的；不能令汽車開動的人便是錯，說那麼多話

是沒有用的。這便是美國的實用主義。今天

香港有經濟問

題，誰能令它

復興？能令他

復興的人便有

用！說那麼多

的話沒有用。

所以，實用主

義是最為現實

的，要立竿見

影 ； 但 坦 白

說，是缺少歷史文化的偉大智慧，沒有中國幾

千年的智慧。由於我們的歷史深厚、文化深

厚，我們纔有這種繼絕學的精神，怎會是一時

一刻的事？怎會是頭痛醫痛，腳痛醫腳？實用

主義不免是頭痛醫痛，腳痛醫腳，沒有長遠眼

光。

傳統智慧化為現實價值—建立

合理的制度

有長遠的眼光就很不同，我們的大用

g r e a t  f unc t i on就很厲害，能成就歷史文化的

大業。將歷史文化的價值、永恆的價值、這個

傳統的智慧，轉化為現實價值，有提升社會現

實的作用。這首先成就當世的大業，即是建立

很好的制度，澄清吏治，這些法家的做法，儒

家也不反對。在現實上首先建立較為合理的制

度、澄清吏治，各級的官員都廉潔，然後賞罰

要公平，即刑罰要公平、獎賞要公平。故此法

家所做的，其精神很多都是從儒家出，因為它

本來就出自儒家，在荀子之下出韓非子，這是

很清楚的。這一點我將來講歷史文化的變動，

為 何 由 儒

而 法 ， 其

實 是 一 根

而 發 ， 是

我 們 的 傳

統 的 歷 史

智 慧 。 所

以 首 先 要

成 就 當 世

的 大 業 ，

包 括 搞 革

命 、 建 立

新 政 權 ；

如 有 必

要 ， 儒 家

也不會反對。孟子說：「聞誅一夫紂矣，未聞

弒君也。」湯武革命，孟子是贊成的；必要時

使用暴力，若是遇到不公平的社會，若是遇到

殘暴的帝王。這個帝王已失去應有的本分。這

個本分雖然包括身分，但他應該承擔的沒有做

到，所以失去其本義，所以也失去了名位。表

面上他還是帝王，但實際上這個稱號應該剝

除。革命是允許的，何況是改革？

對「用」要有恰當的理解

改革現實制度是對的，問題是要改革得合

理。李斯、商鞅改得太冷酷了，傷害了人的性

情，有反效果，所以秦苛刻的法例整死自己。

西方和香港慢慢走這條路，法例愈來愈多，即

使不是苛刻，但愈來愈瑣碎，令人動不動就犯

法，自己也不知道，因為法例太多了。我們

說：要成就當世的大業，即是要有用。這個

「用」要好好地理解。

這不是為人之學，不是因為市場需要，把

自己賣出去，那麼便有用了⋯⋯不是這樣。我

說的「用」是完全有本有源的「用」，有方向

性有理想性的「用」，不同現在所說適應市場

的用。

現在的人讀古老書，讀不出其精神了；只

是讀得到文獻，只是知道這個字讀什麼音，據

《說文解字》作什麼解；小學工夫、考據工夫

在中文系裡還有一點，但語言文字背後的大義

就講不了，只得其皮毛。如禪宗所說，得不到

骨髓，只得皮毛，那有什麼用？皮毛反而延誤

後世。

（未完，待續。內容節錄自「為己之學與為人之

學：讀書先要正心」一講，2009年1月4日舉行）

商鞅（前390年－前338年） 杜威（1859-1952）

孟子（前372年－前289年）

當日講座現場



〈伯夷列傳〉是《史記》人物列傳的第

一篇。司馬遷概括這篇文章的要旨是：「末

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

（〈太史公自序〉）所謂「爭利」和「奔義」，

正代表了兩種價值取向，即儒家的重要辯

題─義利之辨。伯夷、叔齊生活在殷商末

年，世道混亂，司馬遷認為他們與爭名逐利

的世風背道而馳。文中藉姜太公之口，稱二

人為「義士」。而標舉「義」正是司馬遷寫人

記事最重要的價值準則之一。

在這篇文章中，太史公提了兩個問題：

一是：伯夷、叔齊有怨乎？二是：天道無

親，常與善人，是邪非邪？

第一個問題，其實是延續了孔門的討

論。當年，衛出公為了保住自己的王位，阻

止自己的父親回國。弟子們想要了解孔子對

此事的態度，子貢曾借詢問老師對伯夷、叔

齊的評價，探知孔子的選擇。

子貢設計了兩個問題：伯夷、叔齊何人

也？怨乎？孔子首先回答：「古之賢人也。」

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論語》

〈衛靈公〉）

孔子讚賞伯夷、叔齊的讓國之舉，不齒

衛出公的行為，他通過肯定伯夷、叔齊的道

德人格，也表明了自己的價值取向。子貢藉

此明白了老師的心意，而司馬遷也通過這個

問題的重提，引導讀者思考我們的人生：站

在現實層面，客觀世界有太多不如意、不理

想，令人不滿，讓人抱怨。但若以個人的生

命成長而言，你想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你

有自己追求和信守的價值理想嗎？你如何成

就自己？你是否為此而努力奮鬥和堅持，在

這一意義上，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所以，

有怨無怨，不僅在於我們從什麼角度去思

考，更在於我們自己的人生選擇。

在此基礎上，司馬遷又提出第二個問

題，老子說：「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真的

如此嗎？那麼，伯夷叔齊難道不是善人嗎？

他們追求仁義，品行高潔，為什麼落得這樣

的下場？還有孔子的學生顏回，勤奮好學，

却窮困潦倒，早早過世。相反，像盜蹠這樣

的暴徒，殘暴不仁，橫行鄉里，為什麼卻得

以善終。司馬遷寫到此處，是充滿激憤的：

「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這

難道就是所謂天道嗎？

我想，這個問題不僅讓太史公困惑良

久，也困擾過世間無數人。而司馬遷正是藉

伯夷叔齊的人生，對此進行了深刻反思，他

將這個問題拋出來，並不是讓我們對現實失

望，放棄價值追求。如果他只是發泄一下自

己的憤怒，譴責一下世道的不公，那這個問

題的意義何在？現實也許讓我們看到：好人

未必有好報。但我們當如何呢？就放棄做好

人嗎？就決定隨波逐流、任意妄為嗎？

司馬遷提出這個問題，並將自己的思

考告訴我們：你要做什麼人？如何做？完全

在於自己的選擇。他引用了孔子的幾句話來

回答。第一句：「道不同不相為謀」，人生的

路，各有不同，但你想做什麼人？靠你自己

選擇，問你自己的心。司馬遷說：「各從其志

也」。第二句：「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

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現實存在

很多客觀因素的制約，富貴榮華並非通過自

身努力就能求到，但你會因此違背良心，為達

目的不擇手段嗎？決定權在你。孔子說：「從

吾所好」。第三句：「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

凋。」愈是殘酷的環境，愈能展現人格的高貴

和生命的莊嚴。這就是伯夷、叔齊的選擇，也

是孔子的選擇，也是司馬遷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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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花開

張靜博士

新加坡國立大學哲學博士

霍韜晦教育文化基金董事

歲寒知松柏─〈伯夷列傳〉之人生問答
 讀史劄記

鄧麗香

（喜耀性情歌曲合唱團團長）

為什麼

為什麼

詞：霍韜晦　　曲：阿　鏜

青山為什麼白頭？河水為什麼斷

流？生活在這世界，為什麼那樣煩憂？

日子為什麼如囚？情感為什麼亂

投？生活在這世界，為什麼那樣煩憂？

生命好比蜉蝣，人間竟似寇讎，生

活在這世界，怎可以沒有煩憂？

何日登上高樓，且看大地沉浮，夕

陽瞬間已逝，為什麽糾纏不休？

夕陽瞬間已逝，為什麼糾纏不休？

《為什麼》此曲的歌詞分四段，每一段

首兩句歌詞（如：青山為什麼白頭？河水為什麼斷

流？）是主要意境；後兩句歌詞（如：生活在這

世界，為什麼那樣煩憂？）就在歌曲裡反覆唱兩

次。這樣的創作當中定有深意，霍師曾在一

次「喜耀生命」的鍛煉營中有這樣的解說：

「尸歌詞淺白，但涵義深遠，深入淺

出，短語長情。

為什麼現實那麼煩憂？不知道為什麼。

指出現象，為什麼這樣便要思考。

首先，環境之破壞，人生活之空間愈來

愈少，表面上有，但其實失去自由，如坐監

一樣。正因生活在壓力中，所以人會失望，

失去信心，沒有遠見，感情生活便亂投、放

蕩、放縱自己。於是，情感更封閉，逃避，

不去面對自己。

為什麼要過這些日子？要體會，要醒

來，登上高樓，登高望遠，看到成敗，看到

浮沉，看到人間的醜惡，要醒過來。因為

時間已經不多了，不要糾纏不休，不要再糊

塗，這是歷史危機前夕，要懂得珍惜，把握

最後的機會。」

人類不斷破壞大自然，青山河水不復

舊時樣！度日如在牢獄，情感隨意浪擲，人

不知道為何如是，就要去拼搏，要在最初

起點處取得勝利；生命無常，但是人際間的

矛盾、對抗卻如深仇大恨不。歌詞由人為主

體，從眼看大自然的污染，轉向內在心靈的

提問，生存缺乏生趣，人生沒有方向意義，

只剩下苦痛煩憂，千句萬句的為什麼？問誰

可告語？問天總是無言！哲學家會說：人的

身軀、人的靈魂、人的際遇，不由自己主觀

意願操控。現實社會世界的負面現象，是無

數人事混雜而成，誰是因？誰是果？一切最

終歸於相對性。因此，主體的生命，客體的

世界，其最根本的限制性，是一切苦痛煩憂

根源。用理性的提問：為什麼？亦只有理性

的答案，已經有許多了；但真箇能解憂除苦

嗎？最終也得不到答案。解鈴還須繫鈴人，

內心煩憂要由自己解憂。用志氣誓上高樓，

以豪情笑看大地；珍惜光陰，感恩造物，憑

心力斬斷煩憂葛藤。唐君毅先生說人生的顛

倒與復位，霍師說真誠面對自己，夕陽瞬間

可逝，莫要糾纏不休。此乃不二法門，願你

識取！

知音人感受

彭 良 英（粵西學校教師）：訓練唱這首

《為什麼》時，自然與自己聯繫起來，為什

麼會與家人有矛盾？不就是因為自己計較、

沒有包容的心嗎？淚水簌簌而下！終於明白

了凡事都要從自身找原因。

劉美霞（國內喜耀同道）：每次聽《為什

麼》都不覺流淚。人心沒有打開，性情得不

到綻放，人就如給自己上了枷鎖，自己無法

走出去，外面的陽光也射不進來，人如失去

自由，像坐牢般痛苦。人的情無法安頓，生

命無安慰、無溫暖，會乾枯，生命如蜉蝣般

短暫。

面對這個人性不斷墮落的世界，霍老師

選擇奮起承擔！



二○二三年五月十日　第 九 版

←每版標題齊這條線

般若花開

 讓孩子健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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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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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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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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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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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
、
有
志
氣
、

有
勇
氣
、
有
擔
當
、
孝
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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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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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

課
程
導
師
：

李
錦
招
博
士
（
華
東
師
範
大
學
哲
學
博
士
、
喜
耀
生
命
主
導
師
）

主
持
：

何
玉
嬋
女
士
（
資
深
兒
童
教
育
工
作
者
）適合年齡：3-10歲

時間：逢周六下午2:30-4:30pm

地點：法住機構（九龍觀塘興業街20號12樓）

學費：每節$175

備註：每月持續開班，按月收費。

查詢：（852） 27608878

許志毅先生

馬來西亞喜耀學校性情教育顧問、喜耀粵西

學校榮譽校長、道德理論踐行研究中心會長

從詩詞感受感恩之情

「六藝」以詩為首。詩詞讓我們可以透

過文字之美，去感受到當中的情懷，並得到

啟發。我們看看一些有關感恩之情的詩詞，

例如，在孟郊《遊子吟》一詩中：

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

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詩人描述一個遊子因為明天就要離家遠

行，所以這個晚上內心就別有一番滋味。你試

過嗎？在某些特別時刻，你會特別能夠感受到

心中的情懷。詩人此時此刻正是如此。他是因

為看到媽媽一針一線縫衣的動作，才看到媽媽

對自己的情意嗎？不是的。在我們的內心，本

來就有著一種純然根於自己生命內部的「返本

意識」，讓我們很自然的對父母感恩、珍惜、

敬重、愛護、孝順；這完全不是別人的要求，

或道德的規範，而是根於自己的生命內部。所

以對於母親，我們的內心本已有一種「願意

開放、交流、相通」的心念，受到母親一針一

線地縫衣的動作引發，我們感受到母親「願意

開放示好」之心念，也就是一份無微不至的關

懷。你感受到了，你會怎麼樣？肯定的，我們

生命內部就會生起一種很深很深的感動、感恩

之情，當中包含著珍惜、奮發、付出、回報、

成全、守護等之情懷。所以孟郊在詩中說感受

到母「意恐遲遲歸」的心意，他就很感動，

很感恩，甚至認為「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

暉」，母親的恩情太偉大了，自己怎麼努力也

不可能對母親完全報答。

同樣地，以下的詩詞或文章，有著不同

層面的感恩情懷。

李叔同在《夢》一詞中，對父母無限思

念，想起往事，夜來輾轉反側，「夢揮淚出

門辭父母兮，嘆生別離。父語我眠食宜珍重

兮，母語我以早歸。月落烏啼，夢影依稀，

往事知不知？汩半生哀樂之長逝兮，感親之

恩其永垂」，意蘊深長，你感受到其對父母的

思念與感激之情嗎？

在《贈汪倫》一詩中，李白的好朋友汪

倫為他唱歌餞行道別，覺得友情深厚，非常

感謝，得遇知己，直言「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及汪倫送我情」。

在《出師表》一文中，諸葛亮表達對劉

備知遇之恩，言「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

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

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

顧臣於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

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

馳」，感激之情，盡在其一生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行動

中呈現，可謂「鬼神泣壯烈」。

霍師有一首「性情歌曲」名《你

要感謝誰》，當中舉出不同層次的感激之情：

當你得生世上，當你得到成長；

多少善緣，存於天地；

你要感謝誰？你要感謝誰？	

當你得遇知己，當你得逢愛侶；

多少情緣，存於天地；

你要感謝誰？你要感謝誰？

當你經歷考驗，當你超越險阻；

多少助緣，存於天地；

你要感謝誰？你要感謝誰？

當中講到人生的歷程，從出生、成長，

到與人相知相交，乃至突破生命的難關等等

的相關感受。人對於自己的生命，會有一種

「返本意識」，此乃源自生命的內部，希望能

找回生命的本源，與之融合。這是生命自身

的一種主動要求，而非源自外在的規範或牽

動。只要我們投入歌詞，用心感受，你當會

有一種感動，感動於生命的莊嚴，感動於生

命的珍貴，可以讓我們現有的生命狀態，透

過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的成長、開拓。能

得到此人生，你的心不感動嗎？不珍惜嗎？

不感恩嗎？由此情懷，你當會對一切有恩於

自己生命，讓自己得以出生、存在、成長的

人、事物、乃至天地，一一感謝、一一感

恩，心生莫大的感動與力量。

人生命在成長的過程中，生命空間

擴大，會遇到朋友、知己、愛侶，

這是我們生命深處所要求的開放、

擴展的歷程，只要我們留意一

下，正如唐君毅先生所描述，

我們即使是對著陌生人，我們

總是會跟對方展現微笑，因

為我們的心都是開放的，想跟

對方相通，也就是我們生命空間、情的世界

擴大的生命要求。從親情、友情、愛情，我

們的生命可以通往社會、國家，乃至天下。

以現有的生命為基礎，我們可以透過自身的

努力，一步一步的開放，通往天地，無拘無

束，真正自由，你能不珍惜、不感恩嗎？

人在成長的過程中、在擴展生命空間的

過程中，若從反面來說，我們就是在面對種種

困難、突破種種局限，這是我們生命的追求，

當然甚為艱難。然而，只要我們願意開放，總

是可以得到種種善緣的支持，由是得到啟發、

得到突破，你能不讚歎、不珍惜、不感恩嗎？

大家不妨反復閱讀、唱誦上述的詩詞，

你當會從上面所述的內容，得到深入，感受

到內心的感動，對生命生起莫大的讚歎與

感恩，並且對於身邊人、自己所遇過的對象

一一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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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及時間：日期及時間：一連五天

　‧2023年6月28-30日（19:15-23:00）

　‧2023年7月1日（14:00-23:00）

　‧2023年7月2日（14:00-18:00）

費 用：費 用：HK$9800

　‧由喜耀人介紹，可享七折學費優惠

　‧二人同行收費HK$9800

　‧以上兩個優惠只能用其一

語言：語言：粵語授課

地點：地點：法住機構（觀塘興業街20號12樓）

網站：網站：www.dbi.org.hk

電話：電話：27608878 曾先生 

恩師霍韜晦教授，教導學生輕重有度。

某天大家與師敍話，談及老師好友營商

有道，白手興家，近年喜登壇講學。於是同

學們問起其企業與其講之學問是否有關連。

老師應機而答，涉及儒道對經商的啟發，佛

教禪宗的啟示等等，我亦情不自禁「搭口」

問：「老師，是否將老子反面思維應用得宜，

營商就可以少衝突，自然而成？」

冷不防老師一句下來：「他是由一無所

有，從旁觀察人家如何經營而拼起這盤生

意⋯⋯他所經歷的是最現實、最無情的環

境，要有很強的意志力、忍辱力和鬥心纔

能熬過去。即使現在的他，面對的又是另一

如虎似狼的環境，一步都不可以踏錯。所以

一、沒有你說得那麼輕巧；二、怡省，記

著：你不是這類型的人，毋須想像，或想學

他，你踏實做回你自己，由你當下自己的障

礙去除學起。」

同學們靜下來了，老師續說：「聖賢經

教乃千錘百煉，人的成長必須自己走過，經

歷方知深淺，錯過纔知正道，纔悟聖賢所言

深義，所以大家不要羡慕人家，每人的經歷

不同，多看自己，當下難關應如何面對，這

纔是正理⋯⋯」

又某一天，老師講書，我向他請教三

國孔明南征火燒藤甲兵後，淚嘆必損陽壽一

事，問應如何理解？是否難兩全？

「這不是你問的問題，人生世上很難遇

到孔明要面對的問題，即使是當今政治軍事

人物都難逢此會，即使得逢此會，亦難當機

立斷。當時孔明的職責就是守護蜀土，他千

方百計想與南蠻和平共存，但侵擾不斷，北

方強敵又虎視眈眈，藤甲兵又難以應付，他

唯一要做的就是迅速平亂⋯⋯。我們不是孔

明，難以體會。你不是這種質素的人，讓你

面對你亦不懂面對，所以我說這不是你應問

的問題。

我只能說，孔明當時必須這樣做，否則

蜀國危矣。至於後果他自當承擔，小說家自

有小說家筆法，不必認真。」

現在想起恩師這兩次教導，一再咀嚼，

再三回味。吾何幸得逢恩師，知我教我，我

要好好「看腳下」。

某天一商人和恩師傾談，滔滔說道：

「讀書人若走不出書房教室，他讀的書就

是無用。要拿起書能讀，放下書能做事做生

意。」接著開始恭維吾師。老師微笑答道：

「且慢！你所說的『用』是什麼意思？是事

業有成？那不是成敗論英雄？是生意失敗能

再起？百折不撓？那就要看他這意志力是否

得自書本學問啟發。」

老師在課堂亦提及：「讀書人就是解惑

授業，本不應以成敗量之。聖賢書本是修養

吾人心性，任何人讀到可得啟益。孔門亦有

十傑，自古皆敬重曾子、子貢。不會因子貢

事業有成而非曾子。生意成功如子貢修養亦

很深，大家認識的老闆之中有沒有修養如子

貢呀？勝不驕敗不餒。遭受挫折時能否沉得

住氣？還是拿下屬出氣？若是後者叫他快些

來法住讀書呀！」

老師教人，真是例不虛發。

「喜耀生命」勇耀班今學年是學《易

經》，而我組是讀「同人卦」。放學回家，浮

現恩師這些往事，忽悟恩師能同人，在於其

理想貞定，在於他能知人：知我，知古人，

知商人之甘苦，能知甘苦，彼此才可以為師

為友，共同支持理想事業。思之更深感我們

要學的還有很多很多。

怡省當記師教：不空想，踏實當下，願

與眾同道甘苦與共，同人共學。

寫於勇耀大組學習日翌日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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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由人工智能把「作者」的文字轉為畫作

的作品，在一比賽中贏得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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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書 推 介

量齋隨筆

 本書所收錄的是霍韜晦先生（1940-2018）自一九五五年至二零一八年，六十餘年間的零星筆記，

包括讀書心得、生活隨感、人生哲思、詩歌創作等，皆為作者從未問世之手稿，更貫穿作者一生之成長、

奮鬥，彌足珍貴！其中多為作者生前有感而發，隨筆記下，其情思深切，自然訴諸筆端。若分而觀之，

似顯零散；若貫而論之，即見其精神。望讀者能感其情，見其志，亦能行其道矣！

 霍韜晦先生六十年日記選

←每版標題齊這條線

編按：今年三月六日感師日，同學除了舉

辦紀念活動，亦謹記霍韜晦教授叮囑我

們讀書，今次便一起讀霍教授文章〈人文

主義須向東方回歸〉，茲摘錄部分同學分

享。

梁艷顏　東方文化的心性之學，心即性，性

即天，這不是空談，是經得起考驗的，無數

的先賢就是見證。

人反省到生命的意義就是與道同行，心靈

得到安頓，就不會在現代的虛假價值中迷失。

自己亦曾經迷失過，不知人生的意義為

何而苦惱。霍老師教我不要空想，多讀書，

多實踐。慢慢我的心定下來了，心內的不安

感沒有了，覺得生活充實了，可以從容面對

社會的變化，一切由自己做起，世界會變得

愈來愈好。

梁 少 姸　我很感慨，我曾經也是如大多數

人，被現代教育訓練成生產、供應市場的工

具的半邊人，用賺錢多少來衡量工作及職業

的價值，讀書全是應市場需要。年輕時，少

有理會人生的意義、生命的智慧，只有在試

場、職場上競爭中獲勝，才能有生活的保

障，有安全感！

直至有一天，受了很大的傷害，解決不

了煩惱，活在大痛苦中，才立意找尋人生的

意義，視生命的價值為至高至上。我十分贊

同人文主義必須要到東方，重新找尋存在的

根基。

人必須要重建人的價值意義、重新找回

自己的主體，認識人是有自由的，人可以有

選擇的，知道自己為什麼要做？在做什麼？

做回自己的主人，做回一個真正的人，人才

有希望！

感恩霍老師有教無類、春風化雨的心，

記得他常說：「教得多少，就教多少，只要

你願意虛心學習。」菩薩心腸，正是再世孔

子！永遠懷念他！

劉獻英　過往在忙碌的日子裡，偶然會問自己

做人有什麼意義？總感覺疑幻疑真的存在，

忙忙碌碌的活著。對生命的意義不明，皆因

自我知識貧乏，思維有局限和思路狹窄，無

數人與事的纏繞，不能放下，當局者迷。

自從開始讀書，知道古代各先賢像孔

子、孟子、老子，他們已預先看透一切世

事，一一在中國文化內顯示，給後世的人良

好的訊息。不同文章和思想體系，也明確地

指出怎樣竪立做人的真正意義，在個人生命

中得益良多。

感師日讀書

有感（二）

上文提到，當人工智能時代來臨

之時，人類最重要的問題，是對「人

機之辨」有清晰的界線。但令人擔憂

的是，人類文化發展至當刻，卻正是

價值模糊，人性模糊的時代。經歷了

數百年的「自由」與「開放」，人生

中的一切價值，似乎都很相對，沒有 

對，一切「睇你點睇」。

本來價值問題的模糊，在只有人

類主導的世界中，仍有空間繼續糊塗

下去。但當人工智能一出現，這種相

對、虛無、「睇你點睇」的人生觀，卻

不足以應付。

在筆者看來，人工智能的「本

質」及其「不可逾越的界線」，其實就

是「人性」本身。只有當人很明確知

道：「人是什麼？」「我是誰？」「生

命的實相是什麼？」「生命真實的主

體是什麼？」然後人類才能找到「人

與機」的分界線在哪裡？

從前，在西方思想主導下，我們

認為人的「本質」是「理性」。但在人

工智能面前，「理性」似乎是最快、最

容易被取代的東西。有說人的特質，

在於人能「創作」。但當人工智能的

美術作品出來之後，我們似乎又說不

出話了。有說人的特質在於具有「情

感」。但可惜，我們對於情感世界的探

討，一直充滿紛爭。因為「情感」包

含了「情緒」、「私情」、「欲望」等，

有時很夾雜，很難分清。

那麼，在人工智能或人工生命的

對照下，到底人性是什麼？或應該說：

「人性還剩下什麼？」身體可棄而代

之、理性可棄而代之，還有什麼是人

不能捨棄的？人性還有其不可取代的

莊嚴嗎？

錢穆先生在新亞校歌中寫道：人

之尊，心之靈。

人性的莊嚴在於人有「心」。孟

子說性善，人心有方向，會生起超越

當下的「理想」，要追求、實現、創

造更高的價值。《易經》講「感通」，

人心有性情，會與個體以外的他者，

乃至物件、世界相感通，同情共感、

痛癢相關。惠能六祖說：「何其自性，

本自具足。」陸象山說：「吾心即宇

宙。」唐君毅先生著《心靈九境》，演

釋宇宙人生，指出一切知識、律則、

道德、義理、價值、追求，皆由心之

映照而有。

對於心的探尋，我們中國文化擁

有巨大的積累，有待慧者發揚。能否

在人工智能誕生的時機上，為人類文

明指出一個光明的方向，就看我們這

一代人的努力，時不可再﹗（本文完）

陳志宣（香港）

人工智能時代

的反思（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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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3年5月2日開始（8節）

時間：7:00pm至8:30pm（逢星期二）

費用：$1000

地點：法住機構（九龍觀塘興業街20號12樓）

網站：www.dbi.org.hk

電話：27608878

現場加連線課程

免費參觀
歡迎預約
27608878

地址：

九龍觀塘興業街20號12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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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方迴響

日期：逢星期五

時間：8:40p.m.-10:10p.m.
學費：會員 $120（每節）

課程內容：

　1. 書法的歷史源流　

　2. 書法的美學

　3. 字體和方法的訓練　　　　　　

　4. 書法對身心的導引作用

　5. 如何從書法練習中獲得身心休息

　6. 簡易可行的日常書法練習方法

　7. 以書法點綴自己的生活　　　　

　8. 文房四寶怡情養性

　9. 碑帖詩詞欣賞　　　　　　　　

　10. 書法終身的修養和愉悅

地點：法住機構

       （九龍觀塘興業街20號12樓）

網站：www.dbi.org.hk
電話：27608878
備註：1. 連線上課，此課程為月班，

每月持續開班，按月收費。

2. 學員請自備紙、筆、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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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故事（六）
劉子文（香港，法住文化書院兼任講師）

 淺說近代史

上文提到，曾國藩談齊家，有三個途徑，分別是「孝友」、「勤儉」、「睦鄰」。

什麼是「孝友」？要而言之，就是對長輩要孝順、對平輩要友善，這就能為

家庭造就和諧的氣氛。但我們想深一層，既然我們知道了曾國藩齊家的這個要

點，那我們應該很快便可以達至「孝友」的境地了嗎？

但實踐卻不易，孝順和友愛當然值得肯定。但在孝順父母、照顧朋友的過程

中也少不免會有磨擦或者要相就的情況。那我們甚樣處理呢？這就考驗我們的智

慧了。而吾等亦可以在《曾國藩家書》之中尋找這個智慧的源頭：「靜」和「省」。

透過每天找時間安定心神、自我反省，「孝友」的功夫相信會有所進步的。

而「勤儉」又怎樣理解呢？這兩個字在家書之中出現最多。曾氏認為，勤

能補拙、勤能讓人發揮潛能。他還認為，勤能使人身體壯健，人一懶則百病叢

生。在咸豐八年（1858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他寫給子女的信中說：「後輩諸兒須走

路，不可坐轎騎馬。諸女莫太懶，宜學燒茶煮菜；書蔬魚豬，一家之生氣；少睡

多做，一人之生氣。勤者生動之氣，儉者收斂之氣。有此二字，家運斷無不興之

理。余去年在家，未將此二字切實做功夫，至今愧恨，是以諄淳言之。」看似閒

話家常，但卻是持家的最重要功夫。

那麼「睦鄰」又是什麼呢？在咸豐十年（18 6 0年）閏三月二十九日，他在家

書中云：「余與沅弟（曾氏的九弟曾國荃，字沅甫）論治家之道，一切以星岡公為法

（星岡公是他們的爺爺，曾玉屏，字星岡）。大約有八字訣，其四字即上年所稱書蔬

魚豬也。又四字則曰早掃考寶。早者，起早也。掃者，掃屋也。考者，祖先祭

祀，敬奉顯考王考曾祖考，言考而妣可該也。寶者，親族鄰里，時時周旋，賀

喜弔喪，問疾濟急。」如何達致鄰里和諧？多關心，多問候，雪中送炭便可以達

到了。

「孝友」、「勤儉」、「睦鄰」是齊家的實踐途徑，值得吾輩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