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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一直是中國傳統的核心價值，然而在這個講物質、講自我的時代中，「仁」

還存在嗎？ 

 

    有想過能如何在這個資本世界裏堅持傳承和實踐「仁」嗎？樊遲在二千年前也問過

這個問題，而孔子的答覆十分簡單。他說：「愛人」。 

 

    懂得「愛人」是「仁者」的特徵。正如西方箴言所說的一樣，愛是無私的、包容的；

同時是永恆的、無量的。雖然現今愛人的定義已經縮至情侶、夫妻、親人之間的感情，

但是若果我們翻看歷史，「愛」其實並沒有我們想像中那麼狹隘。耶穌愛人的方法，純

粹是對所有人慈詳和尊重；而孔子愛人的主張就是孝順長輩、禮待外人，以及兄悌弟恭。 

 

    「人」是指那些人呢？耶穌曾經講過一個寓言「好心的撒瑪利亞人」，內容是一位

路人甲被打劫受傷，只能無助地向別的路人求助。早前路過的兩個人因為受當時的價值

觀念約束而不願意伸出援手，然而第三位路人動了同情和同理心，不顧一切，主動照料

已經半死的路人甲。由此可見，所愛的「人」不是單指親人朋友，而是純粹是在你身邊

的事物，沒有公私之分。正如俗語說的一樣，人類無論多少分歧也好，始終都是同住一

個地球村。 

 

要做到愛人之餘，仁者的特點還有幾個：要守道、要堅毅。除了奉獻社會、協助他

人，仁者也要有自己的修養。顏淵問到仁者的行為時，孔子回答說仁者會「克己復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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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己」，有克制自己的意思，一察覺到不合理、不道德的事物，就要設法避開，抵抗

它的誘惑。這意志要堅定不移，正如《里仁》所說，吃飯等細節也要緊貼「仁」，甚至

到了生死關頭，也要「無求生而害仁，有殺身而行仁」的犧牲精神。 

 

無論在個人層面，抑或是社會層面也好，雖然「仁」不再掛在口邊，但是它其實仍

有在人心中存在，不知不覺已融入了我們待人接物的態度行為，例如孝悌家庭至今仍然

是基本原則。用以上的例子可見，想行「仁」一點也不難。所需的只是個人的決心。當

我們的社會做到最後「仁者愛人」的最高境界時，地球就能真正地成為「地球村」，變

得更和諧、團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