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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君之道，在於行仁政與王道。君主是否愛民，施
政是否合乎仁德，基於其動機是否為了「與民同
樂」。若為一己之私行樂，則屬漠視百姓死活之君；
若念民之所需並與眾同樂，則屬仁德之君。
《孟子．梁惠王下》中，曾有「獨樂樂」與「眾樂

樂」的討論。如下：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
「好樂何如？」
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
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
曰：「可得聞與？」
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
曰：「不若與人。」
曰：「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
曰：「不若與眾。」
孟子借題發揮，向宣王詢問有關「好樂」的問題，並認為君主有好樂

之心，便有條件把國家治理得好。孟子談樂，無非為了闡明君主欲得民
心，必須具備「與民同樂」的施政，反之亦然。
後世文人深受孟子思想影響，為官者更無不以「眾樂樂」為治國之理念。
范仲淹《岳陽樓記》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在天下
人還未擔憂前已有所擔憂，在天下人皆快樂後才享受快樂。）與歐陽修《醉
翁亭記》之「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人民只知
道跟從太守遊覽山水的樂趣，卻不知太守是因為見人們之歡樂而感到歡樂。）
兩句傳頌千古的名言，所表達的正是孟子的政治思想。

孟子「眾樂樂」影響後世治國理念

《登樓》，作者杜甫，相信同學對他一點都
不陌生。杜甫，字子美，因詩作過二千首，且
格律嚴謹、縱橫博大、氣質沉鬱，故有「詩
聖」之美譽。杜甫曾言自己：「語不驚人死不
休。」可見他對詩作必須力臻完美的執着，務
求做到每一個字都經過「千錘百煉」。雖然他
與李白並稱「盛唐」代表詩人，然而他除了經
歷唐玄宗的「開元盛世」，更主要的生活和創
作卻都是在「安史之亂」發生前後，面對這樣
巨大的盛衰轉變，他的詩無不透露出對國家、
對百姓的憐憫，亦因為他的作品對那個時代發
生的事有細緻的刻劃，故被當成為「詩史」看
待。
杜甫《登樓》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
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
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
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為梁甫吟。

語譯
花木和高樓相近，在外作客的我，看了這種
景象，不免觸景傷心起來。我在這裡登樓臨
景，正是天下多災多難、萬方擾攘的時候。錦
江滔滔不絕，充滿春色，都從天地當中生出來
的；玉壘山那邊的浮雲，竟變換着古今的時
代。如同北極星辰的大唐朝廷，是永遠都不會
汰換的；西山方面的寇盜，不要來侵犯我們的
邊疆。可憐蜀漢的後主，這樣昏庸無能的人還
有人來祭他的廟，在傍晚時候，且把這篇《梁

父吟》讀一遍吧！

登高臨遠以抒情
「登樓」對古人來說含有許多不同意義。有

言「站得高，看得遠」，古人借登樓、登高以
抒情的作品多不勝數。一般都有思鄉、懷古、
念故人、憂國事等的含義。如柳永《八聲甘
州》：「不忍登高臨遠，望故鄉渺邈，歸思難
收。」、辛棄疾《南鄉子登京口北固亭有
懷》：「何處望神州？滿眼風光北固樓。千古

興亡多少事，悠悠，不盡長江滾滾流。」、李
煜《菩薩蠻》：「高樓誰與上，長記秋晴
望。」等都有藉登樓表達這樣的思想感情。杜
甫《登樓》亦不例外，詩一開首道出「花近高
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當中「客」是
杜甫自稱，「傷心」一詞點出了作者當時的心
情，而緊接着說明其傷心乃因為「萬方多
難」。此種寫法頗與《春望》「感時花濺淚」
相若，用了反襯。雖然繁花滿目，卻叫人更黯
然心傷。接着兩句寫的是眼前景色，把「春」

更細膩地描繪出來。「錦江」、「玉壘」是登
樓所見。登樓得以遠望，見錦江滔滔，像在春
色中從天地洶湧而來；山上的浮雲風雲變幻，
像當時的世道一樣。然後，作者表達了對國家
的肯定，「終不改」可見作者的信心。既然唐
室地位終不會動搖，作者順理成章對侵入的外
族作出警告，勸喻他們莫再相侵，免得徒勞無
功。最後，作者借蜀漢後主劉禪諷喻當朝昏
君，更暗中表達了對後主之賢臣諸葛亮的敬重
之情。詩末提到的《梁甫吟》正是諸葛亮最喜
歡誦讀的詩篇（《三國志》記諸葛亮「好為《梁父
吟》）。這兩句正正為全詩起了總結的作用：登
樓望遠，憑弔古蹟，以表示對時世的慨嘆。
全詩只有八句，然起承轉合一氣呵成。對於

同學們來說，要掌握其眼前景與想像交替、思
路起伏等都有相當難度。現附上概念圖，希望
能為同學們提供更具體的印象。

由2016年開始，文憑試中文科
聆聽與綜合卷將合併，姑勿論此安
排之好壞難易，作為考生只有積極
備戰一途。觀乎考評局的樣本試
卷，筆者有幾點小貼士：
1. 先看題目、關鍵詞，再為資

料分類
聆聽資料只能聽一次，故難點在於兼顧答聆聽題目

和抄錄綜合部分的筆記。故如果順着次序先答聆聽題
目，再做綜合寫作，必定來不及在綜合空白處抄筆
記，或者會遺漏聆聽資料。所以，較理想的做法是先
利用聆聽開始前的時間看畢兩卷題目，對綜合所需的
內容有概念，例如：樣本試卷的綜合部分關鍵字為：
自薦信、中國文化精神、個人能力和推廣活動。那
麼，在聆聽時便要留意相關內容並初步歸類，即資料
屬於以上那一項？於聆聽部分空白位置摘錄，甚至開
始心中構思聆聽資料在信中可以如何運用。
2. 聆聽題目幫助綜合部分
聆聽題目也可幫助同學把握一些與綜合部分有關的

資料，即使問題側重點不同（聆聽較多考問同學對講
者說話語氣、表裡含意的理解），但單從題目字眼也
可估計錄音到那個位置會提及與綜合相關的資料，例
如：樣本試卷聆聽第三、第五、第六題都提及了不少
中國戲曲詩詞作品和問及它們成功之處，若同學能預
先留意到這幾題與綜合的關係，便可特別留神記下相
關細節，早着先機。
3. 花5分鐘整理框架
當聆聽結束，先別急着奮筆疾書。應先用數分鐘，

將散落於聆聽題目四周的筆記加以整理，加上閱讀資
料，在空白梳理出框架，以免遺漏和散亂。
4. 總結：舊酒新瓶
新模式的難度在於兼顧聆聽題目和綜合部分，抄筆

記時間較以往倉促。但是，聆聽的難度有下調，需要
綜合寫作的角色只有一位，免卻混淆身份，資料相對
較清楚。此外，聆聽問題部分與綜合呼應，也可幫助
同學把握錄音內容，即使來不及抄，也有些文字幫助
回憶、給予提示。 ■黃約珊 中文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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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簡介：本書收錄現代漢語實詞（絕大多數是複合詞）3,000
餘條，簡釋其詞義，詳揭其理據。在學習語詞時可了解其來龍去
脈，從而更有印形象，便於學習、記憶和運用。

星期三見報

■資料提供：

老闆亦稱「掌櫃的」，是私營工商業財產
的所有者。

在古代，漢語「百姓」一詞被蒙古語借
用，義為「土房子」，又引申為「店舖」。後
來漢語又把此詞從蒙古語中返借回來，音譯為

「闆生」，簡稱「闆」，仍為「店舖」義，店舖主人自然就是
「老闆」了。又，南宋時杭州印書業最發達，其中「睦親坊陳宅
印本」極佳，其書肆招牌曰「老闆印書」四字，意即用老雕刻版
印的善本。從此「老闆印書」、「陳老闆印書」成為印書界的名
牌。至明代，書商常以翻印「陳老闆書目」作標榜。又，五代十
國時閩國稱大鐵錢五百文為「貫」，宋．洪遵《泉志．五．偽品
下》：「陶嶽《貨泉錄》曰：閩王審知鑄大鐵錢，闊寸餘，甚粗
重，亦以『開元通寶』為文，仍以五百文為貫，俗謂之銠鈑。」
銠鈑後為古大錢的俗稱，亦指「本錢主」。「老闆」為「銠鈑」
的音訛。又，本作「老班」。《正字通》：「凡以物與人，曰
班。」意即以行業組合在一起的許多人，這許多人中的頭目就是
「班主」，後人稱「老班」，再後訛作「老闆」，上世紀五六十
年代簡化為「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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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見報

老闆

■杜甫於安史之亂時為避戰亂而來到成都，有天登上高樓，看到錦江的風景後有感而發，寫了
《登樓》一詩。圖為四川成都錦江現況。 資料圖片

近景：花、錦江、春色、玉疊、登樓
傷心：萬方多難
信心：唐終不改
決心：寇不相侵

遠景：後主廟(旁有諸葛孔明廟)
悲憤：君主昏庸
感慨：欠缺賢臣

《登樓》 杜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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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答案：

1.「獨自一人欣賞音樂感到快樂，與他人一起欣賞音樂感到快樂，
哪樣快樂些？」
2.「和少數人一起欣賞音樂感到快樂，和多數人一起欣賞音樂感到
快樂，哪樣快樂些？」

譯文：
莊暴進見孟子，說：「我被大王召見，大王和我談及愛好音樂之

事，我沒有回應。」
問道：「喜好音樂會怎樣呢？」
孟子說：「大王如果真的非常愛好音樂，那齊國應治理得不

錯！」
幾天後，孟子覲見宣王時說：「大王曾經與莊子談及愛好音樂，

有這回事嗎？」
宣王臉色一變，尷尬地說：「我並非喜好先王清靜典雅的音樂，

只不過喜好當下世俗流行的音樂罷了。」
孟子說：「大王如果非常愛好音樂，那齊國應治理得不錯了！於

此事上，現今的俗樂與古代的雅樂差不多。」
宣王說：「可讓我知道箇中道理嗎？」
孟子說：「獨自一人欣賞音樂感到快樂，與他人一起欣賞音樂感

到快樂，哪樣快樂些？」
宣王說：「獨自快樂不及與他人一起欣賞音樂快樂。」
孟子說：「和少數人一起欣賞音樂感到快樂，和多數人一起欣賞

音樂感到快樂，哪樣快樂些？」
宣王說：「和少數人的快樂不及與多數人一起欣賞音樂快樂。」

試根據文此，把以下文句譯為白話文。(6分)
1. 「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
2.「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

強
化
訓
練

■謝旭博士
作者簡介：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兼任講師，教授中國文化課程。考
評局資深主考員與閱卷員、專欄作家。哲學博士、文學碩士。
PROLOGUE 教育集團教育總監、中國語文科與通識教育科名師。
電郵：Dr.JukTse@gmail.com。

端午節，一般人以為是紀念屈原的節日；然而時
序上，端午先於屈原，競渡早於投江。把屈原之愛
國精神列為首義，實非原意。據云，荊楚湖泊，吳
越沼澤，每到五月，暖氣轉盛，蚊蟲滋生，蛇鼠蠹

興，諸民患之，稱為惡月。端午節就是在這背景下產生的。

節日原意防暑熱
端者，始也；午者，除了解五字外，也可解作時間上分水嶺。如

正午、午夜，午字不就是把早晚分隔嗎？端午，就是時令進入酷熱
的開始。人於是時，須要在意，注重衛生，小心中毒。古人稱五月
為惡月，稱五月孩子為不祥，謂其男害父、女害母，生下來要加以
丟棄。（可是歷史上之孟嘗君正是五月子，足以打破此迷信！）
端午與夏至性質雷同，只是計算方法各異。夏至是日最短夜最長

的日子，日期在西曆6月22日前後，端午節則為方便計，定於每年
五月五日。故兩天一般很接近，以今年為例，端午節在6月21日，
夏至則在6月23日。這些日子，人易中暑中毒，故諸多禁忌，如：
「五月上屋，令人頭禿」。這天只宜沐浴、游龍舟水，因為水可以
消災降溫。

粽子驅毒包藥材
五月節起源很早，最晚不會遲於周代，時人稱「浴蘭節」。《禮

記》：「五月五日蓄蘭為沐浴，可以消災祛（音驅）毒」（蓄解儲
存），《楚辭》：「浴蘭湯兮沐芳。」（湯解熱水，沐芳即把身體
洗得芬芳乾淨）。是日，人以蘭花置於熱水中沐浴，蘭花是當時的
藥用品，故云「消災解毒」。這種習俗，一直沿用至近代。歷代以
來，藥用植物民間用得最多的要數菖蒲和艾草，所謂：「艾旗迎百
福，蒲劍斬千邪」。菖蒲為香草，可驅蟲；艾為草藥，可治病。由

於這兩草可驅毒辟邪，人喜採艾懸於戶上、把菖蒲搗爛入藥，以禳
（音陽，消除）毒氣。至於，吃粽子原來也有這功效，粽子要蒸得
爛熟，以防止食物變壞；上等的粽子，內中包裹着許多中藥，如人
參、銀耳、甘草、珍珠粉等，功能也可祛風治病。

世說新語始紀念神怪小說變傳統
粽子與屈原拉上關係最早見於文字的，是南朝劉義慶 （403－

444） 的《世說新語》：「周時，屈原以忠被讒，見疏（疏遠）於
楚王，投汨羅以死，後人弔之，因以五色絲繫角條（即粽子），於
節日投江以祭之。」稍後的梁朝吳均（469-520）《續齊諧記》說得更神
怪，他說：「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死，楚人哀之，每於此日，以竹
筒貯米，投水祭之（屈原）。漢建武（漢光武帝年號）中，長沙（地名）
歐回（人名），白日忽見一人，自云三閭大夫（屈原），（他）謂回曰：君
嘗見祭，甚善。但常年所遺（投進江中的食物），並為蛟龍所竊（全
給蛟龍吃掉了），今若有惠，可以楝葉（一種樹葉名稱）塞其上，以
五色絲縛之。此二物，蛟龍所憚（驚怕）。回依其言。今作粽，帶五
色絲及楝葉，皆汨羅遺風。」這個把粽子投河祭祀屈原的傳說，距
離屈原之死約七百多年，並不足信；況其所記，荒誕不堪。
現今香港，5月是登革熱病毒高峰期，政府、市民俱要提高警覺加
以防範。最近，中東呼吸綜合症（俗稱新沙士）令人提心吊膽，可
見，端午節的傳統意義並未消失。端午節，除了上述意義外，人還
應自勉掌握生活技能，像生於湖泊的人精於扒舟。此外，也應追求
屈原的高尚人格。如是，端午節的意義就涵蓋身體與精神，完整得
多了。

■圃丁
作者簡介：現職中文教師，大學畢業之後，全程投入教育事業之
中，一晃眼30多年。知命之後，回歸中國文化；躬耕校園一隅，推
廣儒道，自得其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