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人骨肉之間最忌諱的是存有偏心和私心。昔日之舜帝，上

有頑父囂母，下有驕傲的弟弟，而且存心不良，屢次意圖加害

舜；但舜都能以至誠愛心來修養自身，孝順且和睦，終於改變了

一切，讓父、母親和弟弟由原本不喜歡他進而接納、和平相處。

而後，舜又受堯帝的禪（讓）位，即位為天子，這也說明了舜帝

能以家和為貴，德行高尚，成為一國之君。

《大學》曰：「……之其所賤惡而辟焉。」賤，是指低賤，

如職業、學歷、才能以及社會地位……等等較為低下或不如人；

家庭成員中如有這方面的情形，就容易產生嫌惡之心了，亦往往

會導致家庭中的不幸。

在此舉一真實的事例，是發生在二次大戰前之上海。有位老

人家住於滬西（上海西邊，今之浦西）某處，膝下生有一子，父

子相依為命。雖家無恆產，然而老人卻懂得「養不教，父之過」

之道理，於是含辛茹苦，儘可能將在洋行上班的收入所得供給這

位獨子求學上進，以為日後「積穀防飢，養子防老」的打算。

而孩子不負父望，不但很孝順，也很用心讀書，幾年下來，

終於獲得大學文憑。這在當時那個文盲充斥、教育程度普遍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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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代，已算是鳳毛麟角了，因此鄰居街坊皆對父子倆既稱讚又

羨慕。老人家靠著十多年來儉省的積蓄，也擁有了一棟兩層樓的

小洋房。

不久兒子就娶得了一位如花似玉的媳婦，更使老人家喜不自

勝，認為果然是「皇天不負苦心人」，自己的辛勞沒有白費。媳

婦過門後，老人家仍每日穿著整齊，腋下挾著皮包，早出晚歸。

一家三口也過著快樂的生活。

在偶然中，老人「上班」時被媳婦的表妹認出來，戳破了一

個大祕密。原來老人家十多年來所謂的「在洋行上班」，竟然是

每天從滬西的徐家匯搭電車去上海北邊鬧區跪地行乞的生涯！這

下子家中因此起了勃谿。年輕的媳婦無法諒解公公維生的方式，

在嫌惡的心態下，不顧公公和丈夫說破了嘴、磕破了頭，仍斷然

離婚而去。

其實老人家會選擇行乞為業，應該有其原因。媳婦若能稍加

了解並規劃全家人未來回報社會的做法，事情可能就比較圓滿。

可見賤惡之心會造成偏見，蒙蔽人的理智與包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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