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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重要思想之一，是正氣，這個「氣」是不得了，此亦是後世儒者所嚮慕

的境界。要清楚這個氣的養成，要先從「不動心」說起。  

「不動心」是什麼？孔子說「四十而不惑」，《公孫丑上》孟子說「四十不

動心」，又為什麼是四十？孔孟所說的「不惑」和「不動心」是指不受外界功名

利祿所引誘。人成長至四十歲，若對自己的行事認真反省，相信已有足夠的經驗

去判斷是非黑白，亦能分辨出哪些說話是真？哪些是假？  

「不動心」能養氣，養的就是「浩然正氣」。但不動心之前是什麼？我們的

身體有覺受，追求快樂及身體愉悅。行為受餓、渴、睡、性等需求所推動，是動

物性。孔子說「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孔子明確指出飲飲食食，即身體五

官的享用及男女間的愛慕，亦是身體覺受中最令人有快感的。此兩種欲望是人類

最大的欲望，此兩種欲望是源於人類原始動物性，與禽獸共通，中間沒有所謂道

德不道德。  

當人是群體生活時，人類就要有約制。倘若我們在有權位時，任意擴張原始

欲望，這種「人」的行為，就是禽獸。故孟子有「聞誅一夫紂，未聞弒君也。」

的言論。還有歷朝的暴君及掌權者，細讀他們嗜欲與放縱的行為，我認為如禽獸

有知，亦恥與為伍。  

所謂「無欲則剛，有容乃大」。若果我們受制於物欲、男女，試問如何能成

就更高的境界。無欲，不一定是有正氣，但有欲，很難有正氣。  

反觀當今中國及香港社會，貪念籠罩各級官員。高官動輒數十億的貪，小官

則貪盡便宜。各位想想，數十億，甚至數百億貪污錢背後，發生了多少冤案，枉

殺了多少平民。每每在熒幕看見貪官的面孔，都不期然想到比禽獸更壞的，竟是

人類。禽獸得到覺受的滿足，一般就會停止爭奪。只有「貪」念，令人不斷尋求

物質，拿來填補永遠也不會滿的慾壑。  

張岱年：「所謂士節即堅持自己的主體意識。主體意識包括人格獨立意識與

社會責任心，乃是人格獨立意識與社會責任心的統一。一方面要堅持獨立人格，

不隨風搖擺，不屈服於權勢；另一方面更有社會責任心，不忘記自己對於社會應



盡的義務。」為堅持獨立人格，為社會應盡的義務，背後是要與多少貪官污吏和

既得利益者周旋。偶一失誤，則自陷泥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