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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專題探討
從十二文言指定篇章開始

• 仁
• 孝
• 朋友

• 家國情懷

〈論仁、論孝、論君子〉

• 孝親

• 情感



〈論仁、論孝、論君子〉
中提取孝道文化點延伸
討論︰

1. 孝親—孝為仁之本與

2. 孝道之實踐—行孝的
方式

3. 推己及人—母親、親
恩、感恩

4. 從孝親文化到城市關
懷

【論孝】

5.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
我對曰，無違。」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
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為政》第二）

6.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
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
何以別乎！」（《為政》第二）

7.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
敬不違，勞而不怨。」(《里仁》第四) 

8.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
則以喜，一則以懼。」(《里仁》第四) 



從孝親為題出發──孝道文化點討論︰

1. 孝親孝為仁之本

• 《孝經》〈開宗明義章〉第一：
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
無怨。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
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汝。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
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
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
德。』」

• 《漢書‧藝文志》：
「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言者，故曰《孝經》。」

課堂討論問題︰

• 為什麼我們常說「孝」是天經地義的道德？

• 你認同「百行孝為先」嗎？



從孝親為題出發──孝道文化點討論︰

1. 孝親孝為仁之本

課堂討論問題︰

• 為什麼我們常說「孝」是天經地義的道德？

• 你認同「百行孝為先」嗎？

參考及討論資料︰

•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 「孝乎以天下養。」

• 「老吾老，以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2. 孝親的原因︰

課堂活動︰試從字典中查考孝的條目，看看有甚麼發現？

孝

老

考

教

課堂討論︰我們所言之「孝」，其實具備了甚麼特質？可如何翻譯？

從孝親為題出發──孝道文化點討論︰



課堂討論「三年之喪」︰

《論語．陽貨》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

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

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

「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

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

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

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從孝親為題出發──孝道文化點討論︰

2. 孝親的原因︰



孝的定義 論語引句 說明

例︰「孝養」「父母唯其疾之憂。」 父母只擔心子女的健康

「孝養」
今之孝者，是為能養，至於
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
以別乎？

除了要向雙親提供物質所需外，
還要體諒他們的心情和感受

「孝順」
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
故當不義，則天不可不爭於
父。

為人子女者，也應該在父母犯錯、
行為不合於義的時候，向他們作
出規勸，不能盲從父母的命令。

「孝敬」 色難
子女對父母，應該時常保持和顏
悅色

「孝承」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
矣。

為人子者要繼承父親的事業。
為人子者要效法父親的行事作風。

從孝親為題出發──孝道文化點討論︰

3. 行孝的方式



從孝親為題出發──孝道文化點討論︰

3. 行孝的方式

善用網上短片，進行課堂討論。
導引學生思考︰

阿嬤的衛生紙
• 在片段中，阿嬤怎樣表達疼惜男主角？
• 小時候男主角與阿嬤的感情如何？
• 長大後的男主角與阿嬤的感情如何？何以見得？
• 你認為他做到了孝順、孝敬、孝承、孝養哪一方面？

不要再讓你媽媽被詐騙
• 在片段中，男主角回到家裡，觀察到母親有甚麼變化？
• 在哪些地方可以見到「母慈子孝」的表現？
• 母親如何知道收到的是詐騙電話？
• 你認為男主角如何做到孝敬、孝養兩方面？



其他課堂討論練習題目舉隅︰

1. 孝道與「慎終追遠，民德歸厚」有甚麼關係？

2.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跟「殺身成仁、捨生取義」
矛盾嗎？

3. 為什麼做子女要將父母的年齡牢記心頭？

4. 我們可如何行孝？如何讓父母開懷？

5. 孔子謂我們實踐孝道時「色難」。為什麼我們對朋友還比較能夠
和顏悅色？

6. 如果與父母意見不合時，我們應怎麼辦？

7. 有人認為先有「父慈」才能有「子孝」你同意嗎？

8. 你認為政府應立法規定子女供養父母嗎？



孔子謂我們實踐孝道時「色難」。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
曾是以為孝乎？”」(為政)

「色難」是甚麼意思？

為什麼我們對朋友還比較能夠和顏悅色？

反思日常生活中我們對待父母的態度。

反思父母與子女間日常的溝通表達方式？

如何保持孝順、和氣的態度？

討論舉隅︰



有人認為︰先有「父慈」才能有「子孝」你同意嗎？

儒家提出的「父慈子孝」是甚麼意思？

「父慈」與「子孝」是因果關係嗎？

反思我們對「父母」和對「陌生人」的態度。

假設「父母」真的對子女不好，作為人子者可如何應對？

討論舉隅︰



1. 經常帶著愛人、子女回家

2. 節假日盡量與父母共度

3. 為父母舉辦生日宴會

4. 親自給父母做飯

5. 每周給父母打個電話

6. 父母的零花錢不能少

7. 為父母建立「關愛卡」

8. 仔細聆聽父母的往事

9. 教父母學會上網

10. 經常為父母拍照

11. 對父母的愛要說出口

12. 打開父母的心結

13. 支持父母的業餘愛好

14. 支持單身父母再婚

15. 定期帶父母做身體檢查

16. 為父母購買合適的保險

17. 常跟父母做交心的溝通

18. 帶父母一起出席重要的活動

19. 帶父母參觀你工作的地方

20. 帶父母去旅行或故地重遊

21. 和父母一起鍛煉身體

22. 適當參與父母的活動

23. 陪父母拜訪他們的老朋友

24. 陪父母看一場老電影

寫作練習︰

參考新廿十四孝，我們可

以如何推動「敬老揚孝」

的風氣？



閱讀以「萱草」為題的文學作品

唐‧孟郊〈遊子〉︰
「萱草生堂階，遊子行天涯；慈母倚堂門，不見萱草花。」

元代王冕〈墨萱圖〉上題詩：

「燦燦萱草花，羅生北堂下。南風吹其心，搖搖為誰吐？慈母
倚門情，遊子行路苦。甘旨日以疏，音問日以阻。舉頭望雲林，
愧聽慧鳥語。

萱草生北堂，顏色鮮且好。對之有餘歡，背之那可道？人子孝
順心，豈在榮與槁？昨宵天雨霜，江空歲華老。遊子未能歸，
感慨心如搗。」

• 試記文中的遊子如何藉萱草表達對母親的牽掛？
• 古代遊子在遠行前，為免母親憂心牽掛，會於母親的居所(北堂)庭前種植
萱草，以期花開之日，金黃燦爛的萱草可以代替自己陪伴在母親身邊，緩
解慈母之憂、遊子思親之苦，因此「北堂植萱」引申為母子之情。

閱讀練習(1)



閱讀練習(2)︰莫言母親

1.  在第一段中，作者如何通過聽覺、視覺、嗅覺的描寫，書寫回憶中的母親？你會
如何形容這幅畫面中的母親形象？

• 作者利用聲音、顏色、氣味構成畫面：

 聲音→棒槌敲打野菜發出的聲音。

 顏色→白花盛開的梨樹下、一塊白色的石頭上、綠色的汁液流到地上。

 氣味→空氣中彌漫著野菜汁液苦澀的氣味。

• 通過聽覺、視覺、嗅覺的描寫，組織了回憶中的母親，也構成了一幅婦女辛苦勞動
的畫面。

2.  承上題︰作者說「這是一個有聲音、有顏色、有氣味的畫面，是我人生記憶的起點，也是

我文學道路的起點。」這幅母親敲打野菜的畫面與作者的文學道路有何關係？

作者說他「用耳朵、鼻子、眼睛、身體來把握生活，來感受事物。儲存在我腦海裡的記憶，
都是這樣的有聲音、有顏色、有氣味、有形狀的立體記憶，活生生的綜合性形象。這種感受
生活和記憶事物的方式，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我小說的面貌和特質。」即是其母的記憶影響
了作者小說的面貌，啟蒙了以後紀實和形象化小說的的特質。



3. 莫言的母親如何面對生活的苦樂？反映了她甚麼性格？

• 作者以母親兩個反差，呈現出母親的性格：

苦：愁容滿面的母親、勞作最辛苦的母親，饑餓最嚴重的母親。

樂：嘴裡竟然哼唱著一支小曲、饑腸轆轆、疾病纏身時還能歌唱。

• 作者認為母親「理應一邊捶打野菜一邊哭泣才符合常理，但她不是哭泣
而是歌唱」這裏凸顯了母親樂觀面對苦難和不幸時的勇敢、樂天性格。



4. 呼應前文「5歲的時候，正是中國歷史上一個艱難的歲月」，作者利用艱苦
的年代村裏出現許多女人自殺這個現象，說明人性的脆弱，使作者產生「母
親走上自尋短見的絕路」的擔憂︰試說明其母面對艱難生活時的表現︰

• 情節一：

 作者的脆弱：因不見母親之蹤影而大聲哭起來。

 母親的不滿：認為一個人，尤其是男人不應該隨便哭泣。

• 情節二：

 作者哭泣的原因含糊其詞，不敢向母親直言。

 母親對憂心忡忡的兒子作出莊嚴的承諾。

5. 文中的母親體現了甚麼特質？

• 堅強的母親激勵了作者在苦難中掙扎活下去的勇氣，表現出母親頑強的鬥
志，也包含了對兒子的關愛。



• 文章最後借用以色列重炮轟擊貝魯特後，一個面容憔悴、身上沾滿泥
土的老太太的話語，連結女人、母親、土地、生命等偉大概念，作為
人類歷盡劫難也要活下去的信念。

• 母親→女人→對母性的謳歌

• 女人→民族→在苦難中堅持活下去、民族在苦難中保持尊嚴。



詩中塑造了一個日夜翹首眺望祖國的「中國青年」(遊子)形象，其中哪裡提及
有關「母親」的書寫？

 「當我死時，葬我，在長江與黃河之間」、「安魂曲起自長江，黃河」

→ 兩河是中國的母親河，代表祖國。

「在中國，最美最母親的國度，我便坦然睡去，睡整張大陸」

→詩人將祖國形容為「最美最母親的國度」，而中國大地比作一張「最縱
容最寬闊的床」，希望自己死時能「滿足地睡去」，這實際上是把祖國當作是
人生最終的也是最圓滿的歸宿。

余光中的鄉愁詩抒發了對故土親人的纏綿悱惻，表達對祖國母親的魂牽夢繞，
闡釋儒家思想中「家國同構」：國中有家，家構成國，家國共存，國家一體的
概念。

閱讀練習(3)：余光中〈當我死時〉(1966)



汪曾祺 〈多年父子成兄弟〉(節錄)

作者與父親的相處是怎樣的？作者的父親是個怎樣的人？

父親是個孩子頭：他愛孩子喜歡孩子，愛跟孩子玩。其實這裏面見到一種大
愛心，而且也見到一種對生活的天真熱愛。
文章善於找一些平凡小事寫出「父愛如歌」心聲，流露出可貴的意趣和童真。
所謂「潤物細無聲」 ──父親的人格魅力就在點滴的日常生活之中。

作者的父親如何教育其子？

父親對孩子的寫字練習，任其塗鴉，沒有硬性規定。這就是為子女帶一個方
向，一些啟發，孩子找到自由發展的天地，也摒棄了「直升機家長」的作風，
不會自覺的要孩子「耳提面命」。

為什麼作者說︰「一個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的孩子的父親是愚蠢的」？
你認同這句說話嗎？

文章最後寫兒子長大後，父親對兒子的個性性格更加欣賞。對兒子的處事婚姻
都很尊重。並響亮地說出「理想模式」，我們期待傳承的就是這種欣賞和尊重、
獨立個性的人格追求，和父子關係。



多元評估︰拍短片練習
孝親注目一分鐘

-我的父親母親，其實是一個怎樣的人？

-關注就是關愛

-用拍片的形式看到未曾注意的日常

-日常的取材就是父母的「身教」──做到「孝承」

-為親子之間打開話題



實用文練習︰

請以杏壇中學中國文化推廣會主席陳一鳴身份，為校內中國文化週撰寫
演講辭，宣揚孝道精神的重要，以及推廣「孝親注目一分鐘」這個活動。

資料一︰

陳一鳴同學︰

今年的中國文化週將在2023年5月16日開始。你是中國文化推廣會主席，
請撰寫一篇演講辭，宣揚今年的主題︰孝道精神的重要，以及推廣「孝
親注目一分鐘」這個活動，邀請全校學生參與。

「孝親注目一分鐘」︰以手機拍攝短片的形式，讓同學關注父/母/親人一
分鐘，並向他們學習一件事情。
請舉一些例子並加以說明，幫助同學了解這活動的意義。

沈玲老師
2023年4月28日



• 董啟章 〈悼父〉

從孝親延展到城市情懷︰我們對孕育成長的地方，都有一份情感，
所謂「日久生情」。尋常事物，瑣碎而務實，我們身處其中，有
沒有發現？好好地看見？

• 納蘭性德《浣溪沙．誰念西風獨自涼》
「被酒莫驚春睡重，賭書消得潑茶香，當時只道是尋常。」

延伸主題︰從孝親文化到城市情懷



小思《香港故事》
談到〈市聲〉說家常話、難忘的市聲一去不返，
「香港故事，竟然欠缺真切聲音，倒不如無聲了。」

文字不能代替聲音，卻能造就某種真切的聆聽。

思考︰香港的家常話到底是甚麼？客氣的「唔該」、「唔好意思」？

八達通的嘟嘟聲？在商場外大屏幕播放的流行曲？市聲作為一個城市

的「背景音樂」，很多時直接被生活隱去，卻又潛入我們的潛意識中，

隱隱透露著一個城市的底蘊，營造一種生活氣氛。

寫作評估︰聲音/市聲如何營造一個城市的氣氛？
牽動了甚麼情懷？



 葉靈鳳《香港方物誌》：〈香港的「一歲貨聲」〉

閱讀篇章-市聲書寫1：

閱讀篇章-市聲書寫2：

 張愛玲〈公寓生活記趣〉

閱讀篇章-市聲書寫3：

 陳子謙 《好聲行》：〈沉默的雪糕車〉



現在，重寫「一歲貨聲」，你會
聽見甚麼聲音？

閉上眼睛，我們首先記起的，可
有熟悉的市聲……



我的「時代之物」：__________________

寫作評估-寫作題目：

借物抒情/借物說理

一. 選取一件「時代之物」，以它為題目，書寫一篇不少於600字的文章

。

二. 開首需點出這件「時代之物」的特點，也可點出它與你的關係與你對

它的最初印象。

三. 文中需仔細具象地描寫這件「時代之物」，如它的外觀、功用、人們

與它的關係等⋯⋯

四. 及後需就你對「時代之物」描寫，引伸抽象反思。

五. 最後加入與反思相關的引用／中華文化理念／其他影視或文學文本。

六. 拍攝或尋找一張你所描寫的「時代之物」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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