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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出言，信為先 
 
   十年前，上小學的我每天都在爸爸督促之下讀《弟子規》，爸爸亦會從旁一同

逐字細閱，教我箇中道理。當中的人生感悟有很多，更是發人深省，但當時的我

大多是走馬看花，根本不能領略其中。可是，《弟子規》中的一句「凡出言，信

為先」卻在這些年來一直在我腦海內熒繞不斷，乃因這句是我爸爸的做人之道，

而作為女兒的我亦在他熏陶之下，順理成章把這六個字列為我的人生座右銘。 
 
   守信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它不但是個人品德修養、立身之本，更是人與

人、國與國之間的基本定位。「凡出言，信為先」所指出的是人應當信守承諾，

言出必行，切勿胡作諾言，言而無信。人的誠信無疑能從一個人的言行是否一致

而表現出來。 
 
   自古以來，誠信決定人的道德水平，品德高尚的君子往往重視信用，正所謂

「一言既出，駟馬難追」，故此，對別人許下諾言前必定深思熟慮，要仔細考量

自己是否真正有能力把承諾兌現。否則，一旦未能守信，便會淪為言而無信的小

人。久而久之，習慣成自然，破壞信用的次數變得越多，這跟一個善於說謊的人

無異，難道你會認為說謊是一種美德？因此，輕諾變成說謊是無可避免，只會漸

漸變得厚顏無恥，這怎會不大大降低一個人的品德水平？所以，只有一開始再三

確定自己能履行承諾，才能保存誠信，保存聲譽，保存自身道德。 
 
   守信是對彼此的基本禮貌、尊重，更是人與人之間建立良好關係的基礎。「與

朋友交，言而有信」，與朋友、甚至是身邊的同學、生命中的過客交往時，要誠

心待人，言出必行。你曾試過滿懷希望期待某一事物，例如與三五知己出席自己

最喜愛的歌手的演唱會，然後被爽約嗎？我則有類此的經歷。許下承諾是一件不

容忽視的事，因為一旦答應別人做某些事，寓意別人對你產生信任，他會信賴你，

寄予厚望在你身上。而失信則等同把他當初對你產生的信任、信心狠狠破碎，足

以讓人晴天霹靂之餘，彼此間的關係亦面臨破裂邊緣。那麼，建基於信任的人際

關係逐漸變弱之際，人與人之間失去了信用，卻只會剩下疑心、欺詐，這樣人心

惶惶、充滿疑慮的社會是我們一直所嚮往、追求的嗎？ 
 
   在國家社會層面上，不論是政府對於人民、商業買賣、還是國與國之間，誠

信永遠都是被放在首位的。香港政府、以及政府各個高官必須要持續守信，前後

不一只會引起民憤，對政府的不滿，因為人民要求的是一個以誠信為重的政府，

承諾給予他們應得的社會福利，例如醫療券、長者福利金等，以至關於社會城市

發展的政策，政府亦應一概守信，切勿自食其言，讓人民的希望落空。否則，社

會便會變得不穩定，皆因民心動搖，對政府亦不再抱有希望、存有信任。此外，

國與國之間的交往更應以誠信為本。以中國與日本的交涉為例，兩國早時共同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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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中日聯合聲明》，意味著雙方之間許下了政治經濟方面的承諾。可是，在廣

為人知、具爭議性的釣魚島爭權問題上，日本多次做出違背當初承諾的行為，而

導致兩國關係響起警號，不單損害維繫已久的友好合作關係，更引起國家的經濟

民生問題，影響深遠。由此可見，假若國家背信棄義，輕視諾言的話，受害的是

千千萬萬的民眾，因此，誠信是維繫關係、穩定民心的關鍵。 
   「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現今社會變得急功近利、爾虞我詐，大部份的人

認為「無奸不成商」，寧願做個不守信用、唯利是圖的人，但沒有誠信的人有什

麼價值可言？只有堅守誠信，「凡出言，信為先」的人才會獲得他人的信任，樹

立自己的威德，受到別人的敬重。而我，亦要承傳爸爸引以為傲的立身之本，做

個以信為本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