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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貧樂道                                                5A 謝南偉

    生活在這個以金錢掛帥的香港，金錢改變了每個人的道德標準和處事態

度。曾幾何時，「炒樓」的風氣盛行，大部分人無論富裕或貧窮，都一窩蜂地

「炒樓」作投機買賣。結果，害得那些節衣縮食，真正需要住屋的市民被迫

「捱貴租、買貴樓」。

    那些謂跨國公司的大財團，影響尤甚。世界的財力就這樣集中在一小撮人

的手中，他們可以隨意支配生產，釐定價格及工資，完全不會顧及別人的需

要。看來貧富懸殊的局面，是永遠無法推翻的！財富的擁有竟然變成了「世

襲」的代代相傳！富裕的人可以一擲千金，揮金如土；貧窮的人便要捱饑抵

餓，受制於人。

    大家有沒有想過錢財固然重要，但也應取之有道。論語有云：「富與貴，

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況且，人一旦發了財，便容易起貪

念，被慾望困擾，生活也隨之散漫而無節制。難怪聖保祿批評：「那些想致富

的人，卻陷於誘惑，沉溺於敗壞和滅亡中。」我國俗語亦說：「人為財死、鳥

為食亡。」因為短暫的物質享受而斷送了永恆的生命，實在是得不償失。

    縱使人性軟弱而慾望無窮，但人畢竟是「萬物之靈」，所以有人能夠自

制。為了追求一個崇高的理想，有人可以放棄享樂，甘於過簡樸的刻苦生活。

大概這就是孔子所說的「君子謀道不謀食」了。

    古今中外的偉人也無不如此。試看中國的田園詩人陶淵明，他那「富貴非

吾願」，「性本愛丘山」的隱逸心志，為了保持率真的本性而辭官歸故里，過

一些簡樸的農家生活。再看印度的德蘭修女，基於對人的愛和關懷，放棄了安

定的生活，走進貧民窟，為垂死的病患者服務。他們那偉大的情操，實非文墨

所能形容！

    不要再過份對金錢眷戀，更不要盲目和麻木追求無止境的慾望，須知道

「知足者，貧亦樂。」

教師回饋：運用了不同例子闡述觀點，逐層深入，條理分明。（何燕萍老師）
賞析與思考：對於「富與貴」，孔子並不抗拒，但怎樣才算「以其道得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