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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文字典 解字兼教讀音

星期一 ．通識博客（一周時事聚焦、通識把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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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花生 學花生
現在有一句流行語——「等食花生」。地

道的香港人當然明白是什麼意思，和俗話常
說的「等着看好戲」差不多。為何出現這樣
的一句話？我沒有刻意細究，我猜與香港人
的生活態度有關。例如看一場球賽直播時，
香港人喜歡一邊看，一邊吃花生；一群好友
聚在一起談天說閒話，又會邊吃花生邊談。
後來引申到在街上遇到一些事故發生，充當
閒人圍觀，也稱為「食花生」；甚至社會上
發生了一些事，對己而言無能為力，只能充
當旁觀者看着事情的發展，也可用上此話。
花生渺小而普通，卻在我們生活中佔了重
要角色。連在中文範文的詠物文章中，竟也
最少有兩篇文章以花生為主角，一篇是許地
山的《落花生》；另一篇是梁容若的《落花
生的性格》。這兩篇文章不僅是名篇，因長
期作為課文，更成為不少人的集體回憶。
初次接觸這兩篇課文，我不知道「落花

生」就是「花生」。
「花生」這名太普通
了，但為何要加個
「落」字呢？原來花
生真的太神奇了。其

他植物都會在枝葉上開花結果，把最好的東
西都外露出來，唯恐沒有人知道。花生這植
物，雖也在枝葉上開花，但在花朶受精後，
花瓣凋萎，它的子房竟會慢慢地往下落，直
鑽到泥土裡才結果。要不是把它拔出來，也
不知道一早已結出豐滿的果實了。
就是花生這種生長的特性，給文學家許地

山及梁容若把握住了，藉以借物說理，談論
人的品德。許地山借父親的口說：「它的果
實埋在地裡，不像桃子、石榴、蘋果那樣，
把鮮紅嫩綠的果實高高地掛在枝頭上，使人
一見就生愛慕之心。你們看它矮矮地長在地
上，等到成熟了，也不能立刻分辨出來它有
沒有果實，必須挖起來才知道。」
梁容若就讚美：「頂謙虛、頂本分，像闇

然自修的君子。」
梁容若說花生「看起來很軟弱，矮矮地趴

在地上」，但是「生命力很強，韌性很
大」。它「安分守己，發展得很慢，腳步卻
踏得最堅實，它很少碰到失敗。」從中感受
到花生「在平凡裡有雄奇，在渺小裡有偉
大。」這是人所應該學習的品德。而許地山
就指出花生「味兒美」、「可以榨油」、

「價錢便宜」，用處很多，卻很低調、很謙
虛，因而指出「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只
講體面，而對別人沒有好處的人」。
這兩篇文章都借落花生來說明人的品德，

雖然皆是借物說理，但表達手法卻各有不
同。梁容若的《落花生的性格》是一篇典形
的議論文章，條理清晰，段落分明，指出落
花生的特性，再把這些特性比附人的德性並
加以讚頌，也引其他植物來襯托落花生的特
點。
至於許地山的《落花生》則用記敘文的方

式來說明道理。行文平實流暢，記事簡明樸
實，用語淺白生活化，沒有刻意的修飾和雕
琢用詞。記述一家人一起過花生收穫節，從
兄弟姊妹和父母之間的家常對話突出落花生
的特質，再以此帶出為人應有的品德。
此文展示了從平凡的行文中帶出不凡的人

生哲理。
許地山是近代著名的文學家和學者。他出

生於甲午戰爭前的台灣。年輕時入讀燕京大
學，正值「五四運動」，他積極參與了當時
的學生運動，並與茅盾等人成立了文學研究
會。其後他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及英國牛

津大學，回國後在多所大學任教。1935年，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計劃改變由前清遺老賴際
熙太史所定的傳統學風，委託胡適推薦人才
出任該院系主任，胡適舉薦了許地山。
許上任後推行改革，定該院主要教授中國

文、史、哲及翻譯各科，此制沿用至今。
1941年，許地山逝世，葬於香港薄扶林基督
教墳場。其系主任職位由著名史學家陳寅恪
繼任。
梁容若是河北行唐縣人，1922年入讀北京

高等師範學院（今北京師範大學前身）。曾
與錢玄同、黎錦熙提倡國語運動， 並創辦
《注音兒童週報》。1927年大學畢業後參加
了國民革命軍的北伐，任職左路總指揮政治
教官。北伐完成後，任國民黨北平市黨部秘
書。1936年，公費考入日本東京帝國大學，
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1948年，到台北籌辦
《國語日報》。1958年，任台灣東海大學中
國文學系教授。退休後曾移居美國。
許地山及梁容若均是近代文化界名人，兩

人皆不約而同地在平凡的花生中看到不平凡
的品德。當我們「食花生」時，不妨也向花
生學習學習吧！

隔星期三見報

學學語語
習習文文

■陳仁啟 作者介紹︰任教中學中文科超過20年。香港大學教育碩士、香港中文大學文學碩士。

《說文解字》，也稱《說文》，是東漢
時期學者許慎所編的一部文字工具書。
《說文解字》全書共分540個部首，收字
9,353個，凡是與部首意義相類的字都歸
為一部，另收「重文」（即異體字）
1,163個，原書載有目錄一篇和正文14
篇。
可惜的是原書早已散佚，幸好《說文解
字》的不少內容被歷代不少書籍引錄，才
使這本著作不致湮沒。最主要的是北宋徐
鉉於雍熙三年校訂完成的版本（稱為「大
徐本」）。
宋以後的《說文解字》研究著作多以大
徐本為藍本，如清朝的段玉裁注釋本等。
《說文解字》保存了上古豐富的文字資
料；闡發六書之說，並首先運用六書理論
分析漢字的形體構造，因形說義，因聲求
源，是人們認識、掌握上古語音、詞彙和
讀通先秦兩漢古籍的重要工具書。

首部依部首編排

《說文解字》是中國第一部按偏旁部首
編排的字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字書。許
慎首創部首排列法，以「六書」理論解釋
字形、字義、字音及其互相關係，開創後
世字典編排、查檢的先河。
所謂「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

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二曰象
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
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為名，取
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
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轉
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
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
聲托事，令長是也。《說文解字》正是根
據「六書」，根據漢字的本義解釋每個字
的形體結構。

「反切法」標識字音
《說文解字》中，收錄的每個字都是先

列小篆寫法，後釋字義和字音。其中解釋
字音的方法頗為特別，值得一說。由於古

代沒有拼音符號，古人想出「反切法」來
標識字音。「反切」即是用兩個字給一個
字注音，取前一個字的聲母，後一個字的
韻母和聲調，合起來就是被注字的讀音。
例如，「魯，朗古切」，就是取「朗」的
聲母，「古」的韻母和聲調，合起來就是
「魯」的讀音。
《說文解字》的出現，對中國語言學和

辭書發展影響深遠。晉人呂忱《字林》，
梁人顧野王《玉篇》，宋人司馬光等的
《類篇》，下至明代梅膺祚的《字彙》，
清代張玉書等的《康熙字典》，現代的
《辭源》、《辭海》等，雖然部首數目代
有調整，但都遵從着《說文解字》首創的
部首編排法。歷代不少學者都曾研究《說
文解字》，當中尤以清朝時研究最為興
盛，掀起一陣研究《說文》的熱潮。
其中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朱駿聲

的《說文通訓定聲》、桂馥的《說文解字
義證》、王筠的《說文句讀》尤備受推
崇，四人也獲尊稱為「說文四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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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文學 中大回憶
這兩天，坐在電視機前，看着新聞報道

沙田中文大學的現場實況，但見烽火連
天，黑煙瀰漫，硝煙處處。最不忍的是看
到這「人傑地靈」的高等學府，被烈火將
這校園吞噬。
我不想去評論政治和時事，我關心的是
這肩負着「百年樹人」的神聖任務的學
苑。眼前的景象，令我唏噓、令我嘆息。
我由這觸目驚心的畫面，聯想起著名詩
人，也曾任教於中大的余光中教授所寫的
幾首詩，其中的《九廣路上》，更甚應
景。試看原文的節略：

……
讓車廂搖搖，搖忘憂的搖籃 / 讓風搖

海，海搖着漁船
這世界太疲倦，太疲倦 / 讓一首帶鼻

音的兒歌
啊 防波堤，你拍它安眠 / 獅子山隧道

剛過了
回頭莫看香港，燈火正淒涼 / 多少暗

處起伏着刀光
長街短巷斜斜把月色 / 一回頭把月下

驟變的臉色
一塊塊，戳成明早依樣的頭條 / 不安

在孕育，夢魘四百萬床
……
向今晚的邊境 / 向誰的腳印驚悸
向亡命的腳印，幸或不幸 / 一路敲打

過去
余教授一生飄泊，原籍福建泉州，南京

出生，中學時代正值抗戰，他在四川的鄉
下度過。正如他的《記憶像路軌一樣長》
所說，那時他連鐵軌也未見過，卻總愛對

着外國地圖，嚮往坐着火車遊歷遠方。
他每次見到月曆上有火車在原野上奔

馳，便心隨煙飄，悠然神往。幻想自己正
坐在那一排長窗的某一扇窗口，欣賞那為
他展開的無窮風光。
目的地呢？就讓它在千里之外等着吧，

就算永不到達，也好讓他永不下車。他覺
得那平行的雙軌一路從天邊疾射而來，是
遠方伸來的雙手，要把他接去未知。
鄉居少年的他，那麼神往於火車，大概

因為它雄偉而修長。軒昂的車頭一聲高
嘯，一節節的車廂就鏗鏘前進，那氣派真
是懾人的；聽着那輪軌相激、枕木相應的
節奏，初則轟隆而慷慨，繼而單調而催
眠，也是另一番情趣。
他坐火車最早的記憶是在10歲，正是

抗戰的第二年，母親帶他從上海乘船到安
南，然後乘火車北上昆明。滇越鐵路與富
良江平行，江水滾滾向南，車輪隆隆向
北，不知越過多少橋樑、穿過多少山洞。
他描繪過很多乘坐火車的經歷，印象深

刻細緻。他描述當過橋時，俯瞰深谷，有
若「下臨無地，躡虛而行」，一顆心，也
忐忑虛空。
當穿山洞時，「黑暗迎面撞來，當頭罩

下」，「驚魂未定，兩壁的回聲轟動不
絕……光明在山的那一頭迎你……驀地天
光豁然開朗，黑暗把你吐回給白晝。」
他坐火車時有喜有驚，中間還帶着不安

和神秘，歷時雖短但印象很深。他講到由
南京去上海的那程火車，和到台灣後坐火
車遊覽的經歷和感受，都頗有趣味。
余教授於上世紀70年代來港，在中文

大學任教。大學旁邊正有一條九廣鐵路經
過，可以滿足他對火車的情意結。那時候
的火車站叫「馬料水站」，到用電氣化火
車取代柴油火車時，車站才改稱「大學
站」。
這時候的沙田，正改建成衛星城市，陸

續開山填海，興建公共屋邨。大抵余教授
眼見着沙田鄉鎮舊墟市清拆了，城門河填
窄了，「沙田畫舫」拉走了，漁船更一早
清走了。
這些滄海桑田、旦夕變遷的景象，或者

令余教授有點惆悵，未必能即時適應。
《九廣路上》文內所描繪的景象，當然不
是今日的鐵路站和中大校園。
不過如果他看到校園中的百年老樹燒成

焦炭，運動場有如戰場，跳高乳膠墊燒成
一堆垃圾，並發出濃密黑煙和陣陣燒焦
味，相信余教授也情何以堪。
余教授對火車、鐵路都充滿感情，他的

《九廣鐵路》，記他那次，握着一方小郵
簡，倚着小站月台上的燈柱，聽着「一千
隻鐵輪在鐵軌上彈奏……北上南下反反復
復奏不盡的邊愁 / 剪不斷輾不絕一根無奈
的臍帶 / 伸向北方的茫茫蒼蒼 / 又親切
又生澀的那個母體 / 似相連又似久絕了那
土地……」
由此可見，余教授對鐵路有一份感情的

寄託，對沙田更有着無限的愛戀。他提倡
「沙田文學」，與其他中大學者共同推動
「文學的沙田」，記下住在宿舍可見的美
景。他甚至認為沙田的土地有潛質成為鄉
土文學的滋養地，他的《沙田山居》堪稱
佳作，但我希望「燈火」不再「悲涼」。

聊 齋 選 譯 星期三見報

《勞山道士》

（續11月6日期）
俄，一客曰：「蒙賜月明之照，乃爾寂飲。何不呼嫦娥來？」

乃以箸擲月中。見一美人，自光中出。初不盈尺；至地，遂與人
等。纖腰秀項，翩翩作《霓裳舞》。已而歌曰：「仙仙乎而還
乎，而幽我於廣寒乎！」其聲清越，烈如簫管。歌畢，盤旋而
起，躍登几上。驚顧之間，已復為箸。三人大笑。

（未完待續）

喝了一會兒，一個客人說：「承蒙主人賞給我們明亮的月光，
可是這樣喝悶酒不夠味。為什麼不請嫦娥來助興呢？」於是道士
就拿了一根筷子，對準牆上的紙月扔去。只見一個小美人，從月
亮裡頭走了出來。開始身高還不到一尺，落地就和平常人一樣高
了。腰肢纖細，頸項秀美，輕盈地跳起了《霓裳羽衣舞》。一會
兒又唱道：「仙仙乎而還乎，而幽我於廣寒乎！」那歌聲清越悠
揚，像吹洞簫那樣優美。唱完了歌，旋轉起舞，騰躍上桌。
在大家的驚奇注視下，那嫦娥又變成了一根筷子。三個人都哈

哈大笑。

書籍簡介︰
《聊齋志異》雖用文言文寫成，卻深受大眾

歡迎，三百年來廣泛流傳。本書所選是流傳甚
廣、膾炙人口的故事，展現作品的思想性和藝
術性。

■蘋果 中學中文科教師

■雨亭（退休中學中文科教師，從事教育工作四十年）

言 必 有 中 星期三見報

男家送聘禮 利是過大禮
筆者快要展開人生新階段，與愛人共譜通往未來的愛情樂章。

回想筆者修讀大學碩士課程時，有一課題就要專研中國婚禮習
俗，當時參考的就是《禮儀》中的《士昏禮》。
《禮儀》是儒家十三經之一，當中記載着先秦的各種禮儀，以

記載士大夫的禮儀為主，作者已無從考證。而記載關於婚禮的一
篇，就是《士昏禮》。（筆者可沒有打錯字啊！的確是用黃昏的
「昏」，古人認為黃昏是吉時，有陽往陰來之意，所以會在黃昏
時間行娶妻之禮，亦因而以「昏」曰之。）
《士昏禮》可以說是中國關於婚禮的最早記錄，對象為上層統

治者的婚禮，記載了一套完整的婚姻禮節。因為跟現今相距多於
二千年，再加上擬寫對象非平民百姓，所以當我們閱讀當中細節
時難免會覺得有點誇張，又或認為當時的人有點吹毛求疵。同
時，隨着歲月流逝，有不少禮儀都難免簡化，現在我們實踐的與
當時大相逕庭亦十分合理。
《士昏禮》記載了一套完整的婚姻禮節。傳統禮節共有6個步
驟，即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和親迎，合稱為「六禮」。
筆者才剛過大禮儀式，對此印象特別深刻。過大禮，即古時的納
徵，由男家把聘禮送到女家，為婚禮習俗中的最重要的儀式。根據
《士昏禮》，納徵時需以黑、紅兩色的五匹帛和鹿皮兩張作禮物，
禮節與納吉禮相同。現在的已簡化了很多，各家已自訂規矩和形式
了，而當中的偉大發明—包羅萬有利是—更是讓一切掛萬漏一的
可能性都減去。這實在令現今籌備婚禮的新人安心不少。
2020年雙春兼閏月，是結婚的另一個大好年。相信有不少對愛
侶都會參考傳統結婚儀式，不過說到底，過去有很多禮節於你於
我已不合時宜，大家做到皆大歡喜就可以了。
祝願天下有情人終成眷屬，白頭到老，永結同心。

■廖尹彤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語言通用教育學部講師
網址：http://hkct.edu.hk
聯絡電郵：dlgs@hkct.edu.hk

■花生雖在枝葉上開花，但卻鑽到泥土裡才
結果。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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