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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證因果關係 需要科學探討

◆任遠（現職公共政策顧問，曾任職中學、小學辯論教練，電郵︰yydebate@gmail.com）

學習應該求真知 說得準才是明白

元好問16歲時赴并州應試，在路上看到一
隻大雁被獵人射死，另一隻大雁雖已脫網而不
肯離去，哀鳴不已，撞地而死。受其忠貞感
動，元好問買了鳥兒壘石葬之，稱為「雁
丘」，寫下《摸魚兒》，又稱《雁丘詞》。其
中「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一
句，更為人所稱道。
這首詞，元好問可算是真的動了情。他激動
地問蒼天、問世人：「情是何物？」他自己回
答說：「情是甘苦與共、情是相隨相依、情是
生死相許。」然而，悲劇初發生，一雁剛死，
而另一雁在空中盤旋。牠在想什麼？牠為何決
定要隨伴侶而去？是否感受到「渺萬里層雲，
千山暮雪，隻影向誰去？」而決定殉愛？
詞的下片，元好問用漢武帝的《秋風辭》和
楚辭《招魂》、《山鬼》等的詩意，烘托雁丘
的淒涼環境。當年漢武帝泛舟汾河，君臣歡
樂，今已寂寞無聲，只有荒煙遠樹依舊。當人
鬼相隔，招魂無用，山鬼依舊夜夜啼哭。世間
人事興衰往往會變成陳跡，唯有一個「情」

字，可永存千古。
當時的人如楊果、

李治，都有對元好問
的《雁丘詞》作和應
的詞。楊果同樣寫了

一首《邁陂塘》來為殉情孤雁設祭，讀來滿眼
傾淚。全文是：

悵年年雁飛汾水，秋風依舊蘭渚。網羅驚破
雙棲夢，孤影亂翻波素。還庇耄算古往今來，
只有相思苦。朝朝暮暮，想塞北風沙，江南煙
月，爭忍自來去？

埋恨處，依約並門舊路。一丘寂寞寒雨。世
間多少風流事，天也有心相妒。休說與！還卻
怕、有情多被無情誤。一盃會舉，待細讀悲
歌，滿傾清淚，為爾酹黃土。

陣陣淒風苦雨 更添悲傷氣氛
這首詞的上片，重點寫仍活着的孤雁，隻影
形單，朝朝暮暮受相思之苦。下片就着重寫人
面對雁丘，吟誦着元好問詞的感受。無情的天
公好像故意與有情人作對，在蕭瑟金秋中，灑
下陣陣淒風苦雨，更增添詞人的悲傷。整首詞
讀來纏綿悱惻，淒楚動人。
李治也有一首《邁陂塘》的和作，也極為出
色。全詩是：

雁雙雙正分汾水，回頭生死殊路。天長地久
相思債，何似眼前俱去？摧勁羽，倘萬一幽
冥，卻有重逢處。詩翁感遇，把江北江南，風
嘹月唳，並付一丘土。

仍為汝，小草幽蘭麗句，聲聲字字酸楚。拍

江秋影今何在？草木欲迷隄樹。霜魂苦，算猶
勝王嬙青塚真娘墓。憑誰說與？對鳥道長空，
龍艘古渡，馬耳淚如雨。
詞的上片，敘孤雁殉情的本事，也採用代孤

雁悲吟言情的手法，口吻親切生動，把元好問
詞的孤雁之悲情抒發得淋漓盡致。在《金元明
清詞選》中的「詩翁感遇。把江北江南，風嘹
月唳，並付一丘土」四句，正是金末動盪的政
治局勢。李治認為，元好問把時事感慨和人間
悲歡之情扭結一起，所以詞作寫來有那樣濃厚
沉重的感情。
詞的下片，李治極讚元好問原作的藝術成

就，說有如「幽蘭麗句」，但「聲聲字字酸
楚」，具有震撼人心的藝術感染力。最後，亦
有如原作般，「為留待騷人，狂歌痛飲，來訪
雁丘處」的意境，為雁丘創造出一種冷艷荒蕪
的氛圍。
據《元史．李治傳》所載，李治與元好問相
交甚篤，並在金亡以後，仍互贈詩詞唱和。因
此，李治這種慨嘆就不單只是強調元好問那借
雁寄情的心，而是加入了對金王朝的悼亡之情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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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亭（退休中學中文科教師，從事教育工作四十年）

就學習而言，中華文化提倡「好
學」，不大強調「聰明」。或者可以這
樣說，藉好學來令人變得聰明，絕不能
因聰明而放棄好學。
有沒有聽過「小時了了，大未必佳」
這句話？古人的想法是不是與現代人相
信的「贏在起跑線上」有所出入？一刻
的成功不算得什麼，持久好學，才是成
功的關鍵。
孔子說：「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
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孔子認為，
在十戶人家聚居的地方，必定會找到一
位像孔丘（即孔子）般忠信的人，卻難
以找到一位像他那樣好學的人。其實，
孔子自謙其忠信的表現，只是在突出好
學的重要。
《論語》有言：「知之為知之，不知
為不知，是知也。」學習的目的是為了
知，而且是真知，而非淺薄、片面的認
知。「知」字，部首從口，部件從矢。
「矢」是箭的意思——「一矢中的」，
射得快、射得狠、射得準。「矢」字旁
邊加個「口」，便是說得準的意思，若
然不充分了解，又怎能說得準呢？知字

下面加個日，便是「智」字，要天天說
得準，不是更難上加難嗎？
怎樣才知道自己是真的知道呢？

單做到不足夠 要知其所以然
列子學習射箭，一箭中了靶心，便問

關尹子自己的表現如何。關尹子問：
「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意思是你知
道自己如何做到嗎？列子說：「不知
道。」關尹子便指示列子回去再努力苦
練。幾年後，列子再請教關尹子，關尹
子發出同一個問題：「子知子之所以中
乎？」由此可見，這個問題是十分關鍵
的。列子這次這樣回答：「知道。」關
尹子於是說：「這便可以了，相信你已
把箭藝牢固地掌握了。」
孟子也曾這樣說過：「博學而詳說

之，將以反說約也。」「博學」之後，
便要「說學」（即說出所學），由「詳
說」到「約說」，層層遞進，學得愈來
愈會、愈來愈精、愈來愈通。
筆者學校推動「說學文化」，不論在

課堂內與外、實體與網上，都給予孩子
大量「說學」的機會，除了幫助孩子鞏

固所學之外，還幫助他們建立「後設認
知」的能力，有效地幫助他們掌握學習
的方法。
此外，學問、學問，「學會問」，才

會「有學問」。「學會問」是因，「有
學問」是果。在學會的知識後面加個問
號，既能推動學習者繼續反思所學，去
蕪存菁，亦促進他們學得更深，甚至產
生自己的見解。
《禮記》說：「善問者，如攻堅木：
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
以解。」原來，古人就發問本身，也去
發問，學習如何問得更好？由此可見，
在發問技巧方面精益求精，對學習是有
極大益處的。
不是每個人都善於發問，然而，古人

認為，重複又重複地努力，也是深入學
習之門。重複學習，能令學習的表現從
生到熟、從熟到精、從精到破、從破到
立。
總結上文，學習的成敗，主要不是學

習者聰明與否的問題；要深入學習，進
路甚多。學習這回事，「非不能也，實
不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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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偉成MH校長，筆名孺子驢，播道書院總校長、香港教育領導協會主席、新城電台親子節目《人仔細細》嘉賓主持、中
國文化研究院學科顧問，致力在中、小學推行中華文化教育，並把中華文化價值觀之學習滲透於各個校園生活環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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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春風多正面
現代作者帶哀愁

◆陳慰敏
香港恒生大學中文系講師

年少時，中文老師說：「春回大地，春風送暖，『春風』總給人和
煦舒適的感覺 ，因此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凡與『春風』有關的成
語，大多是語意正面的。」打開成語詞典，查找一下與「春風」相
關的成語，也大體能印證此說，例如「春風化雨」，「春風」——語
出漢．劉向《說苑．卷五．貴德》；「化雨」——語本孟子《盡心
上》。此成語比喻良師的熏陶和以循循善誘的態度培育學生。
又如「如沐春風」，出自宋．朱熹《依洛淵源錄．卷四》，因程顥
的弟子朱光庭聽老師講課聽得着迷，回家後逢人便誇老師的講學精彩
絕倫，後比喻受到高人指點，從中領受教益或感化，就像受春風吹
拂一般。
「筆下春風」，則是形容繪畫、作文栩栩如生，就好像春風臨到筆
底下，也比喻寫出使讀者受益的文字。

良辰美景配春風
翻開古詩，古人也常藉「春風」記錄良辰美景與愉悅心情，例子不
勝枚舉。孟郊在46歲第三次上京赴考，終榜上有名登進士及第，旋
即寫下《登科後》，內中名句：「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
花。」 足見其喜不自勝的歡快心情。王安石《泊船瓜洲》的名句
「春風又綠江南岸。」「綠」字歷來為人所稱道，但沒「春風」之
助，又何來一片新綠呢？
來到現代文學，不知是時局氛圍影響還是因個人命途坎坷，作者筆
下的「春風」總帶着淡淡哀愁。郁達夫在1924年發表的小說《春風
沉醉的晚上》，寫一位潦倒的窮書生，生活朝不保夕，最後被迫遷到
上海的貧民窟，與任職煙廠工人的鄰居陳二妹相知、相惜，被二妹誤
解，後來真相大白的經過，寫出當時代下層人民在不同工作崗位掙扎
求存的真相。當中提及《春風沉醉的晚上》，乃因小說主人翁患有神
經衰弱，每逢春夏之交發病，晚上都要到街上走，到了天明筋疲力竭
才回家就寢。「春風」成了神經衰弱的誘因，自然難以令人產生正面
的聯想。
至於老舍在1935年創作的《春風》，文中就更直白吐露心跡了，
作者比較了山東青島與濟南的春天。說明「所謂春風，似乎應當溫
柔，輕吻着柳枝，微微吹皺了水面，偷偷的傳送花香，同情的輕輕掀
起禽鳥的羽毛。」然而世事無絕對，作者卻因此兩地春天的風整夜地
颳，颳得門響窗戶動，使人只好不英雄地把頭埋在被子裏，卻不能和
風去講理或吵架，令作者感到痛苦難擋。
原來，「春風」意象，在文人筆下可帶來截然不同的感受。時值暮
春三月，不知「春風」對您來說又有何意義？

不同人對辯論有不同的理解，其中一
種筆者認為比較中性的理解就是「對辯
題的理性探討」，這也是辯論最重要的
學習意義之一。回到最基本的理性，辯
題可以是探討兩個概念之間的「因果關
係」，而對於這種辯題，我們可以更
「科學」地去論證。
我們今天就以一條比賽辯題「父母望
子成龍心態不利兒童成長」為例。不知
大家對這條辯題的第一想法是什麼？是
父母對子女的情感？還是子女的學習壓
力？在沿着這些想法發展之前，我們可
以試試先以最基本的「科學」態度去拆
解辯題。
這條辯題，我們可以直接理解為「父
母望子成龍心態」與「兒童成長」兩者
之間的因果關係，而且是「負向」（不
利）的因果關係。就此，正方就是要證
明「父母望子成龍心態」與「兒童成
長」之間存有負向的因果關係（證
實）；而反方就是證明「父母望子成龍
心態」與「兒童成長」之間不存有負向

的因果關係（證偽）。這樣理解，思路
就會比較清晰。
兩個概念之間的因果關係的證實（或

證偽），在科學的範式中，有幾個基本
條件。為方便解釋，我們以X、Y作為
指代，「父母望子成龍心態」是X、
「兒童成長」是Y。
第一，X與Y是同時變化，即是說，
一對父母原來是有望子成龍心態，後來
心態改變了，他們子女的成長情況也應
該有改變。反過來說，如果父母的心態
改變了，但子女的成長情況沒有改變，
那就很難證明兩者之間存有因果關係。
我們稱這種條件為「共變關係」。第
二，X與Y之間有「共變關係」，而X
必須發生在Y之前，這樣才能說X是Y
的原因。這個時間的條件用常識就能理
解，就是「先因後果」的關係。

研究是否有更具說服力解釋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X與Y的關

係之間沒有其他更有說服力的解釋。在

此插入另一個經典例子，曾經有一個重
要的社會研究，發現當雪糕的銷量提
高，犯罪率就提高，這是當時一個重大
的發現，引起很多人研究是否因為雪糕
中含有某些成分，會引發人的犯罪傾
向。不過這方面的研究都徒勞無功，雪
糕中並沒有什麼有問題的成分。
正當大家對這個「因果關係」感到困

惑時，發現他們忽略了一個重要因素︰
「氣溫」。因為有研究證實，「氣溫」
與「犯罪率」有正向關係，我們表面看
到的「雪糕」，只是因為「氣溫」提高
時，「雪糕」的銷量也提高，而同時
「犯罪率」也提高，但這種現象卻讓我
們誤以為是「雪糕」與「犯罪率」有因
果關係。
當我們能以科學態度理解因果關係，

就可以知道，原以為是「父母望子成龍
心態」與「兒童成長」之間的因果關
係，可能是由其他的因素影響，如社會
風氣、教育制度。這些因素的討論不應
在辯台上被忽略。

▶ 元好問聽獵人說完大雁殉情的故事，就
買下兩隻雁葬之，並寫下《雁丘詞》。圖為遷
徙中的灰雁。 資料圖片

◆ 春天百花盛放，古人多以此營造好的氣氛，與春風有關的字詞
文章也多是正面。圖為春天盛開的藍鈴花。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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