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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大家都對圖中的景象不陌生，從各個社交媒體都能看到這類影片，不過是由那位男士手機

的角度拍攝，所見所聞，絕非事實全貌。 

     隨著串流影音平台的興起，如內地的抖音，到美國的 youtube，最近越來越多網紅誕生，甚至

有些一夜爆紅的素人。早在五年前，中國就曾經有名女途人因她給路邊乞丐買飯而被其他人拍到並

上傳到抖音，幾日內影片傳遍中國，人人皆稱之為仙女下凡，感嘆這樣好心腸的女孩已經幾乎絕跡

了。該女隨即爆紅，並獲各大品牌誠邀宣傳他們的產品以示自己是良心企業。由這件事以後，國內

國外的人都紛紛仿傚，再有意無意地讓自己的舉止被放上網，博取他人的眼球及關注。顯而易見，

這些有心之徒並不是真心想幫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只是為了他人的嘉許和表揚，想藉此像那位女士

般成名。所謂「惻隱之心，人皆有之」，那麼「赤子之心」呢？在這阿諛奉承、趨炎附勢的世代，

恐怕真的所剩無幾了。 

     真心，就是真誠的、誠懇的心志。如諸葛亮對劉禪、劉備的忠志，可惜終其一生為後漢奔波勞

碌，換來的只有劉後主一生的不信任，到孔明臨死的一刻，也忌諱其家族對皇位有所覬覦。以誠待



人是人與人之間最重要的元素？小時候，學校和父母總教我們要誠實，要以真心待人，可是隨年漸

長，大家都逐漸意識到適當的「假意」才是生存之道。 

     假意，是個有貶義的名詞。謊言，是假意的其中一種表現。「白色謊言」——謊言加上修飾，

美其名後就是一個正當的行為。所有東西只要加上一點「言語偽術」，都能被合理化。將漢堡包一

樣分拆開來，就是健康的食物。以情侶間的關係分析假意到底是好，抑或是壞？「寶貝，我和你娘

親跌進水中你會救誰？」這看似是疑問句，實質是設問句。「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傻子都知

道答錯的下場。愛情，其實不過是場哄哄騙騙的遊戲，回到友情，甚至親情，無庸置疑，大家都明

白忠言逆耳，受到追捧的，始終是虛情假意。 

     近年，香港被揭發一單「助養高層」的新聞。一家國際知名的助養兒童協會被助養人發現助養

超過十載的兒童在社交媒體上發佈嫖賭飲吹的照片，生活比事主還精彩，再三追查下才驚覺自己十

多年來一直在為管理層支薪，而非支援有需要的兒童，真心換來假意，相信事主必定徹底心碎。到

底社會上為什麼愈常出現這些披著羊皮的狼？到少之又少，還未被豺狼叼去赤子之心的純情小綿羊

認出這些狼時，就已經不再信任真心的存在了。 

     「你心換我心」，原來不是「始知相憶深」，反而是「抑」，各自內心都有著抑制的「真

心」，只是為求存，為彼此著想，才藏起最真摯的一句話。 

      大家心裏其實都早已為別人的行為定分。各大企業如百佳、惠康都不時為貧苦人士送出贈

劵，眾人心裏都有他們是為企業形象而「做騷」的想法，質疑他們的慈善工作，但又認為這些「假

意」是必須的。就是這世風日下的現象，人們一舉一動，都被人懷疑，認為行動的背後必定有為自

己利益的追求，才令更多小綿羊因怕被世俗仇視，選擇跟隨大眾，寧願背棄自己的真心，使其成為

更被廣泛認同的假意。 



      再次看看圖中的老伯，其實他的嘴角亦微微上傾，還是享受著小伙假意的真金。再查閱你手

機的那段影片的按讚數、評論區，原來這種假意都被大眾接受，形成三贏局面。在這偌大的網絡世

界，這樣大家都知道是裝模作樣的事蹟每天數以百計，還未被淘洗淨盡就是歸功於繼續接受的我

們。 

      在廿一世紀，「真心」與「假意」似乎有了新的定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