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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中國的歷史發展，自從進入農業社會經
濟發展開始，男性農耕及經濟生產能力備受重
視，社會普遍流傳「男尊女卑」、「重男輕
女」等價值觀念，一夫多妻制更反映中國女性

的地位低微，必須遵從三從四德等傳統道德規範。在「男主外，
女主內」的社會分工下，中國傳統婦女的角色往往處於從屬地
位，女權低落，傳統教育以培養婦女成為「賢妻良母」為人生目
標，致使中國婦女服從於傳統的等級關係制度，在家庭中則以父權
限制她們的角色和地位。
中國自晚清開始推動廢除奴婢及反纏足等惡習。直到1911年辛亥

革命爆發，推翻滿清政府後，在社會思潮變革大趨勢下，實施一系列
社會改革，包括女性改革運動，並建立一夫一妻制度，實行自由婚
姻，也逐漸實行普及女子教育，給予中國婦女教育機會，同時改變家
庭觀念，鼓勵中國女性從傳統束縛中解放出來，啟發中國婦女向現代
轉型，形成廣泛和深遠的影響。
民初五四運動時期的思想啓蒙與改革，如打破舊禮教、婚姻自
由、職業自由、經濟獨立、男女同校，以及引入新知識及新學說，
增加了中國婦女學習新知識的機會。她們積極參與國家及社會之
發展，在接受教育、發展事業、從政及參與婦女解放活動等各方
面，建構獨有的身份認同。
國民政府於北伐成功後，制定民法解決女權問題，承認男女
均有同等財產繼承權、規定自由權、選舉權及被選舉權等，

甚至規定男女應守同樣的貞操道德觀念。中國婦女擺脫傳統
限制，突破思想自由，男女平權主義得到國家及社會認
同，倡導女權的觀念日漸成為時代風氣，促使中國的女
性地位產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變。
了解中國女性地位的變化後，下期仁大開講為大家介紹香港

的潮籍盂蘭勝會。

民初倡導女權民初倡導女權
改變女性地位改變女性地位

■■彭淑敏博士（香港浸會大學社會科學院哲學博士，現為香港樹仁大
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體悟與應用
《論語．子路》記載孔子與學生子貢關於「士」（讀書人）的一段對
話，子貢問孔子：「什麼樣的人可以稱為士？」孔子說：「常懷羞愧之心
來約束自己的行為，出使外國能不辜負君主的委託，這樣的人可以稱為
士。」子貢再問：「比這次一等的呢？」孔子說：「宗族中稱讚他孝順父
母，鄉里人稱讚他恭敬尊長。」子貢又問：「請問比這再次一等的呢？」
孔子說：「說話必須誠信，辦事必須果斷，雖然這些不分是非黑白，只知
貫徹執行，是些淺薄固執的小人，不過也可以算作最下等的士了。」
為什麼孔子竟然將「言必信，行必果」的讀書人，算作是「小人」的一
類？這裏的「小人」不是指行為卑劣的人，而是指一般人。一句說做便做
的話，固然有「一諾千金」的可貴處，但當細心想一想，這「一諾」假若
是一時口快的，你會不衡量輕重就魯莽去做嗎？這類人既然會魯莽行事，
基於可貴的本質，勉強可稱為「士」，不過只能是下等的「士」。
因此，我們要強調兩點：一、孔子所說言行的誠信與果敢是有條件的，
須符合「公正」、「合理」的原則，絕不是任意妄為，衝動行事；二、
「言必信，行必果」的關鍵是「實際行動」，不要將「言必信，行必果」
作為口頭禪，以此來向他人炫耀。

言必信，行必果。
中華經典名句

出處與釋義
上面的經典名句，出自《論語．子路》，是孔子回應學生子貢的話。「果」，果敢，果斷。全句
的意思是：說話必須誠信，辦事必須果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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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德行為 影響社會

今天是「三八婦女節」，這節日
源自美國，已有百多年歷史。在中
國，古代已有為婦女而設的節日，
如明代劉侗及于奕正合著的《帝京
景物略》記載：「五月一日至五
日，家家妍飾小閨女，簪以榴花，

曰女兒節。」現今我們只知農曆五月初五是端午
節，九月初九是重陽節，但在古時，這些節日亦是
女兒節。待字閨中的閨女在這些日子會裝扮得漂漂
亮亮，已出嫁的女兒亦可回娘家探望，娘家會準備
糕點，一家人共享天倫。
中國古代的女性一直受儒家思想禮教所規範，言

行舉止都有一定限制，要求「三從四德」。「三
從」是指「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
子」，當中的「從」包含聽從、隨從、服從、跟從
等意思。「四德」是指「婦德」、「婦言」、「婦
容」、「婦功」。「四德」初見於《周禮．天官．
內宰》，其後在東漢班昭所撰的著名女訓著作《女

誡》中，寫有：「婦言、婦德、婦容、婦功，女人
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夫云婦德，不必才明絕
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
麗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
「婦德」是女教婦學中最重要的一項，東漢儒學

家鄭玄所說的「貞順」是「婦德」的核心。堅守節
操，對丈夫忠誠，對家族所有人謙恭有禮。「婦
言」是禮教對婦女言辭方面的規定，言語也是一種
必備的修養和技巧。鄭玄認為「婦言」則指「辭
令」，即指善於應對，說話得體。「婦容」是儒家
對婦女的容貌修飾的特殊標準。孔子主張重德輕
色，即主張重視妻婦的品德多於美色。「婦功」指
婦女從事的工作，性別分工是男主外，女主內，所
以「婦功」主要以維持生活衣食所需的採桑養蠶、
織作、負責烹飪等事。
時至今日，社會追求性別平等，「三從四德」的

標準已有所改變，但這些在古代出現的女訓，是我
們了解中國文化發展的寶貴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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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是本 為政以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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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女訓 三從四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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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積極入世，與政治關係密
切，對於「政」有清晰認識。一
次孔子的弟子冉有退朝回來遲
了，孔子問原因。冉有回答因為
處理政務，孔子糾正說：「其事

也。如有政，雖不吾以（用也），吾其與聞
之。」（《論語．子路》）孔子分開「政」與
「事」，「政」屬公而「事」屬私。冉有在季康
子官邸談事，是季氏自己的私事。
當時孔子在魯國以退休大夫的身份尊為「國
老」，定時上朝聽政，所以說自己雖然不是當
官，也可以有所聽聞的。「政」屬國家的事，關
涉全體人民，性質屬公；「事」則屬個人的事
情，與國家無涉。這裏看出公私之判是為政者的
基本認知，不可混淆。
有人對於孔子沒有汲汲為官而感到奇怪，便問
孔子何以不從政？孔子引用《尚書．君陳》「孝
乎惟孝，友於兄弟」二句，說明「孝順」與「友
愛」如影響了政治，便已達到為政目的，不必具
體出仕才算為政，所謂「施於有政，是亦為政，
奚其為為政？」（《論語．為政》）這表達了對
「政」的一種理解，就是道德行為對社會產生影
響，便可視為為政。

「政」面向
國家民族，影
響重大，而統治
者又具有很大的
影響力，故端正自
身便十分重要，孔子
答覆季康子問政，說：「政
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季氏另一次
問政云：「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
說：「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
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俱見
《論語．顏淵》）《大學》的「八條目」（格致
誠正修齊治平）便以修身為關鍵，因而說「自天
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
為政以德，因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

正，雖令不從。」「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
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俱見《論語．
子路》）由此而有傳統政治與道德關係的著名陳
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
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
政》）今天的政治正是人民免於刑罰而不知羞
恥，百姓缺乏人文教養，德無所加，禮無所施，
便難以避免人心浮躁與社會動盪。

上一期我們談及「仁道」與
「恕道」，這種理想確是十分崇
高的，那麼，該如何實現呢？儒
家對此的答案是：教化。人們讀
《論語》，不難發現孔子很熱衷

於政治。為何孔子那麼熱衷於政治呢？是因為他
的權力欲很大嗎？是為了顯揚父母，光宗耀祖
嗎？是為了在歷史上留名嗎？都不是。孔子要達
成的，不是一己的目標，而是為了「教化」。教
化天下人民，教化後世，這才是儒者的本懷，
《論語》中有一段記載如下：
話說孔子到衛國，弟子冉有為孔子駕車。孔子

說：「人口真多啊！」冉有問：「人口既多了，
接着要怎樣做？」孔子說：「使人民富起來。」
冉有問：「人民富起來了，接着要怎樣做？」孔
子說：「教育他們。」
這個篇章點出了孔子「先富後教」的治國方

略。孔子是很務實的，他明白人民如果沒有富足
的日子，空談「教化」是沒有基礎的。因此他認
為當政者應先使人民富足起來，條件成熟了，便

教育他們，使人民有知識、懂禮儀、尚道德。這
樣就能建構理想的社會。可見在孔子的政治理念
中，教化才是治國的最高目標。
那麼，怎樣才能實現教化呢？那便要靠在位者

以身作則，樹立崇高的道德典範，臣民自會受其
感化，棄惡從善。因此孔子說，君子之德像風，
小人之德像草，風吹來，草便自然傾倒。用一個
成語來說，便是「上行下效」。
孔子推崇堯、舜、禹、湯、文、武等聖君，尤

其是虞舜，孔子說：「能做到『無為而治』的君
主，該是舜了吧。他做了什麼呢？不過是恭肅己
身，端正地居於面向南方的天子之位罷了。」怎
樣才能做到「無為而治」呢？孔子說：「以
『德』治理國家，就像北極星一樣，處在其位置
上，一眾星辰便會圍繞着它而運行。」
「為政以德」，前提是為政者自身先做到有

「德」。儒家強調君主須以身作則，端正自己的
人格和品行，並且愛護人民，關懷民生疾苦。這
樣，臣子與人民便會受君主的德行感召，以之為
榜樣，如此一來，國家便繁榮昌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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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