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母親無心之舉
啟蒙與書為伴
說起林麗玲愛與書為伴的啟

蒙，或許來自於母親的無心之
舉。負責操持家務的母親經常要
去街市買菜，隨行的林麗玲自五
六歲起，總會被母親安排在街市
旁邊的公共圖書館等待。圖書館
中琳瑯滿目的書籍包圍着林麗
玲，每次都有一個多小時的時
光，她會流連不同的書架，翻閱
這些圖書，慢慢地圖書館就成了
她的遊樂場，讀書亦成了她最大
的樂趣。
她說，若想讓小孩子從小培養讀

書的習慣，就要讓他們小時候被書
包圍，他們的世界都是書，就更容
易造就他們讀書的興趣了。

恬靜優雅、說話慢聲細語，記者眼前這位
容貌甜美的「小家碧玉」、中文大學中國語
言及文學系博士及講師林麗玲，心中卻裝着
莊子、孔子、荀子等「大家」，思考着道、
生死、曠達。她好讀古文原典，認為「千古
人生大同小異」，與古人「神交」多年的
她，從他們的智慧中學習自勉、自解、自
省，獲取了面對人生、解決困惑、處理情緒
的能量。
在港土生土長的林麗玲，與許多年輕女生
一樣，辦公室裡有花、有公仔、有好看的明
信片，充滿着都市少女的心思和情趣；而轉
頭看去，書架上卻是一本本厚重、深奧的國
學研究書籍，與不大的辦公空間形成巨大的
反差。更為特別的是，書架中還珍藏着她
11、12歲時，用零用錢買的第一套、已經泛
黃的《莊子今注今譯》。

聽罷「鼓盆歌」最愛「莊子」科

小學時代的林麗玲，知道了莊子「鼓盆
而歌」的故事。莊子在妻子離去後，一邊
敲打着瓦缶一邊唱着歌的狀態，讓小妮子
對這位精神自由的人物充滿好奇，亦從此
與他結下了不解的緣分。到大學升讀中大
中文系，開學前林麗玲就迫不及待向相熟
師姐打聽最期待的「莊子」科，後來恰巧
其大學輔導老師正是負責「莊子」一科的
中文系教授何志華，讓她本科便對莊子思
想有了一定研究；後來她師從何志華完成
碩士、博士學位，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先秦
兩漢文獻、漢語訓詁、兩漢傳注等，畢業
後再於學系任講師。
「幾千年來的寶庫不應該被漠視，許多年

以前的書不是『過去式』，而是『進行
式』」，愛讀原典的林麗玲特別喜歡把古人
智慧應用於現代生活，並把這一方法貫穿在
中大的課堂上，以此激發學生對國學的興
趣。

現時林麗玲有份教授醫學院、商學院、工
程學院等不同學院學生的中文科，她坦言，
有些學生初初會對了解古代典籍興趣不大，
甚至抗拒，但她會將古人思想的精髓深入淺
出的解釋並聯繫到人生，幫助學生情緒處
理、思考生離死別等必須面對的問題，慢慢
地就激發起學生的興趣。

讀詩慰精神 閱讀抗逆境
曾有醫科生在其課堂認識到莊子的思想，

之後主動買書閱讀深入了解，她認為，學生
或許能從書中得到精神上的安慰，以面對未
來見證生死時刻的複雜環境。
另亦有一些學生會向林麗玲訴苦，覺得

在大學難結交知心朋友，林麗玲便勸喻他
們不要勉強自己，可以讀先秦諸子的著
作、品唐詩宋詞，「神交」李白、杜甫、
白居易等幾千年前的朋友。她認為，這些
國學寶藏是精神的食糧，每個年輕人都有

需要學習。
熱愛國學、亦得益於國學的林麗玲，理想

和抱負是「守護」古籍文本，希望努力探求
古籍文本的原旨，復歸它們原來的模樣。

■林麗玲的書架上是一本本國學研究書籍，
與不大的辦公空間形成巨大的反差。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閨秀讀通「大家」自省播正能量

在廣東傳統村落的瓦頂房屋裡，記載了伍煥堅的童
年，屋牆內外抬頭可見的名人山水畫，農曆新年

門上的年畫和揮春，讀過兩年私塾的舅父口中不時吟誦
的古文，以及鄉村濃厚的傳統文化氛圍都是他國學的啟
蒙。小學開始正式接觸到古文的伍煥堅，自然地領悟到
舊體文學的美妙，「它簡短、精要、活潑。」
12歲隨父母來港生活及讀書，深感社會國學氛圍不足
的伍煥堅仍堅持在書局閱讀古典文學書籍，中學時偶然
讀到的一本《宋詞三百首》，每首詞均配以一幅名家字
畫，「其中見到饒公為宋代詞人朱敦儒的詞作抄的書
法，完全表達出了詞人的曠達。」
喜愛書法的伍煥堅讚道，「饒公的字很有深度、神
韻」，自此他開始研讀饒公的著作，到大學升讀中文
系，及後更成為浸大饒宗頤國學院首批「選堂博士
生」，鑽研周代金文（青銅器上面的文字）及當時的禮
制。
時下香港父母多希望子女修讀「易搵食」的學科，但

伍煥堅的父母卻允許他遵從內心所好，與國學為伴。他
表示，研究古文讓他知道了古人的生活、思想，「進入
另一個世界」，讀不同古籍接觸到的不同思想，讓自己
對人生的看法亦有所不同，不是建立在對金錢的追求之
上，而希望了解自己的文化，知道自己的國家從何而
來，做一個有知識的人，同時亦不會追潮逐流，因為心
靈早已從國學世界得到滿足。
深受饒公學術精神影響，伍煥堅強調「做學術要敢於

嘗試創新，要具開拓性。」現時他在浸大視覺藝術院協
助作書法研究，探索古文字和書法的關係，希望日後能
在大學做學問，並點撥對國學感興趣的有心人。
背負着「選堂」字號，縱然伍煥堅僅於5年前與饒公
有過一面之緣，可在饒公的着作裡，卻已與饒公「神
交」對話已久。他把踏實的學術研究當作饒公精神的傳
承之道，並自勉要不怕枯燥、沉悶，要投入精力時間研
究及推廣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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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學於香港誠然面臨重大挑戰，但仍有不

少青年學者全心投入其中。第一位獲冠以國

學大師饒宗頤之字「選堂」的香港國學博士

伍煥堅，是浸會大學饒宗頤國學院今年剛剛

畢業的80後年輕人。他自幼熱愛古代詩詞，

閱讀中偶見饒公墨寶，真切感受到先生書法

之「深度和深層次的情感表達」，從此開始

攻讀饒公著作，進而專修國學。饒公仙逝

後，作為「選堂博士」的伍煥堅感嘆，用再

多的溢美之詞讚美饒公，都比不上專心研讀

他的著作，發揚他的學術，惟此才是對饒公

精神最好的承傳。 ■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婧

人人都話人文學科出路窄，香
港首位「選堂博士」伍煥堅卻認
為 ， 「 『 窄 』 也 可 以 說 是
『專』。」他勉勵對國學感興趣
的年輕人要忠於自己，不要因為
出路窄而放棄，又指例如讀中文
前景並不算差，可以做記者、編
輯、老師等。
不過伍煥堅亦坦言，研究國學

過程確較為枯燥，而香港的主流
觀念，並未鼓勵花時間鑽研未有
可見實際「價值」的知識，致使
香港學習國學的風氣不佳，雖然
多數人喜歡讀有趣的武俠小說，

但卻不會進一步涉獵國學範疇。
在香港推廣國學方面，伍煥堅

亦認為難度較大，因基礎教育未
能助年輕人建立好國學根底，
「現在學生最多只知道三個詩人
李白、杜甫、白居易，水平比
20年前還差」，而即使大學中
文系學生亦存在類似情況，
「《古文觀止》只有1/50的學
生讀過。」
在培養國學專門人才方法上，

在港接受從本科到博士階段教育
的伍煥堅認為，雖然現時制度存
在優點，但博士一年級就需要發

表文章或太過倉促，「古人40年
才寫一本書。」他認為，研究中
國學術最好用中文寫，因為翻譯
很容易偏離原著意思。
他強調，「時代愈是發展，愈

需要保護國學，就好像保護稀有
的大熊貓。」近年國家主席習近
平積極推廣國學風氣，要求重新
重視儒家思想，中華傳統學術亦
吸引愈來愈多外國人研究，開啟
「東學西漸」風氣，他認為，現
時國學研究呈現「國際化」趨勢
長遠有利，但要保持高水平，避
免粗製濫造是一大挑戰。

心欲專鑿石穿 文科路化萬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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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浸大成立饒宗頤國學院，饒公（右）親
自主禮，希望推動國學傳承。 浸大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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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幼熱愛古代詩詞自幼熱愛古代詩詞，，浸會大學饒宗頤國學院今年剛剛畢業的浸會大學饒宗頤國學院今年剛剛畢業的8080後年輕人後年輕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攝

伍煥堅伍煥堅

伍煥堅書生氣濃，但國
學以外，他其實十分「貼
地」，喜歡看動漫，更是
周星馳《唐伯虎點秋
香》、《鹿鼎記》等80、
90年代「無厘頭」港產片
的粉絲。
國學博士銜，加上專研
冷門的周代金文與禮制，
很多人腦際一想，便會出
現一幅穿起古裝手持摺扇
吟詩作對對穿牆的形象畫
面。
不過正如「才子之首」
唐伯虎亦喜歡食燒雞翼，
「選堂博士」的娛樂也與
普通年輕人無異；伍煥堅
笑言，自己餘閒時最喜歡
看「無厘頭」港產片，
《唐伯虎點秋香》、《鹿
鼎記》都是至愛，又會上
「bilibili」等動漫網，也像
同輩男生般熱愛《男兒當
入樽》及其他熱血漫畫，

並因此打起籃球來。
要說伍煥堅與一般年輕人的分

別，則大概在於修心及自我約束意
識特強。
他特別引述饒公昔日的經歷：在

中國傳統琴、棋、書、畫四藝中饒
公獨缺棋藝，只因認為「下棋有輸
贏，傷感情」，希望以此為警惕，
避免過度「娛樂」影響身心，所以
刻意少上社交網站、打機，以免玩
物喪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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