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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思明辨——由通識時事出發

（周年徵文比賽初中組季軍）

3B麥家明

　　慎思明辨，出自于《論語別裁》，全句為「博學之，慎思之，

明辨之」，意為要學有所成，就要努力踐履所學，遇到不明的事

要問個清楚明白，明辨是非黑白之疑。簡單地說，是明辨是非之

道。慎思明辨，就像判斷「搶銀行是不對的」，「考試作弊是違

反校規的」一樣，那麼不就是很簡單麼？不！要是我們都有慎思

明辨之心，也不會出現「板藍根治流感」，「吃鹽防幅射」之可

笑荒唐事了。

　　這樣我想起前段日子，雨傘運動那時，因為一位少婦向我談

道她的行動、事業是多麼的正確，滔滔不絕。她見我久不出聲，

便讓我向她提問，我問了一句「你們追求的是甚麼」，她回答曰

「自由民主」，我又追問，「何謂自由，何謂民主呢？能當菜點

吃麼？」當時她的臉就紅了，結巴地回答着「自由是……人們……

想幹啥就幹啥……民主……民主是人人都能投票」，我盯着她，

她自個兒也明白自己是在胡編亂造，說得很空泛，也沒有找到重

點。

　　很快她就編不下去了，我原本可以加入到變態的圍觀群眾之

中群嘲，讓她無地自容，但我好心給了她一個下臺階，給她留面

子，沒讓她哭着回家。還記得巴黎的《查理周刊》事件麼？ IS IS

的恐怖分子殘忍地殺害了周刊的員工—因為《整理周刊》發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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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畫，頓時整個地球的人憤怒了，大家一致

反對恐怖分子的所作所為，百萬巴黎市民上街遊行聲援捍衛言論

自由，支持周刊繼續創作。但是我卻查了一下言論自由的定義，

是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礎上，不得以自由來攻擊侮辱、誹謗他人

信仰和人格，進行分裂國家的行為。作為自由學說的起源地，不

可能百萬人的法國人不曉得何謂「言論自由」吧！也許我的資料

有「錯」，法國人的才是「真理」。那麼為甚麼法國一名反猶太

人的歌手 Dieud a un e在臉書上，公開反對猶太人壟斷大量社會資

源，為富不仁，要把他們扔去集中營去當肥皂，之後他卻被法國

政府的人抓了，在事實上他的言論和周刊講的一樣是具傷害性，

侮辱人的。你認為法國人的「真理」正確的麼？如果是，為何要

推翻昨日的自己呢？

　　做不到「慎思明辨」有兩個原因。第一，是因為知識面的不

廣泛，或找不到吸收正確知識的地方，在自己迷迷糊糊，不明不

白地接收錯的訊息，最後教導別人時教錯了人，誤人子弟。到了

發現自己的錯處時，再正三觀就太遲了，所以多讀點書也是好解

決的。第二，當自己被周圍的場景氣氛所感染時，會因自己的主

觀感受影響了客觀判斷。

　　我們追求的是真理，真理是不會被任何東西所動搖的。「哦！

我好像錯了！」自己被告知真理後，只要人心思細密一些，錯與

對之間的對決很快就高下立判。如果我們分不清黑白對錯，就會

被人利用、壓榨，為利益至上的政客服務。

　　同學們，在我們學會慎思明辨之前，我們一直是不諳世事的

孩子，如無是非對錯之心，就會認賊作父之事，如果你學會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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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識的海洋中探求真理，那麼恭喜你，你學到百萬巴黎市民學

不到的東西—慎思之，明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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