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002 

凡出言，信為先 
 

香港的生活節奏急速，資訊的傳遞亦一日千里。人與人之間的談話速度，猶

如機關槍的連珠炮發。談話的內容，評頭品足的多不勝數，口舌是非，禍從口出

的事情亦屢見不鮮。這種現象與孔子在《論語．陽貨》篇所引述的不謀而合。「道

聽而塗說，德之棄也。」某人在道途上聽到一些傳言，於是轉過頭又跟別人說，

蜚短流長，以致失實的資訊廣泛流傳。 
 
 有見及此，必須從品德修養方面入手，以《弟子規》的「凡出言，信為先」

作為基礎，喚醒人們對誠信美德的重要。只要人們開口說話，都能做到誠實守信，

社會的道德風氣自然得以改善，說三道四的情況亦會減少，久而久之，可望達致

《千字文》所提及的理想環境，即是「罔談彼短，靡恃己長，信使可覆，器欲難

量。」人們不胡說別人的短處，亦不炫耀自己的長處，對別人所作出的承諾，都

能實現，而且對別人有容人之量。 
 
 誠信是我國傳統道德標準，也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價值觀。在古代社會所倡導

「仁義禮智信」五種常規之一，足見誠信在我國歷史上的重要。從字義本身分析，

信是指人透過說話，表現出誠實可靠的善行，因而建立互信，贏得別人信任。在

字形上，信又包含了人和言，從人的說話，反映了人的品格德行，亦表露其內心

情緒。孔子在《論語．為政》篇中，曾提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就說明

了為人的基本德行是能否做到誠實可信。人若不守信，便不知道如何立身處命。

因此，借用古代的一些人物事例證明誠信對於修身、齊家、治國和平天下的重要。 
 
 首先在修身方面，必須對自己所說的話，誠實的付諸行動，不作自欺欺人之

舉。由於說話的特質是一言既出，駟馬難追，所以確實辦得到，才答允別人去做，

非常重要。明朝宋濂因年幼家貧，為了讀書，他只好向一名學者借書，並答應學

者十天之內歸還書籍。儘管是嚴寒的風雪天也無阻宋濂堅守承諾的決心，在限期

內把書歸還，因而得到別人的信任，繼續把書借給他。一個人在待人接物，能夠

堅守承諾，其品格肯定會備受尊重。 
 
 第二是家庭方面，對家人須遵守諾言。子女答應替父母辦的事情，必須要切

實執行，不可言而無信。父母對子女的說話，也要兌現。古代曾參殺豬的故事，

正好說明這一點。話說曾參的妻子信口開河的哄孩子說，如果他們乖乖的留在家，

待她回家就殺豬，煮豬肉給他們吃。結果她回家時，看見曾參真的磨刀殺豬，想

加以阻止。但曾參認為父母要為孩子樹立榜樣，只有這樣才可以得到子女的信

任。 
 
 第三是治國方面，君臣上下，彼此之間要信任，才能達到政通人和。倘若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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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臣互相猜忌，只會令上級的政策不能推行，而下情亦無法上達。正所謂國家

興亡，匹夫有責。臣子能夠本著與人交，言而有信，讓良策善政順利推行，百姓

生活安穏，信服領導層的統治。歷史人物中，關羽的誠信最令人敬佩，連求才若

渴的曹操，也對關羽的忠誠，感慨的說：「各為其主罷了，不要追了。」劉備、

關羽和張飛桃園三結義，定下兄弟之約，誓作生死結盟。關羽在滁州雖然被曹操

俘虜，但基於忠臣不能事二主，關羽對曹操的賞識，以日後斬殺顏良作為報恩。

關羽為人剛直不阿，可說是誠信方面的表表者。 
 
 第四是平天下的大業，更加需要誠信。以西周的周幽王為例，他為了逗寵妃

褒姒一笑，竟然在無戰況的情況下，派人燃點了烽火台上的烽火。諸侯們以為天

下有難，急忙率兵趕至。但褒姒看到諸侯的樣子，竟然笑起來。周幽王這樣失信

於諸侯，待犬戎攻誠時，諸侯們再也不理會烽火，結果西周滅亡了。由此可見，

國君的言行，具有很大的影響力，真是可以一言興邦，一言喪邦。 
 
 綜觀上述四方面，可見誠信的道德標準，早在我國古代歷史已發揮重要的作

用。在今日的香港，更加需要提倡誠信，只有堅守誠信，香港的新聞自由才得到

保障。新聞工作者的職業操守，就是要確保報道的資訊屬實，新聞機構在社會    
的公信力，也是取決於於他們誠實持平的工作態度。相信新聞界都會以亞洲電視

台在二零一一年七月六日失實報道江澤民死訊一事，引以為戒。這宗失實的新聞

報道事後亦觸發該電視台的資深新聞工作者辭職，以及廣播事務管理局對亞洲電

視台作出懲處。大眾傳媒要經得起時代的考驗，就必須以穏固具公信力為目標，

採訪和報道新聞時，必須本著「凡出言，信為先」的精神，確保資訊真實可靠，

才能得到市民的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