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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12月，冬至將到，當晚
我們都會跟家人團聚，吃一頓
豐富的晚飯、吃湯丸應節，常
聽人說「冬大過年」，究竟冬
至的意義和起源是怎樣呢？
冬至乃二十四節氣之一，冬
至在各地稱法不同，有的地方
稱「冬至節」、「小新正」、
「如正」、「交冬」、「消寒
節」、「小年」、「除夜」。
在中國文化中，冬至都代表舊
的一年快過，新年將至。
冬至當日，北半球黑夜為全
年最長而白晝最短，故又稱
「長至」或「短至」，因此冬
至亦稱「長至節」、「短至
節」。冬至日的前一夜為「冬
至夜」。根據曆法，冬至日是
數九寒天的第一日，俗諺「冬
至交九」，從冬至日開始即進
入「數九天」，以九日為一
九，九九八十一日後寒冬過
去，稱為「九九數盡」。古時
冬至節氣是計算二十四節氣的
起點，亦是歲之計算起訖點。
冬至自古以來在大眾心目
中，都是僅次於新年的重要節
日，故應節習俗繁多，飲食講

究，故當天又俗稱「亞歲」、
「肥冬」。
在民間也廣泛流傳着「冬至

大如年」、「冬至大似年」、
「大冬如大年」等俗諺，意指
冬至的禮俗隆重如同新年；至
於「冬肥年瘦」之說，則指冬
至時各種飲食已消耗殆盡，故
新年時「肥」不如冬至。唐代
時，冬至大於春節，後來發展
成冬至與歲首春節並重。
由於冬至是北半球地區全年

日照時間最短的日子，故在華
人地區以外，其他位於北半球
的文化圈也有類似節日。在一
些北歐地區，冬至節稱為「耶
魯節」；東歐地區的「Kole-
da」節日也跟冬至類近。有民
俗學家指出，西方的聖誕節，
古時的意義也跟中國的冬至接
近。
二十四節氣自古已有，中國

以農立國，節氣與農業有密切
關聯。「節」的意思是段落，
「氣」是指氣象物候。二十四
節氣是我國古代人民為取得良
好收成，結合耕作經驗、天
文、氣候知識所訂定。二十四

節氣，早於《尚書》中便有記
載，其中提及「日中」、「宵
中」等，顯示二十四節氣的形
成與太陽運行規律有關。節氣
是根據地球在公轉軌跡上的位
置劃分的，地球繞日一年轉360
度，將360度分為24分，每分
是15度，15度為一個節氣，每
個節氣即約15天，這就是二十
四節氣的分佈原理。
每個節氣的命名，都跟氣

候、農作物生長情況有關：立
春、雨水、驚蟄、春分、清
明、穀雨、立夏、小滿、芒
種、夏至、小暑、大暑、立
秋、處暑、白露、秋分、寒
露、霜降、立冬、小雪、大
雪、冬至、小寒、大寒。以上
依次順數，逢單的為節氣，簡
稱為「節」；逢雙的為中氣，
簡稱為「氣」，合起來就叫
「節氣」。
古人為便於記憶二十四節氣

的順序，把二十四節氣名稱的
縮寫編成了一首《二十四節氣
歌》：「春雨驚春清穀天，夏
滿芒夏暑相連，秋處露秋寒霜
降，冬雪雪冬大小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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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封任職一年 清廉傳頌千古

■雨亭（退休中學中文科老師，從事教育工作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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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河南開封，最多人會聯
想起什麼？沒錯！最多人想到
的，是北宋時的開封府尹，包
拯包青天。包拯的正義形象，
千年不衰，受世人敬仰。
包拯鐵面無私，不畏貴冑強
權，有如朗朗青天，千年來受
世人景仰。其廉潔操守，更深
入民心，甚至在很多地方都有
人建祠供奉。不過，其外形面
貌，卻與傳說相差很遠。
包拯，字希仁，北宋合肥

人。曾任天章閣待制，人稱其
為「包待制」；後進為龍圖閣
直學士，故後人亦稱之「包龍
圖」。此外，其形象傳說為黑
面，故此亦被戲稱為「包黑
子」、「包黑炭」。
包拯曾任端州知州，即在廣
東肇慶為官。端州是以墨硯著
名，即「文房四寶」中的「端
硯」。他為官清廉，傳說他離
任時有人送他一硯，又不想讓
他知，暗藏在行李中。到開船
時，風雲變色，船不能行。他
命人搜查行李，發現多了一塊
硯，他怒將之擲入河，船才能
開。而硯落江中化為綠洲，即
今日之硯洲，地形似硯，上也
建了「包公祠」。當然這些只
屬傳說。
宋仁宗嘉祐元年，包拯任開
封府尹，至離任時前後只有一
年餘，但已把難治的開封府治
理得井井有條。今日開封的

「包公祠」，只屬為紀念包拯
而建立，裡面那些包拯辦案的
擺設，只憑想像。
因黃河氾濫，宋代時期的開

封府早已不復存在。今日我們
看到的，只是仿照北宋的開封
府原貌重建而已。
去過「包公祠」的人，最感

興趣的，是包公遺像。那是從
古書上拓印下來的。只見他身
材矮細，面白，當然額上沒有
彎月之印。
這個樣貌，跟我們的認知可

說相差很遠。畫像旁有其家
訓，嚴令子孫不得貪贓枉法，
否則不准入葬祖墳家墓。
祠裡有一個以「包公怒斬陳

世美」為題材的蠟像館。只見
一個公堂的佈置，最前面擺放
最有鎮懾力的龍頭鍘、虎頭鍘
和狗頭鍘，依次可處斬皇親、
大臣至庶民。
公堂中央站立着包公的蠟

像，後面有師爺公孫先生，及
護衛張龍、趙虎。而王朝、馬
漢則擒按着一個漢子，相信就
是「不認妻」的陳世美了。
據民間故事所言，陳世美辛

苦考得狀元，為了要成駙馬，
完全不理鄉下正在挨餓的雙親
和妻兒，令雙親先後餓死。妻
子秦香蓮殮葬翁姑後，帶着兩
兒赴京尋訪陳世美，但陳世美
只怕被人知道鄉下已有妻兒，
影響錦繡前程，而拒不認妻，

讓妻兒孤苦地棲息在破廟。
「陳世美不認妻」這故事很

多人都聽過，但是否就為此而
被包公怒斬呢？相信未必有大
說服力，那麼你有聽過「韓琪
殺廟」嗎？
話說陳世美害怕種種涼薄負

心被人知，被御史參一本就會
前途盡毀。他禮遇一江湖豪
俠，名叫韓琪。他跟韓琪說有
人跟他結怨，欲請韓琪到破廟
將這人了結。
韓琪去到破廟，正欲拔刀殺

人之際，見這些淒涼瘦弱的婦
孺，怎會跟駙馬有仇？細問之
下，才知秦香蓮母子之苦。韓
琪自問，有負駙馬所託，是為
不忠；對淒苦婦孺下手，是為
不義。不忠不義，如何立身？
遂寫下遺書，着秦香蓮向包公
告狀，然後自刎而死。
包公收到狀告，知當今駙馬

如此不忠、不孝、不仁、不
義，勃然大怒，就算太后求情
施壓，也要斬之。當然這些只
是戲曲情節。

■迪尼路 現職中學教師 gglit@hotmail.com

隔星期三見報

學學語語
習習文文

「五四新文化運動」在「救亡」與
「啟蒙」的相互激盪中前進，「白話
文」成為更新國民思想的利器。早在清
末，裘廷梁在《論白話為維新之本》一
文中已提出：「文言興而後實學廢」，
「白話行而實學興」。及至胡適提出
《文學改良芻議》、陳獨秀提出《文學
革命》，終掀起了「白話文運動」。

古代口語 聯繫古今
「白話文」相對於「文言文」而被提
出。胡適的「我手寫我口」，形象地凸
顯出「白話文」的特點。其實，「文言
文」也是先秦時期的「白話文」。先秦
諸子以他們當時的口語著書立說，成為
了後代的經典。及至漢代，這些當年的
「白話文」，隨着時代的變化，逐漸脫
離當代的口語，成為「文言文」書面
語。自此，白話日常用語和「文言文」
書面語便分道揚鑣。
漢代的辭賦、魏晉南北朝的駢文、唐

宋的古文、詩詞皆為文言文書面語。古
代學生學習的書面語便是文言文。
口語隨着時代的變遷、地域的不同，

顯得紛繁複雜、千變萬化，但「文言
文」這種書面語在古代中國，便成為了
聯繫古今、溝通南北的重要媒介。
不過，文言文始終脫離日常口語，成為

知識精英的專利，有礙知識的普及。
因此，歷代也有通俗的、配合口語的

「白話文」出現。例如唐代，為了佛教思
想的普及，出現「變文」，即以當時口語
為基礎，以淺白通俗的行文，用說唱的形
式講述佛經、傳播佛教思想的文體；又如
宋代的「話本」，原是說書人用以講故事
謀生的底本，也是以當時的口語為基礎；
至於元明清以來的章回小說，例如《水滸
傳》、《三國演義》、《西遊記》和《紅
樓夢》等，它們繼承了宋元話本小說的傳
統，也以「白話」為基礎。

文言已死 文字脫節

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受西學東漸的衝
擊，新事物湧現，舊思想有待更新。文
言文逐漸成為與時代脫節的媒介。新文
化的領袖們認為，文言文是已經死了的
文字，不再能表達現在活生生的思想。
口語作為一種活的語言，才是創作新文
學的唯一適用媒介。胡適在《建設的文
學革命論》中指出：「中國若想有活文
學，必須用白話。」他們認為以文言文
寫成的舊文學標榜「文以載道」和「道
德原則」，這些舊思想都應該被取代。
「白話文運動」終於掀起了巨浪，並
影響了文化界及教育界，最終取得了勝
利。1918年1月起，《新青年》雜誌全
部採用白話刊行；1919年10月，全國教
育聯會要求政府提倡白話文；1920年1
月12日，教育部正式要求小學一二年級
起，國文教學以白話文替代文言文，3月
廢除所有小學文言文教科書。1920年和
1921年，白話文被定為國語，而中等以
上的學校也普遍採用白話文教學。最

終，白話文教學成為了主流。
不過，白話文要能普及，除了有識者

的提倡外，尚需有質素的白話文學作品
才能鞏固地位。「五四」時期，湧現了
一大批出色的白話文學家，例如魯迅、
胡適、朱自清、徐志摩、郁達夫、豐子
愷、巴金、老舍、沈從文、聞一多、夏
丐尊、葉聖陶、錢鍾書；及其後的一些
女作家如蕭紅、冰心、張愛玲等等。他
們的作品也相繼被中小學國文教科書採
納為課文，影響更深。
胡適探討以白話寫詩的可能性，完成
了《嘗試集》；聞一多丶徐志摩則成功
地以優美的白話文入詩；魯迅則以匕首
一樣的筆鋒入文，批判傳統思想的糟
粕。其中《一件小事》、《風箏》、
《孔乙己》、《藥》等文章，至今仍是
中學國文範文；朱自清以他豐富的情感
寫成的《背影》、《春》等，仍是中小
學界的集體回憶；徐志摩以他嚮往自
由、思想不羈的情懷寫下的《再別康

橋》、《偶然》，仍受文青們的喜愛。
白話文已成為社會上書面的普遍用語。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一百周年的時刻，
讓我們回顧「白話文運動」的足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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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 詩 英 華 星期三見報

《楚辭．九歌．山鬼》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①

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
乘赤豹兮從文狸，辛夷車兮結桂旗。
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
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
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②

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兮神靈雨。
留靈修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③

採三秀兮於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④

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閒。
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

君思我兮然疑作。⑤

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狖夜鳴。
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⑥

註釋
①女蘿：一種蔓生植物。
②容容：雲出的樣子。
③靈修：靈，神；修，遠，此指神靈。
④三秀：一年三次開花的芝草。
⑤然疑作：信疑交織。
⑥離：通「罹」，遭遇。

「山坡上黑黝黝的竹林裡，歇着一輛豹
車，豹子是赤色的，旁邊睡着一匹狐狸，身
上卻有着金錢斑點。對面，從稀疏的竹子中
間望去，像一座陡起的屏風，擋住我們視線
的，便是那永遠深藏在雲霧中的女神峰—巫
山十二峰中最秀麗，也最嬌羞的一個。林中
單調的蟲聲像數不完的波圈，向四面的山谷
擴大—『山之阿，山之阿……』一隻蝙蝠掠
過，坡下草叢中簌簌作響。」這是聞一多對
《山鬼》演出的想像—《楚辭》的《九歌》
大致都是古代楚地祭神儀式中的樂歌。
祭神的舞台上，飾演山鬼的女巫溫柔婉

麗，盛裝赴約，充滿少女般的期待。隱隱約
約好像有人在山坳，身披薜荔腰束松蘿；眉
目含情嫣然一笑，你愛慕我身形美好。我駕
着赤豹啊花狸緊跟，辛夷作車啊桂枝為旗，
石蘭蓋頂杜衡作帶，折芳花送給情人。開頭
的「若」字表現了楚地山間長林古木、草木

紛披的特點，山鬼穿行顯得格外神秘輕盈。
我在幽深的竹林中看不見天，路途艱險啊

姍姍來遲。獨自站在山巔，雲海茫茫腳下流
轉。白天陰沉如同黑夜，東風疾吹神靈降
雨。為靈修你留下啊快樂不歸，天晚了誰讓
我花容重現。山鬼從遲到焦急、遠眺企盼，
到甘願等待、擔心憔悴，山鬼的心情越來越
被動、落寞。
我在山間採靈芝，山石磊磊啊葛藤蔓生。

心怨公子啊不該忘返，或許你想我只是沒有
空閒。山中人芳草般美好，飲石間清泉啊松
柏蔭庇。你在想我嗎？我又半信半疑。雷聲
隆隆陰雨綿綿，猿聲啾啾夜間長鳴，風聲颯
颯樹葉蕭蕭，思念公子空自悲傷。對公子的
猜測越來越悲觀，最後風雨如晦的淒厲場景
渲染了鬱悶的心情。「徒」字尤其表現款款
深情只是一場徒勞無功的浪費，心中淒涼悻
悻，如黃葉滿地，猿聲四起。

【賞析】

書籍簡介︰
本書由復旦大學中文系主任陳引馳先生編著，甄別、挑選最適合大眾閱讀的古

詩共263首，加以註釋和賞析。閱讀這些優美的古詩，能體會詩人們的萬種情
懷，也對整個中國古代詩歌有一個最直觀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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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吾生也有涯，而知①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②已！
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

可以盡年③。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響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

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④。 （未完待續）

《養生主》

註釋
① 知：知識。
② 殆：危險。
③ 已：承上「殆已」。為知：還不斷追求知識。
無：通「毋」。近名：求名。緣：順着。督：
傳統醫學以為督脈貫通人體上下。緣督：順隨
自然之道。經：綱紀，引申為準則。生：天
性。年：自然壽命。

④ 庖丁：廚工。文惠君：舊說指梁惠王。解：分
解，宰。踦：用膝抵住。砉、響：象聲詞，形
容解牛的聲音。奏刀：進刀。騞然：象聲詞，
形容解牛的聲音。中音：合乎樂音。桑林：殷
商時的樂曲名。經首：堯時咸池樂曲的一章。
會：音節。

古
文
英
華

隔
星
期
三
見
報

【賞析】
《莊子》是古代經典之中的瑰寶，一個重要的標誌就是它包含了許多的成語。比如大家耳熟能詳的
「庖丁解牛」「游刃有餘」，它們都出自《莊子》中談論人生問題的《養生主》一篇。庖丁解牛時動
作優雅，宛若舞蹈；庖丁解牛時聲音悅耳，莫不中音。更令人讚歎的是，面對肌骨筋絡錯綜的牛體
時，庖丁隨心所欲、遊刃有餘。他人的限制是庖丁的自由。其實限制從未消失，只是庖丁對它了然於
心，限制也就不構成限制了。如何做到呢？運用智慧，找到關鍵（骨節中的空處），「以無厚入有
間」，自由就在眼前。看似迷宮，實則通途。

使用活語言使用活語言 表達活思想表達活思想

■■「「五四五四」」時時，，湧現了一批出色的白話文學家湧現了一批出色的白話文學家，，例如冰心例如冰心（（左左））
和巴金和巴金（（右右））。。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正版正版」」
包公像包公像，，面面
上當然沒有上當然沒有
半 月 形 圖半 月 形 圖
案案。。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