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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簡介︰
本書從天文曆法、教育科舉、宮室車馬、服飾器物等方面列舉了近千組

古代文化詞彙，讓讀者一覽中國古代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之概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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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冥①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
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
不知其幾千里也。怒②而飛，其翼若垂天之
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于南冥③。南冥者，
天池也。

《齊諧》者，志怪者也④。《諧》之言
曰：「鵬之徙于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
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⑤。」野馬
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⑥。天之蒼
蒼，其⑦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
也，亦若是⑧則已矣。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
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
膠⑨，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

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
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乃
今將圖南⑩。

蜩與學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
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
里而南為？」適莽蒼者，三飡而反，腹猶果
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
糧。之二蟲又何知！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
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
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
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
為春，八千歲為秋，此大年也。而彭祖乃今
以久特聞，眾人匹之，不亦悲乎！

為求蘭亭序 太宗出詭計
王羲之的《蘭亭集序》在書法史上被
稱為「行書之龍」及「天下第一行
書」，可說是至極之譽。而其文章也飄
逸脫俗，有魏晉之玄風。本文先來介紹
《蘭亭集序》在書法史上的發展和故
事。

酒後出佳作 落筆如神助
東晉穆帝永和九年農曆三月三日，王
羲之約同文士謝安、孫綽、高僧支遁等
41人在今浙江紹興（古稱會稽）的蘭亭
舉行修禊活動。大家一起飲酒詠詩，共
得詩31篇。眾人結集為《蘭亭集》，
並邀王羲之作序。王在饒有酒意之間，
拿起蠶繭紙、鼠鬚筆，如有神助地一揮
而就，及其酒醒之後再寫，已不及初
時。這便是著名的《蘭亭集序》。
《蘭亭集序》一直由王氏家族收藏，
未有流落民間。及至陳朝，傳至王羲之
七世孫、同樣是書法家的智永和尚手

上。智永和尚居浙江雲門寺，書風頗有
王氏之趣，有《草書千字文》及《楷書
千字文》傳世。智永臨終前，把《蘭亭
集序》交由弟子辯才保管。辯才珍而重
之，把其放於寺院大殿的屋頂橫樑上。
當時已是初唐、李世民當皇帝的時候。
唐太宗本身也是一位出色的書法家。

他對王羲之的書帖更是瘋狂愛好，四處
搜集。他得知著名的《蘭亭集序》就在
辯才手上，便多次詔見辯才，希望他能
出示觀賞。但是辯才守口如瓶，一點也
不透露《蘭亭集序》的下落。為此，唐
太宗便設下詭計，非得到手不可。

派官扮書生 激將騙真跡
唐太宗找來才學俱佳的監察御史蕭

翼，着他打扮成書生，然後接近辯才，
以圖騙取《蘭亭集序》。辯才與蕭翼結
識，一見如故，談學論書，非常投契。
蕭翼出示幾份王羲之的法帖予辯才，辯

才辨出雖是真跡，但是認為這些並非王
羲之的上乘作品。蕭翼知道辯才已上
鈎，便用激將法逼辯才拿出《蘭亭集
序》。辯才果然上當，並允許蕭翼可以
在他寺內臨帖數天。
有一天，辯才有事外出，蕭翼便偷走
《蘭亭集序》送給唐太宗。及後，辯才
知道因由，已後悔莫及。
唐太宗得到《蘭亭集序》後珍而重

之。他命令當時著名的書法家虞世南、
歐陽詢、褚遂良等臨摹，又命弘文館搨
書人馮承素、趙模、韓道政等人以「雙
鈎廓填」的方法，製造了很多摹本，以
賜大臣、皇子等，令《蘭亭集序》廣為
流傳，聲名大噪。

遺命作陪葬 墳內未藏帖
唐太宗實在太喜愛《蘭亭集序》了，
當他臨終前，命令要以此帖為陪葬品。
因此，《蘭亭集序》的真跡就長埋唐昭

陵。陸游說：「繭紙藏昭陵，千載不復
見」便是指此。
不過，有研究認為，唐昭陵曾於五代

被溫韜所盜，但找不到《蘭亭集序》。
因此，也有人認為《蘭亭集序》可能存
於唐高宗與武則天合葬的乾陵中。
無論如何，現存的《蘭亭集序》皆不

是真跡，而是初唐臨摹的版本。其中臨
本有虞世南、歐陽詢及褚遂良的版本，
但歐陽詢的臨本墨跡早已不存，只有拓
本。此拓本的石碑是在北宋慶曆年間在
河北定武軍發現的，故又稱「定武
本」。摹本則有馮承素的版本，由於用
了「雙鈎廓填」的方法製作而成，可稱
為「人肉影印機」，所以最接近真跡。
由於此版本的右上角蓋有唐高宗年
號—「神龍」的半個印，故又稱「神
龍本」。
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的《王羲之蘭亭

序三種》收集了虞世南、褚遂良和馮承

素的三份墨跡本，此三本皆藏於北京故
宮博物院；而日本二玄社出版的《蘭亭
敘五種》，則除了收有以上三墨本外，
尚有兩份拓本，分別是藏於東京國立博
物館的《吳炳舊藏定武本》（即歐陽詢
臨本的其中一個拓本）及私人收藏的
《神龍半印本》（即馮承素摹本的其中
一個拓本）。這都是我們現在較容易接
觸到的、而質素也較好的《蘭亭集序》
字帖。

《逍遙遊》

書籍簡介︰
古文的世界豐富而廣闊，本書從中甄選近百篇文辭優

美、感發人心的文章典範，加以註釋和賞析，適合日常閱
讀，可培養傳統文化素養、增強對古文的理解。

①北冥：北方的大海。鯤：大魚
名。

②怒：奮發的樣子。
③海運：海動。海動則有大風，
大鵬借大風飛向南海。南冥：
南方的大海。

④《齊諧》：齊國記載詼諧怪異
之事的書。志：記。怪：怪異
的事情。

⑤摶：盤旋，環繞。扶搖：自下而
上的暴風。息：風。去以六月息
者也：乘着六月的大風而飛去。

⑥像野馬一樣的遊氣，飛揚的塵
埃，都被生物的氣息吹拂着而
遊蕩。

⑦其：表反問語氣。
⑧若是：像這樣。則已：相當於
「而已」。大鵬俯看大地，也
無法分辨清顏色遠近。

⑨覆：倒。坳：窪坑。坳堂：堂
中地上的窪坑。芥：小草。
膠：黏住，浮不起來。

⑩翼：大鵬之翼。斯：乃，就。
而後乃今：「乃今而後」的倒
裝，這時然後才。培：通
「憑」，憑藉。培風：憑風，
乘風。夭：挫折。夭閼：阻

止，阻攔。圖南：圖謀飛向南
方大海。

蜩：蟬。學鳩：小斑鳩。決：
迅速地。搶：沖上。枋：檀
樹。時則不至：有時候飛不上
去。控：投，落地。奚：何，
為什麼。之：去，到。

適：往，到。莽蒼：近郊的草
色，指郊野。飡：同「餐」。
反：通「返」。猶：還。果
然：飽的樣子。宿：過夜，指
一夜。舂：在臼中搗穀物去
皮。三月聚糧：用三個月的時
間積蓄糧食。

之：這。二蟲：指蜩、鳩。
知：通「智」。年：壽命。小
年：短命。

然：這樣。
朝菌：朝生暮死的菌類植物。
晦朔：每月初一為朔，最後一
天為晦。蟪蛄：寒蟬，春生夏
死，夏生秋死，不會經歷一整
年。春秋：指一年。

冥靈：樹名。椿：樹名。
彭祖：傳說中的人物，據說活
了八百歲。特：獨。聞：聞
名。匹：比。悲：悲哀。

賞析
逍遙而遊，是

多麼讓人神往的境
界！先秦百家爭鳴
的眾多著作中堪稱
最為瑰麗的《莊
子》，開篇以奇幻
炫彩、汗漫恣肆的
筆調，描述了天空
海闊、超越日常的
宏大境界：大海中
巨大的鯤魚化身巨
大的飛鳥，而鵬的
羽翼展開如垂天之
雲，擊水前行三千
里，而後扶搖直上
九萬里，由此，展
開遼遠的翱翔。這
樣一個有天空有海
洋、有魚有鳥的世
界，與儒家《論
語》《孟子》所關
注的人間社會那麼
不同，整個視野驟
然提升到了天地自
然的高度。

仁者樂山 智者樂水

中文句子結構中，各種成分的排列次序都有規律。
通常都是主語在前，謂語在後；修飾語如定語、狀語
在前，中心語在後；賓語和補語總是在述語後邊。按
這種慣用的次序排列句子的，叫作「正裝句」。但有
時為了加強語氣，或是說話倉促而需補充時，便會把
謂語放在主語前；或把中心語置於定語狀語之先；或
是賓語和補語在述語前面，這便是倒裝句。倒裝句，
又稱倒置、倒句，是語言修辭法的一種。不論當代口
語、四字成語、古文都常見倒裝句法。
在口語中，前置部分通常是說話者急於說出或是脫
口而出的，故後一部分帶有補充味道。以下先從白話
中舉幾個倒裝句的例子︰
主語後置︰真是討厭，這男人！
做完了沒有，你的功課？
賓語前置︰他過世了，聽說。
不會再發生這種事了，估計。
修飾語後置︰原來11點了，已經。
找到了吧，應該。
補語前置︰氣都唞不過來了，跑得。
連動詞組前後兩個直接成分的順序顛倒︰快回去

吧，吩咐他。
去買東西吧，帶上環保袋。
四字成語中也有不少倒裝句式，用以強調前置的部
分。茲舉幾個大家耳熟能詳的例子︰唯你是問（唯問
你）、馬首是瞻（瞻馬首）、唯命是從（唯從命）、
唯利是圖（唯圖利）。
在文言文中，一定條件下，句子成分的順序也會顛

倒，通常是把重要部分放於最前，以強調此部分，這
就是古漢語的倒裝句。文言文中的倒裝既常見而且不
拘一格，故往往成為後世學子解讀古文的一大障礙。
文言倒裝，仍可按句子結構大致分四類，以下各引一
例並略加說明︰
主語後置︰甚矣，汝之不惠！
此例中，「甚矣」是謂語，按正常句子結構排序應
放在主語後面，可重組為「汝之不惠甚矣」。意思是
「你的愚笨到了極點」。主謂顛倒了次序，乃為了強
調愚公不聰明的程度。
賓語前置︰古之人不余欺也。
此例中，「余」是賓語，按正常句子結構排序應放

在動詞「欺」之後，可重組為「古人之不欺余也」，
意思是「古人不欺騙我」。
修飾語後置︰得錢千五百，乃去。
此例中，「千五百」表示錢的數量，是定語，按正
常句子結構排序應放在名詞「錢」的前面，可重組為
「得千五百錢，乃去」，意思是「得到一千五百文銅
錢才離開」。
狀語後置︰北平陳子燦省兄河南。
此例中，「河南」是指明陳子燦探訪哥哥的地方，
屬狀語，按正常句子結構排序應放在動詞「省」之
前，可重組為「北平陳子燦於河南省兄」，意思是
「北平人陳子燦去了河南探訪兄長」。
雖說文言倒裝常見而多樣，然萬變不離其宗，只要

熟知倒裝的幾種常見模式，加之平日多閱讀，觀千劍
而後識器，自然不難讀通文言文。

前置脫口而出 倒裝補充說明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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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隆
古代神話中的雷神。後多用作雷的代

稱。
《楚辭．離騷》：「吾令豐隆乘雲兮，
求宓妃之所在。」《淮南子．天文訓》：
「季春三月，豐隆乃出。」

望舒
古代神話中給月亮駕車的神。
《楚辭．離騷》：「前望舒使先驅兮，
後飛廉使奔屬。」（屬：跟隨）後也借指月
亮。唐．耿湋《喜侯十七校書見訪》詩：
「誰為（謂）須張燭，涼空有望舒。」

羲和
古代神話中給太陽駕車的神。
《楚辭．離騷》：「吾令羲和弭節兮，

望崦嵫而勿迫。」（弭節：停車不進。崦
嵫：山名，在甘肅天水西境。傳說是日落的
地方）

飛廉
古代神話中的風神。又稱「風伯、封

姨」。
《楚辭．離騷》：「前望舒使先驅兮，
後飛廉使奔屬。」（屬：跟隨）王逸註：
「飛廉，風伯也。」

這天在家偶然聽到電台播放一首幾十年前的舊歌，
是由關正傑先生所唱的《碧海青天》，起首兩句，已
深得我心。就是：
「讓碧海將青天來抱擁，讓世間山川秀色織出千回
夢……」
碧海青天，加上山川秀色，確使人依戀抱擁。我愛
山水，但並非講求旅遊和吃喝玩樂，而是有如《論語
．雍也》所謂的「仁者樂山，智者樂水」。
山水情懷，可洗滌心靈。孔子上述這兩句，是指道
德高尚的人喜愛山，而有智慧的人喜愛水。
「仁者」喜歡山，是因為在高高的山上，萬物生

長，鳥獸繁殖，生產着很多人們所需的東西。「仁
者」會同人分享一切，他的內涵，就是厚德載物，高
尚無私。
「智者」喜歡水，是因為水可供人畜飲用、又滋潤
灌溉萬物。江河湖泊也能為人類提供豐富的水產財
富，而且水流靈活，能送人千里。
自古人們懂得利用水流水勢，做人做事也效法如
此，此即所謂有智慧的人啊！所以很多人也會欣賞流
水那悠然自得的姿態，而心靈也如同水一般清瑩透
澈。
歌詞中「看山見情操，看水見懷抱，讓大地情懷奮
發萬里心」，這幾句與本欄取名《文山字水樂春
風》，可說是異曲同工。
我有文字山水之情操，亦有春風化雨之懷抱，四十
年來之教育生涯，從不誇耀、從不標榜，只是隨時隨
地把握着良好的學習機會和環境，然後默默地將學識
和關懷，化為能量，傾注給學生。
我多年來培養的人才，也出來做事，為社會服務和
貢獻了。這有如「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
入夜，潤物細無聲。」（杜甫《春夜喜雨》），如此
生生不息，正是老師們默默工作的成果。
所以，我喜愛山水，也喜愛春風化雨，以教學為終
身職業。現已退休兩年了，去年是拖着孫女的小手，
唱着兒歌，踏着拍子，蹦蹦跳跳地上幼兒園。今年則
另一個外孫已兩歲多，也開始上學。
現在變成一手一個，祖孫三人每天開開心心、嘻嘻
哈哈地上學，更形熱鬧。路上談天說地，花鳥蟲魚、
一草一木皆成話題、皆有情趣，充滿歡聲笑語。這是

另一階段的「樂春風」啊！只是不同的心境。
講到心境，我記得一則曾聽過的佛家語：

「見山是山，見水是水」、
「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
「見山仍是山，見水仍是水」《指月錄．卷二十八》
這是說有位禪師，他曾對門人說：「老僧三十年前
未曾參禪時，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後來參禪悟道，
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而今個休歇處，依然見山
是山，見水是水。」
這究竟說什麼？簡單來說，這是指人的三種境界：
所謂「見山是山，見水是水」，是指一般人的境界，
看到什麼就是什麼，並不會用心去理解。但究竟其
中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是假的？
而「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是到了追求知識
者的境界，具懷疑批判。這個程度的人，對於所知所
學、所見所聞，均抱着懷疑的態度，往往於同中求
異。
佛學的理論說，這個時候正正是「誤」與「悟」的
分水嶺。
「誤」者，往往於同中求異，愈深入則疑問愈多。
眼中只見他人之非，而未見自己，沒去確立自身真正
之目標，而老是在周遭之是非上打轉，陷入了「執
着」的泥淖中。
「悟」者，會異中求同，反觀自照。而能由疑生

智，由智生慧，終能達到不再執着的境界。那時候，
就會去到第三階段「見山仍是山，見水仍是水」了。
有些人老是覺得自己命運乖張、未遇明師（或英明

的老闆）、才能未能伸展，老是發現世道之不公平、
他人之過錯，這便是「還在山中」啊。腦中一路執着
於外面的一切，而不知心中之真我。
一個人若過於執着己身之「是」，欲去批評他人之

「非」，反會招來這種自以為正義的俗世心態，有如
身在「山」中卻以為已經了解山，只會誤導自己，整
天自怨自艾也無用。
現時社會上有些人，往往不省己非、而專尋人非。
他們美其名為伸張正義、仗義執言，卻出言不遜、惡
意批評他人，事實只是為了爭名奪利而已。
「執着」危害如此之大，實令人感嘆也。由此可

見，「潤物細無聲」，是那麼難能可貴啊！

■雨亭（退休中學中文科老師，從事教育工作四十年）

■傳說《蘭亭集
序》的正本已成為
唐太宗陪葬品，現
今只能看到摹本。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