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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千年來由儒家主導，儒家提倡「仁義」，
而「孝」便是其中一種體現「仁義」的方法。儒家所
說的人倫之道，也以「孝」為基礎。所謂「孝」者，
指兒女由心而發，尊重父母、長輩的態度。「孝」建
基於親情，所以是人倫關係的基本，中國人常說「百
行孝為先」，反映中華民族十分重視「孝」。
「孝」是儒學倫理道德的核心。歷代儒學之士都大
力宣揚孝道，帝王也利用孝道來鞏固自己的統治，常
宣稱「以孝治天下」；如《大學》的「八條目」即格
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
下。《大學》載：「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
國治而後天下平。」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其家不
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
孝者，所以事君也。」
《孝經》是儒家講授孝道的書，全書一千八百多

字，乃「十三經」中篇幅最短，但依然成為獨立經
書，可見儒家對孝道的重視。《孝經》有說為孔子所
編，然後世多認為乃後學所託。《孝經》以孝為核
心，闡發了儒家的倫理道德思想。書中強調孝是一個
人品性的根本，其中「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
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
孝之終也。」一語膾炙人口，幾已成為後世行孝的法
則。而《孝經．開宗明義章》的：「夫孝，始於事
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說明國君應用「孝道」

治國，臣民可以用孝安身立家，保持地位和富貴。
《二十四孝》是數百年來流傳廣泛，宣揚儒家思想
及孝道的通俗讀物，相傳是元代郭居敬所編錄。
收錄了歷代24個孝子行孝的事跡。後來的印本大
都配以圖畫，稱為《二十四孝圖》。其中「扇枕溫
衾」、「賣身葬父」、「臥冰求鯉」、「滌親溺器」
等都為人熟知。
不少人質疑儒家「孝」的標準陳義過高，放諸現今

社會已不合時宜。如孔子主張的「守孝三年」，在今
日似乎已不為人所取。
又如二十四孝中的其中一則「為母埋兒」，記述孝

子郭巨，因家境貧困，無力兼養母親和兒子，於是郭
巨挖掘坑洞，打算把孩子埋掉。雖然後來郭巨行為感
動上蒼，最後得以兩全其美，但這種為全孝道而殺害
親兒的行為卻為後人爭議。
至於另一樁頗富爭議的言論，卻出自《論語．子

路》︰「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
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躬者異於是。父為子
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孔子認為兒子應為父
親隱瞞罪行，以全孝道。
孔子認為父子關係是人倫的基礎，乃社會綱常的基

本，應先於法治精神，如果親人間互相指證，則社會
倫常也會崩塌，故兩害相權，孔子寧願選擇孝義。不
知各位讀者又是否同意如此取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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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學語語
習習文文

（續11月7日期）
惠子①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

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呺然②大也，吾為其無用而掊之。」
莊子曰：「夫子固拙③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為事。客聞之，請

買其方④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⑤技百金，請與之。』客
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⑥，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⑦之。能不龜手一
⑧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⑨以為大樽而浮乎江
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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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釋
①惠子：宋人惠施，名學家，莊子好友。魏
王：即梁惠王，魏國建都大梁，故又稱梁。
貽：贈送。大瓠：大葫蘆。種：種子。成：
結成葫蘆。實五石：能裝五石的容量。瓠，
假借為廓。瓠落：很大的樣子。無所容：沒
什麼好裝。

②呺然：空虛巨大的樣子。為：因為。掊：擊
破。

③拙：不善。龜：通「皸」，皮膚因乾燥寒冷

而破裂。洴澼：漂洗。絖：通「纊」，棉
絮。

④方：藥方。
⑤鬻：賣。
⑥難：軍事行動。將：帶兵。裂地：割地。
⑦封：封賞。
⑧一：是一樣的。或：有人。
⑨慮：考慮。樽：葫蘆形似酒樽，綁於腰間作
救生圈用。蓬之心：像被蓬草蒙蔽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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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化 普及白話文
明年是「五四運動」一百周年。談起
「五四運動」，必定要提及「新文化運
動」，二者不可分，故也可稱「五四新
文化運動」。
「五四運動」本是一件政治事件。發
生於1919年5月4日。事緣第一次世界大
戰結束，各國在巴黎召開和會，商討戰
後的秩序安排。我國也是戰勝國，故也
派員參加，並冀在會上爭取平等權益。
當時日本提出繼承德國在我國山東省的
一切權益，引起我國代表的不滿，但當
時列強偏袒日本，我國代表無可奈何。
事件傳來，以北京大學為首的大學生
於5月4日舉行集會遊行，提出「外爭國
權，內除國賊」的口號，並要求出席和
會的中國代表拒絕簽字。事件引起全國
各地人民的和應，史稱「五四運動」。

只學西學技術 甲午證實失敗
雖然列強在「巴黎和會」上無視我國
的主權，是「五四運動」爆發的導火
線，但此運動的發生，有其更廣闊的歷

史文化脈絡，這便是「新文化運動」的
興起。「鴉片戰爭」以來，我國屢受西
方列強入侵，初時國人不以為意，但有
識之士已開始反思。當時魏源撰《海國
圖志》，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
觀點。及後「英法聯軍」、「太平天
國」等內憂外患日熾，朝中大臣，例如
恭親王奕訢丶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
等人推行「洋務運動」，以「自強」、
「富國」為號召。他們認為只要掌握
「西學」的技術，便能對付西方列強的
入侵。「洋務運動」經過幾十年的努
力，建立起可觀的北洋艦隊。可惜在中
日「甲午戰爭」中全軍覆沒，也宣告了
「洋務運動」的失敗。
「甲午戰爭」後，國人思考，我們不
但技術不及人，而且尚需政治制度的改
革，例如日本也同樣面臨西方列強的入
侵，但他們推行比「洋務運動」更全面
改革的「明治維新」，並在短時間內戰
勝我國。因而提倡君主立憲的「戊戌維
新」興起。但一百多天後，「維新」釀

成「政變」，國人在失望之餘漸漸傾向
孫中山的革命運動，最終清朝滅亡。
「辛亥革命」迎來了共和政體，但虛

有其表，先後出現了袁世凱稱帝及張勳
復辟的事件。有識之士深入反思，當前
中國的落後，不只是技術不如人、政體
不合流，癥結是文化上的問題。
文化如果未能更新，一切的技術、政
體的改革皆是徒然。由此，「新文化運
動」興起。
1915年，陳獨秀創辦《青年雜誌》，

及後改名《新青年》，「新文化運動」
展開。當時的有識之士以《新青年》為
基地，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批判，並提
出「新文化」的概念。
他們對獨裁統治、封建禮教、迷信、

包辦婚姻、纏足、歧視女性、儒家思想
等舊文化進行批判。
當時，一群文化大師出現，各自提出
更新文化的觀點，除了陳獨秀外，尚有
胡適、魯迅、蔡元培、錢玄同等人。他
們主張向西方學習，並提出對「民主」

與「科學」的追求，激進者甚至提出
「全盤西化」。當時，也有不以「西
化」為鵠，而提倡更新中國傳統文化的
學者，例如梁漱溟、熊十力、歐陽竟
無、張君勵、馮友蘭、錢穆等人，他們
促使了「新儒學」的出現，對儒學的更
新發揮了作用。

教育更新文化 致白話文普及
但無論哪一種取向，更新文化必先從

教育着手。普及教育成為了必要的手
段。沿用了數千年的文言文教育過於艱
深，只能成就精英教育，而不能普及，
白話文因而得到提倡。
胡適提出「我手寫我口」，並撰《文

學改良芻議》；而陳獨秀也發表《文學
革命論》一文，大力提倡白話文，「白
話文運動」因是而興。
「白話文運動」發揮普及教育的功

能，促進「新文化運動」的深化，有利
新思想的傳播。國人得到思想的啟蒙，
也對國家所處的內憂外患，萌生了救亡

的意識，因而有「五四運動」的出現。
學者李澤厚提出「五四新文化運動」

是「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這
兩條路線影響了我國近百年的歷史發
展。

藏獒高手過招 氣勢不輸武俠

■雨亭（退休中學中文科老師，從事教育工作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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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歡武俠小說，我算得上是個「金庸迷」，也是
個「古龍迷」。今次，我想向大家介紹一部動物版的
武俠小說。
這部是由有「中國荒原小說第一人」之稱的作
家－楊志軍，所寫的《藏獒》。
以前看過《狼圖騰》，那是說狼的故事，講「狼

性」與「羊性」，當年曾掀起一段風潮，令很多人去
研究狼性如何影響人類的思維和行為，甚至一個民族
的發展。
《藏獒》講的是狗，書中敘述的是狗的忠與義，以
及獸性與人性之抉擇。《藏獒》共3冊，我看的是
《藏獒3書精華版》，節奏較簡潔明快。
楊志軍憑着他的《海昨天退去》得到中國「全國文
學新人獎」，又憑《環湖崩潰》得到「《當代》文學
獎」，這可算是他的成名作。曾有根據《藏獒1》而
拍攝的電影《藏獒多吉》，成為中國和日本合拍的第
一部動畫片，而且也曾入選法國的電影節呢。
藏獒是一兇猛的犬種，體型高大，極具攻擊性，一
些城市已經立法禁止飼養。不過，藏獒是一種稱職的
工作犬和護衛犬，其優點就是忠心。
藏獒最早的文獻記載來自馬可波羅的遊記，在遊記
中描述：「藏人的狗有驢子那般大，極為強健而兇
猛，可以獵取一切野獸，特別是獵取氂牛。」形容牠
有如獅子。
《藏獒》一書，作者以他的父親的經歷、思維、感
受為藍本，寫出父親在西藏和藏獒相依相伴的故事。
他每次遇險，獒犬都會挺身而出，為主人出生入死，
忠心得令人感動。

擬人化敘述 寫恩怨情仇
書中雖以「父親」為主角，但用了不少擬人化的敘
述，來描寫獒犬的內心世界、感情和思想，牠也有牠
的恩怨情仇，甚至有生死相隨的愛情故事。
此書被楊志軍寫得有如武俠小說，其中一場，講上
阿媽草原的藏獒，與西結古草原的獒王對決，就有如
大俠的比武。兩犬由對峙、衡量形勢、蓄勢待發，到
雷霆一擊，都如同兩大高手較量。
這段看起來，令我聯想到《陸小鳳》中，葉孤城與
西門吹雪之決戰：紫禁之巔，「一劍東來，天外飛

仙」的氣勢，牠們都具備了。
中間有一段，有「雪山神獅」之稱的獒王岡日森

格，必須與「送鬼人」用仇恨養大的惡犬「飲血王」
党項羅剎一戰，才能維護草原領地的安全。
岡日森格與党項羅剎的搏殺，鬥智鬥力，過程扣人

心弦，終將其打敗。作者的父親卻以德報怨，將這受
傷之惡犬醫好，並感動、感化了牠，令牠改邪歸正，
成為一頭能守家護院，保衛人畜的靈犬，改名「多吉
來吧」，意思是「善金剛」。
一次，流落城市的獒王，即將面臨四頭大狼狗圍

攻。牠憑着內功，以「獅子吼」懾服了對手。不用出
手，只憑氣勢與內功，這不正是「古龍」的橋段嗎？
書中又有寫獒王殺入狼群、又有狼群與另一狼群之

戰，都殺得血花四濺，驚心動魄。
臨近結尾處的一次比武，猶令人呼吸緊迫：獒王岡

日森格，要與失去記憶和只有仇恨的「地獄食肉魔」
決戰，但岡日森格嗅得出這對手，跟牠正正有親屬血
緣的關係，試問又如何「出口」呢？
這邪犬正是自己的孫兒啊！最終岡日森格憑着機智

和勇氣，打敗了「地獄食肉魔」，但也是一場又傷
心、又傷身的血戰。
《藏獒》亦借「父親」之口，說出他的思維：「狼
一生都為自己而戰，藏獒一生都為別人而戰。狼以食
為天，牠的搏殺只為苟活；藏獒以道為天，牠們的戰
鬥是為忠誠、為道義，為職責。」
「父親」對狼崇拜的風氣，表示反感。他說狼是卑

鄙無恥的盜賊，欺軟怕惡，忘恩負義；藏獒則見義勇
為，英勇無畏，精忠報主。
藏獒在青藏高原上，具有神的地位。「活佛坐騎是
牠的神奇傳說、至情至性是牠的堅持執着、血性奉獻
是牠的一貫原則，牠是披堅執銳的戰神，也是草原永
遠的保護神。」
此書以文革這個大時代為背景。當政治風暴席捲草

原時，對青藏文化造成一定的干擾。人們名義上為建
設草原，不論是大量捕殺野狼或獒犬，同樣會大大破
壞生態的平衡。
這些人為的破壞，亦令美麗的草原、純潔的雪山，

失去了自然的美。藏獒一旦成為家犬、寵物，就失去
牠的「神性」了。

■迪尼路 現職中學教師 gglit@hotmail.com

■陳仁啟
作者介紹︰任教中學中文科超過19年。香港大學教育碩士、香港中文大學文學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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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宿
古人觀測日、月、五大行星的運行，

是以恒星為背景的。
古人先後選擇天球赤道黃道一周天附

近的二十八個星宿作為標誌，來說明日、
月、五大行星運行所到的位置，稱為「二
十八宿」。每個星宿都不是一顆星，而是
鄰近若干顆星的集合體，如牛宿有星六
顆，女宿有星四顆。《詩經．小雅．大
東》：「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
斗，不可以挹酒漿。」指的箕宿和斗宿。
箕宿四星相聯像簸箕形，斗宿六星相聯像
酒勺，但不能簸揚穀物，也不能舀酒。二

十八宿不僅是觀測日、月、五星位置的坐
標，也是古人測定歲時季節的觀測對象。

四象
二十八宿本是一周天環形，但古人為

了辨別和稱呼，把它分為四組，與四方
東、西、南、北相配。
並把每一方的七宿聯繫起來想像成了

四種動物形象，加上顏色，叫作「四
象」。如把東方七宿，稱作「青龍」或
「蒼龍」；把西方的七宿，稱作「白
虎」；把北方的七宿稱作「玄武」或
「真武」；把南方的七宿稱作「朱雀」
或「朱鳥」。這和西方把星座想像成大
熊座、獅子座、天蠍座等各種動物形象
是一致的。古樂府《隴西行》：「青龍
對道隅。」道指黃道，青龍則指整個蒼
龍七宿。《楚辭．遠游》：「時曖曃其
曭莽兮，召玄武而奔屬。」（屬：跟
隨）
東方蒼龍
角、亢、氐、房、心、尾、箕
北方玄武
斗、牛、女、虛、危、室、壁
西方白虎
奎、婁、胃、昴、畢、觜、參
南方朱雀
井、鬼、柳、星、張、翼、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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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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運動影響了我國近百年的歷史發展。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