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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諾守信，不論中外古今，都是一個人珍貴的道德操守，也是人與人

之間群居相處的黏合劑。重承諾、守信義的背後，其實來自一種道德品格 

- 誠信。 

 

誠信，是一個綜合詞。它包括了：人與人之間的誠信，人在面對真理

和真相前的誠信，以及人對自己的誠信。 

 

 

人與人之間的誠信 

 

無論是個人或群體，當雙方在沒有任何被迫或受威脅的情況下就某一

事情達成協議時，大家在道義上以至法律上都有遵守協議內容的誠信責任。

小如兩個人約會的準時，大至婚禮中二人互相承諾的忠實，再大至商務上

的交易，國與國之間的結盟，無不以誠信為基礎。社會上缺乏了誠信，就

會貪污不斷，天下大亂。這種誠信，英語也許可用 trustworthiness來形

容。 

 

 

人在面對真理真相前的誠信 

 

其次是人在真理真相前的誠信。客觀真理是存在的：人人生而平等，

故任何形式的歧視都是不對的；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所以損人利己的事

不應做；地球的資源不是無窮無盡，大地母親的承載力是有限的，她需要

我們的珍惜和尊重…… 然而，這些自明真理（self-evident truth）落

到個人層面時，往往因其成長的背景，社會文化教育的薰陶，以至個人經

歷裡的窒礙和創傷，而有所局限，對同一真理出現不同的詮釋。就個人來

説，大家都是對的，但不全面。此外，對某一件事的發生，其真相如何，

許多時我們都會墮入同一的陷阱，以為自己掌握到的，就是全部的事實。

這個誤區，今天香港的傳媒界，大都不能倖免！所謂客觀如實報導，只不

過是一廂情願的講法。不少報導，是先有立場，然後用報導來配合既定的

立場。在英語中，我想 truthfulness能代表真理真相前的誠信。 

 

 



人對自己的誠信 

 

最後，是人對自己的誠信（faithful to our own self）。中國文化裡

有一個很貼切的字眼：慎獨。當你一個人獨處，沒有人看著你，沒有人會

知道你做什麼，這時，你仍堅守着自己的道德操守，好的正確的照做，不

正確壞的事不做，這就是慎獨。古人常説，舉頭三尺有神明，就算神明不

在，我也如是。這才是君子自處之道。做人最重要的是對得住天地良心，

良心有時會被迷惑甚至會錯判。然而當一個人願意做一個真實的自己，肯

去學習如何做一個真實的自己時，他已經成了君子，雖則過程中仍會有失

誤或跌倒，整個宇宙都會從四方八面來支援他這成為真我的工程！ 

 

 

誠信品格的培養 

 

至此，我們要問，怎樣才能培養出誠信的品格？筆者願意分享幾個很

個人的觀點： 

 

相應於人與人之間的誠信，多學習多提醒自己：心中有自己也要有別

人。任何别人都是一面鏡，一位助你成長成熟的老師。珍惜與你相熟的每

一個人的關係，別掉以輕心；尊重每個陌生人，不要讓他難為情。 

 

在真理及真相面前，學習坦誠分享你自己認為的真理和對事件的理解，

同時虛心聆聽對方陳述他所看到的真理真實。就在這種坦誠分享、虛心聆

聽中，真理和真實就會在你我當中漸漸呈現出來！還記得小時候聽過瞎子

摸象的故事嗎？還有，在報導一些事情時，留意一下自己的潛意識裡是否

已經有了一個好惡的立場或判斷，別給它騙了。最後必須注意的是，無論

是開會討論、分享報導、評核以至閒聊，內容要坦率、態度要溫柔（be frank 

but gentle）。 

 

慎獨的前提是自律。自律是一門頗辛苦的鍛鍊，要從小做起。自律就

是能延遲滿足不逞一時之快。家長是孩子能否學到自律的關鍵。自律是幫

助人自己成為自己的主人，而不是本能的奴隸。好逸惡勞原是人的天性，

沒什麽對與錯，但能管理好自己的作息平衡，即是自律。 

 

培養一個人的誠信品格，路就在此；至於願意起步與否，或堅持下去，

則是每個人自己的造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