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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所帶出的是儒家的「中庸之道」，指不偏不倚，折中調和的處事態度。「中

庸之道」能讓事物和諧發展，使天地萬物各得其所，繁榮興旺。 

 

從生活的現象去看，是我們對每件事有「度」的把握，不能太操之過急。例

如在某些人際關係中，我們不能太近也不能太遠，保持一定距離就是最好的。 

 

首先，在父母與子女的相處中，父母和子女都應注意適當的距離。親子之間

若果太遠，就會令彼此冷漠疏離，不能營造溫暖有愛的家庭氛圍。長此下去，有

損害發展良好及健全的親子關係。而親子之間關係太近，不但不能增進感情，更

或會適得其反。例如當今社會中的「直升機家長」，他們過分關注，圍繞在子女

四周，當子女遇到困難就立即替子女解決。父母這樣過分關心子女，可能令子女

失去自理能力，在成長路上阻滯不前，無法進步。所以，就父母而言，父母需給

予子女私人空間，在適當時候伸出援手；就子女而言，子女也不能過分依賴父母，

懂得自己面對生活的難題。 

 

然後，我們和一般朋友也需遵循中庸之道發展。與朋友的關係太遠，即不能

保持基本的感情；關係太遠，當自己遇到困難朋友有可能不樂意幫忙，甚至彼此

間缺乏問候和關心。而朋友之間不夠相知了解，一旦想拉近彼此關係時就可能觸

碰他人底線，令對方難以接受，以至發生不可逆轉的後果。最好就是彼此維持一

定距離，朋友之間懂得尊重，毋須過分去揣測和了解朋友的私隱亦不能夠太過急

切增進與朋友的感情，需逐漸發展。 

 

最後，在不同政治團體這一範疇中，如果社團之間的關係太遠，就容易產生

溝通不足的問題，導致雙方不能換位思考對方的政治立場，容易引發矛盾和衝突，

有損社會的穩定及和諧。另一方面，社團之間關係太近，太過頻密的交流可能引

致社團有利益掛鉤關係，甚至改變經營方式，難以向公眾展示公開透明的信息，

或會損害大眾利益。所以社團之間需保持良好、定期的溝通和適當的合作，促進

社會進步，不做越界的行為。 

 

總括而言，中庸之道確是維持良好的人際關係的不二法門。透過中庸之道人

際關係可更和諧發展，衝突也會相應減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