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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第 1講  性情教育體系導言

本書介紹霍韜晦先生的性情教育體系，適合想瞭解性情教育的朋友；或對性情教育已有

一定瞭解，想進一步掌握整個體系內容；或者想把握性情教育的操作方法，通過開發性

情成長自己、成長別人；或者想瞭解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價值與現代意義，本書都非常

適合大家閱讀。

霍師韜晦先生（1940-2018）是當代中國一位重要的思想家、教育家、佛學家，也是當代

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他是中國傳統文化之開新者，他以「生命成長」定性中國傳統文

化的核心精神，他將這種學問稱之為「生命成長的學問」。他為傳統文化儒、釋、道思

想做了大量嶄新的詮釋工作，又主張傳統文化不應以學術為限，學問不離生命，生命不

離成長；他通經致用，知行合一，堅持數十年，從事書院式教化工作，是當代運用中國

傳統文化從事民間講學工作的表表者之一。歷史將會記載當代中國出了一個如此重要的

人物。霍先生的性情教育思想和實踐經驗，可以預見，將會對今後中國傳統文化的弘揚、

華人世界的文化教育、生命教育產生巨大影響。

性情教育不只是一種教育思想，也不能把它簡單化，只瞭解為一種家庭親子教育方法，

雖然它在這方面大有可為。

性情教育也不只是情緒治療，即使現代人心志感情扭曲者多，性情教育大有其助。

性情教育也不只是一種學校教育，即使有很多老師同仁，每天都運用性情教育教導學生，

這也是性情教育的本分所在。

性情教育不但是一種教育思想，它更是一種教育理想；

準確地說，性情教育是一場文化運動。

性情教育是霍先生的學問和他從事生命教育經驗凝結而成的精粹；它蘊含深厚的中國傳

統文化智慧，及極強大的對生命的點化、提攜、扶持、開發之真實功效。無論從理論層面、

歷史層面、時代層面、應用層面看，都意義重大。

如此宏大的教育體系，把握起來並不容易。經歷 30 多年踐行，霍先生累積的著作和教育

個案很多；他的性情教育論述，大部分見於香港法住機構出版的會報、月刊、雜誌、書籍。

這些著作，每一篇都很有啟發性，但可惜的是，霍先生在生時，並未把性情教育的體系

與方法論正式以文字系統發表。

過去，霍先生談到性情教育，往往都是對應社會文化問題，或對應現代人的生命困境，

人的封閉、脆弱、迷失，虛無、無力、狂妄等立論，隨宜點撥性情之教，但體系性論著

闕如。這表面看是缺點，實際上是優點。因為霍先生關心的是生命，而非理性構建的體

系。他沒花時間在後者，在相當程度上，這是孔子精神的延續。

孔子講《論語》，完全是生命的感悟與點化，何有今人所要求的所謂體系？霍先生多次

提到，實踐比理論更重要；他說：當面對一個生命，有時，一個眼神比一堆說話，來得

更深刻有力。

性情教育注重對應性，因人予藥。霍先生親自教化了無數人，非徒空說；也因此，他的

工作感動了許多人。然而，性情教育走到今天，除個別點化外，要讓更多人瞭解它，進

而投入這行列，擴大它的影響力，解時代之厄，啟蒙更多人，就有需要根據霍先生的著

作、講述及踐行經驗，進一步講出它的體系性。

運用是個別而具體的，體系是整全而融貫的；性情教育要進一步發揚光大，有必要在忠

於霍先生思想的基礎上做最大程度的系統性說明。應時代呼喚，重塑性情教育體系越見

其迫切性。

四大範疇

但坦白說，這個工作不易做，主因是霍先生思想的宏大；慶幸其遺作不少，教學個案多，

加上筆者追隨霍先生近 30 年，對他的思想與教學可說是有相當程度的瞭解。我們嘗試重

塑性情教育的體系，這體系至少應包括以下四大範疇：

第一，立體：性情教育是立體之學。

「立」是確立的立，「體」是整體的體、本體的體。

霍先生撰有一對聯云：「為生命立本，為文化立根」，意思就是立體。立體是什麼意思？

立體就是確立最深最根本的根基、心體，健全生命之所以為生命當有的完整性。

生命是一個整體，不是一個平面。人，不可能只活在單一層次，不可能只追求一種世俗

價值；例如說，人生只懂電腦，從早到晚只會工作，徹頭徹尾只當一個專才，除了金錢

和虛名，什麼都沒有，一生就是如此過……，意義世界只有一層，除此之外，一概無知

無覺。這不是一個整全的生命，霍先生稱這些人作「平面人」。

生命是立體，可以追求不同層次的價值，可以成長、可以突破自己、可以通人倫、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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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活出一種氣度、可以顯現美感、可以行善、可以活得莊嚴、可以成榜樣、可以立德立功

立言、可以關懷社會家國，可以通天地古今……

孔子說「君子不器」，君子是一個有修養的人，「器」就是工具，人不應該限定自己變

成一個器物。工具化自己、物化自己，不是太可惜了嗎？

立體，是讓生命從平面升起，成長為一個有價值層次的「人」。整體，是立體的第一層

意思。

不過，論述起來，為了避免抽象，遠離生命，所以多取「以用顯體」的進路，亦即由生

命現象、社會現象、文化現象講起，當中不免加入筆者的消化與理解，萬川歸海，望讀

者領會。

立體的第二層意思，是尋根。

根在哪裡呢？就在性情。所謂立體，就是為生命尋根，找回自己的心。

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意思是說：做學問沒有其他目的，唯一目的，

就是把那顆放任迷失的心找回來，復歸生命的正位。心就是性情。

立體之學是性情教育第一部分，內容很豐富，接下來會慢慢鋪排，讓大家清楚明白、深

切感受。

清楚明白是通思維，深切感受是通性情。通思維、通性情是兩事，思維明白一個道理，

叫「格物致知」；內心有真切感受，是「誠意正心」。

「格物致知」與「誠意正心」是兩事，「格物致知」是要明理，「誠意正心」是要通達。

一個是思維的把握，一個是性情的直感。做到二而一，一而二，人就真正成長成熟了。

第二，源流：性情教育的歷史源流。

在中國傳統歷史文化裡，性情教育是怎麼一步步發展到霍先生的模式，然後被如此呈現

出來，這有一歷史源流。

歷史是智慧的累積，是無數世代無數大學問家的生命經驗的傳承。從源流看，性情教育

不是霍先生的發明，也不只屬於我們這時代，而是源自漫長的中國歷史源流，從孔子、

孟子、歷代大儒大德薪火相傳。

回到歷史，觀其源流，發現性情教育所歸屬的宏大文化體系。有本有源，有體有用，性

情教育體系的基礎就十分穩固了。

第三，扶正：性情教育要撥亂反正。

扶正就是將偏邪歪倒的，回復其正位，可名之為「批判」；從性情而起的批判。

「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孟子語）。切勿錯會，一味和言善語、凡事包容、和平

共處，就是「性情」。性情教育是否應該拒絕批判？批判是撥亂反正，我們要瞭解現代

人的生命處境，時代步伐，走向何方？導致各種生命困局的文化思潮，和它們的歷史源

流。從反面入路，一樣可以開發性情。

對這些扭曲人心的文化思潮進行批判，回應時代挑戰，顯現出性情教育的不二價值。這

種工作，過去霍先生做過許多。

這是針對現代文化和人心困境而作的反思。性情教育要回應西方文化衝擊，回應現代價

值的偏失；知其病因，解毒驅邪，方能扶正人心。

第四，方法：性情教育的系統方法。

方法，這可能是大家最關心的事；許多人問：究竟有什麼方法，可以把性情教育落實到

日常中？一般人學了，生命即得成長？父母學了，可馬上作教子之用？老師學了，學生

服服貼貼？

性情教育方法有一系列的的法則、指引，與操作方法，這些內容，把它們提煉出來，逐

點陳述，讓大家運用性情教育時，有法可依。請注意，性情教育方法是一個開放體系，

換言之，它可以不斷引入新元素、新工具、新操作，運用於不同場景，應對不同的生命

問題；無論如何，原則上，只要符合性情教育的法則，任何方法，都可以納入本方法體

系之中，與時俱進，靈活對應。但無論怎樣變，它始終離不開心性的成長，任運變化，

存乎一心。

總之，方法是工具，性情是根本；心是主，器為用。真正融會貫通，大用現前，可以不

存軌則。總之，本末關係，不可顛倒。

落地

常聽到一種聲音：不要講那麼多「理論」，能「落地」，才實際！

性情教育能落地嗎？抑或只是一套理論？

這很有意思。但我仍要問：落地，是落什麼地？落地的前提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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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落地，是有一塊「地」讓你去落；在落之前，這地，可不能是爛地，可不能是荒地，可

不能是污泥地！

可知道，落地是為了什麼？生根！

性情教育立根之學，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疏理地基，清除雜草，豐沃土質，讓生命的

種子落地生根，成為可能。否則，一片污泥沼地，匆忙落地，落了爛地、荒地、污泥沙地，

這地是白落的，什麼果實也生不出來，就是浪費力氣了。

教育不是實驗，實驗可以錯完再試，試完再試，試到正確為止。生命是一個獨一無二的

生命，生命是一個有血有肉、可一不可再的生命，需要真誠的尊重、愛護和珍惜。

性情教育就是專門做這件事，尊重、愛護、珍惜每個人，打好生命成長的基石，護持生

命茁壯成長的根基。性情教育讓生命真正「落地生根、開花結果」，成為百年大樹、遮

蔭後人。

在這個意義下，性情教育是共法，有普遍性、有不可取代性。可以說，它是一切教育思

想的共同基礎。

所以，性情教育要立本、要講源流，又要有適當的批判，地基打好了，最後才說方法。

四大範疇，環環緊扣，縱橫上下，表裡內外，十字打開。期望如此鋪排講解，令更多人

瞭解性情教育，加入性情教育行列，期望性情教育，將光大於天下！

連同本講，全書 50 講內容，讓我們一起走進性情教育的大門！

延伸閱讀：

1.〈人不能只有生存一個平面〉（《天地唯情》，香港法住出版社，2002）

2.〈認識性情，開啟一種全新的教育〉（《國學與教育》，香港法住出版社，2017）

[ 按：第 1篇至第 42 篇均附有「延伸閱讀」，該篇內所引述的霍先生的原文，可在延伸閱讀的
文章中找到；其餘則為作者推薦，有助於進一步瞭解該篇觀點 ]

第 2講  人格平面化的危機

在霍韜晦先生的性情教育體系中，「立體之學」是個重要觀念，顯示其大體大用。

立體，首先是建立整體。生命是一個整體，而不當只作一個平面，更不能碎片化；人，特

別是現代人，如何擴大生命的空間，接通不同的精神境界，重建完整人格？是個大難題。

「平面」與「立體」相對，形容人格被徹底世俗化後的殘缺狀態。霍先生經常使用「平

面化」這概念形容今人的生命困境；瞭解性情教育，可從此對概念入手。

回看自己

不妨先回看自己，由己及人，感受現代人的生命處境；回看自己，才能直面生命實相。

人生有許多重要課題，生而為人，不得不面對解答；但對於今人來說，這些問題也許已

經太陌生，也太艱難。舉一些例子：

例如說，「做人要活得有自信心」。那麼，你有沒有想過，你的自信是靠什麼建立的？

因為有錢、住豪宅，所以有自信？因為人人為我鼓掌，所以有自信？如果自信是靠外在

東西建立，不是發自於生命內在，你認為，它穩固嗎？健康嗎？它會有多脆弱？

又例如，在我們生命中，有什麼價值、信念、做人原則，是不可犧牲的？抑或，其實沒

有什麼不可犧牲，你出一個好價錢，我什麼都可以賣……。那麼，人還有真正的尊嚴可

說嗎？

愛，是人類最寶貴的能力；你懂愛嗎？你用什麼去愛人？你期望別人怎樣愛你？你愛我，

所以我喜歡什麼，你都要遷就我、包容我……是這樣嗎？究竟什麼是愛？你懂嗎？

我希望我的事業，能夠為社會做出什麼貢獻？你有想過自己要有貢獻嗎？到底什麼是「貢

獻」？

我的生命中有什麼弱點，這麼多年來，始終不能突破，有問過自己嗎？

什麼東西有永恆不變的價值？抑或，所有東西都是無常？價值觀因人而異。

什麼是我人生必須完成的功課？每個人來到這個世界，都有一份必須完成的功課，你

懂嗎？

第
2
講 

人
格
平
面
化
的
危
機

25



 

【
第
一
部
分
】
性
情
教
育
是
立
體
之
學

26 如果今天我就要死去，有什麼令我真真正正覺得遺憾？

……

一言以蔽之，人活著，到底為了什麼？什麼是價值？什麼是人生方向？人應該怎樣成

長？……最後，到底我是誰？

這些問題，都是人所必問的。

人的心，都病了

人，很容易在現實世界中迷失自己，把注意力向外求。

大家可有同感，無論我們在現實中擁有多少，我們的心，依然不安；越醉心於俗情世間

的幻有，一種發乎內心的不安感，越揮之不去。

如果你有這種不安，證明你對人生，還未放棄。這是人心追求意義世界、價值世界的內

在呼聲；這呼聲，引領我們尋找生命成長的完整圖像。

不過，對許多人來說，也許這一點不安感也遺忘了，不想思考、不想面對，因已麻木。人，

已經病了；病非身體，病在人心，生命病了、心靈病了、靈魂病了、情感病了、思想病

了……

歷史拐點

所有事情都是有原因的。性情教育告訴我們，這是一場發生在所有人身上的危機，霍先

生用一句話來形容這危機，就是「平面化的危機」。他告訴我們，現代人都病了，現代

社會都病了，現代教育都病了。

這危機是怎樣發生的？讓我們回看西方歷史：

第一個拐點，就是 500 年前西方文藝復興；

第二個拐點，就是 18 世紀西方工業革命和政治革命。

文藝復興解放人性，從上帝、天國、教會裡，把人性解放。自此以後，人可以自由發揮

其才華，創作自己喜歡的作品；這個世界有太多可愛的地方，毋須聚焦於上帝，歌頌上帝，

不如歌頌自己；信真理在天國，不如信人憑理性之光，可以發現真理。

告別上帝、天國和教會，爭回自己的話語權，解放理性，人開始盡情探討自然，產生科學，

發明工具，生產力改善，自信日益膨脹。

文藝復興解放人性，人跟超越的價值世界告別；人要憑自己的努力，在大地上建立自己

的王國，稱為「人性的解放」。

解放人性，是文明的重大進步；但解放人性，同時亦釋放了人性裡面許多黑暗的東西。

超越的價值崩塌，道德失去力量，好像《聖經》所說，人的原罪（Original Sin）令人墮落；

繼伊甸園之後，人類再次背叛了上帝。

然後，18 世紀的西方，工業革命用機器取替人力及畜力，生產力大幅度提高；與此同時，

從法國、英國到美國，發生政治革命浪潮，最終產生今天的民主體制。科學與民主，登

上人類文明舞台的前端。

今天，人類的文化處境，就是在這個歷史洪流下產生的。經過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對世

界的宰割蹂躪，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商業社會迅速形成，特別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

建立起資本主義和自由主義為基礎的軍、政、商、教育、傳媒、社會文化霸權，到今天，

塑造出一套幾乎完全支配現代人身心靈價值世界和生活模態的體系。

工具理性是人類新王

當代西式文明，有一個共同基礎，就是「工具理性」。憑著它，我們可以瞭解世界、發

現自然規律、創造技術、分配權力、建立政治制度、制定商業規則……。總之，只要有

足夠聰明，就可以利用人性，特別是利用人性弱點，讓資本和權力無限膨脹。

原來，理性只是工具，而非目的；它可以機關鑽營，實現所有被合理化的欲望。誰是工

具理性的主人？不知道？反正它已成為人類文明的新王。

禮拜這位新王吧！現代人的價值世界已經面目全非；一切效益至上，稱為「效益主義」；

有價值、沒價值，用什麼標準衡量？看它效益而定。效益是可計算的、可預計的，投資

多少、什麼時候有回報、回報多少？……全可量化。效益主義令價值世界世俗化，過去

傳統一些被認為是高尚的東西，所謂內涵、修養、智慧、氣質、品格、真、善、美、聖、

愛……，不再為人所認識，因為都無法量化；除非全部演繹成商業，還原成金錢，否則

很難計算。

霍先生有很多文章批評工具理性對生命造成的傷害，他十分痛心；他說：傷害性情、失

去性情，縱使擁有了世界，也是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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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快樂主義，開心最重要

到大街上問問大家：「你追求什麼？你每天努力工作、努力讀書、努力賺錢，你究竟追

求什麼？」相信大部分人都會告訴你：為了開心，開心最重要！如果不開心，什麼都沒

有意義了。人生就是求快樂，這種思想叫「快樂主義」（Hedonism）。

人生有些事情是痛苦的，還要做嗎？做人有原則、不媚俗，有時是痛苦的，我們還要堅

持嗎？教育下一代要付出很多血汗、苦多樂少，還要生孩子嗎？古希臘的蘇格拉底就這

樣問過：如果給你兩個選擇，二選一：一是當一頭快樂的豬，一是做一個痛苦的人，你

會選什麼？可能很多人都寧願做豬，只要開心就好，因為做人太痛苦了！

相對主義，真理已經消失

快樂主義之所以有市場，因為將價值立根於感覺；順從感覺，以感覺作為標準，最後會

變成「相對主義」。

什麼是真？什麼是假？什麼是美？什麼是醜？什麼是好？什麼是壞？你問工具理性，它

不會給你答案；請各自感覺，自己決定，沒有標準，看你怎麼看；所以，沒有人可以把

自己的答案強加別人身上；各是其是，各非其非，真理已經消失，這叫「相對主義」。

抱這樣的人生觀、道德觀、價值觀，會是怎樣的人生？

這就是現代人的生命處境，效益至上、追逐潮流、只相信感覺、只求開心；內心沒有永

恆的信守、不相信真理，沒有做人的原則，價錢合適，什麼都可以出賣，所有事情都是

看你怎麼看，沒有絕對的標準……

霍先生這樣說：

「西方文化這幾百年來的發展，雖然成果驚人，但基本上走的是平面化之路，由中

古以前的神聖領域，走下人間，無論信仰、知識、權力基礎、政經活動、思考方法、

價值選取，都是如此，都是放在經驗的平面來計算，這就不可能建立起一個立體的

生命。」

經驗的平面，就是感覺；思維的平面，就是工具理性。人只相信自己的感覺和理性，立

體人生，成為笑話。

自我中心主義：我最重要

瞭解人類的生命困境，才瞭解性情教育立體之學的大意義。

工具理性不能回答人生價值的問題；科學會告訴你，所謂「超越」（Transcend），統

統都是迷信。人，龜縮在狹小的自我世界中；然後，民主社會用法律保障這個自我安全，

叫做「人權」。你有你的權利，去做你的選擇；你有你的自由，誰都不可侵犯；你有權

去過你認為好（Good）的生活，只要你不犯法，沒有人可以干涉你，這叫做「自由」和

「平等」。自我至高無上，這叫做「自我中心主義」。自我變成了價值世界的新神。

人有權過自己認為好的生活，換另一角度，即是說，人有權去墮落；只要你墮落的程度

不致犯法就好了，警察管不了你；你有權去過愚昧、自私的生活，你有權去放棄你的人生，

法官無法判你有罪，因為統統都是你的「神聖的權利和自由」……，這荒謬嗎？

這是「自由的陷落」，價值的顛倒，生命無根，精神無家，思想無出路，情感無安頓；

每個人退回「自我」裡，把門關起來，非請勿進。

成年、成家、成才、成功、成名，都不是成人

工具理性，當上現代文明的新王；自我，成了價值世界的新神；教育，只能退到底線，

僅為生存，助紂為虐，為它們服務。

今天，教育只培訓人的生存力、競爭力；讀書，只為成為一個成功者，打敗對手；稍為

對人性多一點關注，頂多是培養學生的才藝、才能、技藝、興趣，壓根兒與如何做人、

生命成長，沒有什麼關係。

成人，要成為一個真正的人，到底靠什麼？身體長大了，領取成人身份證了，但成年不

等於成人；他還是很脆弱、很膚淺，仍不太像一個人。

結婚了，但成家也不等於成人；不懂得丈夫之道、妻子之道、婚姻之道，很多人成家立

室了，思想還是很幼稚。婚姻幸福靠什麼？愛是什麼？如何愛人？如何被愛？學校沒有

教、讀大學沒有這門課、社會沒答案；父母也不懂，本身也有很多摩擦；老闆叫你努力

工作，沒有錢就沒有家庭……

才藝的教育可以讓孩子成才，懂得彈鋼琴，成為電腦專家，打網球、打籃球，做體育

明星，但不代表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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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事業成功了，打敗所有對手，擁有自己的企業王國，也不等於成人。

成名了，大家都知道你，你是網紅，每次直播 1,000 萬人收看，也不代表你成人。

一個人要成為一個人，到底靠什麼？

成人，至少要有愛的能力、判別是非的能力、為善的能力、審美的能力。什麼是美？許

多人會告訴你，幾十萬一個包包就美了，越貴越美；手錶，名牌的就美，不是名牌就不

美……。人已經失去了審美能力，你要他讀一點古書、學一點靜心，他說：很悶啊，看

好萊塢電影要刺激得多……。何謂善？何謂惡？好人、壞人，用什麼來界定？很簡單，

他對我好就好，他對我不好就不好；又是感覺主義、相對主義！

善惡沒有標準，所以胡作非為、信口開河、滿口謊言的人，可以變成英雄，甚至當上一

國領袖，被千萬粉絲歌頌。真理當歪理，歪理當真理，誰對誰錯不知道；看你怎麼看，

你認為對就對，你認為錯就錯。自由社會，這些事，每天都發生。

主體的崩塌

談到現代人失去了愛的能力，20 世紀 90 年代開始，霍先生辦了許多生命教育培訓，參

與過的朋友數以萬計，從中獲得新生的人，不計其數。我們近距離接觸許多生命，發現

很多人的心都是緊關起來的，很孤獨、很冷漠、很理性、很保護自己、很無奈，不敢也

不懂把心打開，去感受別人；連感受力也這麼弱，怎去愛人？愛需要把心打開，愛需要

感受別人，愛需要自信，愛需要勇氣，愛需要放下自我；生命這麼虛弱，怎麼愛？感受

別人，同情共感，他的痛等於我的痛，他的快樂等於我的快樂，以他的痛為痛，以他的

快樂為快樂，有這種能力，才真有條件去愛別人。

人，被壓成一個平面，人格平面化是這個虛無世界的流行病。性情壓抑扭曲，用哲學概

念說，這是「主體的崩塌」，人已經失去了主體性。霍先生說，療治之道，只有重啟性情。

平面化，用一句話總結，就是價值世界的崩塌。

本來，生命空間可以很大，今已塌為平面，剩下原始層，即感覺、本能、情緒、生存、

安全感、開心、享樂，和一大堆算計……這些心理層、社會層的東西。人心之靈明不復

存在，非常可悲。

性情教育是人性教育

回到前文所說，人，無論擁有幾多，其實內心仍感不安，這不安，就是內在的呼聲，告

訴你，你正活在人格平面化的危機中，是時候覺醒了！

這是霍先生推行性情教育的時代背景，也是我們這時代之所以非常需要性情教育的重要

原因。

性情教育不排斥才藝教育、技能教育、知識教育。性情教育是在它們之下，做立根的功夫；

先把人心安了，把人性美善之根復活了，才藝、技能、知識，才有意義；回到生命自身，

人的靈明復活了，文明方能回到其正位，社會才真真正正和諧安穩。在這個意義下，性

情教育是一種人性教育。

今天，能夠針對人性的深度來談教育的，無論在華人地區以至海外，確實寥寥可數。

性情教育是立本之學，開生命源頭活水之學，撐開萎縮成平面的價值世界、重建現代人

的立體人格之學。

延伸閱讀：

1.〈平面與立體—現代人格的建立〉（《天地悠悠》，香港法住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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