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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童話故事裡，雖有邪惡奸人，如《仙履奇緣》的後
母，《紅帽子》的矮子靈精等，但故事內容單純，宣揚善有
善報，惡有惡報，世界始終美好。現代童話為了配合時代，
加插殘酷情節和廝殺內容，激發了家長們的強烈反對。如何
利用童話去引導孩子成長，最近成為西方熱門爭論話題。
事緣於一本名為《兔子共和國》(Watership Down)的童話

書，此書於一九七二年在英國出版，作者阿當斯(Richard
Adams)原職公務員，因不滿上世紀六十年代的社會動亂和
人心頹廢，決定寫書去描述自己心目中的烏托邦。《兔》內
容講述：預言家兔子小多子察覺兔窩危機四伏，兔群生命不
保，牠勸喻兔領袖榛子帶領兔群遷徙，另尋安樂居。牠們經
歷重重難關，來到一處豐饒兔場，食物源源不絕，環境溫暖
安全，兔群希望安頓下來。後來，衝鋒兔長毛不慎掉進陷
阱，小多子立刻警覺到此地仍不宜久留，兔群再度逃亡。途
中，兔子與兇惡的鷹群和狼狗搏鬥，曾一度落入人類手中，
牠們為了掙扎求存，更自相殘殺。
《兔》書初版時，僅賣出二千五百本。後來該書獲得卡內

基文學獎，被《紐約時報》選為全球七本最具意義書本之
一，如今更成為經典奇幻著作，作者阿當斯一舉成名。不
過，很少讀者會將《兔》視作真正的童話故事；他們認為書
中所描繪的是成人世界，和奧威爾的《動物莊園》一樣，假
借動物作寓言，將兔子擬人化。一九七八年英國將《兔》書
改編成虛幻動畫片《海底沉舟》上映，好評如潮。今年復活
節，英國電視第五台為慶祝節日，將電影重播，卻遭到家長
和網民猛烈抨擊，譴責影片內容殘酷，鏡頭血腥，令小孩留
下心理陰影。BBC（英國廣播公司）為平息民怨，答應重製
此片，將劇情改編成四集放映，保留原著中所反映的黑暗

面，但會減少兇殘鏡頭和驚嚇場面。
BBC重拍《兔》片消息一公佈，惹來更多爭議。有媒體

認為，為什麼現代兒童的心靈如此脆弱，不堪一擊？因為，
一九七八年的電影是完全按照該書的內容攝製，當年的兒童
觀眾一樣可以承受恐慌；今日的兒童卻生活在溫室裡，受到
過度保護。《衛報》署名文章說，當日電影放映時，她還年
小，被主題曲《Bright Eyes》（Art Garfunkel主唱）深深打
動，但電影鏡頭的確令她不寒而慄。雖然如此，她認為兒童
的成長過程中，應該最少看一次恐怖電影或電視，令他們留
下災難性的記憶，有助他們將來面對逆境。文章認為，生命
與死亡，是人生必經的循環現象，無須加以美化，讓小孩認
識死亡的殘酷，並非壞事。
《每日電訊報》的署名文章則持不同見解。文章說，人們

一直以為，驚險恐怖故事可以培養小孩子堅強性格；事實
上，只會令孩子哭鬧和發惡夢。文章認為，孩子有無限的想
像力，他們用不着恐嚇，只需要循循善誘。作者介紹德國家
喻戶曉的經典兒童繪本《蓬頭彼得》(Struwwelpeter，一八
九九年出版），內容極具趣味性和教育性，通過一些滑稽故
事，就可以改掉孩子的壞習慣，教導他們愛清潔、吃飯安
靜、不玩火、做事專注和懂禮貌。可惜作者忘記了，一百多
年前的《蓬》故事，還會被今天的兒童認同嗎？時代進步
了，別小看他們的判斷能力啊！

新華社綜合報道 隨着現代網絡日益普及，中
國近年催生出一批新詞和流行語。不久前，中國
教育部和國家語委發佈了《中國語言生活狀況報
告》，盤點了2015年的熱詞和流行語，中國傳媒
大學教授侯敏說 :「這些詞中有些可能轉瞬即
逝，有些則會一直保留在我們的語言中。」在侯
敏看來，新詞分為幾類，其中較重要的一類是一
年中出現的新事物、現象、觀念、認識和科技成
果，比如有效保持和利用水資源的「海綿城
市」、伴隨微信出現的「點讚」等。第二類是隨
着一些詞語的語義磨損出現的替代詞，比如當人
們覺得說「很好」已不足以形成巨大衝擊力時，
會改說「巨好」、「超好」等。第三類是網上出
現的減縮造詞，例如前些年人們用得很多的「人
艱不拆」及「城會玩」等。侯敏認為語言變化的
一個原則就是省力、經濟，當一個長的詞語用多
了往往會簡化。
一些流行語甚至走進了漢字教育讀本《新華字

典》，在第十一版中出現了「晒」和「奴」等字
在網絡上的用法，例如「晒」的解釋是展示，多
指在網絡上公開透露自己的信息。去年有媒體的
一個問卷調查顯示，1,601名受訪者中超過六成認
為當下網絡流行語入侵漢語現象嚴重，近五成受
訪者擔心入侵現象會污染漢語。很多人認為應加
強傳統文化方面的引導，而出版社和電視台都有
相應的對策。語文出版社近期宣佈對中小學語文
教科書做了修訂，新的小學課本中關於傳統文化
的內容增加到三成，初中課本中增加到了四成。
而電視播出的各種傳統語言類的節目，比如中國
詩詞大會，也提升了全社會學習、了解傳統文化
的興趣。侯敏表示在沒有電視和手機的古代，很
多人把語言的錘煉當成一大樂事，他們對文字很
敬畏，但現在很多人失去了這種敬畏。
台灣知名作詞人方文山則表示網絡用語並不能

取代傳統的漢語，因此不會對歌詞、文學創作產
生太大影響，他更認為未來簡繁體漢字將會逐漸

磨合。他說 :「漢字有幾千年的造字歷
史，文字的均勻、對稱和美感已經確定，
如果簡化太多，從設計、構圖的角度來
說，會失去平衡和美感；而從書寫角度來
說，有些筆畫太多的複雜漢字也可以做簡
化處理。」方文山更指台灣和香港使用繁
體字，大陸使用簡體字，大部分的字互相
都可以讀懂，只是書寫起來比較困難。對
於簡繁體字未來的發展，他希望可以走
「中間路線」，出現「調和」。這種「調
和」的現象便體現在一班試圖把傳統文化
與流行語進行結合的年輕人身上。

潮語減縮造詞「慳力」
溫室裡的兒童

文：余綺平

在北島眼裡，「童心」的有與無，多與少，跟個人
年齡的大小並不存在必然聯繫，他認為，若是遺

失童心，即便小小年紀亦有可能早衰，某些高齡長者
假如能保持童心，即便已逾耄耋之年卻依舊天真未
褪、初心不改。北島強調的童心，不是單純的幼稚與
孩子氣，那是尚未被條條框框束縛，敢於顛覆規矩的
勇氣；是面對世界所提出的無盡追問，是好奇心與同
情心，也是教育應環繞的核心。

教育上的流水線
2007年起，北島結束了近20年漂泊歐美的生活，定
居香港，成為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教授。在接近十年
的詩歌及散文創作教學中，對北島而言有個十分重要
的時間節點。那是2012年1月7日的下午，作為第八
屆國際研究生「當代中國」研討班閉幕式主講人，北
島向即將畢業的百餘位文科研究生及博士生發問，他
想知道眼下文科世界中的天之驕子中，到底多少人維
繫着讀詩的習慣。望着三四隻緩緩舉起的手，北島表
示自己受到了刺激，以至於4年後仍記得當晚所經歷的
心臟不適，並帶着開玩笑的語氣說道：「後來我中風
可能就和這件事有關。」
「那些孩子馬上就要拿到博士學位了，都是很驕傲
的，但文科博士生連詩歌都不懂，真的讓我很吃驚。
低於百分之五的人讀詩，如果再篩一篩的話，他們的
詩歌知識可能近乎零。這個過程中，他們焦慮不安，
四顧茫然，甚至向主講人提出盲目的挑戰。」由於教
書的緣故，這些年北島與年輕人接觸的機會很多，
2012年閉幕式上的提問，再結合日常的觀察，令北島
分外擔憂，他說：「如果大學變成了流水線，那麼操
縱它的就是電腦程式、遙控器和機械手，生產工具的
背後恐怕是工人、技術員、車間主任、廠長、總經
理、董事長。而經流水線脫模而成的學生，離開校園
後所要走的將是早已被注定的一生。儘管流水線看起

來安全可靠，卻要以放棄創造性和想像力為代
價。」教育權利鏈條趨向官僚化、企業化和冷漠化
是北島最不願見到的。他指出，由工具理性所主導
的文科教育往往需付出藝術靈魂、好奇心、創造
力、想像力，乃至自我表達的能力，而它們卻正好
都是北島心目中最寶貴的童心。
2012年中風後，北島的寫作一度陷入停滯，可是

為了給下一代留下思想、文學、文明的火種，他在隨
後三年間親自甄選出101首風格各異的新詩，收錄在
《給孩子的詩》中。其中包含31首中文詩及70首外文
詩，涉及阿拉伯語、希伯來語、丹麥語等近二十個外
文語種，旨在跨越語言邊界為讀者開拓世界文化視
野。儘管詩選取名為《給孩子的詩》，但北島盼能有
更多年輕人能讀上一讀，他也曾嘗試以此書作為詩歌
創作課的臨時教材，「實驗表明」這本詩集不但適用
於孩子，亦適合入門級詩歌愛好者。正如上文所言，
所謂的「孩子」不過是童心的懷抱者，與年紀無關。
除了《給孩子的詩》外，北島亦計劃在三五年內推動
出版給孩子的系列叢書，包括《給孩子的書信》、
《給孩子的古典樂》、《給孩子的古文》、《給孩子
的演講》等。
在研討會上，香港知名詩人吳美筠亦分享了一個自
己與女兒之間的小故事，並提出心中的疑問：「因為
我的女兒對詩有興趣，想讀詩，所以我既給她看過一
些我寫的詩，也有一些她在學校沒接觸過的香港詩人
的新詩。」某次老師佈置作業，吳美筠家的小姑娘為
了保證作品的原創性，故意不向母親討教，完成創作
後直接交了功課。結果作業不及格，她氣鼓鼓地找媽
媽評理。吳美筠把學校的評分標準仔細研究一番後發
現：「其實她寫的內容應該不至於不及格，但這份作
業和作文一樣，老師依據結構、修辭、錯別字和標點
符號四個方向去評分。可能因為女兒一個標點符號都
沒有寫，所以才不及格吧。」小女孩埋怨媽媽所推薦

的詩也全都沒
有標點。因此
吳美筠不禁要
問：「每個年代都有不少
專家和前輩，為下一代編寫
讀物，但孩子們始終要經老師學校的調整，我想問問
北島老師，『您會不會編寫一本《給老師的
詩》？』」
北島認真答道：「詩歌不落標點是為了留下足夠的

空白。跟作文與散文大不相同，詩歌是跳躍性的，場
景不斷轉換。而這個故事實質上所反映的就是流水線
的問題。孩子們實際上沒有真正的創作自由，遵守規
範受到嘉獎，反之則受到懲罰，他們都被『修理』後
逐漸變成『正常』的人。孩子的想像力往往比成人豐
富得多，對於初雪與花瓣，早春和微風，細沙以及風
暴，每個孩子的感受都是獨特的。就像指紋一樣不可
重複，這一切就是詩意，而詩歌則再添加了文字與音
樂性等因素。我們要做的就是讓他們用天生的直覺和
悟性去開啟詩歌之門，鼓勵他們隨便寫，再提出一些
意見。」

「抄書」訓練手眼同步
與北島所談及的嚴肅話題相比，駱以軍天馬行空的

發言，用實際行動展現了何謂童心。他沒有提綱，沒
有講稿，像個說書人，由「夢裡不知身是客」的主題

出發侃侃而談，一口氣連講了三個故事，三個故事都
亦真亦假帶有魔幻現實主義色彩。同樣來自台灣的作
家紀大偉請駱以軍聊聊如何寫作，並讓他為愛好寫作
的年輕人提些基本的建議。駱以軍笑言建議就是「抄
書」。
內地有個知識型的脫口秀名為「邏輯思維」，駱以

軍發現其主講人羅振宇提出了一個有趣的觀點，即全
世界正在經歷一場大遷徙，人類集體從現實空間轉移
到虛擬的網絡世界中去。連從二十歲開始就保持着高
密度的閱讀習慣的駱以軍都感到，近四五年自己有一
部分跑到網絡社區中去，再也回不來了。而年輕人在
「滑手機」的時候，形成了與「老一輩」完全不同的
閱讀習慣。駱以軍笑言：「我們年輕時，看書是有門
檻的，大量的書需要花相對長的時間去慢慢研讀和翻
譯其中的內容。可現在Facebook的文字段落只要稍長
一點，讀者不是看了不認可，而是直接跳過。如今的
年輕人閱讀量只有清代的皇帝能比，每天都在批奏
摺，世界對他們的侵入感，可想而知有多強。」
「我的青春期也看不進去書，屁股是尖的，沒辦法
集中注意力。唸大學，看着看着書會直接睡着，但寫
作這件事和打拳、舞蹈是有相似之處的，除了腦子在
動，手也得動。我後來就發現『抄書』的過程中，眼
睛可以放慢速度去解讀字串，手上的肌肉也同時運
動。後來我腦袋想到什麼，手就可以直接寫出來。」
所以駱以軍的建議就是，不如現在就拿起一本卡夫
卡、福克納或馬爾克斯的小說開始邊抄邊讀。而北島
也有着和駱以軍相似的抄寫經歷，他憶述：「上世紀
70年代所流傳的地下文學，在每人手裡最多停留三兩
天，為了把重要的句子記下來，我當時抄了十幾個大
本子，現在想來，與之後變成作家還是很有關係。」

北島北島 駱以軍駱以軍
童心喚文學童心喚文學
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日前主辦的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日前主辦的「「文學創作教學研討會文學創作教學研討會」」

上上 ，，當代詩人北島以當代詩人北島以「「童心的意義童心的意義」」為題為題，，講述了講述了「「童心童心」」之於創作和教之於創作和教

育的重要意義育的重要意義；；而台灣小說家駱以軍則坦言動手而台灣小說家駱以軍則坦言動手「「抄書抄書」」乃其二十年來培乃其二十年來培

養自身閱讀寫作習慣的養自身閱讀寫作習慣的「「私人秘籍私人秘籍」。」。 文文、、攝攝：：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趙僖趙僖

■■兔子共和國裡危機四伏兔子共和國裡危機四伏。。

■■《《新華字典新華字典》》出現了出現了「「晒晒」」等流行語等流行語。。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駱以軍
■■眾嘉賓出席眾嘉賓出席「「文學創作教學研討會文學創作教學研討會」。」。

■北島

■北島親自甄選出101首
風格各異的新詩收錄在
《給孩子的詩》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