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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你不喜歡的事，同樣地也不要強加於別

人身上。這道理就算是小學生也知曉。也許我們當初學會此道理之時，也曾想盡

做到推己及人，易地而處。只可惜在充滿利益與貪婪的社會不分晝夜熏陶底下漸

漸變成各家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自私自利的小人，令人迷惑不解。究

竟還有多少人仍能懷著推己及人，易地而處的本心對抗人性與社會冷漠。 

 

    假如各位國家首領都能想想別人，那麼就不會有這麼多無辜的冤魂枉死在殘

酷的戰爭下。上世紀四十年代末開始的美蘇冷戰，一場場腥風血雨隨時一觸即發。

在兩國元首不停互相交惡之時，何曾想想別人，想想自己的人民。人民的生活完

全任由恐懼支配，每天戰戰兢兢地吃飯，坐臥不安地睡覺，連呼吸也要膽戰心驚，

生怕哪天一枚核彈衝往自己而來。戰爭對人的傷害不計其數。除了財產損失之外，

失散的家庭與破碎的心靈都是無法修補。如若當初發動戰爭的人能想想別人，放

棄自己的私念就能杜絕這些人禍。因此我們應學習墨子，推崇兼愛。兼愛強調兼

愛易別，人與人之間只要愛護對方，想想別人就能免去爭鬥，把和平給予想要和

平的人。墨子曰：「必吾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每

個人都可以易地而處，先想別人，仇恨便會消失得無影無蹤，便能達致墨家思想

中的「非攻」，沒有戰爭才有家。 

 

    當你回家，回到你自己的家時，想一下別人，別忘了那些住在帳幕裏的人。

有近至路口那快餐店中的麥難民，有遠至世界各地承受天災無情地踐踏的災民。

大約十年前在日本，一場突如其來的地震引發了海龍王的突襲。日本沿岸的房屋

經過海嘯一波波的蹂躪後，早已化為廢墟。時至今天，災民仍無家可歸，四處露

宿為生。可見非人人如此幸福，能住在瓦磚下不愁風雨。達則兼善天下，當我們

有能力的時候就應盡力幫助他人，以同理心去關心不幸者。例如深水埗明哥就盡

自己綿薄之力去貢獻社會，派飯給無家可歸的露宿者。只因人皆有憐憫之心，先

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奈何社會與人性的自私徹底違背了推己及

人這四個字。社會上總有些自私的人只顧自己感受，忽略他人處境。朱門酒肉臭，

路有凍死骨，這樣的情況隨處可見。倘若人人都可推己及人地幫助別人就不會出

現無家可歸者。可惜，社會根本沒有時間去理會「不幸者」。 

 

但是就算在黑暗中，仍要成為黑暗中的蠟燭，在痛苦絕望裏燃起希望之火。

現實是冷漠的，是無情的，是冰冷的。就如地鐵上的「批鬥座」，冷冰冰的樣子。

當你疲倦身軀一坐下去，只要你稍為年輕一點，彷彿啓動眾人的「道德按鈕」。

雖言語並無多說一字，但眼神裏的不屑早已像利刃一樣刺向你，人人都站在道德

高地不想想別人。一齣又一齣的鬧劇每分每秒都在各地上映，各人都無情的忽略



別人感受。但在漫漫的黑暗裏總有甘願燃燒自我的生命去成為在黑暗裏的人的燭

光。君子貴人而賤己，先人而後己，人就應該易地而處。就如大約十八年前那段

承載港人無數淚水與生命的夢魘。當時病魔正在捕獵下一位獵物時，香港女兒挺

身而出，獨自與病魔搏鬥。雖然謝婉雯醫生終不敵病毒肆虐而亡，但她小小的身

軀已經成為香港人心目中的蠟燭。她燃燒自己生命來照亮眾人的內心，驅趕黑暗

裏的恐懼。其實個人自以為微不足道的力量可以很強大，所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同時也可以引發連鎖效應，喚醒大家埋藏在心裏已久的憐憫之心，讓種子萌芽，

把愛和推己及人的精神傳揚開去。 

 

由此可見，人生的價值不應只放在個人成就與利益。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

生之多艱，做人是應該推己及人，想想別人。身為地球公民本應唇寒齒亡，輔車

相依，互相幫助，而不是各家只掃門前雪，負上公民責任是應當的。更何況贈人

玫瑰，手留餘香，幫助人後自己的品德也會變得高尚。因此我們人人都應想想別

人，我們人人都能想想別人。勿以善小而不為，平日多做好事，想想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