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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乃儒家經典《四書》之一。由漢至
唐，《中庸》都是《禮記》其中一篇，直至宋代，
儒家學者程頤對《中庸》十分推崇，故將《中庸》
從《禮記》中抽出，單獨成書。後來朱熹更將《中
庸》與《論語》、《孟子》、《大學》並列為《四
書》，這對往後士人思想、中華文化的發展影響深
遠。
《中庸》，相傳是子思所作。子思名伋，有「述

聖」之稱，為孔子的孫子，孔鯉的兒子，曾受業於曾
子。曾子作《大學》，子思撰《中庸》，都是孔子之
後，繼承、發揚儒家學說的重要人物。
「中庸」一語，字面上的意思即「中道及常理」；
三字經云：「中不偏，庸不易。」程頤曾對「中庸」
有以下解釋：「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
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孔穎達所引用漢儒
鄭玄的解釋為最恰當平實。所謂：「名曰中庸，以其
記中和之用也。庸，用也。」
《中庸》第一章可說是整篇《中庸》的大綱：「天
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
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
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
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
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
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由此可見，
《中庸》一書的中心要點，在修養人性，要求人達到

「中和」的境界。
《中庸》一篇跟《大學》的精神可說同源而出，另
一方面，子思的祖父孔子，也認為「中庸之為德也，
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而觀其行、聽其言，亦暗
合「中庸」之道，如《論語．子罕》所說：「子絕
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中庸」也跟研習學問的方法（博學、審問、慎

思、明辨、篤行），以及做人的規範－「五達道」
（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交）、「三達
德」（智、仁、勇）環環相扣。
《中庸》認為人修養品德，應以「至誠」為目標，
《禮記．中庸》：「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這
跟曾子的《大學》：「此謂誠於中行於外。」一語可
說同工異曲。只要達到「至誠」，不論修身處世，以
誠為本才能夠貫徹始終，也能如孔子所說「隨心所
欲，不逾矩」。
子思認為，「明德」、「止於至善」的境界，必有
「中和」於其中。「君子而時中」、「不可須臾離
也」，才能到達《大學》所言︰「知止而後有定，定
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
的人生境界。能做到「慎獨」與「誠意」，加上
「智、仁、勇」三達德，方可逐步做到「齊家、治
國、平天下」。
今時今日，儒家的中庸之道並不顯得過時，其調和

折中、不走偏激的做事處世方式，仍影響不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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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西周春秋時
期的婚禮中的一道程序，出自《孟子．滕文
公下》，反映中國傳統婚禮的情況。當時大
多數男女都是奉父母之命而結合的，兩人在
此之先沒有男女愛情的關係，婚後也不一定
行過周公之禮，卻會以夫妻相稱。這種情況
沒有因為梁祝故事而完結，而是直至新文化
運動後才被推翻。

在此，筆者想談談魯迅。
魯迅是新文化運動領袖之一，但他的婚姻

經歷卻受盡封建制度的綑綁。我們不可能想
像一個帶領中國文化進入新時代的掌舵人，
卻經歷清末光緒年代，受封建制度的壓迫，
其婚姻任由母親擺佈。在1906年春，魯母以
病重為由，急催魯迅回國。原來，這一切都
是母親設計要魯迅乖乖就範，走入新房。

待元配投閒若置
可惜，世事往往無法盡如人意，魯迅在婚

禮後三天就到了日本就學，一待就待上七
年。學習新思維的魯迅，豈能與一個素未謀
面的女生建立感情？即使回國，也沒有盡其
夫責，待元配朱安投閒若置。就這樣，舊思
想就剝削了兩個人的幸福人生。
這是魯迅婚戀故事的上集。當我們以為這

就是他的婚戀人生時，年屆四十，本應四十
而不惑，對於婚戀已無期望的他，卻在校園
裡遇到了許廣平。許氏聽了魯迅的課一年
後，便開始主動寫信給他。兩人在信件往來
之中，漸漸萌生愛意。雖然魯迅曾因與許廣
平的婚約而抑制自己的感情，但人心肉做，
最後許氏把冰山劈開，有情人終成眷屬。
魯迅的婚戀故事下集還有很多值得注意的

地方。究竟他如何處理元配夫人？作為一個
負責任的男人，他決定與許廣平開展關係時
曾有多少個內心小劇場？凡此種種都靠大家
好好認識魯迅生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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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為母試藥 親身示範行孝
二十四孝的故事，最早可見於元代郭居敬編寫
的《全相二十四孝詩選》，郭居敬，字義祖，根
據《續文獻通考．卷七十一．節義考．孝子》記
載，他是福建延平府尤溪人，有關他的資料甚
少。在《尤溪縣志》有一段他的生平︰「親沒，
哀毀過禮，曾集虞舜以下二十四人行孝之概，序
而詩之，用訓童蒙，虞集。歐陽玄諸人欲薦之，
固辭不起。有《百香詩》。」
他將24人的行孝故事編寫成詩歌，教導小孩行
孝的重要。由上古時代的虞舜至宋代的黃庭堅，
上到皇帝下至百姓，其孝行都有值得學習之處。
今有不同的二十四孝的版本，本篇則以郭居敬的
版本為藍本，向大家介紹二十四孝的故事。
二十四孝的故事分別如下︰孝感動天、親嘗湯
藥、嚙指痛心、單衣順母、負米養親、賣身葬
父、鹿乳奉親、行傭供母、懷橘遺親、乳姑不
怠、恣蚊飽血、臥冰求鯉、為母埋兒、扼虎救
父、棄官尋母、嘗糞憂心、戲彩娛親、拾葚供
母、扇枕溫衾、湧泉躍鯉、聞雷泣墓、刻木事
親、哭竹生筍和滌親溺器。

行孝有好處 意義需深思
第一個故事孝感動天的主角是虞舜。《全相二
十四孝詩選》提到︰「虞舜。瞽叟之子。性至
孝。父頑母囂。弟象傲。舜耕於歷山。有象為之
耕。有鳥為之耘。其孝感如此。帝堯聞之。事以
九男。妻以二女。遂以天下讓焉。」
這個故事主要說虞舜的父親瞽叟、繼母及其同

父異母的弟弟象對他百般不好，例如把所有的家
事都交給虞舜，但他仍能對父母行孝，盡自己最
大的努力向他們展現自己的心意，因此感動了上
蒼，派來大象和小鳥為他耕作，減輕他的負擔。
後來，這件事傳給當時天下共主帝堯知道後，

分配了九個男子任他遣用，又把自己的兩個女兒
娥皇和女英嫁給虞舜，最後更把共主之位禪讓給
虞舜。這個故事很有行孝可以獲得更大的好處之
意，這一思想，我們不難在其他故事中看見。這
是否屬於行孝的真正意義呢？值得同學深思。
第二個故事是親嘗湯藥。「西漢文帝。名恆。
高祖第三子。初封代王。生母薄太后。帝奉養無

怠。母常病，三年。帝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湯
藥非親嘗弗進。仁孝聞於天下。」

試藥有風險 母親嚇餐死
主角是西漢的漢文帝，他為了照顧生病的母

親。曾經三年間沒有好好地休息，衣不解帶地為
母親試藥，以顯自己的孝心。大家可能會覺得奇
怪，為什麼要替母親試藥呢？因為古時的醫學系
統並不完整，不少中藥可能會帶有毒性，如果病
人誤服可能會引來嚴重的效果，因此要以真人試
藥以保安全。漢文帝的做法在今天看來是不智
的，他大可叫其他人試藥，但他卻為全天下示範
了行孝可以將生死置於度外。不知當時他母親是
否知道兒子為她試藥，若是知道了能不憂心嗎？
令父母憂心了，漢文帝能稱得上行孝嗎？
古人行孝的故事除了具教化作用，也提醒人們

行孝的重要性。今天我們重看這些故事時，當然
不能以今天的社會發展去判斷他們是否恰當。但
我們可以由這些故事反思他們當中的哪些精神仍
值得我們今天借鑒，甚至將其擴而充之，把孝的

精神發揮到更大的層面，才是我們重看二十四孝
故事旳價值。下一次再和大家分享其餘二十四孝
的故事，希望諸君能從中有所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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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曌無字碑 功過任人評

■雨亭 （退休中學中文科老師，從事教育工作四十年）

文
山
字
水
樂
春
風

星
期
三
見
報

幾年前的一齣電視劇《武媚娘》，曾紅遍兩岸三
地，一塊在西安市西北50公里的乾陵上，矗立已逾
千年的「無字碑」。兩者所講的，皆屬一代女皇
帝—武則天。
武則天是中國唯一的女皇帝。她是一個傑出的女
人，她有美麗的外貌、絕頂的才能和過人的智慧，而
且心狠手辣，可以做到六親不認。
她由太宗的一位才人，爬上高宗皇后之位，已相當
傳奇，再以強硬的手段鞏固地位，最後取李唐江山而
代之，改國號為「周」，索性建立屬於自己的王朝。
唐高宗李治和武則天的合葬墓乾陵上，有兩塊石

碑，西面一塊為「述聖碑」。碑文是歌頌唐高宗的功
績，由武則天撰文。東面的一塊是武則天的「無字
碑」，為她自己所立。此碑乃由一塊完整的巨石鐫嵌
而成。碑高7米，重約百噸。碑額有八龍垂掛，碑側
各有《升龍圖》。不過，碑面卻無字。
究竟武則天立「無字碑」的原因是什麼？一說是武
則天認為自己功高德大，不容易用文字所能表達；二
說是武則天自知罪孽深重，刻了碑文恐怕更招世人唾
罵，還是不寫為好；三說是武則天自豪地想，就讓後
人去評說她的一生吧。
我看過由吳浩然所寫的《武則天的政治學》，他把
武則天歸納定性為：
「她是嬌嫩美艷的情人、她是心如蛇蠍的母親、她
是淫蕩滔天的浪婦、她是開明聖賢的女皇。」
畢竟，她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前無古人，
相信亦後無來者了。她一生的權謀掙扎、拚搏鬥智，
到以一女性身份入主朝堂，讓天下鬚眉皆要向她俯首
下拜，只因她具有過人政治智慧，以及超人的謀略與
膽識。
武則天的一生，可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首先，是武則天入宮為太宗才人，至成為高宗皇

后；
其次，是在皇后之位上，努力鋪排成女帝之路；
最後，是在帝位上的施政，有功有過，終至還政於
唐。
武則天之父替她取名「則天」，乃是據《論語．秦
伯》中「唯天為大，唯堯則天」一句。即是說有堯之
才德，才可法天。他是希望自己的女兒日後能主天

下，當然他的願望成真了。
她初入宮，曾向大唐獻制伏烈馬之計。即是她要鐵

鞭、鐵錘和匕首三物。若鐵鞭不能策之，鞭錘亦不能
服之，就用匕首殺之，因留下此馬又有何用？
她此舉即令太宗對這14歲小姑娘擊掌，讚賞其膽

略氣魄。此事何嘗不是反映了她的性格？正是「小荷
初露」，已見鋒芒。
她在太宗身側幾年，見太宗才兼文武，銳意經學，

曾召房玄齡、杜如晦、虞世南等十八學士議天下事。
對她有很大啟發，讓她明白到欲治天下，要廣攬俊
傑，尊重人才。
這方面對她影響甚深，日後被文學史上有「初唐四

傑」之稱的駱賓王，在《為徐敬業討武曌檄》中罵得
她狗血淋頭，甚至說她「性非和順……穢亂春宮」之
時，當她聽到「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託？」她
不怒反喜，認為讓駱賓王這樣的人才流落在外，實在
可惜，為什麼不能為己所用？更認為是宰相失職。
她對人才十分尊重，這可能是她的政治智慧。她為
求目的，可以心狠手辣。她由才人、昭儀、一躍成皇
后，其間經歷多少打拚？她在太宗駕崩時險些被賜
死，後奉旨在感業寺出家為尼。
她後來被高宗再召進宮，即被利用去周旋於王皇后

和蕭淑妃之鬥爭中，為了扳倒二人，可以親手扼死親
生女兒，來嫁禍王皇后；對群臣也是同樣利用拉攏、
離間、培植、鏟除，來鞏固自己的后權。
她的目標不只是后位，而是帝位，哪怕要兒子死在

自己手上。她廢太子，用強硬手段把通往皇權之絆腳
石搬開。高宗一死，她透過很多曲解和偽造的祥瑞、
佛經，為她僭登帝位做假見證。
儘管很多人不認同她，但不得不承認她很懂得用

人，例如名臣狄仁傑、名相張柬之，甚至仇人上官儀
的孫女上官婉兒。她在政治上確令人信服。
她一方面廣開言路、開科取士，另一方面任用一些

酷吏、「男寵」來排除異己。她樹敵眾多，幸好在晚
年沒將皇位傳予侄兒武三思，而是還政於李唐，禪位
太子李顯，是為中宗。
她的「無字碑」，千秋功過，就讓後人自己編寫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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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郎織女
「牛郎」即牛郎星，俗稱「牽牛
星」，即天鷹座的河鼓二。「織女」即織
女星，也稱「天孫」。
天鷹座由三顆星組成，兩邊的河鼓

一、河鼓三常被比作牛郎挑着的兩個孩
子。織女星由天琴座的三顆星組成，一大
二小，呈三角形，大的一顆最明亮，在天
河的西面，隔着天河與牛郎星相望。人們
稱道的牛郎織女多半指這兩個星座，而不
是北方玄武七宿的牛女。三國魏曹丕《燕
歌行》：「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
河梁。」

三垣
古人將環繞北極和二十八宿以北接近

頭頂上的星群分成三個大區，叫作「三
垣」，即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
以北極星為中心，集合周圍的一些星

宿，組成紫微垣；紫微垣外，在星、張、
翼、軫以北的星區是太微垣；在房、心、
尾、箕、斗以北的星區為天市垣。

北斗北極
北斗由天樞、天璇、天璣、天權、玉

衡、開陽、搖光七顆亮星組成，天樞、天
璇、天璣、天權像斗形，玉
衡、開陽、搖光連起來像斗
柄，古曰杓。
北斗七星屬於大熊座。

北斗星在不同的季節，所在
的方位是不同的，所以古人
根據初昏時斗柄所指的方向
來確定季節。《鶡冠子．環
流》：「斗柄東指，天下皆
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
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
北指，天下皆冬。」把天
璇、天樞用直線連起來並延
長約五倍的距離，就可以找
到北極星。北極星是正北的
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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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可能會帶有毒性，所以古時要以真人來試
藥。 資料圖片

■魯迅反對傳統婚姻，一直冷待元配夫人。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