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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  蝟
 5C   陳詩儒

	 現實生活中充斥著不少刺蝟理論的道理——人與人之間的關

係、人與自然的關係及人與科技的關係，這些都教會我們中庸之

道。

			 現先談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首先，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若太近，就會形成過分依賴。由

於兩者已對彼此親近的關係習以為常，到了缺一不可的地步，關

係便會開始變質。以怪獸家長為例，早前有新聞曾提及子女在校

被老師訓斥，該家長便二話不說衝到校園替子女「出頭」，不問

情由反罵老師。為什麼會有怪獸家長的出現？沒錯！正正因為家

長與子女的關係太親近，令家長付出的漸成溺愛，看見子女被罵

便為其出頭。這個行為反映出子女過分依靠父母，父母過份保護

子女，使雙方都形成錯誤的價值觀，不能分辨是非黑白及自我反

思。由此看出，這不也是與刺蝟理論相扣緊嗎？

				 雖然關係太近，就會使關係變質，以致造成傷害，但彼此

的關係同時亦不能太遠。台灣著名作家龍應台與她兒子的關係正

就是遙不可及。龍應台的《目送》記敘了她與兒子華安的事，一

直投身工作的她錯過了兒子美好的童年。兒子華安的童年匆匆過

去，在他十八歲時，龍應台才愕然原來自己對兒子的喜好一竅不

通，這令她十分遺憾。雖然她現正向缺乏母愛的華安補償，但是

他童年的傷害早已鑄成。由此得出，若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過分淡

薄，最後只會形同陌路人。難道你想與你愛的人之關係變得如此

疏遠嗎？由此可見，人與人，若一開始就保持一定的距離，不要

極端化，才能保持良好關係。

						現再談人與自然之關係：

	 首先，人不能以寧濫勿缺的心態對待大自然。現今世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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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急促，在外太空上回望，地球已減少了許多綠色植物。這是

為何？因為人類發展蓬勃就等於與大自然關係越近。不停砍伐樹

木以造紙、建樓等建設，完全破壞大自然的風貌。正所謂物極必

反，試想想，若山坡缺乏樹根抓緊泥土，當暴雨傾瀉時，山泥傾

瀉等災害鐵定接踵而來。反之，若與大自然關係太遠，亦不是一

件好事。以水源為例，若常抱著不能浪費的心態去使用水，終致

惜水如金，任何情況下也進行不必要的節省。這樣生存不出一星

期，必定倒下。其實人和大自然的關係也要和刺謂一樣，以持平

的態度，適當地開採大自然，這樣對彼此也有好處。

	 最後便是人與科技的關係：

						然而，人和科技亦不能太近。現今科技發達，以港為例，

曾有調查報告顯示港人機不離手的狀況十分嚴重。智能手機的出

現，亦代表了人類的進步及文明，理應妥當使用。但以社會普遍

現況來看，飯桌上的人們總是邊吃邊玩手機、橫過馬路時總是低

著頭看手機或聽著音樂，使人際關係疏離，更會造成交通意外。

由此可見，人若跟科技太熟絡，最後只會樂極生悲。不過，人和

科技亦不能太遠。以辦工室為例，大部分也全面地使用電腦，若

員工仍堅持使用傳統的傳真機，那麼傳送文件的效率定必大大減

低，終只會影響公司業績而已！這樣損人不利己的情況，不就是

刺蝟之間太遠的傷害嗎？

	 刺蝟理論好比閱讀，把書本放太近會造成近視，放太遠卻又

看不清。只要在日常生活中採取中庸之道的態度，就能維持一定

距離，健康發展。

 立意明確，清晰指出保持距離之重要性。本文從不同角度探討
人與自然、人與人及人與科技之間的關係，突出中庸之道才是最適切
的距離。取材方面，引用怪獸家長、龍應台《目送》等論據，具體貼
切，具正反論證，論述有條不紊。                                                  

張文慧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