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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的座右銘 

在年紀很小的時候，筆者讀過孟子在《孟

子． 盡心下》的這段話：「盡信書，則不如

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武成

」是《尚書》的一篇，這篇文章記載了周武王

在牧野之戰中戰勝商紂王的過程及其後的一些

事跡。孟子清楚地指出：如果完全相信《尚書

》中的記載，那麼倒不如沒有這本書。他說自

己只取《武成》其中二三個策略而已，這反映了孟子對資訊採取批判性的態度。從很早開

始，「盡信書不如無書」已經成為了自己一生的座右銘。 

 

華盛頓共識與光榮孤立 

現在書籍已經再不是主要資訊來源，這句話也可以延伸為「盡信互聯網不如無互聯網

」、「盡信社群媒體，則不如無社群媒體」。舉例說，某位在YouTube 每天都出片的網紅

，有時候在評論歷史、時事的時候呈現了資訊不正確的「硬傷」。請讀者不要誤會，我絕

對沒有意思去通過批評網紅來抬舉自己，所以，在這裏我索性不提名字。其實，我是帶着

諒解的態度去說這番話的。當網紅每天都要出片的時候，這情況就好像從前專欄作家每天

都要在一份、甚至幾份報章發表文章，在極短時間內預備資料和查證，這當然是非常有挑

戰性，況且，演說不同寫文章，出現口誤是在所難免的。但無論如何，有些錯誤的資訊是

仍然需要指出來的。 

這位網紅先後在兩個節目中指出美國在二次大戰之後提倡「華盛頓共識」，其實，這

個名詞是在1989年由經濟學家約翰‧威廉森 （John Williamson）提出來的，這些強調市場

經濟的改革主要是為了應對拉丁美洲的經濟動盪和債務危機，這些政策都是通過國際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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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美國財政部等機構的配合而施行。後來華盛頓共識與私有化和減少

政府對國家經濟控制的政策聯繫在一起，特別是針對在1990 年代前共產主義國家向市場

經濟轉型。 

這位網紅又提及美國在二次大戰之前奉行「光榮孤立」，事實上，「光榮孤立」是指

十九世紀末英國的外交政策，當時英國是海上霸王，再加上英國是島國，海洋成為了天然

屏障，故此英國認為自身沒有必要和任何歐陸國家建成永久的軍事同盟，英國亦不願意介

入歐陸事務，「光榮孤立」與美國沒有關係。 

在另外一個節目中，他說美國記者斯諾撰寫了一篇文章，名為〈紅星照耀中國〉， 

其實這是一本書。他又說斯諾在1971年重返中國訪問，其實是1970年。我並不是吹毛求疵

，不過，我自己身為研究人員，我對許多細節的準確性都有要求。 

 

追求思想穩妥是自然傾向 

儘管社群媒體資訊的可靠性並不高，然而，根據 Statistia 的統計數字，社群媒體現已

成為全球最普遍採用的新聞來源之一，其普及程度已經超過了廣播、印刷新聞出版物、部

落格和口碑。2020 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在印度，超過80% 的16 歲至70 歲受訪者將社群網

路作為主要新聞管道，阿根廷和澳洲的比例則接近60%，巴西的比例甚至高達71 %。此外

，2022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項調查發現，美國三十歲以下的成年人信任傳統新聞媒體和信

任社群媒體資訊的程度幾乎是等量齊觀。 

身為教育工作者，這情況是令人擔憂和沮喪的。一般來說，大學教授都要求學生在功

課或者論文裏面加入注釋或者參考書目，而且不會容許學生將網站或其他非學術性資料放

入參考書目裏面，這種訓練之目的是希望學生能夠分辨出資訊的質素，培養出下判斷時要

有根有據的精神。無奈，離開課堂之後，一切都打回原形。 

不過，再一次，我是以諒解的態度去說出這番話的，因為這就是人性的自然傾向。現

在人們對社交媒體趨之若鶩，甚至以網紅為偶像，但這情況在社交媒體興起之前亦發生過

，例如中國大陸曾經出現了一批紅透半邊天的學術明星，包括了于丹、余秋雨、易中天，

即使他們的著作充滿錯漏，但很多粉絲對他們的說話仍然深信不疑。 

然而，我無意以高人一等的態度去審視這現象，在文章開首我提過自己以「盡信書不

如無書」為座右銘，但曾幾何時，我亦因著尋求思想上的穩妥、心靈上的安舒而削減了批

判性思維。筆者在香港信主，那時候香港有幾位結合學術與信仰的著名講員，其中一位鼓

吹中國哲學與基督教信仰的匯通與轉化，另一位則強調科學與信仰不單止沒有衝突，而且

現代科學印證了聖經。當我聽見這些話出自基督徒知識分子的口時，這彷彿是獲得了定心

丸。不過，後來自己的知識逐漸增加，便知道這只是泡沫。無論是網紅、學術明星、基督



教名講員……，都能夠扮演著定海神針的角色，但這種追求安心的天然傾向，卻可能是令

自己墮入思想峽谷的陷阱。 

當然還有其他原因，令人們喜歡和信任社群媒體、網紅，但在這篇短文中我只能夠抓

住一個重點去討論，請讀者容讓我掛一漏萬。最後，請你不要盡信我在文章中的每一句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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