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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軔於春秋而系統化於戰國末的「陰陽五
行」思想，作為中國傳統的智慧，在今天仍有
廣泛的影響。「陰陽」的本義是陽光照射地

表，光與影對比所形成的自然現象。「五行」則較陰陽後出，
水、火、木、金、土為古人日常生活中必須具備的五種資材。兩
者本來互不相屬，其後陰陽被理解為一對相反相成的元素或力量，
再結合五行的分類及相生相勝關係，乃進一步引申為解釋宇宙萬物
的生成變化、運動，以及互相消長的原理。
然而，若不從生成變化及事物互動的角度看，陰陽五行實際上也就

是一種對事物的「分類」。陰陽是把世界一分為二的二元對立區分，
五行則是進一步以事物的五種基本構成屬性，對宇宙萬物的系統化分
類整理。當然，從今天的科學角度來看，這無疑予人一種「偽科學」
的印象。而現時人多從風水、命理的角度看待陰陽五行，這只會局限
了陰陽五行思想的作用。

以相似性推導事態
其實，陰陽五行的內在思維有別於「演繹」，它以「類比」
（analogy）為主要特徵，透過兩件事物或事態之「相似性」（re-
semblance），從某一物的屬性或事態推導出另一物所應有的屬
性或事態。舉例說︰地球有生命存在，火星也有生命存在，因
為兩者均為太陽系的星體。這種以相似性為論證基礎的推

理，稱為「類比推理」，它雖然並不具有演繹推理的必然性
而僅具有「或然性」，但卻有相對較靈活與彈性的解釋效力或
應用範圍。
誠然，類比思維無疑僅具或然性，但卻可作為一種發明或創造

的思維活動。所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基於同類的事物因
彼此相似而相互感應，這對產生新想法或新意念，尤其具有正面的
作用。例如以五行中的「水」比喻性格中的「溫柔」，引而長
之，五行中的「土」又可隱喻性格中的「敦厚」。這就
是一種透過類比而作出的延伸解說。
又例如植物以向上生長為特性，故「垂直線」可類比

為「木」；液體以流動不居為特性，故「曲線」可類比為
「水」；又如土壤固定不動，故「方形」可類比為
「土」。
換言之，藉着類比思維，事事物物可詮釋為存在一定的相
互關係及作用。由是，陰陽五行所建立的分類系統可謂無所不
包，無遠弗屆，而恰當運用事物之間的相似性，對其關係加
以聯想、引申及推衍，從而產生具新意的解釋或發明。這
可以說是一種有別於演繹，而更有利於創意萌發的類比
思維。
仁大開講下期將由新聞與傳播學系老師說說科技進步下對報

道新聞的轉變。

陰陽分類事物陰陽分類事物
五行萌發創意五行萌發創意

◆◆周國良博士（簡介：香港新亞研究所哲學博士，現職香港樹仁大學
助理教授及中國語言文學系中文教學部副主任。研究興趣包括中國
哲學、當代新儒學、西方哲學及文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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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意指人少抵擋不過人多。

出處︰今欲誅卓，眾寡不敵。（陳壽《三國志．
魏志．張範傳》）

故事背景
張承欲討伐董卓，他弟弟張昭認為兵力寡不敵眾，應待適當時
機才可行事。
張範淡簿名利，不願踏足仕途。他的兩個弟弟張承和張昭則分
別被徵召，承升任伊闕（今地名）都尉，昭任侍郎。董卓入主洛
陽亂政，張承想召集軍隊與天下豪傑一同誅伐董卓，是時張昭剛
從長安趕來伊闕，與張承說：「如今我們想誅殺董卓，但敵眾我
寡，力量不足，況且臨時謀劃策略，軍隊也是剛從農民徵召過
來，拉雜成軍，他們未經訓練，恐怕難以成功。而董卓只恃着擁
重兵而不守道義，是不可能長久，倒不如選擇一個可以歸附的地
方，待時機成熟再行動，這樣才能實現我們的願望。」
張承認為說得有道理，便丟下官印返回家鄉，與張範到揚州避
禍。
袁術邀請張範助其圖謀霸業，張範推辭，派張承去見袁術。袁
術以自己擁有廣大領土，眾多士兵和百姓，應能圖霸業。張承卻
不以為然，認為成功與否，不在於力量強大，而在於能否以德服
人。袁術聽後不悅。
曹操將征討冀州，袁術又問張承，曹操以幾千疲憊兵馬對抗十
萬雄師，是否不自量力。張承又回應說漢朝氣數未盡，曹操扶持
天子號令天下，即使與百萬雄師對抗也是可行的。袁術聽後老大
不高興。
後來曹操平定冀州，派使者迎接張範，張範因病留在彭城，派
張承往見曹操，曹操上表朝廷任命張承為諫議大夫。不久又任命
張範為議郎，參丞相軍事，曹操更非常尊重張範，並常叮囑曹丕
做任何事都要先徵詢張範和邴原，曹丕亦以禮待他們兩人。

觀書有得 知識泉源

施仲謀（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系教授）、李敬邦（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系項目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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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詩是朱熹最有名的詩作之一，最能反映
朱熹「寓理於詩」的詩風，理趣與文采交互輝
映，相得益彰，尤其適合在學的青少年仔細吟
詠，以求在閱讀與學習上得到深刻啟示。
本詩的寫作手法有兩大特色，一是設題高

明，二是設喻巧妙。若讀者單看詩題，不讀
正文，大概會預期作者高談闊論，講述自身
對閱讀的體會和反思；要是讀者把詩題略
過，直取正文閱讀，大概會認為本詩主旨為
吟詠半畝塘，大抵很少人能深諳其喻意。
一個看似平淡無奇的詩題，一首深有寓意

的詩篇，深入淺出，讓讀者在淺白的字句和
形象的比喻中，恍悟深刻的道理，意味深
長、雋永耐讀。
詩人把書本比喻為像鏡子般的半畝池塘。

詩中指出，書本雖然體積有限，但容量巨

大，能收攝天光雲影般瞬息變化的世間萬
象；而我們須像池塘般，不斷補充活水，創
新思維——新知識、新方法、新觀念等。這
便是作者的讀書心得。
一代大儒朱熹，對儒家思想的領悟非常深

刻。他時常教人以聖賢作榜樣，對好學的美
德終生奉行，矢志不渝。這與現今社會倡導
「自我增值」與「終身學習」是一致的，我
們應當以朱子為榜樣。
然而，單憑好學的心態並不足夠，還要有

恰當的讀書方法。如詩中所說，因為源頭有
「活水」來，方塘才可保持常「清」。現今
資訊發達，書籍、媒體、網絡，充斥着各式
各樣的資訊，當中時有真假難辨、對錯難分
的內容。因此切忌只聽自己想聽的，只看自
己想看的，我們要有海納百川的態度，但接
收了不同的信息後，必須慎思明辨，然後身
體力行，這才是學習的不二法門。

《觀書有感》

半畝方塘一鑑開②，天光雲影共徘徊。
問渠那得清如許③？為有源頭活水來④。

註釋
①朱熹：字元晦，世稱「朱子」，宋代著名理學家。
②鑑：即鏡子。
③ 渠：即「它」，第三人稱代詞。那，通「哪」，怎
麼。如許：這樣。

④為（粵：胃wai6）：因為。

三國成語故事
書籍簡介︰本書精選三國成語五十則，將五
十段精彩的英雄歷史故事娓娓道來。
資料提供︰商務印書館

賞析由不同的專家、學者撰寫，教育局修訂；書法由陳用博士撰寫。

朱熹①

星期一 ．公民與社會 /品德學堂
．趣學英文

．新聞透視眼星期二 星期三 ．STEM百科啟智
．中文星級學堂 星期四 ．趣學英文 星期五 ．知史知天下

《蜂》是一首詠物詩。「詠物」是詩歌常見的手法，作
者透過刻畫事物的特點，寄託個人的思想感情。
詩歌首先描寫不論高山或平地，只要是繁花盛放的地

方，都被採花釀蜜的蜜蜂所佔據；其後，詩人筆鋒一轉，
感嘆蜜蜂辛辛苦苦採花釀蜜後，蜂蜜往往卻被別人奪去。
詩歌以「為誰辛苦為誰甜」作結，既讚美蜜蜂不畏艱難，
辛勞工作，也對牠們的遭遇表達深切的同情。
本詩前後有很大反差，首兩句寫不論平地或山頂，只要

是繁花盛放的地方都被蜜蜂佔據，極力鋪寫蜜蜂的張揚。
後兩句寫蜜蜂歷盡艱辛，釀成蜂蜜後卻為他人所有，不知
為誰辛苦。詩人透過前後詩句的巨大落差，使讀者對蜜蜂
的處境更為憐憫。其次，詩歌最後一句既可作為感嘆句，
慨嘆蜜蜂的不幸；也可以是疑問句，引發讀者思考，反思
蜜蜂的處境。
本詩用字精煉，其中「甜」字用得極佳，因為「甜」是
蜂蜜最大的特點，也能代表美好的成果。這裏形象地表達
辛勤勞碌才釀得蜂蜜，結果卻是一場空，含蓄地表示成果
被人奪走，更凸顯蜜蜂的無奈。
大多數學者認為本詩是歌頌蜜蜂的辛勤勞苦，諷刺那些

不勞而獲的貴胄，流露詩人關心社會的情懷。不過，也有
人認為本詩是作者慨嘆世人過分熱衷功名利祿，借蜜蜂諷
刺他們為名利而營營役役，不過到最後仍是一場空。文學
作品的詮釋不應定於一尊，讀者可以有個人的感受和體
悟，這正是文學迷人之處。

《蜂》

不論平地與山尖，
無限風光盡被佔。
採得百花成蜜後，
為誰辛苦為誰甜！

羅隱

◆ 詩人歌頌蜜蜂的辛勤勞苦，諷刺
那些不勞而獲的貴胄。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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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譯
半畝大的方形池塘如鏡子般展開，天的光亮和雲的影

子在水面徘徊。
若問這水怎會如此清澈呢？那是因為源頭有長流不斷

的活水輸送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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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文 澄

◆ 張範之弟張昭，與輔助孫策和孫權的東吳重臣張昭是不同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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