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傍晚，收到胡牧發來的微信：「陳叔
叔，我父親於2022年12月22日6時19
分去世，泣告。」震驚之餘，心裏很是
難受。胡牧的父親胡文建，我今生最後
一位由衷地稱作老師的人，去世了。
我這裏說的老師，當然不是小學、中

學或大學裏給你傳授知識的老師，而是
人生的導師。他們在你人生觀價值觀形
成的關鍵階段，以特別的人格魅力，對
你的精神模塑產生過決定性影響，給你
的成長提供過無私的教導和幫助。
聖人談治學：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

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
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每次讀到這段文字，都隱隱生出悠然神
往、醍醐灌頂的感覺。以前總把「三十
而立」理解為30歲的時候事業有所成
就，如今以天命耳順之年的眼光看，才
明白此處的「立」是指思想體系的確
立。孔子在這裏回顧自己一生學術造詣
的不同階段。明代理學家楊起元就曾這
樣評論：「聖人履歷，從聖人口中吐
出，如憶夢中所見，如追舊時所識，有
一種自吟自賞，不可名言妙處。」
算起來，我1988年到北京，先後在

中央黨校讀碩士，北京大學讀博士，中
央編譯局從事理論研究，直到2000年調
中央組織部工作。如果把一個人的「而
立」視作一個過程，一個時間段，對我
來說正是這12年。其間遇到四位老師，
讓我受教終生：碩士導師張佩航教授
（1925-2003），博士導師曹長盛教授
（1932-2021），中央編譯局殷敘彝研
究員（1925-2014）和胡文建研究員
（1935-2022）。
胡文建老師平常是很樂觀的，也沒有

什麼嚴重基礎疾病，依然沒有躲過新冠

病毒最後一波攻擊。12月中旬全面放開
管控，原本讓人看到了結束疫情的希
望。可眼見感染者每天以數十、數百萬
人的規模增長，且增速越來越快，醫療
機構和醫護人員承受着史無前例的嚴峻
挑戰和巨大壓力。全面放開管控，那些
免疫力低的高齡老人以及其他重疾患
者，這個冬天勢必很難熬。
由此想到三年前疫情剛爆發時，也有

一樁死亡事件讓我耿耿於懷。那是我的
同學，只比我年長一歲多，因有基礎疾
病而死於新冠病毒第一輪衝擊。2020年
1月25日是大年初一，28日就看到報
道：「近日，長江財險董事長、原黃石
市市長楊曉波因重症肺炎去世，享年57
歲。」
同學死於封閉中的武漢，老師死於放

開後的北京。一頭一尾兩起死亡，因與
自己關係很近而成為疫情印象中最深刻
的記憶。其間還有染疫的，破產的，抑
鬱的，犯事兒的，有的命赴黃泉，有的
身陷囹圄。突然發現，一場疫情讓我學
到了很多，以前對社會或多或少抱有的
一廂情願，現連同名利心、好勝心、虛
榮心一起放下了，以前認為重要的東西
不再重要，留下的是對生活的寬容和堅
韌。順其自然，對事業，對人生，對疾
病，都是最高法則。
然而，疫情中的一些怪現象，卻不能

讓人釋懷。思想混亂、情緒極端、文字
偽術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某學術「權
威」竟然調侃張文宏是「一批偽君子」
捧出來的「心理按摩師」，某大V嘲諷
陶斯亮是「居委會中心理論組普通老頭
老太太」一樣的人，挖苦她「這大把年
紀了，寫這麼長的文章，多耗神啊」。
劍拔弩張，口誅筆伐，也算格鬥的一種

姿勢。而像這樣只講立場不講論據，只
管痛快不管分寸，自鳴得意地貶損人，
實在是不講武德，太輕佻也太自戀了。
我們對自然，要有敬畏心；對社會，要
有同理心；對苦難，要有慈悲心；對墮
落，要有防範心。都在這艱難的世上苟
活，相煎何急！不禁想起蘇東坡寫的那
篇關於桃符與艾草人的寓言故事，心下
凜然：
桃符仰見艾人而罵曰：「汝何等草

芥，輒居我上！」艾人俯而應曰：「汝
已半截入土，猶爭高下乎？」桃符怒，
往復紛爭不已。門神解之曰：「我輩不
肖，傍人門戶，何暇爭閒氣耶！」
若干年後，當我們回憶2022年時，

疫情防控終究是繞不開的話題，而且防
人似乎勝於防病毒。那些與防疫抗疫相
關的詞彙，如核酸、抗原、疫苗、封
控、靜默、暫停鍵、密接、清零、躺
平、居家、掃碼、閉環、網課、大白、
團購、管長、約管、養馬、彈窗等，貫
穿日常生活，N95更是成了家喻戶曉的
消費大牌。裏邊有意外，有憤怒，有幽
默，也有無奈。大疫當前，良心被喚
醒，不乏英雄壯舉；同樣，疫情也是照
妖鏡，人性惡的一面也在社會荒誕劇中
暴露無遺，在網絡的加持下擴散……
社會治理現代化，科學精神培育，仍

然任重而道遠。清華大學科學史教授吳
國盛說得好：「如果追究起來，自然、
科學、理性、真理都是一個意思。」
老師，死於新冠。今後的路，自己走。

2010年秋，古遠清自武漢來，喝杯咖啡是免
不了，但在此之前，他必纏我去吃碗雲吞麵或
魚蛋粉，這是他的「香港至愛」。飲咖啡時，
他從包中掏出一部書：《海峽兩岸文學關係
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 年 4
月），這是部剛出版的新書，他笑說：「這是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資助的專書。」並牙擦擦
說：「資助十萬！當然是人民幣！嘻嘻。」
十萬元研究金，對一個退休教授來說，當然

是大數目。不過，環顧當年，對兩岸文學有見
聞、有見識、有研究的學者，確是少見。何
況，他所寫的，有關這方面的論文也鮮有擲地
有聲的大著。專案獲批，自是「理所當然」；
但不久，他的「得意」卻「煙消雲散」了，感
到「有點棘手」。我問：「資料難求？」他點
點頭：「最重要的，還是立點和立論的問
題。」不錯，這如何斷定？
他終將問題一一迎刃而解，答案就在這部新

鮮熱辣的作品，一部41萬字的大著。
古遠清研究港台文學有成。但他的香港文學

作品，每受我批評，他亦不以為忤，真虛心
也；並誠懇追索資料。他每出一部書都不惜郵
費，寄來求「指正」。這部關係史，我對這課
題不大熟識，怎指正？於是略翻翻，遂置之書
架。
這天，12月28日，據中國作家網消息，他已

於12月27日因染疫逝世，享年81歲；而最令
人傷感的是，他的太太亦已去世。兩夫婦之
死，只差四天。在書齋呆坐，就看到他這部
書，已封塵矣。取之，讀之，一個退休、預備
「回家賣紅薯」的老漢，一字一字寫了41萬
字，真不知古老漢的精力何來？
他當年所說的「立點」，看這書後釋然。他

說：
「這部書鮮明的特點還表現在它以年鑑的方

式，引領讀者從宏觀視野分析兩岸從軍事對抗
到關係和緩時期，台灣政局與兩岸文學關係曾
發生過的風雲大事和文學論爭，其中每章每節
均可獨立成篇，但又互相聯繫，構成一個整
體。」
由此推論，古遠清是將各個小課題，搜集資

料，再而分析寫成。每章的每節，都是一篇小
論文，如〈魯迅在台灣交的「華蓋運」〉，如
〈「盜火者」瘂弦和林海音〉，如〈余光中：
重寫文學史的先行者〉等等。另如〈大陸的台
灣文學研究〉、〈台灣的大陸文學研究〉，古
遠清每章每節，都提綱挈領，引述資料，讓有
心人可據此而深入探討。
今古公已作古人矣，他的言行笑貌，迄在腦

海迴旋。我出版《香港文學大系．通俗文學》
卷時，適值他來港，遂簽送一冊給他。回武漢
後不久來信，說我的〈導言〉可觀，可略改給
他在學報刊登。我看後沒反應，他又來信說：
「你做人真低調！」真的，我既無古公為文的
勤力，又無甚動力，他曾邀我往武漢中南財經
政法大學演講，並可把臂暢遊一番，我也拒絕
了。於今想來真遺憾。

「正體字/標準字」同「異體字」嘅
寫法通常都係爭丁咁多，好多時都係一
眼睇唔出嘅，差異可以咁分：
第 1 類 — 橫 定 點 （ 橫 「 正 」 點
「異」），例：

今、含、岑

令、冷、玲

低、抵、底

倉、槍、蒼

第2類—有橫定冇橫，例：
德（正），凖（古字/異）
鳳（正），鳯（異）
黃（正），黄（異）
橫（正），凖（異）

明（正），凖（古字/異）

第3類—有點定冇點，例：
廈（正），厦（異）
廁（正），厠（異）
廚（正），厨（異）
廳（正），㕔（異）

第 4 類 — 棟 定 點 （ 棟 「 正 」 點
「異」），睇清楚咁寫就係「異體
字」，例：

麗、灑、曬
第5類—兩點定三點，例：

況（正），况（異）
涼（正），凉（異）
決（正），决（異）
減（正），减（異）
沖（正），冲（異）
凄（正），淒（異/通）
凌（正），淩（異/通）
準（正），凖（異）

第6類—易位，例：
峯（正），峰（異）
羣（正），群（異）
啟（正），啓（異）
略（正），畧（異）
鑒（正），鑑（異）

第7類—頂頭唔係「曰」字，睇清楚
「正體字」係咁寫嘅，例：

最、曼、冒、冕
第8類—撇嘅方向

兌（正），兌（異）
說（正），說（異）
脫（正），脫（異）
銳（正），銳（異）

第9類—「刀」定「力」，例：
拐（正），柺（異）
劫（正），刧（異）

第10類—兩個都好常見，例：
豬（正），猪（異）
迪（正），廸（異）
鋪（正），舖（異）
雞（正），鷄（異）
韭（正），韮（異）
麪（正），麵（異）
麼（正），麽（異）
臘（正），腊（異）
菰（正），菇（異）
祕（正），秘（異）
脈（正），脉（異）
葱（正），蔥（異）
衞（正），衛（異）

就香港大學校訓「明德格物」，或者
舊時好多舖頭所用嘅字形，大家可以睇
出原創者傾向於用「古字/異體字」，用
意應該係畀人有與別不同或者有深度嘅
感覺。

◆黃仲鳴

古遠清走矣

生活上的「正體字」和
「異體字」（3）：丁點差異

有建樹的沉迷：沈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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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亮，在父親耳濡目染的熏陶下，初中
已接觸玄學，後得佛法老師傳授陽宅風水及
文王卦。直到2013年，通過禪定悟出與際
遇相應之姓名學，依此因緣，公開奧秘，望
有緣人得到裨益。
沉迷體特質中，好的沉迷和壞的沉迷，在

五行的本體特質中，極像科學家所發現的量
子學所描述一樣，「光」既是可以以波狀，
又可以以粒子的形態存在！其形態只在乎於
有沒有受到觀測——受到觀測，那就可從波
狀變成粒子的狀態。而十天干的五行也是一
樣，雖然無形無相，可受物理物質的規範，
例如火向上升，水向低流，但當金在上受
剋，和金在下受剋，是非常有分別的！

原因是無形相的特質一進到姓名替身概
念，那物質的物理現象就越明顯！當然一念
天堂，一念地獄，一念間的覺醒否，會影響
庚金的好與壞！
庚金性代表現實主義，較短視短見，容易

貪圖短樂，行事標準可看有沒有進益或即時
性的快樂。
當然事有兩面，庚金之進取，坐言起行，

信科學實證，容易培養出精明的特質。說穿
了，任何五行天干也有兩面性，像火一樣，
可以是脾氣、慾望，亦可以是求知探索發現
的動力！
故今期所論述的歷史人物沈括（姓名五

行：丙庚），火剋金正屬好的沉迷，不斷對
新事物的探究，說是古代卓越科學家絕不為
過！而且亦是政治家和軍事家。
沈括自幼勤奮好學，14歲就讀完了家中所

有的藏書。少年時代的沈括隨其父沈周四處
宦遊，增長了許多見識。沈括12歲時，沈周
在泉州為他延請老師，對他進行專門輔導。
18歲時，沈括在南京學習醫藥學，並產生濃
厚的興趣。1051年，沈周在杭州去世。沈括
守孝3年期滿，以父蔭做了海州沭陽縣主
簿，開始步入仕途。以後歷任東海、寧國、
宛丘等縣縣令。
治平元年（1064年），沈括考中進士，被

任命為揚州司理參軍。治平三年（1066
年），沈括入京，任職昭文館編校，致力於
天文曆算的研究。熙寧五年（1072年），兼
任提舉司天監，執掌觀測天象。這段時間，
他修訂新曆，創製天文儀器。
沈括入仕後成為王安石變法的忠實支持

者，是變法的骨幹。沈括不但辦事認真細
緻，而且對地理也十分精通。他先到樞密
院，從檔案資料中查清楚了過去議定邊界的
文件，證明那塊土地應該是屬於宋朝的，隨
後向宋神宗作了報告。宋神宗聽了很高興。
後來沈括畫成地圖送給蕭禧，蕭禧才沒有話
說。
宋神宗又派沈括到上京（遼國的京城，在

今內蒙古自治區巴林左旗南）出使。沈括首
先收集了許多地理資料，並且叫隨從的官員
把資料背熟。到了上京，遼國派宰相楊益戒
跟沈括談判邊界。對於遼方提出的問題，沈
括和官員們都對答如流，有憑有據。遼國官
員見無法說服沈括，又怕鬧僵了，對他們也
沒有好處，只好放棄了他們的無理要求。
沈括帶着隨員從遼國回來的路上，每經過

一個地方，便把那裏的大山河流和險要關口
畫成地圖，還調查了當地的風俗人情。回到
東京以後，他把這些資料整理起來獻給宋神
宗。宋神宗讚揚沈括辦事得力，封他為翰林
學士。
沈括十分重視地形勘察，為宋朝邊境減少

摩擦作出了重要的貢獻。有一次，宋神宗派
他到定州（今河南定縣）去巡視。他假借打
獵的名義，花了20多天的時間，詳細考察了
定州邊境的地形，還用木屑和融化的蠟捏製
成一個立體模型。回到定州後，沈括讓木工
用木板根據他製成的模型，雕刻出木製的模
型，獻給宋神宗。
宋神宗對沈括畫的地圖和製作的地圖模型

很感興趣。第二年，就叫沈括做全國地圖的
編制工作。12年後，沈括終於完成了當時最
準確的一本全國地圖——《天下郡國圖》。
沈括不但在地理研究上成就突出，而且是

個研究興趣非常廣泛的科學家，他曾經為了
確定北極星的位置，一連3個月在夜裏用渾
天儀觀察，終於計算出北極星的確切位置。
沈括晚年時，在潤州（今江蘇鎮江）的夢

溪園閒居。在那裏，他把一生研究的成果都
記載下來，寫成了一本筆記體著作《夢溪筆
談》。 《夢溪筆談》共26卷，分為故事、
辨證、樂律、象數、人事、官政、權智、藝
文、書畫、技藝、器用、神奇、異事、謬
誤、譏謔、雜誌、藥議17個門類共609條，
內容涉及天文學、數學、地理、地質、物
理、生物、醫學和藥學、軍事、文學、史
學、考古及音樂等諸多學科。
《夢溪筆談》是中國科學技術史上的重要

文獻、百科全書式的著作，其傑出成就表現
在以下幾個方面：
在天文曆法方面，作者改造了渾儀、浮

漏、圭表等天文儀器，並利用改進的儀器，
連續觀測3個月，繪製星圖200餘幅，得出
了極星離天極3°有餘的結論；利用改進後的
浮漏，進行10餘年的測量，第一次從理論上
推導出冬至日長度「百刻而有餘」，夏至日
長度「不及百刻」的結論。另外，書中還記
載了作者首創的「十二氣曆」。
在數學方面，記載了作者首創的隙積術和

繪圓術，開闢了我國傳統數學新的研究方
向。
在地質地理方面，記有浙江雁蕩山的地貌

特徵，並指出是流水侵蝕作用造成的；又記
述了河北太行山的山崖間發現蚌殼之化石，
從而推斷出華北平原乃泥沙淤積而形成。
在物理學方面，記有指南針發明和應用以

及地球磁偏角的發現等重要事件；記述有作
者關於球面鏡成像的實驗；還記述有演示月
亮盈虧的模擬實驗以及演示聲音共振的實驗
等。
在化學方面，記載有利用鋼鐵離子置換反

應；記載有濕法冶銅方法「膽銅法」，以及
灌鋼法和冷鍛鐵甲法。
在醫藥學方面，記述有人體解剖生理學，還

論述了人體新陳代謝的原理。也記述有大量植
物、礦物、藥物的特徵、性味和功效等。
沈括是一位學識淵博和成就卓越的自然科

學家。日本數學家三上義夫稱讚沈括說：
「沈括這樣的人物，只有在中國才會出
現。」英國著名科技史家李約瑟也認為沈括
是「中國科學史上最奇特的人物」，而《夢
溪筆談》是「中國科學史上的坐標」。

◆逢每周二、六刊出，投稿請至：feature@wenweip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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