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偶然見有個叫《原來是這樣》的節目
說，「作家」一詞在古代是貶義詞。根據
之一是《晉書．食貨志》說：「桓帝不能
作家，曾無積蓄。」這個「作家」明顯不
是那個「作家」。晉習鑿齒《襄陽記》說
諸葛亮：「嘗自校簿書，（楊）顒直入諫
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
公以作家譬之。』」二者說的都是指日常
居家生活，和《警世通言．桂員外途窮懺
悔》說的：「他自不會作家，把個大家事
費盡了，卻來這裡打秋風！」一樣。「不
能作家」，是不會過日子的意思；而楊顒
的比方是說諸葛亮管得太多了，日常居
家，家長尚且不能什麼都自己去做。
說「作家」一詞在古代是貶義詞的根據

之二是，《太平廣記》載：「唐宰相王璵
好與人作碑誌，有送潤毫（酬金）者，誤
叩右丞王維門，維曰：『大作家在那
邊。』」二王是鄰居，王璵多為別人寫墓
誌碑文。那時候寫墓誌很能掙錢，尤其是
名人、高官的手筆，所以求他寫墓誌的趨
之若鶩。論名氣王維不下於王璵，但他不
屑於王璵那樣的為掙兩錢而作「諛墓」
文，所以很看不起王璵。不過「大作」，
似乎是相對於工匠的「小作」而言的。
《逸周書》說：「汝無以小謀敗大作。」
孔晁註釋說：「大作，大事也。」孔穎達
也說：「大作，謂興作大事也。」當時很
多人正是以墓誌為大事的。所以「大作
家」不是指幫人辦大事的人家，所以他才
指示說：「在那邊。」當時還沒有稱文人
為作家的。
作，有創作、勞作之別。東漢的王充
說：「《五經》之興，可謂作矣。太史公
《書》、劉子政《序》、班叔皮《傳》，
可謂述矣。」他說的是，司馬遷的《史
記》、劉向的《新序》、班彪的《史記後
傳》，都不是「作」，只是「述」。連孔
子都說自己是「信而好古，述而不作。」
王充解釋說：「造端更為，前始未有，若
倉頡作書，奚仲作車是也。《易》言伏羲
作八卦，前是未有八卦，伏羲造之，故曰
作也。」前所未有的發明創造，像倉頡作
書，伏羲作卦那樣，才是「作」。沒有原
創，只是把前人傳下來的東西經過整理來
說事，只是「述」，不得為「作」。《資
治通鑒》說戰國時，「魏安厘王問天下之
高士於子順，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

可以為次，其魯仲連乎！』。王曰：『魯
仲連強作之者，非體自然也。』子順曰：
『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
不變，習與體成。』」魯仲連在安厘王眼
中是獨特而不可理解的人，而子順卻說誰
都想有個性，但只有在德行上堅持不懈的
人才能成與眾不同的君子，而魯仲連的特
立獨行已經習慣成自然。
按照今天的說法，王充的《論衡》無
疑是一部出色的作品，但他自己卻說：
「今《論衡》就世俗之書，訂其真偽，
辯其實虛，非造始更為，無本於前
也。」因為不是造始更為，所以不敢稱
作，也不敢稱述，只是編者而已。他繼
續說：「儒生就先師之說，詰而難之；
文吏就獄之事，覆而考之，謂《論衡》
為作，儒生、文吏謂作乎？」硬要把自
己的《論衡》稱為作，豈不是儒生、文
吏都想稱自己是作了嗎？「作者」、
「作家」之稱，談何容易！
禪宗以大有機用者為作家，《碧巖錄》
中有「趙州是作家」、「作家宗師」。比
如他們有棒喝之法，參不透真諦者往往要
挨師傅的棒打，可是《景德傳燈錄．普岸
禪師》的故事，平常都是師傅打參拜者，
這回卻是「僧卻打師一拄杖。師曰：『作
家！』」 禪師挨了打，居然反而稱參拜者
為「作家」，是因為對方已經參破佛性遍
在的真諦，而且表達的方式出人意外。普
岸禪師多處談到作家，有個叫義玄的禪師
來訪，普岸禪師問他：「近離甚處？」聽
說是從江西黃檗來。他就說：「情知你見
作家來。」義玄禪師回答：「特來禮拜和
尚。」普岸禪師也不客氣，說：「已相見
了也。」彼此彼此，心照不宣。蘇東坡在
《水六法像贊》中說：「是真作家，當獅
子吼。」沒有一點振聾發聵的功力，是難
以稱真作家的。
如今，「作家」一詞已經不同於古代，
但凡發表過一些文章的人，往往被冠之
「作家」的頭銜，謙虛一點的也為「作
者」，這也無需苛責。但個性化的思想與
藝術的堅持與突破，仍然是一個優秀作家
的追求，只是寫些花拳繡腿的東西糊弄
人，或者寫些老生常談的文字度日，既無
思想，又不傳播什麼知識，還要稱「作
家」，那麼「作家」恐怕就真的要成為貶
義詞了。

立秋當日，筆者走進鄭州航海東路花木葱蘢的
「專家公寓」小區，登上一幢複式樓宇，頓時雙眸
一亮：窗明几淨的廳堂清淨雅致，一幅古賢畫像懸
掛牆上，櫥窗擺滿各種經史子集，「列子教育」四
個褐色隸書凸顯古風——這裡便是新成立的鄭州列
子書院。
年富力強的吳建增院長迎上前來，他開門見山

道，書院是中國特有教育形式，始創於唐、興盛於
宋、完善於明。公元724年，唐玄宗在洛陽建的
「麗正書院」是最早的官辦書院，主要任務是搜
書、校書、藏書。爾後各類民間書院雨後春筍般興
起。「歷史上我國有書院7,000多所，咱河南就有
2,000 多所，古代著名的四大書院河南就佔兩
所——即商丘的應天書院和登封的嵩陽書院，書院
文化的根就在河南。」
「你怎麼想起創辦列子書院的？」我問吳院長。
「列子是鄭州一張閃光的名片，作為偉大的哲學

家、思想家、文學家和道家領袖，他對華夏文化功
不可沒，其作品萬世流芳。」吳說：「在文化強
市、文化強國的今天，傳承弘揚列子文化的意義不
言而喻，有鑒於此，我與一幫列子文化傳人經過反
覆探討論證，發起並經上級審批核准，成立了鄭州
列子書院。」
我見廳堂中央掛有一面投影屏幕，兩旁楹聯曰

「列子揚道傳承文脈，築基教育塑能創才」，右邊
還掛有近期的教程提綱：「心境篇、喚靈篇、養性
篇、壓控篇、幻形篇、馭情篇、塑能篇、易生篇、
力命篇、續永篇和廢心用形、能量三層、死復活
用、性能互動、道在永恒」……他們的國學造詣和
苦心孤詣令我感佩！
聽說現在每周安排兩個半天課程，我問：「聽課

者是哪些人？」
「都是列子文化追崇者，有機關幹部、大學生、

中小學教師和公司白領。」授課老師劉人夫說：
「我們並未對外宣傳，慕名而來者還是不少，目前正逢暑假，來聽課的大學
生和國學愛好者更多了，只好臨時增加課時……」
我又問：「列子書院教學方向是什麼？」
「我們的初衷是響應國家經典誦讀工程，將國學物化為一種喜聞樂見的生活
形態，通過物化分享、領悟國學經典的內涵與魅力。」吳院長說：「書院除講
授列子文化外，還開設『道文化』和讀經、養生、書畫、禮儀、茶藝、琴藝等
傳統教程，也選讀一些西方經典、天文地理和現代科學，讓學生在經典的潛移
默化中提升品性修養，養成沉穩、厚重、大氣、包容的文化氣質。」
吳披露，他們已在列子故里大孫莊的列子國學幼兒園後院建起一爿花園，
修建了書齋、課堂和宿舍，書院不久將搬過去正式對外招生，第一期30名學
員，學制九年。注重智能的開發、人格的培養和生命內涵的提升，讓學子與
經典同行，與聖賢為友，是我們努力的目標！」
聽了吳建增介紹，令我等對鄭州列子書院充滿期待。
我想起，中國最早的民辦學院是唐朝末年九江東佳書院，由江南望族陳氏始
祖陳旺創辦，由一間私塾逐漸發展成規模書院。史料說「院閣九幢，約30間。
亭台樓閣，聳延四方，棟宇連雲，旌旗映日」，有「延四方學者，伏臘皆資
焉」、「江南名士皆肄業於其家」之譽。北宋學者錢若水賦詩點讚：「樓上落
霞粘筆硯，池邊怪石間松筠，朱實垂庭紅橘熟，清香襲座藥畦春。」
吳建增點頭曰：「以自學為主、注重啟發誘導是書院一大特色，歷史上書
院作為聚徒講授、研究學問的場所，培養出不少俊傑。如明代無錫的東林書
院，就培養出楊漣、左光斗等一批不畏權勢、匡扶正義的進步人士，被譽為
『東林黨』……」

筆者造訪過宋代「文人官員」范仲淹在河南鄧州建的花洲書院。院內有講
學堂、藏書樓和齋舍等，還建有覽秀亭、春風閣，曰百花洲，花洲書院由此
得名。范仲淹深知教書育人的重要，工餘常親自到書院講學，使鄧州文運大
振，培養出張載、韓維、范純仁等一批名士。范公還應摯友滕子京之邀，在
花洲書院寫出千古名篇《岳陽樓記》，留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
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絕唱。
薪火相傳，文脈不斷，正是古代書院優秀傳統催生了現代書院的興起。吳
院長介紹，1984年由著名學者馮友蘭和張岱年、湯一介等人發起，聯合內地
多家著名大學和港台及海外多位著名專家創建的以研究、繼承和闡揚優秀文
化遺產為宗旨的中國文化書院，是新中國第一家影響深遠的頂級書院，導師
包括季羨林、侯仁之等名家。2006年在北京香山創辦的四海孔子書院是首都
首家以孔子命名的民間書院，它參照宋明書院模式，遵循「志於道，據於
德，依於仁，游於藝」理念，以諸子經學為核心，兼修詩詞歌賦琴棋書畫，
面向4歲至10歲的海內外孩子招生，也反響不俗。
劉人夫說：「旅美華人在美國興辦的美洲孔子書院，以祀奉孔子、弘揚國

學為己任，也反響不俗，台灣學者伏嘉謨為其撰聯云：『至聖孰能名由義居
仁一脈儒風揚彼美，華僑尤愛國熟詩樂禮千秋書院起人文』。」
我想起：受明代大儒王陽明影響的學者蔣慶，2001年在貴陽修文縣龍場鎮

創辦的「陽明精舍」，依山傍水，有五個院落，被譽為「最復古的現代書
院」。今年6月，「紫禁書院」在深圳鹽田正式掛牌，著名學者、故宮博物院
院長單霽翔和鳳凰衛視主播王魯湘等出席揭牌儀式。吳建增道：「紫禁城在
國人心中獨享尊榮，紫禁書院在『改革開放橋頭堡』深圳登場，堪稱古典與
現代聯姻，彰顯出吐故納新的文化自覺！」
「確實，我們今天很需要找回那些淡忘的優秀文化傳統！」我感嘆：出現現

代書院是一種社會進步，凸顯了開放多元、寬鬆自由的社會文化生態。毋寧說
它是在長期形成的鐵板一塊的教育體制上，撕開一個小小口子，闖出一條新的
路子，給國人提供了另一種受教育機會，我相信列子書院將不負眾望！
吳建增朗聲道：「河南是古代書院發祥地，邁上這條傳承與創新的融合之

路，有列子精神感召，我們一定成功！」
在當下人人看重物質的快節奏E時代，人們究竟為何而活？眾生在期盼什
麼？人生的價值又何在？古賢為我們作出楷模——孔子周遊列國14年，帶出
弟子3,000人、72賢人，晚年修訂六經，名列「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列
子隱居鄭地40載，生活潦倒而不忘初心，一生求真修道，撰下八卷百餘篇精
妙佳作，成為世界級哲學大家和寓言大師……這些國學經典在普通學校難以
面面俱到系統研學，孔子書院、列子書院正好補闕掛漏，不失為一件大好
事、新創舉！與吳院長握別，我送他四句詩：

多元社會起新潮，
文化傳承春色耀。
列子書院應時立，
聖賢誨人步步高！

《香港文學大系1919-1949》十二大卷終大功告成，連《導言
集》也出版了。第二輯1950-1969據云正籌劃中，希望能快些開
工，早日見其成。由是，我想起兩個人，一是陳萬雄，二是吳
昊。陳萬雄任職藝發局時，早有編撰香港文學史之舉，惜班底
組不成，計劃胎死腹中；當時陳青楓說，通俗一章最宜你寫，
我說吳昊更為適合；如今若編選第二輯，涉及上世紀五六十年
代，他所藏的資料更為豐富，可惜斯人已逝，天不假年也。
一九九七年，吳昊曾在報章專欄呼籲挽救香港多姿多彩的通

俗文學。他說，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香港文壇光輝耀目，尤其是
那些類型多元化的通俗小說，如偵探、武俠、間諜、江湖奇情
等，高手輩出；至於通俗雜誌也同樣精彩，如《西點》、《黑
白》、《天地》、《星島畫報》、《藍皮書》等，幾十種之
多，雖然在當時只供人娛樂、消閒，但如今翻閱，卻能得見當
時香港社會的生活、風情、人和事的變遷等，甚有歷史和文化
價值。他慨嘆，可惜，過去的殖民地政府有意抹煞香港人的文
化身份，毫不重視保留這些報紙雜誌，圖書館更沒收藏那些通
俗小說。結果，當報館和出版社關閉，亦無資料館人員主動接
觸挽救，令到此等文化遺產自地上消失。所以，他促請圖書
館、學術機構從速收集作家的生平資料，整理作品，發起研
究，急起補救。
談起作家稿費，吳昊嘆說甚為可悲。這，筆者亦有同感焉。
他說，由上世紀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大約十多個年頭，報
紙都賣一毫子，傍晚拍拖報更一毫兩份，從不加價；而一般稿
費也不見得怎樣增長，有十元一千字、八元一千字，甚至五元
一千字的；年年通貨膨脹，稿費卻「巋然不動」，結果由早年
可觀的報酬淪為後來可恥的收入，但文字市場供過於求，你唔
寫有人排隊等住寫，我們的作家受盡折磨，有餓死者，有急流
勇退改行者，有粗製濫寫者，結果破壞了文學創作。到七十年
代初，香港文壇已潰不成軍，不是由一小撮分子獨霸報章雜誌
地盤，就是有志者望而卻步。
吳昊欣慰的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香港通俗文學大放異彩，武

俠小說、偵探小說、奇情小說，甚至愛情小說大行其道時，連帶
電影也受益不少，片商只要得見某某小說流行，就會購入版權，
編拍成電影，什麼《仙鶴神針》、《黃毛怪人》、《黑俠》、《半下

流社會》、《經紀拉》等，換句話
說，通俗文學豐富了電影題材。吳
昊是研究電影的，通俗文學與電影
的關係自然大為關注，可惜未得見
這方面的大著。
我記得曾看了部《人海孤

鴻》，是李小龍主演的，票是參
加《青年樂園》填字遊戲得獎送
的，但在此之前，我已看了歐陽
天的原著了。司空明的都市小說
如《九九九命案》、我是山人的
洪熙官、齋公的黃飛鴻小說，都
被改拍成電影。金庸、梁羽生作
品也上了大銀幕。
當年的通俗小說，確為香港影

壇「爭光」不少。

這渡口真美，彷彿夢中見過。
青青的山，竹樹葱蘢；盈盈的水，清波漣漪。山是四明山，水
是姚江水，山下水邊有渡口，這渡口叫做河姆渡。河姆者誰？該
是河之母、河之神、河之精靈吧。
七千年前，沒有可以記載的文字語言，肯定沒有「河姆渡」這
個稱謂，但這一片膏腴的土地有母、有神、有精靈，他們是廣袤
江南的主宰，是我們的老祖宗。
洪荒荊莽，群獸出沒，只有萬物之尊的人類才能戰勝一切，征
服一切，頑強地生存下來，進化發展下去。這生存、進化和發展
就是不斷文化的過程，展現在我們面前的河姆渡文化是那樣的洋
洋灑灑、驚世駭俗！
渡口老樹上的蟬鳴一聲緊似一聲，遠古時代也有蟬鳴嗎？肯定
有的。蟬鳴依舊，整整鳴啼了七千年啊，送走了炎夏，迎來了清
秋，瘖啞了，墜地了，死去了，新一代蟬破土了，上樹了，放歌
了，十七年的蟄伏只為一個夏秋的鳴放，死而無憾。蟬啊，你可
知這一片神奇土地上的先民為了生存發展經歷了幾多艱辛磨難？
一年年，一代代，生生世世，那又何止十七年的痛苦蛻變？蟬的
蛻變終究是吸風飲露的蟬，人的發展從茹毛飲血一直到上天入地
無所不能！
渡口往返着一艘鐵殼的擺渡船，木櫓、櫓臍，櫓鼻在櫓臍中輕
輕轉動，櫓聲欸乃，船在清盈盈的姚江水裡徐徐而行，古風依稀
當年。是的，這裡不能建橋，有橋便無渡，「河姆渡」這個環宇
有名的稱呼就失去了實際的意義。
七千年前就存在的渡口，有出土的木槳為證。有槳便有其船，
船和槳是我們的祖宗開發大自然的重大進步，這是「衣、食、
住、行」中「行」的革新，同時出土的還有大量「干欄」式房舍

的樁子和葦席，那便是「住」的突破了。從前但知祖先的樹上結
巢、洞中作窩而居，殊不知江南的河姆渡人七千年前就有了跟現
在湘西雲南「吊腳樓」相仿的「干欄」式房屋了，房草和篾席散
出的清香與陶釜中發出的烹肉煮飯的香霧氤氳於這樣的房屋之
中，先民遂得以繁衍生息，生生不息。站在河姆渡遺址博物館
前，看着那華美精緻的建築，你在讚嘆人類偉大創造之餘，不能
不感慨這種創造的艱辛和漫長，從河姆渡房屋的雛形「干欄」式
發展到如今的華屋大廈畢竟花了七千個春秋啊。「衣」和「食」
的進化同樣如此，這裡出土的骨針和線錘得以紡紗和縫紉，於是
先民有了蔽體的衣服，擺脫了裸形的蒙昧，某種意義而言也遏止
並最終結束了兩性的混亂，體現了作為人類的尊嚴，保證了種族
健康的繁衍；這裡出土的稻穀和骨耜說明了水稻栽培的發端，先
民以稻米為主食、以狩漁成果為副食跟今人的食物結構已經一
致，換一個說法，我們今天的食物結構極可能在七千年前已經由
祖先作了實驗和規範，這是一種合理的食物結構，於人類的生存
相宜。
河姆渡文化最了不起的地方還在於我們的先人在「豐衣足食」

之餘竟然有了藝術的創造，當國寶級文物「雙鳥朝陽」象牙雕展
現在我們面前，我們不能不嘆為觀止。那烈焰熊熊的太陽，那栩
栩如生的雙鳥便是放到今天也不失藝術的品位。除此，還有陶塑
和陶刻的豬，還有骨哨……這些都是新石器時代傑出的創造，足
以炳彪中華史冊，要不何以自1973年河姆渡遺址發現之後，中
國的歷史書上不得不添上濃墨重彩的一筆。河姆渡，這個無名的
古渡口從此名播四海。
這渡口真美，真神，真偉大，彷彿夢中見過，比夢中所見更令
人心馳神往……

■黃仲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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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如何成了貶義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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