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主題 出處 格言 

01 仁民愛物 《孟子．梁惠王上》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02 
公正誠信 

《論語．子路》 言必信，行必果。 

03 朱柏廬《治家格言》 施惠勿念，受恩莫忘。 

04 堅毅明志 朱熹《朱子家訓》 勿以善小而不為， 
勿以惡小而為之。 

05 責任承擔 錢福《明日歌》 明日復明日，明日何其多！ 
我生待明日，萬事成蹉跎。 

06 尊重包容 《論語．衞靈公》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07 勤勉好學 《論語．述而》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

而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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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01  
 
 

 
 
 

釋義 

上面的經典名句，出自《孟子‧梁惠王上》，鼓勵人將親、

愛自己親人的心，推廣到其他人身上。 

「老吾老」，第一個「老」字，動詞，尊敬的意思；第二

個「老」字，名詞；「吾老」，我家老人、長輩。「幼吾幼」， 

第一個「幼」字，動詞，愛護、養育的意思；第二個「幼」字，

名詞；「吾幼」，我家子女、幼輩。 

全句的意思是：尊敬自己的長輩，從而推廣到尊敬其他

老人家；愛護我家孩子，從而推廣到愛護別家的孩子。 

 

應用 

老人家和小孩子，都是社會上最需要照顧的人。如果單

憑親人去照料，有時總會力有不逮。既然大家都有着同樣的

需要，為甚麼不可以你幫幫我，我幫幫你，共同建立一個敬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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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慈幼、和衷共濟的社會呢？一個冷漠的社會，各家自掃門

前雪，彼此不能互助互愛，人們的生活不會快樂。反過來説，

看見老人家迷路，大家馬上主動幫忙；看見小學生上巴士忘

了帶錢包，乘客上前替他付錢……為別人解困，心裏也感到

快樂，整個社會就洋溢着互助互愛的氣氛。 

父母從小照顧和愛護我們，工作辛勞，把我們養大，子

女看在眼裏，自然生出孝敬之心。同樣，大家在家裏幫助父

母照顧弟妹，在學校裏幫助老師照顧低年班的同學，也明白

到小孩子需要照顧的道理。我們在關懷長輩和幼輩的過程中，

慢慢學會了設身處地和推己及人的道理。我們的長輩和幼輩

需要照顧，難道別人的長輩和幼輩不需要嗎？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為甚麼不能施以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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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02  
 
 

 
 

釋義 

上面的經典名句，出自《論語‧子路》，是孔子回應學生

子貢的話。 

「果」，果敢、果斷。 

全句的意思是：説話必須誠信，辦事必須果斷。 

 

應用  

《論語‧子路》記載孔子與學生子貢關於「士」（讀書人）的

一段對話，子貢反復問孔子：「甚麼樣的人可以稱為讀書人？」

孔子以「言必信，行必果」作為讀書人的最基本條件。  

大家有沒有這樣的經驗，答應的事沒有做，做起來又三心兩

意，不夠果斷。這種毛病，往往便是失敗的原因。例如父母要求

我們在家中「打機」要節制，定下每天不能超過多少時間；可是，

到時候，我們總是拖拖拉拉，不想又不肯停止。又例如在學校，

我們答應老師認真做功課，起初還好，不久又故態復萌。孔子的

話，正好提醒我們。 

 

 

言必信，行必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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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有兩點要注意：一、「言必信，行必果」是有條件的，

那就是「公正」和「合理」；假若大家一時口快，答應了同學一

些不公正也不合理的事，例如一起「講大話」，一起作弊，難道

只因為答應了他人就照做嗎？二、「言必信，行必果」關鍵在「實

際行動」，不要將「言必信，行必果」作為口頭禪，以此來向他

人炫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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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03  
 
 

 

 

釋義 

上面的經典名句，出自朱柏廬《治家格言》，是作者訓勉    

家人的話。 

「施」，給予。「惠」，好處、恩惠。「念」，記着。 

全句的意思是：給別人做了好事不要老是記着；受了別人  

的恩惠一定不要忘記。 

 

應用 

 對人施了恩惠，要把它忘掉，不要記在心裏；受了他人恩

惠，卻要常記在心，好知恩圖報。  

其實，幫助別人，做點好事，是很自然的事情，所謂助人為

快樂之本，本來就是隨心而發的。真正的善舉，是默默無聲的奉

獻。做了點善事而急着讓人知道，只證明他做善事是別有用心，

沽名釣譽。 

為甚麼得到他人恩惠，要常記於心？一個人如果常存感恩

之心，就會對自己所得的感到滿足，保持積極良好的心態。予人

恩惠者，固然獲得內心的愉悦和滿足；受人恩惠者，更會獲得溫 

 

施惠勿念，受恩莫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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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和動力。故此，感恩可以溫暖自己，造福他人。反過來説，忘

恩負義又會產生甚麼後果呢？讀過明代馬中錫寫的小説《中山

狼傳》的都知道，書中主人公東郭先生冒險救了中山狼，但中山

狼脱險後卻恩將仇報，竟然要把東郭先生吃掉。社會上如果像中

山狼般的人多了，後果就不堪設想。  

大都市裏，人際關係較為疏離，我們更應提倡「施惠勿念，

受恩莫忘」。就在施惠與受恩的互動循環中，社會變得溫暖，也

變得更加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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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04  
 

 

 

 

釋義 

上面的經典名句，出自朱熹《朱子家訓》，總結了先賢的  

行事精髓。 

「以」，認為、以為。「善」，好的行為。「為」，做。「惡」， 

犯錯的事、壞事。 

全句的意思是：不要因為好事微不足道而無心去做，不要

以為是小小的壞事就放膽去做。 

 

應用 

善與惡，是大是大非的問題。不要認為只是小小的好事就

不去做，也不要認為只是小小的壞事就放膽去做。  

有些人會説：「些微好事，做來幹啥？反正沒人會記得。」

「也不用花錢『買旗』吧，自然有善心人會做哩！」於是，小善

沒人去做，大善又做不來，結果人人好事不為。  

又有人説：「小小犯錯無傷大雅嘛！」「不是那麼嚴重吧？

沒甚麼大不了。」「這未必是壞事，各人標準不同而已……」於

是，小惡放縱去做，大惡偷偷去做，從此大家惡事多為。  

勿以善小而不為， 

勿以惡小而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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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這類想法，影響十分深遠。習慣了小善不為，於是覺得 

做好事怪難為情的，反而羞於去做；習慣了小惡多為，於是習以

為常，結果毫不掩飾去做。例如路邊的老婆婆跌倒了，來往的人

沒一個去扶起她，因為「小善」一樁，大家都在等待其他人出手

相助。反過來説，有人在公廁內塗鴉，接着不少人也加上幾筆。

反正是塗污了，大家覺得多塗幾筆也無妨。正如小惡做多了，多

犯幾件，甚至做出大惡，心裏已漸漸適應，再沒有罪疚感了。  

總之，好事始終是好事，壞事始終是壞事；我們不要因為好

事小而不做，更不能因為壞事小而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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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05 
 

 

 

釋義 

上面的經典名句，出自錢福的《明日歌》，是勸告世人要  

珍惜光陰、活在當下的一首詩歌。 

「復」，又。「何其」，多麼。「生」，一生。「待」，等

待。「蹉跎」，虛度光陰。 

全句的意思是：明天之後還有明天，「明天」是那麼的多啊！

如果一生甚麼事情都等待明天才去做，結果只會一事無成，虛度

光陰。 

 

應用 

 

相信大家都會同意，人生在世，應該珍惜光陰，凡事坐言起

行，這樣才活得有意義，有價值。 

或許有同學會認為自己每天上學聽課學習，放學後參加課

外活動，回家再完成不同作業，日子已過得非常充實。然而，大

家在上課時是否真的專注學習？參與活動時是否真能享受其中，

珍惜機會？做作業時是否真有認真思考？如果沒有專注認真的

心態，未能珍惜機會，不懂汲取經驗，那不論表面過得多忙碌，

結果都只會碌碌無為，虛度光陰，蹉跎歲月。  

明日復明日，明日何其多！ 

我生待明日，萬事成蹉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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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每分每秒在轉動，時光永不回頭，機會錯過了就無法

再得，人生浪費了也無法重活一遍。因此，我們切記要珍惜光陰，

活在當下，抓緊稍縱即逝的今天，當日的事當日了，不要空把計

劃和希望統統寄託在未知的明天。否則，明日復明日，春去又秋

來，到頭來只怕落得「萬事成蹉跎」，後悔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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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06 
 

 

 

 

釋義 

上面的經典名句，出自《論語‧衞靈公》，是孔子回應學生

子貢提問的話。 

「欲」，想、想做。「勿」，不要。「施」，施加。 

全句的意思是：自己不想做的事，切勿施加別人身上。 

 

應用 

 

大家有沒有想過，在學校裏同學與同學之間的良好關係是

怎樣建立的？在同一班內，會有些同學特別受歡迎，不管他的成

績是不是最好，大家都願意接觸和親近。 

很多時候，老師會提出問題，要求同學共同解決，又或請同

學協作和分工，完成專題研習。只要細心觀察，我們會發現有些

同學特別主動承擔工作，有些卻會將自己不喜歡的，或不想做的

部分推給別人。 

這些經常主動承擔任務的同學，往往人際關係特別好，同

學喜歡他，也容易獲得老師的讚賞。請反思自己屬於這類同學

嗎？希望成為這樣的同學嗎？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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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對學生子貢説的話，給我們很大的啟發。要與人建立

良好的關係，就要時刻銘記「尊重」和「包容」的道理：自己不

喜歡的、不想承受的事，要有同理心，不要加諸別人，這是「尊

重」的表現；有時候，別人不想接受的，原因可能很多，我們也

不應勉強，這便是「包容」的表現。 

重視人人平等，懂得「尊重」和「包容」，才能建立真正的

友誼，彼此快樂而健康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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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07 
 

 

 
 

 

 

 

 

 

 

釋義 

上面的經典名句，出自《論語‧學而篇》，是孔子對學生

關於遷善改過的提點。 

「三人」，約數，幾個人。「行」，走在一起。「師」，

這裏解作能夠啟發我們的人。 

全句的意思是：幾個人一起同行，他們當中必定有我可以

學習的對象。我會選擇他做得好的來跟從，如果看到其中有   

做得不好的，就提醒自己，如有同樣的缺點，就要加以改正。 

 

應用 

為甚麼幾個人走在一起就必有足以做我們「老師」的人？ 

按一般理解，只要潛心修養，我們的德行就會有所進步。

不過，在現實生活裏，每個人的成長經歷各有不同，生活態度

亦各有差異。如果我們用心觀察其他人的行為表現，不難發現

可作為我們待人處事的參考。 

別人做得好的，我們要認真學習，希望青出於藍，做得更

好；別人做得不好的，我們要汲取教訓，好好反省，以免步他

的後塵。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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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結業禮，每一屆運動會，頒獎台上的菁英固然是我

們的學習對象；其實在課堂上，許多同學的表現都值得我們效

法，亦有些同學的表現足以讓我們自我反省，避免犯相同的過

錯。諸如過斑馬線、乘扶手電梯或排隊進入車廂等生活小節，

我們都可以從中找到許多「老師」，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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