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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下旬，央視科教頻道播出的四集紀錄片
《朱熹》。其中第四集《明德崇教》，在側重講
述朱熹教育思想的同時，展現其對中國書院文
化，乃至中國教育中「德育教育」發展的重要影
響，通過珍貴的文化遺蹟和歷史文獻，介紹朱熹
一生不僅恢復了白鹿洞書院、鵝湖書院，重建了
嶽麓書院，並開創了會講制度，還自建了武夷精
舍等，藉此將自己的思想流傳於後世。欣賞過這
一集，我彷彿又走進武夷精舍……
武夷精舍，又稱紫陽書院、武夷書院、朱文
公祠，位於武夷山隱屏峰下平林渡九曲溪畔。
彼時，朱熹居住在距離武夷山不到三十里的
「五夫里」。只要有空，他就會到武夷山遊
玩。因為遊覽的次數多了，便在九曲溪五曲溪
東、隱屏峰南麓背靠巨石的地方，規劃修建一
座精舍。宋淳熙十年（1183），武夷精舍建成
後，朱熹在這裡著書立說、倡道講學，成為朱
熹完成《四書集注》和以它為教材實行完好的
教育實踐的一所成功的私立大學，在中國教育
史上佔有重要的位置。
九曲溪，位於福建省武夷山靜幽山谷之中。朱
熹從14歲來到武夷山，生活長達50餘年，直到
駕鶴西去。1962年，郭沫若先生有詩云：「九
曲清流繞武夷，棹歌首唱自朱熹。」今年是朱熹
誕辰890周年、逝世820周年。年初的一天上
午，我與幾位老友，從閩北山城建陽出發，驅車
40公里，前往武夷山探訪中學校友許洪春。午餐
後，我特意前往武夷精舍參觀敬謁。這天，既不
是節假日，也不是雙休日，路徑幽幽，遊客寥
寥。映入眼簾的，是葱葱樹影；灌入耳膜的，是
潺潺水聲。路邊幾樹盛開的紅梅，與白雲藍天相
襯，構成一幅秀麗的畫卷……
九曲溪畔平林渡，隱屏峰下綠意濃。臨近隱
屏峰，右折上坡，須臾間道路左邊一塊巨石映
入眼簾，上面豁然刻着由中國現代哲學家、哲
學史家張岱年先生題寫的「朱熹園」三個紅色
大字。同行的萬先生告訴我，武夷精舍就在不
遠處。果然，繼續上行若干步，左側綠草地
上，一座背山面水端坐的塑像進入視線。塑像
左手輕扶額頭，右手置於膝蓋，目光深邃，表
情慈祥，既像是在欣賞美景，又像是在思考問
題。塑像基石上，刻着「朱熹 1130-1200」等
字樣。塑像後面十餘米，便是「武夷精舍」。
朱熹一生，熱愛教育。從淳熙十年到紹熙元年
（1190年），朱熹把主要精力放在武夷精舍授

徒講學和從事學術活動上。這裡，聚集了一大批
朱熹學派的中堅人物，是朱熹學派開展學術研究
和教育活動的重要基地，南方各省負笈求學者紛
至遝來，迄今有姓名可考的弟子就達數百人，可
謂是當時中國的「私立大學」。朱熹在這裡講學
7年之久，其間先後完成了《易經啟蒙》、《孝
經刊誤》、《小學》、《詩集傳》等一大批論
著。他的重要著作《四書集注》，也是在這一時
期完成的。這些學術著作和教育實踐，標誌着朱
熹理學思想體系的形成。
20年前，為了紀念朱熹逝世800周年，武夷

山景區管委會在書院原址上破土奠基，並增建
朱熹園。歷時兩年，方得竣工。重建的武夷精
舍，是朱子理學文化景觀的歷史再現，已成為
繼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以及進行愛國
主義思想教育的重要場所。重修的武夷精舍，
由牌坊、三進殿及廊撫組成。穿過「精舍」牌
坊，前殿一副門聯曰：「接伊洛之淵源，開閩
海之鄒魯」。寥寥數語，公證客觀總結了朱熹
承前啟後的思想成就。
朱熹博大精深的理學思想體系，主要由理氣

論、心性論、格致論和修養論等組成。它的歷
史作用是多方面的：統治者治國理政的「官方
哲學」；讀書人修身濟世的「人生信條」；老
百姓安身立命的「民眾聖經」。它的時代價
值：復興民族精神，啟動內生思想動力；弘揚
中華文明，推進世界文化交融等。在前殿大門
上，高懸一塊匾額：「學達性天」。門口掛着
「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武夷學院教學與科
研基地」等牌匾。在殿內「朱子生平」展室
中，有「朱子生平年表」、「朱熹武夷書院簡
介」等；「翰墨室」中，掛着幾副朱熹的手跡
墨寶，橫幅有「正氣」、「繼往開來」、「涵
養天機」等，條幅有「忠孝持家遠/詩書處世
長」、「善為傳家寶/忍是積德門」等。細加品
味，寓意深長。
朱熹與武夷山，結有不解之緣——在建精舍、

立書院、育人才、撰著作的同時，打破三教鼎立
的局面，以儒學融合佛、道，重新樹立起儒家思
想的正統地位。他創立閩學，集濂、洛、美學之
大成，把中國文化推進到一個新高度。宋元間，
朱子學成為國家的官方哲學思想，並跨越民族和
地域，傳入日本、高麗、越南等國，出現了日本
朱子學、朝鮮退溪學，成為東亞文明的體現。朱
子學對西方啟蒙運動和近代化亦發生過作用，堪

稱世界性學說。朱熹在長期的教學實踐中，形成
了以其理學思想為指導而又自成體系的教育理論
和教學方法，為中國古代書院制度的發展作出了
傑出的貢獻。朱熹因此成為中國古代私家辦學的
典範，武夷書院也成為中國古代一所極負盛名的
高等學府。
古往今來，後人對朱熹給予了高度評價。中
國現代歷史學家錢穆曾有這樣的評論：「在中
國歷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兩
人，皆在中國學術思想史及中國文化史上發出
莫大聲光。曠觀全史，恐無第三人堪與倫
比。」著名歷史學家、中國思想史研究專家蔡
尚思說過，「東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國
古文化，泰山與武夷。」他認為，在中國文化
史、傳統思想史、教育史和禮教史上，影響最
大的，前推孔子，後推朱熹。因此，有些學者
稱朱熹為「三代下的孔子」。中國當代著名哲
學家、教育家馮友蘭先生，在《中國哲學簡
史》中寫道：「朱熹，或稱朱子，是一位精
思、明辯、博學、多產的哲學家。光是他的語
錄就有一百四十卷。到了朱熹，程朱學派或理
學的哲學系統才達到頂峰。」而康熙皇帝對朱
子的評價是：「集大成而緒千百年絕傳之學，
開愚蒙而立億萬世一定之歸。」如今，這副楹
聯，就掛在朱熹園武夷精舍中殿的門柱上，橫
批是清初康熙褒獎朱熹老師李侗的御筆：「靜
中氣象」。
我注意到，在武夷精舍後殿，大門之上掛着

「理學正宗」匾額，室內佈置成課堂，正中牆
上掛着孔子的畫像，講台後面是正在授課的朱
熹蠟像，講台下有幾排桌凳、幾個學生。牆上
「忠」、「孝」、「廉」、「節」四個大字，
折射出朱子學說的核心思想。朱子理學不但攸
關中國之命運，也影響到了外部世界。特別是
東亞地區，甚至有史學家把中國和周邊一些國
家稱為「儒家文化圈」。
面朝九曲溪，告別武夷精舍，我忽然想起史料

記載的一段往事：1972年，毛澤東主席曾將朱
熹的《楚辭集注》影印本作為國禮，贈予前來中
國訪問並推動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日本首相田中
角榮，反映了中日雙方對於朱熹這位古人推崇備
至的心態。朱子理學的魅力，由此可見一斑。

得知陸游這位南宋詩人，是他臨
終前的一首《示兒》詩：
「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

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
告乃翁。」
這詩淺白，卻蘊含無限悲愴與酸

痛。歷來評者皆說陸游是愛國詩
人，不錯，據說他一生渴望能成為
一位指揮千軍萬馬、北伐中原的將
軍，可惜願望難成。除了這首流傳
萬世的七絕外，陸游與唐琬的愛情
故事，和他題在沈園的《釵頭鳳》
詞，亦為我愛誦，上闕「錯！錯！
錯！」下闕「莫！莫！莫！」筆勢
磅礴、飄逸，鏗鏘上口，令人低
迴。
我初識陸游，就是這一詩一
詞。後來看了他的《老學庵筆
記》，深覺此君才華橫溢；據聞
書法亦佳，可惜未得睹。而在
《示兒》之前，他還有寫過這類
教子盼子的詩嗎？
有一部書，列作「中國名人懸案

系列」，初出之時，我便買了蘇
軾、杜甫、李白、陶淵明，這都是
我最愛讀的詩人詞客。當然，還有
這部《陸游懸案揭秘》（劉黎明
著，四川大學出版社，1996年 10
月）。所謂「懸案」，是未有定說

的事件。作者劉黎明，未悉其詳細
生平。他這部書考證了不少問題，
極具學術價值，可惜歸於「懸案系
列」，又以「揭秘」作招徠，是為
瑕疵。在〈後記〉中，他說：「本
書的重點放在陸游生平及其詩文之
『秘』上。這些所謂『秘』，包括
陸游某些作品的真偽及創作動機、
陸游生平活動的重新考證、陸游的
交流、陸游的思想，同時，也涉及
一些現代研究陸游者的不妥切之
論。」劉黎明反對用「揭秘」的書
名，而這些「秘」，書中以問題的
方式提出，確也別致。如〈少年才
子為何落第？〉、〈為何主張建都
長安？〉、〈陸游「沈園」詩本事
之謎〉等等，文首說及的《示兒》
之詩，他究竟寫了多少這類的詩？
劉黎明說：
「僅就詩題來看，《劍南詩稿》

共保留陸游的示子詩有70首；若不
考慮詩題而從內容着眼，則有示子
詩200首。此種情況，在我國詩壇
上是不多見的。」
陸游育有六男二女，他的詩示哪

男哪女，當然難考。而他的示子詩
據劉黎明的考證，可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教子讀書。陸游雖考試

落第，但一生讀書不倦，示兒：
「讀書乃一癖，吾亦不自知；坐書
窮至勞，更欲傳吾兒。」
第二是教子立身。雖處困境亦不

致喪失氣節，「一錢亦分明，誰能
肆讒毀」，「醇如新豐酒，清若觀
林泉」，曉子為官要清亷。
第三是教子愛國。最有名的當是

臨終前那首《示兒》詩。陸游死後
七十九年，南宋滅亡，他的孫子、
曾孫、玄孫俱因元兵敗宋而戰死、
憤死。南宋遺民林景熙有語云：
「來孫卻見九州同，家祭如何告乃
翁？」陸游忠於宋，若未死而得睹
宋滅，真不知有何更悲痛之詩。
陸游的愛國詩、教子詩太沉重

了，還是愛看他的《釵頭鳳》。

2008年6月，漢普頓酒店因東主欠債而遭查封，住客更
被迫即時搬離酒店，事件嚴重影響香港旅遊業聲譽。立法
會就此召開特別會議討論事件。會上時任政務司司長唐英
年以「嗰班友『吊吊fing』喺街度」形容受影響流落街
頭、沒着落的遊客；此語一出惹來各方負評，理由是用上
了一個頗粗鄙的粵語。提及的「吊吊fing」（讀作「diu4
diu2 fing6」）；有認為「正寫」是「吊吊/吊吊捹/掉
掉捹/吊吊揈/掉掉揈/條條揈」，當中又以「吊吊揈」居
多。「吊吊揈」的本意指懸吊物（多為「條」狀）在空中
搖晃的狀態，如：個招牌「吊吊揈」，好似就跌落嚟咁！
坊間一致認同「fing」的「本字」是「揈」，且獲不少

語文學者、粵語專家所嘉許及粵語字典所收錄。筆者可告
訴大家，這個個案正好說明「文化界」在處理「粵語本
字」時又一次掉進「按音找字」的圈套裡。查「」、
「揈」指「扔」、「捹」指「手亂」，所以無論你如何引
申也滿足不了原意，亦即這些字只可作為「借字」。被現
今不少「粵語本字」的研究者奉為圭臬的《廣東俗語考

（1933）》中提及「掉掉幌」一詞，於是有不少人認為這
才是「正寫」。作者孔仲南在書中也指出「掉」、「幌」
均有搖晃的意思；前者無爭議，後者則屬多此一舉——同
音近形且筆劃較少的「晃」既已存在，又何須在意思上對
指帷幔、窗簾的「幌」作出補充。筆者認為孔兄這趟是
「捉到鹿唔識脫角」（沒好好把握難得的機遇），皆因
「掉」、「幌」頂多只指搖晃而無懸吊的意思，所以如把
「掉掉」、「幌」換成「吊吊」、「晃」，那才「音義俱
近」，亦即文縐縐的「吊吊晃」才是「正寫」。如此看
來，說「吊吊揈」粗鄙是一場誤會了罷。可能是「懸吊」
予人「沒着落」的感覺，且受「吊兒郎當」中的「吊」字
影響，有人就以「吊吊揈」作為「沒着落」或「吊兒郎
當」的代詞了。
為減少社交感染新冠肺炎，不少有規模的機構推出「在

家工作」，造就了不少人「待家」，此一措施變相成了
「自我隔離」。
對於一向「吊吊揈」的人，寫照如下：

百無聊賴吊吊揈，終日手機玩唔停；
世情對我何關要，拒知疫情自逍遙。

對於一向有上班、有社交的人，寫照如下：
疫情嚴峻家上班，一日三餐在房間；
眠眠倒倒人渙散，再冇工返入青山。

x x x
食嘢瞓覺同打機，就得咁樣把情寄；
待家一天又一天，再冇街落人都癲。

x x x
日夜對住四埲牆，再冇社交人失常。
疫情持續鬱到病，如此下去攞你命。

x x x
疫情底下食共瞓，日頭夜晚唔識分；
落晒形兼少答問，至擔心嘅係娘親。

x x x
疫情待家悶發慌，死瞓爛瞓眼光光；

新冠肺炎再唔bye，中唔中招都會die。

對於一向有做運動「keep fit」（保持體態）的女性，
寫照如下：

疫情之前我操fit，疫情期間我操fat；
疫情如唔早日過，世上肥婆多一個。

對於一向感情穩定的配偶，寫照如下：
疫情把人留在家，感情冇好反轉差；
之前碗碟冇相砍，家喐啲吵鑊甘。

x x x
疫情持續聚首多，見得多時反效果；
初則口角繼動武，反目成仇愛全無。

x x x
疫情期間家暴增 ，相嗌分手變成真；
唔信小別勝新婚，確信聚多聽離婚。

新冠疫情意外地造就了一個不欲取的「空檔」。然
而，從另一個角度，這可看成意外地提供了一個「思考
人生」的機會，說不定對未來的日子有所裨益。

■黃仲鳴

陸游教子太沉重

條條fing﹑掉掉fing﹑吊吊fing﹑吊吊捹﹑吊吊揈﹑條條揈
濛濛細雨太平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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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向四條路，或繞行灣仔峽
到中環，或直接通向香港另一
個標誌性社區——跑馬地。這
四條路聯同北向的兩條路，所
經之處集中體現了太平山的人
文特色：山頂是富豪和外國領
使的集中地；山腰即所謂半山
區，是首屈一指的高檔住宅
區；山腳下的上環、中環、灣
仔和跑馬地一帶，構成了香港
這座典型山水城市的中心商業
區和休閒娛樂區。
除了北向和東向的六條通

道，山頂廣場還有四條出路：
南向的薄扶林水塘道，西向的
柯士甸山道、盧吉道和夏力
道。
薄扶林水塘道十分古老，從
山頂道旁邊起步，穿過薄扶林
郊野公園，直達全港第一座蓄
水庫——薄扶林水塘。這條山
道，連同郊野公園、水塘，都
得名於山腳下一個叫薄扶林的
村落。薄扶林，原為薄鳧林，
薄鳧是一種鳥的名字。薄扶林
村的歷史，可追溯到清康熙年
間的三藩之亂，約二千餘人從
外地避難於此，成為香港島最
早的原居民之一。薄扶林水塘
1863年竣工後，為居民提供了
穩定用水。
香港回歸後，薄扶林村的居

民一直要求享有跟新界原居民
同等的權益，未能如願。結
果，薄扶林一帶的開發被擱
置，迄今仍是一片鐵皮棚屋
區，成為香港島最頑固的「拆
遷釘子戶」。與薄扶林村一山
之隔，便是寸土寸金的中環。
同一座山，兩個完全不同的世
界：北山腳下華樓霓虹，南山
腳下棚屋孤燈。落差如此之
大，你可以說是多元，也可以
說是荒誕。
山頂廣場往西的三條路各有

特色，均以英國人的姓氏命
名。居中的柯士甸山道和北邊
的盧吉道是以港督命名的，南
邊的夏力道則以國會議員命
名。
柯士甸山道由山頂廣場通向

太平山主峰——香爐峰。如果
說薄扶林水塘道重在自然和原

始，柯士甸山道則重在人文和
摩登。山野的質樸與人文的精
緻，打下了香港這座城市的底
色。山道沿途，是兩座特色公
園和若干豪宅，包括日本駐港
總領事官邸——耕雲草廬。首
當其衝的柯士甸山公園，以英
國維多利亞時代設計，打造了
香港少有的西式園林景致。典
雅的噴水池及涼亭，與周邊自
然環境渾然天成。山道盡頭的
山頂公園，則像一個秘密花
園，古老的維多利亞式建築涼
亭，鳥語花香的大片草地，掩
藏在山重水複的參天古木之
中。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之
際，全國各地和海外華人青年
共植「青年同心林」，亦坐落
在山頂公園中。
這條山道上特別值得一提

的，還有舊總督別墅遺址。
1868年前後，時任港督麥當奴
相中了太平山頂清新宜人的居
住環境，在此興建避暑別墅。
從此以後，移居太平山成為富
豪顯貴與名流士紳推崇的風
尚。1904年，居住太平山更被
明令為上流社會及外國使領館
的專屬權利，禁止華人入住，
此例直到1947年才廢止。而在
前一年，總督別墅被拆除，只
剩下守衛室，孤立於蜿蜒曲折
的山道旁。
站在舊總督別墅遺址前，

面向凌霄閣，你會產生一種
奇特的想像：右手邊的薄扶
林村代表貧窮，左手邊的中
環上環代表奢華，這裡不正
是把香港分為上層社會與下
層社會的原發地嗎？而今，
貧窮與奢華仍在，貧富懸殊
成了香港的世紀名片，而肇
始者卻不在了。當你繞過當
年 總 督 散 步 的 Governor's
Walk，順着崎嶇的山路繼續
西行下山，殘陽如血，落霞
鋪染，清風撲面，更會感念
於造化弄人，物是人非。
柯士甸山道北邊的盧吉道，

亦稱盧吉棧道，可見其險峻。
不過，盧吉道雖然很多路段建
在懸崖峭壁上，但路面修得極
好，也很寬敞，讓人絲毫感覺

不到危險。這是一條繞行香爐
峰北山腰的單行道，整條道路
向外凸出，彷彿是專門欣賞維
港風光的觀景走廊。高聳的國
際金融中心（IFC）和環球貿
易廣場（ICC）矗立在維港兩
岸，構成氣勢磅礡的「維港
門」景觀。佇望良久，心下感
嘆：這門裡門外，進進出出，
多少悲歡離合，滄海桑田！
如果從高空往下看，盧吉道

和夏力道像一把大弓：盧吉道
是弓背，夏力道是弓弦，香爐
峰則展示了這把弓的巨大張
力。夏力道大致呈一條直線，
穿過香爐峰南山腰，構成了薄
扶林郊野公園的南北分界線。
無名瀑布從香爐峰飛瀉而下，
茂密的森林在腳下延展，遠處
是東、西博寮海峽，圍繞南丫
島形成一道水環，山水相依，
如夢似幻……
以前不明白海子的「面朝大

海，春暖花開」，是怎樣一個
意境。當你面朝大海，只能看
到白浪青波，怎麼會是春暖花
開呢？此時此刻，漫步在夏力
道上，新雨初霽，夕陽溫柔地
灑落，眼前是春意盎然的郊野
公園，青枝綠蔓，野花嫣然，
綠野盡頭處，萬頃碧波如黛，
半山浮嵐如縷，我終於明白
了。

雨霽虹銷碧海間，多情夕照舞
翩躚

流霞着意爭春色，古木無心展
素顏

環水煙籠飛艇疾，漫山蟬語麗
人喧

清風一縷閒愁去，不負登高向
晚天

難以想像，一個小小的山頂
廣場，竟連接着十條道路，寬
窄曲直各異，通向四面八方。
好似巴黎的凱旋門廣場，十條
通衢大道，呈放射狀向外延
伸。而在我看來，筆直的凱旋
門大街，只伸展出地理的遠
方；蜿蜒的山頂廣場山道，卻
通向歷史的縱深。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