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談思明
周年主題徵文比賽高中組優異獎

6A 黃芷晴

何為「思明」？思明是指慎思明辨，出自《禮記・中庸》第
二十章的「慎思之，明辨之」。慎思明辨意指我們做事、學習前
要先認真考慮各方面的因素及其後果，分析事情的對錯再決定進
行與否。在為人處事各個方面，我們都應經過慎重考慮，再三思
索，方可行事。

首先，在交友方面，交朋友必須慎重，要判別朋友好壞。青
少年易受朋友影響，有言：「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朋友對我
們的影響極為深遠，勤奮的好友令我們好學，而懶惰的朋友讓我
們鬆懈，因此在交友時需慎思明辨，使自己與好友一同進步。以
馬克思與恩格斯為例，二人互為摯友，一同探討馬克思主義，完
善學説。恩格斯不但為馬克思創立馬克思主義時提供了大量經濟
上的支持，亦助逝世的馬克思完成其未竟的《資本論》。馬克思
因交友得賢，《資本論》才得以面世，反映出交友時慎思明辨可
使自己與賢人君子相交，使人進步。相反，若識人不清，有可能
使自己步入困局。有年輕人因誤交損友，受朋友影響而吸毒，導
致智力及記憶受損，智商急跌至弱智水平，記憶力減退至過目即
忘，終需退學戒毒。可見遇人不淑、交友不慎，會增加朋友對自
己生壞影響的機會，易使自己步向不歸路。因此，交友時需慎思
明辨，以免信錯了人而一步錯步步錯。

其次，在行事方面，我們也需慎思明辨，謹於言而慎於行，
免招禍患。在待人處事時應經過認真、慎重地思想後才再下決定，
方能與人和平共處。有些人本性過於直率，言行不考慮後果，終
導致別人不喜、不滿，受人排斥。如果有人在你的生日時送你時
鐘，本來是想讓你能收到實用禮物，卻忽略了其「送終」的負面
含意，就算其後對方向你道歉，你難道可以肯定自己不會因此心

191



存隔閡嗎？你難道不會因此而心生不滿嗎？如此一來，你還會與
其交好嗎？因此，行事慎思明辨為待人處事中極重要一環。你可
曾聽聞春秋時期越國大夫范蠡？他輔佐越王勾踐，為其謀劃二十
年，終助勾踐北征，稱霸中原，但范蠡認為自己功高震主，恐「兔
死狗烹」，因而歸隱經商，免去被勾踐猜忌之可能。相反，與其
一同輔佐越王的文種因不聽勸告，留戀富貴，終得被勾踐賜死之
下場。見及人在行事時需根據時勢、身份，作出考量，方再行事，
這才不會招人不喜，以避禍患。

再者，在處理信息方面，慎思明辨有助我們知道正確資訊。
現時科技進步，網上資訊泛濫，這些網上資訊並不一定真實可靠，
常常會引起混亂並誤導他人。因此，懂得分辨資訊真偽，成為了
我們必須學習的課題。如在二零零三年沙士肆虐期間，網上出現
了一個「香港宣佈成為疫埠」的虛假消息，不少市民信以為真，
紛紛在市面搶購糧食和日用品，但其後證實為一名十四歲少年複
製《明報新聞網》版面並附上自己杜撰的文字迷惑大眾。在二零
一一年三月日本福島第一核電站事故期間，出現謠言稱「鹽中的
碘可以防核輻射」，導致不少民眾誤信並開始大量搶購食用鹽，
但實際上食用碘無助預防核輻射，相反大幅度攝用鹽會導致脫水，
甚至死亡。以上兩則新聞，且非真實消息，卻足以誤導大眾。因
此，在網上翻查資訊時不可輕信，需冷靜仔細地分析當中真假。
如此，深思明辨難道不重要嗎？

正所謂：「鳥三顧而後飛，人三思而後行。」言行應如行棋，
一步再三思索。慎思明辨能使我們在待人處事方面作出正確決定，
建設美好人生，免使我們誤入歧途。「思明」二字，需謹記於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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