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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新加坡和韓國的政府都認為，商業管
理應基於「義」 的原則。這樣，企業既可以
擴大長期利潤，又可以消除非法利潤和不正當
競爭帶來的破壞性後果。儒家的倫理原則催生

了新的東亞工業文明。這三個亞洲國家借鑒了中國古代哲學的基
本思想，並根據當前情況對其進行了重新解釋，成功地將儒家價
值觀與西方科學管理相結合，發展出自己的管理風格。雖然，管理
效益的定義可能因國家而異，但是，企業管理質量的高低卻是取決
於文化的價值體系。
中國在儒家倫理原則的基礎上保持了長久的社會穩定。雖然近代的

政治變化創造了新的社會結構，但是儒家的基本倫理原則是不容易消
解的。這些原則也構成了現代中國大部分商業實踐的基礎。儒家哲學
對中國現代企業尚有重要影響的一些方面，如：
．在企業內，級別和層級是分得很清楚的
．上級的權威和決定不應受到質疑
．家庭觀念（大家庭）在企業文化中很重要
．解決問題，內部規則和外部管轄沒有人際關係那麼重要
．要成功，就要避免極端行為
．必須保持面子
．重視教育
．渴求現代化
．企業會與政府合作

．商業和商人不會被社會完全信任
為什麼今天討論儒家倫理對商業管理的影響還是合適

的？儒家倫理是中國自身千百年來所發展出來的社會原
則，在現代中國的影響力仍然很強，任何想了解中國商業環
境的人是不能忽略它的。從歷史上看，在重大社會變遷時期，
儒家思想要麼被忽視，要麼被踐踏。但在穩定時期，儒家倫理
卻會受到高度青睞。今天，中國經濟和商業正穩定地持續發
展，儒家倫理思想受到政府的重視，因而，所有希望與中
國開展業務的人也應該對儒家倫理產生學習興趣。
儒家倫理思想的意識形態對華人企業營商及管理影響深遠，

下期仁大開講將繼續環繞「儒商」這主題，從另一層面解說研
究中國儒家企業家的難題。

結合儒家倫理結合儒家倫理
以義管理公司以義管理公司

■■ 林昊輝博士（現為香港樹仁大學工商管理學系副系主任及助理教
授，和企業及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有30多年管理、研究及高等
教育的經驗。在上世紀90年代，他主要參與中國內地的生物科技項目
投資，及國營企業管理人員的培訓。）

品 德 學 堂A17 ●責任編輯：文 澄

20212021年年11月月44日日（（星期一星期一））

2021年1月4日（星期一）

2021年1月4日（星期一）

體悟與應用
《周易》的六十四卦，孔子均作《象》以解釋各卦形象的意義。其中
乾、坤兩卦，《象》分別寫上「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和「地勢
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兩句話各有深意，組合起來，意義更加完滿。
我們仰觀天象，日升月降，晝夜不息，周而復始，感覺是「動」的；
我們俯察大地，所見儘管高低不平，但地勢延展，一望而順，感覺是
「靜」的。就在這一「動」一「靜」之間，聖人別有體會，教我們效法
天地，在「學」、「行」兩方面掌握「堅毅立志」的道理。
因為「天行健」，我們要像天體那樣不斷運行，剛強奮進；因為「地
勢坤」，我們要像地勢一樣厚重和順，修德容物，承擔重任。
1914年11月，梁啟超在清華大學向學生以「論君子」的題目進行演

講。他論及君子的條件時，用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和「地勢
坤，君子以厚德載物」這兩句話來勉勵學生，指出做學問，要「自強不
息」，處世接物，則要「厚德載物」。若能如此，便是「真君子」。
梁啟超的演講深深激勵了清華學生，後來清華大學將「自強不息，厚
德載物」列入校規，最終成為清華的校訓。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中華經典名句

出處與釋義
上面的經典名句，出自《周易．象傳》。「天」，天體。「行」，運行。「健」，強有力。「君
子」，有品德的人。「坤」，順也。全句的意思是：天體運行，周而復始，剛健有力，君子應效法
於天，以剛毅圖強，永不停息。大地厚實而勢順，君子應效法於地，以積厚其德，容載萬物。

釋義及應用由招祥麒校長、朱崇
學老師、許志榮老師、謝向榮博
士撰寫，教育局修訂，書法由羅

澄波校長撰寫。

察其所安 評價善惡

相信很多人在小時候都聽過一則
叫「狼來了」的故事，這個故事雖
然不長，卻傳遞出一個人類社會最
重要的相處準則——誠信的可貴。
中西方先賢均十分強調誠信的重
要性。孔子在《論語》中提到：

「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韓非子亦說過：「小
信誠則大信立。」而英國哲學家培根也認為：「從
來最有能力的人，都是有坦白直爽的行為、信實不
欺的名譽的。」
怎樣做才可算作踐行誠信之道？首先，誠信最主

要的內涵就是不欺騙。著名徽商胡雪巖創辦的胡慶
餘堂藥店中，有一塊胡雪巖親自題寫的匾額「戒
欺」，意在告誡眾人經營須以誠信為本。北京同仁
堂亦留下一句古訓：「修合無人見，存心有天
知」。其實不論哪個行業，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不
欺人、不違心都是我們必須秉持的信條。
其次，誠信還要求我們信守承諾，一旦答應了別

人，便須盡心竭力辦到。秦末的季布以重諾守信著
稱，當時流傳一句諺語：「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
布一諾。」這也是成語「一諾千金」的由來。因季
布曾效力於項羽，遭劉邦懸賞捉拿，但許多人不惜
冒生命危險保護他，並勸說劉邦赦免了季布。
可見，一個人信守承諾，自然能得道多助，獲得

大家的尊重與支持。
另外，誠信之道還體現在言行一致上。所謂「聽

其言而觀其行」，做人真誠可靠，言行相符，不自
食其言，才能建立起人與人之間的信任關係。《世
說新語》記載了一個故事：華歆和王朗一同乘船避
難，途中王朗同意讓別人共同搭船，但當強盜追
來，王朗卻想丟下那人不管，這一背信棄義的行為
被華歆痛斥。二人相較，優劣高下立見，我們的身
邊更需要哪一種人，相信大家也有了答案。
當今社會，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更加頻繁，不論是

立身、交友，還是為政、經商，恪守誠信的美德才
是長遠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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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義輕利 君子所為

施仲謀（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系教授、系主任）
李敬邦（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系項目主任）

鄧立光
（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國學中心主任、國際儒學聯合會理事、國際易學聯合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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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評價人的善惡，是透過一
立體式框架來觀察，由於這種觀
察方法深入細膩，使人無所遁
形，故令人極不自安。《大學》
有云：「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

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
這種掩飾在孔子面前是無法隱藏的。孔子說：
「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隱
匿）哉？人焉廋哉？」（《論語．為政》）
孔子觀人，由末溯本，由顯至隱。由「視」而

「觀」而「察」，一層比一層深刻。第一層是
「視其所以」。「視」為眼之所見，即最明顯可
知的言行，此稱為「所以（為）」，事行表面好
壞易見，也最易掩飾。孔子考察一個人的善惡，
不會就這一層事行表象下定論，而我們往往以此
定人之善惡，便失諸粗疏，因為「小人之過也必
文（文飾）。」（《論語．子張》）
第二層是「觀其所由」。「觀」是就其事行回

溯其原因及發展過程，這由開始至當下的過程稱
為「所由（由來）」。這種逆溯，是把出現此一
事行背後的原因都考查了，也就是了解什麼原因
導致事情如此發展過來。就這一層而言，行事者
仍可提出種種正大理由，故亦不太容易辨其善

惡。因此要有
最後一關，觀
察當事人的精神
意態。
第三層是「察其

所安」，這是最深細
的觀察法。「察」是仔細分
辨，「安」指對事行所流露出來的精神意態，究
竟是坦然還是虛歉。這較諸觀察其人所抱持的態
度還要深刻，因為安與不安反映了行事者的內心
世界，是人內在德性的反映。安於善言善行，不
安於惡言惡行，顯示其人宅心仁厚，反之則居心
不良。透過事行表象、背後原因與經過，及對此
事之精神心態這三層次的綜合研判，一個人的善
惡便無所遁形。
此外，孔子說「人之過也，各於其黨（私
意），觀過，斯知仁矣。」（《論語．里仁》）
孔子通過三層觀察善惡的方法，對人性有深刻的
了解，因而說人犯過失，是由自私心態造成。
觀過目的不是非議他人，而是「擇其善者而從

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論語．述而》）他
山之石，可以攻玉，才是我們觀過最重要的意
義。

君子一旦立志崇學求道，奉之
為最高目標，專心致力於豐富的
精神生活，追求物質生活的心必
然淡泊，因此「君子食無求飽，
居無求安」，一心端正自己的言

行，不以貧窮為憂。君子對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
的看法，與一般社會大眾有所不同。
中國人常常講「道義」一詞，把「道」與

「義」兩字連在一起說，兩者一氣貫通，一旦有
「道」，「義」必隨之。「道」乃君子的首要追
求目標，是最高指導原則，那麼，以下一連串問
題自然產生：「追求『道』，該怎麼辦呢？」
「怎樣奉行『道』，實踐『道』呢？」
這些問題衍生了「義」，它指導人該做什麼。

想該想的，說該說的，行該行的，這些便是合於
義的行為。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
無莫也，義之與比。」君子重義，以義為上，因
此對於一切的事情，不刻意追求什麼或反對什
麼，總是按義而行。
人生在世，總會面對抉擇。臨事要作決定之

前，我們首先想到的，往往不是這個做法是否合
義，而是這樣做對自己有利嗎？自私之心，人皆
有之。可是，如果人做事只想到自身的利益，不
問是否合義，那麼人和動物有什麼差別呢？重義
抑或重利，這個問題在孟子的學說中十分重要，
發展為儒學史上著名的「義利之辨」。
漢儒董仲舒提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

不計其功。」宋明理學家也對此大做文章，如宋
儒朱熹便指出：「義利之說，乃儒者第一義。」
他更把「利」歸入「人慾」，「義」歸入「天
理」，把義利之爭看作天理與人慾之爭，要人
「存天理，去人慾」。
以上的儒學論題，都發源於《論語》，子曰：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行事以道義
為本，是故君子能上達於道德理想的境界；小人
行事以利益為本，是故小人只下達於一己私利的
層次，因此孔子說：「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也許有人會質疑上述的觀點有「唱高調」之嫌：
難道君子心中就只有公義嗎？這個問題不是三言
兩語能說得清的，我們在下一期再談。

中國文化研究院
（中國文化研究院成立了二十年，旨在弘揚中國文化，
加深香港市民與學生對國家歷史文化的認識。）

Horizontal Version

Vertical Version

的

星期一 ．通識時事聚焦 /品德學堂
．百搭通識

．通識博客 /通識中國星期二 星期三 ．中文星級學堂
．STEM百科啟智 星期四 ．通識文憑試摘星攻略 星期五 ．文江學海

●●儒家的基本倫理原則構成不少商業實踐的基礎儒家的基本倫理原則構成不少商業實踐的基礎。。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本疊內容：教育 娛樂新聞 體育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