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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好像西方的基督教，自從文藝復興和宗教
改革以來所經歷的世俗化過程；中國的儒家，
隨着中國最後一個皇朝清朝（1644－1911年）
的衰落，同樣面臨着巨大的挑戰。1905年，科

舉考試最終被廢除了，切斷了儒家古典教育與中國官僚獎勵分配
制度之間的歷史聯繫。到新文學運動時期（1915－1921年），儒
家思想已經成為被批判的主要對象。它先前作為中國文化價值霸權
來源的地位，在當時受到了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潮流的接連挑戰。
在現今的中國內地、香港或台灣，儒家幾乎沒有以任何形式出現

在主流的意識形態中。由於儒家早已失去了制度上的支持，它主要是
作為中國文化傳統的殘餘而存在。因此，今天很難找到堅定地奉行儒
家價值觀的個人，尤其是在工具理性已佔主導地位的商業世界中。
儒家企業家已經成為一種迅速消失的社會類型。因此，特別是從事
中國商業和經濟發展的研究人員應迫切地對儒家企業家進行研究。不
過，這樣的研究主要關注點不是在這「活化石」完全消失之前將之
記錄下來，而是要更好地了解儒家企業家如何體驗道德和經營理性
問題之間的張力，以及他們如何調和這些張力。
當前，中國儒家企業家的研究可分成兩個方向。第一個方向：
傾向於以描述性方式研究儒家對企業家實踐的一般影響，例如中
國企業家如何建立聯盟和關係。並且，也趨向將某些現代商業
實踐歸因於某些類型的傳統儒家影響。
第二個方向：傾向於將儒家智慧理想化為「聖賢企業家」

或「儒家企業家」（通常專稱為儒商），並將之定義為
「具有儒家道德價值觀的製造或商業公司的所有者」。並
且，這些聖賢企業家是以儒家思想，自我省察和維持和諧
關係，將社會和道德價值觀與商業獲利和可持續發展結合起
來。根據以上的定義，只有少數企業家可以真正達到最高的道
德標準和完美水平。
研究中國儒家企業家的方向和方法是個必須討論的範疇，

但隨着日漸消失的研究對象，這個課題該定位為歷史研
究、還是當代商業或經濟研究，可能才是要面對的難
題。
下期仁大開講將轉另一話題，由香港樹仁大學新聞與傳理學

系黃仲鳴博士與大家說明新聞與報道。

奉行儒家道德奉行儒家道德
解決經營問題解決經營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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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悟與應用
這句話最早見於《三國志．蜀書》裴松之的注解，是劉備逝世前告誡
兒子劉禪的話，原句為：「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此話
目的是勸勉劉禪多為好事，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好事，因為小善積多了
就是利天下的大善；不要做壞事，哪怕只是小小的壞事，因為小惡積多
了就足以成為擾亂國家根本的大惡。
整句話的精髓在一個「積」字。「積」源於時間，日積月累而不知不

察。做小小的好事，久而不見其功，故失去了為善的動機；做小小的壞
事，久而不見其弊，故存着圖僥倖的心理，鼓動不起改善的決心。
故此，我們不要以為一件小小的好事微不足道就不去做。今天做一

件，明天做一件，好事就會多起來，人生也走對了方向，我們也因此建
立了健全的人格。
我們也不要以為做一件小小的壞事無足輕重，覺得並不打緊。這個守
住道義的缺口一旦打開，就如船隻的方向盤錯撥了一個刻度，航行的目
的地將永遠無法到達，而整個人生的方向也扭轉了。許多犯錯纍纍的
人，不也是由小錯慢慢累積成大惡嗎？

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

中華經典名句

出處與釋義
上面的經典名句，出自朱熹《朱子家訓》，總結了先賢的行事精髓。「以」，認為、以為。
「善」，好的行為。「為」，做。「惡」，犯錯的事、壞事。全句的意思是：不要因為好事微不足
道而無心去做，不要以為是小小的壞事就放膽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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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道德 審視民意

「厚德載物」出自《周易》，原
文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
物」，即大地以其廣厚承載萬物、
包容萬物，有才能的人亦應效法，
以深厚仁慈的態度來愛護萬物。自
古以來，中國人就重視與自然之間

的和諧共容；歷朝歷代都會頒布有關生態環保的法
令，制定保護自然的各種鄉約和戒律。
例如《秦律》就規定：春二月不准入山砍伐林

木，不准堵塞水道；不到夏季，不准燒野草作肥
料，不准採集剛發芽的植物或獵取幼獸、鳥卵和幼
鳥。唐代《雜律》亦規定：「非時燒四野者笞五
十，至山林失火者徒二年，延燒林木者流二千
里。」刑罰遠較現今香港的法律還要嚴厲！道教的
戒律中亦有規定：「不得驚嚇鳥獸」、「不得以火
燒田野山林」等。
這種精神實際上來自古人將內在的美德，轉化到

對待天地萬物之中。我們既要做好自己的本分，修

身養性，亦要以同樣的精神對待身外之物。除了律
例的規定，有很多古人的故事，例如三國時候，有
一位精於醫術的人名叫董奉，他隱居廬山後，為人
治病不取報酬。不過，他有一個特別的要求，就是
經他治好的重病患者，要栽五株杏樹，病輕的，則
栽一株。
許多年後，他治好了成千上萬的病人，種下的杏

樹達到了十萬多株，鬱然成林。他還在杏林中設立
倉庫，有人想買杏時，可將穀物放在倉中，然後去
取相同價值的杏子。他每年把賣杏換來的糧食，全
部用來賑救貧困的人和旅費不夠的遊客。後世每以
「杏林春暖」稱譽他的崇高人品。
最近天氣寒冷，不時可以在社交媒體中見到有人

提醒，遇到有流浪貓到停車場中停泊的車下取暖，
不要驅趕牠們，開車前也要留意牠們是否在車下。
還有更多人關心在寒冬下，長者和流落街頭上的人
的生活情況。這種種溫柔的關心和提醒，正正是
「厚德載物」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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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利人所共求 君子取之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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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厚德載物 保護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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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
如？」子曰：「未可也。」「鄉人
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
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
之。」（《論語．子路》）

我們現在對於社會輿論特別是所謂的民意，總
是不假思索地接受。究竟民意該如何看待？孔子
對於民意善惡及取捨有簡截的準則，值得今天所
有人參考。公眾人物具有很高或很低的民意支持
度，都要仔細觀察，因此孔子說：「眾惡之必察
焉，眾好之必察焉」（《論語．衛靈公》），
「必察」的原因是這種大眾普遍支持和反對的現
象有可能是失實不真的。
以民意取向來評定政治人物的方法是否恰當？
子貢當年就受到類似問題的困擾而需向孔子請
教。無論是「鄉人皆好之」或「鄉人皆惡之」，
孔子俱認為未足以反映實情，此中原因，一方面
是被評者有可能是沽名釣譽，博採虛聲之徒，這
類人孔子是看得很準的，如因子張之問而區別
「聞」與「達」，說「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
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見《論語．顏
淵》）的偽善者，他們很會捉心理用手段，因而
得到不少人的稱讚。這類性情品格的小人既不會

絕跡，則百姓
被誤導而民意
被歪曲的情況就
無法避免。
另一方面，評價

者本身的文化水平和
道德水平如何？也是非常重
要的因素。孔子說：「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
者惡之」，就是從批評者的文化道德水平來審視
民意的可靠度，這是刪汰失實民意的好辦法。
孔子對人性的深刻洞察，在人的德性品格有

別，所作出的評價亦與之相應。如要最大程度反
映事物的善惡性質，則人的德性便是最可靠的依
憑。
善者的好惡持平而合乎道德要求，不善者反之

而背離道德。善與不善的價值既不相容，則善者
所好同時就為不善者所惡。故同一事行不論評價
如何，端看善人是否認同而不善之人是否反對，
以此決定事之可否，而不必計較數量的多寡，因
為善惡屬於性質問題而不是數量問題。
今天的民意調查採用抽樣的問卷形式，從量化

角度處理問題，完全忽略了「人」的因素。這類
民意調查，作為參考則可，認真看待則大誤。

殷海光在《人生的意義》中指
出：「古時有人說『餓死事小，
失節事大』；『餓死首陽之山，
義不食周粟』。這是認為生物需
要不及道德價值之重要。尤其宋

明理學家就是如此的。他們的想法高得很，但也
空得很的。」殷氏在該文中提出了著名的「人生
四層說」，四層由低至高為：物理層、生物邏輯
層、生物文化層、價值層。
這個由低至高的排列，並不是說較低的便較不

重要，該受輕視甚至受指責，而是說較低的較基
本，要先求滿足，在低層的需要滿足後，一步一
步地追求更高的層次，直至道德、價值、理想的
實現為止，這才是合情合理的人生道路。與此相
類，現代心理學家馬斯洛提出「需求層次理
論」，認為人的需要有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
會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實現的需要五個等級。
由此觀之，追求私利實屬人之常情。
或許有人會認為儒家重義輕利這一套，不適用

於現代商業社會。現代商業社會建基於市場經

濟，各人在市場中，只要不犯法，盡可追求其個
人利益。而正是在自由貿易的市場中，人人都追
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推動着國家與世界的經濟
發展。人人自利，反而對大家都有利。儒家不講
私利，是否不可行呢？
其實儒家並非全然不講私利，孔子直言富貴是

人人喜好的，貧賤是人人厭惡的，脫貧致富的欲
望很正常，是人人心中所想所願，孔子本人也不
例外。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
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像孔子這樣高學
識、高品德、高名望的人，為了財富，也甘願去
做執鞭這種低賤的工作，可見孔子其實也是追求
財富的。不過，孔子主張君子求財須取之有道，
即使在困苦急迫之時，也不可純粹為了個人利益
而放棄道德原則。這點其實與現代商業社會的價
值觀並不矛盾。
近來不是愈來愈多人提倡企業道德與企業社會

責任嗎？如何在「義」與「利」中取得平衡，是
古今中外的社會都關注的問題，也是人人都要面
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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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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