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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出言，信為先 

 

當某人希望別人相信自己的說話時，總會是言之鑿鑿、句句鏗鏘，又會形

容自己「牙齒當金使」，這是現代人的說法。誠然，以黃金比喻誠信，古代亦有

之，這就是成語「一諾千金」的來源。而從古流傳至今的經典著作《弟子規》對

誠信更有精確之解說︰「凡出言，信為先，詐與妄，奚可焉。」由此可見，中國

為禮儀之邦，重視倫理道德，誠信是其中一環。 

 

別以為西方人思想較開放，便不太重視誠信。從《伊索寓言》中的「狼來

了」故事，到諺語「誠實是最佳的處事方法」(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皆可見

誠信這種美德貫穿古今中西之文化，備受推崇。而事實上，誠信亦時常體現在我

們的日常生活裏，然而，我們又何嘗想過實踐誠信的具體方法？又或者，有時候

自己失信而不自知呢？ 

 

眾所週知，人有智慧，有能力編造謊言，來達到某些目的(很遺憾，夷是惡

意的)。與此同時，人也有武斷、言行不一、自我放縱的特徵，加上各種客觀條

件，便有機會違反誠信的規條。故此，我認為若要在人生路上貫徹誠信之原則，

就必須學習尋找真理的方法，同時確立個人的道德底線。這兩種價值取向同等重

要，不可偏廢。 

 

在尋找真理方面，我們需要有追本溯源的求真精神。否則，當我們只靠道

聽塗說或片面之詞便對一事物莽下判語，便可能失信於人而不自知。比方說，當

人們提到忠、信之道德操守，大多會想起關羽這位忠信之佼佼者，尤其在「義釋

曹操」一事上，對嗎？不對呢！這只是羅貫中先生在《三國演義》中虛構的情節。

在正史《三國志》的「武帝紀」和「關羽傳」之部份，均沒有相關之記載。類似

的事件，西有亦有之，而且膾炙人口，就是華盛頓各父親坦白承認砍掉櫻桃樹之

事件︰經過歷史考証，這故事只是一位替華盛頓出版生平傳記的編輯杜撰出來的，

一切只是美麗的政治包裝。試想想若有人以這兩個事例論証忠、信之道，豈不是

犯下了邏輯謬誤，自相矛盾？ 

 

其次，訓練批判思維正是尋找真理、恪守誠信的不二法門。若我們不懂得

慎明思辨，也有失信於人而不自知的機會。最近，海關執行新修訂的商品說明條

例，落案檢控惠康超市(油麻地窩打老道分店)的薯片食品訂價取巧︰每包 5.5元，

兩包「特價」11 元，反而貴了五毫。其實，若惠康的職員會慎明思辨，標示價

錢牌時小心一些，這宗損害商譽的事件絕對可以避免。古人云︰「三思而後行」，

正是此意。 

 

再者，我認為人們不顧後果的行為也是失信之原因。以「十四巴惡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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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曲為例︰一名中二女生在地鐵遇到疑似「惡女」，便以手機偷拍照片，隨即上

載社交網站，惹來無數網民謾駡、「起底」，風波一發不可收拾。幸好當事人聯絡

蘋果日報作公開澄清—她原來是澳門居民，來港旅遊卻無辜受害，整件事才告一

段落。試想像，若該中二女生在事前考量到個人誠信與責任的話，她該不會上載

照片了﹔另一邊廂，眾多匿名的網民若有同樣考量，謠言便不會如病毒般擴散吧！

原來在沒有誠信的情況下，人們可不自不覺間成為「善良的魔鬼」，好心做壞事

呢！假如大部分人都私下擔當「地獄判官」，我們還會有引以為傲的法治精神嗎？

正如孟子所云︰「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誠信是自然的規律，追求

誠信是處世的規則，所言非虛。在香港這個實行「無罪推定」法制的社會，培養

守信之民風是極其重要的條件。 

 

以上三點均為建立誠信、尋找真理的方法。下文將論述誠信在社會各個層

面價值。 

 

對個人來說，守信的第一步當然是忠於自己，繼而推展至朋友一倫。所謂

「朋友有信」、「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當朋友要率直、坦誠、互信，

友誼才能永固，經得起時間考驗。 

 

對父母或長輩來說，守信或背信的行為將直接影響孩子。家傳戶曉的典故

「曾子殺豬」正好帶出言傳身教的重要性。但令人唏噓的是，現今竟有父母其身

不正，更甚者連自己的骨肉意外離世也捏造謊話，說道在九龍城賈炳達道被內地

人拐帶其女嬰，更在接受傳媒訪問時揚言懸紅五十萬也在所不惜，企圖減低警方

對她的口供的懷疑。紙始終包不住火，待她和盤托出時，她已哄騙全港市民的同

情心，又浪費大量警力，自身亦被控以非法處理屍體罪，悲劇收場。我想，如果

當事人明白「曾子殺豬」的目的，又或者韓非子所言「巧詐不如拙誠」，結局又

可會不一樣？ 

 

不上是家庭教育，在學術範疇上，誠信也是必修課。萬世師表孔子曾遇上

「兩小兒辯日」的難題，惟他不是科學家或天文學家，未能解構地球與太陽之遠

近現象．那怎辦？胡扯一番？孔子毫不掩飾向孩子說真話，事後更對身旁的子路

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雖然子路學不到科學知識，但瞭解

到這一點誠實、謙遜的求學精神，也難怪他成為孔子的高徒吧！ 

 

反觀現代的科學、科技知識比春秋戰國時代豐富得多，惟那最基本的學術

誠信卻面臨挑戰。二零一三年香港中學文憑試中，考評局在中文科校本評核一卷

發現私立補習機構日校部現代書院的二十三名學生於閱書報告整篇抄襲網上資

料，而沒有註明出處。這班肇事同學固然有錯，但在任課老師指導下犯規，該老

師及校方亦難辭其咎。若該老師沒有向學生說明清楚評核要求，則好比「誤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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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漏」，誤人子弟，又何來誠信、師說之道可言？考評局方面，其出版的考生手

冊列明三數個罰則，程度輕則個別卷子零分，重則取消全部考試成績，頗為籠統。

如果局方及早釐清罰則，開誠布公，肇事學生也許不用折騰於上訴覆核，拖延了

大學聯合招生處的派位時機。坦白說，在「一試定生死」的制度與商業化教育模

式下，大多數學生都只在乎考取好成績、升讀一級學府。甚麼學術術誠信，可會

諷刺地反映在那位補習天王是否猜中題目呢？希望這只是我的幻想吧！ 

 

香港始終是法治之區，學術造假只出現在個別事件。然而，內地的學術界

造假現象蔚然成風，且五花八門。關於電子科技的，有上海交通大學的陳進教授

以砂紙磨去外國電子芯片的標簽，再貼上「漢芯一號」的字樣，便瞞騙了國家過

億元經費。關於醫學技術的，有武漢華中科技大學的蕭傳國醫生，他誇大其學術

成就，又隱瞞在外地的教授工作，最後更因買兇追殺揭發其罪行的雜誌編輯方源

昌，被繩之於法。有關經濟研究的，有東北財經大學學者袁新的山東省研究，竟

是全篇抄錄南京財經大學對江蘇省的同名研究。這三數例子只是冰山一角，都是

出自二零一一年一月八日播映的《新聞透視》專題報導。而令我欣喜的是，此節

目的製作組憑著嚴謹的資料搜集、深入內地多間院校的採訪，嬴取了有國際新聞

奧斯卡之稱的「皮博廸獎」，實至名歸。恪守誠信、揭露真相的君子能名垂千古，

而無中生有、背信棄義的小人則遺臭萬年。我不禁懷疑，這些人如此言行不一，

何以成為學者？何以成為青少年的模範？ 

 

除了教師，我們對一些名人或公眾人物的道德要求也會較高，若他們言行

不一、失信於人，便難逃社會輿論的抨擊。演藝界的反面例子有不少，比如零三

年的謝霆鋒車禍頂包案，又如零九年二月，香港歌手衛詩和關楚耀在日本東京涉

谷區被發現身上藏有大麻，而兩人的驗毒報告均呈陽性反應，完全違反日本的《大

麻取締法》。而事件最荒唐之處，是兩人時任數年香港禁毒處的「禁毒大使」 在
國際體壇上，也有類似的大騙局。美國運動員岩士唐雖患有睪丸癌，卻連續七年

(一九九九至二零零五)奪得環法公路單車賽冠軍，風頭一時無兩。就在他退役前

夕，被反禁藥組織揭發長期服用禁藥 EPO，致令他一夜之間身敗名裂，終身停賽，

還要賠償三百多萬美元的獎金。 綜合以上例子，誠信不止是美德，還是人格的

試金石。守信與背信，猶如善惡與美醜，全都在人心裏的一念之間，默默無聞。

朱熹將之比喻為泥土:「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而水金木無不待是以

生者。」的確，守信者往往不用硬銷自己，同道者自會前來。 失信者雖或在謊

言中找到好處，但不會長久，而且不斷需要以新謊言掩蓋謊言，逐漸泥足深陷，

墜進萬劫不復之境地，人生因而停滯不前。正如孔子所說: 「人而無信，不知其

可也。大車無，小車無，其何以行之哉?」 相反，對個人言行操守有所規範，世

界才會更美好。故此，名人及公眾人物的德行更具影響力。這就是《荀子﹒強國》

中提到的:「古者禹湯本義務信而天下大治，桀紂棄義背信而天下大亂。故為人

上者，必將慎禮義、務忠然後可，此君人者之大本也。」 但願人同此心，心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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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理，天下大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