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人說，清末光緒時期的維
新變法，是這個封建王朝最後
一次自我改革，浴火重生的機
會。而康有為、梁啟超師徒，
對推動維新變法，有首發倡導
之功。不過，維新變法的思

想，早已見於洋務運動時期的一些思想家，康梁師
徒只是洋務思想跟變法思想的一個承傳關係而已。
自英法聯軍後直迄甲午之戰這一時期，中國士大
夫對於西方事物的興趣與維新的意願逐漸增加。一
些中興名臣，如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鴻
章、沈葆楨等，都在模仿西方之科技，以求中國之
富強。但亦有一些思想家和學者，在此洋務運動之
時期，提出要科技與政制兼重的理想。
首先，強調「變法」的洋務運動領導者李鴻章認
為，這「大變局」中，應以「自強」和「求富」為
原則，所以就要辦洋務。而洋務的主旨，就是「外
須和戎，內須變法」，並學人家的長處，可惜未能
達成。梁啟超批評他「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
有外交而不知有內治。」 (《論李鴻章》)
郭嵩燾和薛福成則因有外交經驗，較了解外情。
郭對於洋務，主張國家建設鐵路、電報。鐵路可到
之處，可澄清吏治、有利經濟。西方國家之強，
「本」乃在人心風俗，其「末」才是從事工商業求
利。因此證明制度人事之重要，此亦是中國需要變
法維新來學的。

倡發展教育 貫徹「中體西用論」
薛其後出使，亦頗贊同郭之議論，屬意於英法之
議院、學堂、監獄、醫院、街道之建設，認為當時
的大清需要在司法、教育、社會建設和衞生福利等
作出檢討。他更讚賞西方君主立憲制度，證明更比
康梁所倡導的為先。
張之洞更言「經國以自強為本，自強以儲才為

先。」所以他除了辦洋務、主外交、建軍事、理經
濟之外，還致力於發展教育學術，以培養人才，更
望其能貫徹其「中體西用論」。
其實，在此時期之思想家中，具維新變法之思想
的，當以馮桂芬、鄭觀應、王韜等為代表。馮桂芬
在他的《校邠廬抗議》中，先言明他「惟理是循」
的治學處事態度，還指出中西之差別在乎「人無棄
才不如夷，地無遺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
實必符不如夷。」因此他提出很多改革計劃，如翻
譯西書、製洋器、籌國用，更重要的是廢科舉及改

革官吏的選拔制度。
馮桂芬的理論，對當時洋務運動的主理大臣影響很大，不但
李鴻章很多時採用他的意見，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
用」之說，也是源於他的議論。所以，《校邠廬抗議》一文，
更指出他的成功，主要在於深能體會和把握儒家綜合創造的原
則，即是他能破除中西之見，平等學理呢。
至於王韜，他精於外文，經常與西方傳教士聯絡溝通，從事
翻譯，所以他是中西融合的提倡者。他對自強新政的建議，可
分四個方面：
一.富強思想—言重商理財以興利，練兵以令國強；
二.治中馭外—變法自強以安內，修海防水師以攘外，還要
扶商、辦印刷；
三.洋務主張—設學館、辦西學，明西方之政體，以求中國

之政治改革；
四.博古通今—中外交流，讓中國士人多了解西方之國政民
情。

吏治腐敗 思想保守是失敗原因
很可惜，當時很多士人還很保守，而且洋務工作辦得腐敗散
漫，官吏之貪婪，更令人痛心，造成失敗收場。唯各學者的思
想主張，已有維新變法的雛形了。

●任平生（資深中學中文科教師，多年深耕於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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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創《千里江山圖》
豐富文化傳承形式

香港首份「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中包
括「譚公誕」，它的簡介指：「農曆四月
初八為譚公誕。相傳民間起初供奉譚公是
為了保佑海上安全、治病及預測天氣，善
信以農民、漁民和打石從業員為主。筲箕
灣和黃泥涌等社區會舉辦活動慶祝譚公寶
誕，活動包括巡遊、神功戲、舞龍及舞獅
表演等。」關於譚公的來歷，目前有兩種
說法，一個是「惠州人譚德說」，另一個
是「紫霄真人譚峭說」。

來歷一：惠州人譚德說
《惠州府志》卷四十四《仙釋》記道：

「譚公道者，歸善人也」；「歸善」，範
圍包括了今日惠州市的惠城區大部分、仲
愷高新區、惠陽區、惠東縣全境與深圳市
龍崗區及鹽田區的部分，也即是說譚公可
以算是惠州人。必須特別留意的是，「歸
善」是大部分從江西、粵北遷港的客家人
的其中一個重要中途站，這也說明了為什
麼「譚公信仰」在客家族群中廣泛流傳。
《惠州府志》又提到譚公「居九龍山修
行，不記歲月」，每次拄杖步行出山時，
都有一頭老虎相隨，為他負菜。鄉人見
到，都十分驚訝。在他身故之後，有人向
他祈雨、祈願，他無不答應。
因此，鄉人在九龍山上為他建廟設祠。
而人們到此祈願，往往十分靈驗。

來歷二：紫霄真人譚峭說
在「譚德說」外，又有說「譚公」是
「紫霄真人譚峭」，故又號「譚真人」。
譚峭，字景升，五代南唐晉江人。譚峭的

父親譚洙任職國子監司業，而幼
承庭訓的譚峭也格外聰明伶俐，
成績卓越。可是譚峭對仕途不感
興趣，所以棄舉子書，誦黃老諸
子、《穆天子傳》、《漢武帝內
經》、《茅君列仙內傳》等道
家、道教經籍。其後，譚峭辭父
外出，遊歷於終南山、華山 、岱
山（泰山）等諸名山，並師事嵩
山道士，「得辟谷御炁之術」。
在多次示現大能之後，「南唐主
召 至 建 康 ， 賜 號 『 紫 霄 真
人』」。其後，譚峭「修煉於清
源紫澤洞」（清源，即清源軍，
範圍包括今日的閩南地區和莆
田。詳見《晉江縣志》）。譚峭
去世後，老百姓便建廟供奉，祭
祀膜拜。

譚公移居香港
按《惠州府志》所說，譚公最

初只是惠州求雨護境的鄉土神
祇；後來，其宗教功能、神聖功
能逐漸擴大，已經不只局限於求
雨護境，而且更隨着惠州人移居。根據香
港首份「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紀錄：
「香港現存有四間譚公廟，分別位於筲箕
灣、黃泥涌、香港仔及東坪洲」，而其中
筲箕灣譚公廟的建立與惠州客家打石工人
有着密切的關係。
花崗岩是香港最常見的岩石，佔了香港

陸地面積約三分之一。香港花崗岩主要分
布在香港島、九龍半島兩岸，以及新界西

和大嶼山北部。豐富的礦藏，加上早期香
港對石材有殷切需求，所以有大量惠州客
家打石工人到香港謀生。故此，譚公信仰
也隨着這些信眾落戶香港，並逐漸成為了
香港重要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葉德平博士，香港教育大學「文化傳承
教育與藝術管理榮譽文學士」課程統籌主
任、「戲曲與非遺傳承中心」副總監，曾
出版多本香港歷史、文化專著。

中國山水畫有兩大體系，一
個叫做青綠山水畫派，另一個
是純用墨來畫的水墨山水畫
派。在宋代，青綠山水畫本不
流行，但在宋徽宗期間，橫空
出現了一幅傳世名畫《千里江
山圖》，就將青綠山水畫的技

巧推至頂峰，畫師王希孟，年僅18歲，
這幅畫為大青綠設色絹本，縱 51.5 厘米，橫
1,191.5厘米，它比《清明上河圖》還要長一倍，是
現存青綠山水畫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更是中
國十大傳世名畫之一。雖說它珍貴，但知名度卻不
及《清明上河圖》，原因是它很少對外展出。北京
故宮博物院至今只公開展示過幾次。
畫中煙波浩渺的江河、層巒起伏的群山，山河景
象蔚為壯觀；漁村野市、水榭亭台，捕魚、駛船、
遊玩、趕集等煙火人間，盡收眼底。而到底為什麼
此畫如此珍貴？若一看這《千里江山圖》，會發覺
它的綠色和藍色特別亮麗，好像會發光一樣。不
錯！它的顏色，就是它珍貴之處。據專家研究，此
畫沒有合成顏料，甚至沒有水的痕跡。這幅絹布上
的色彩完全來自礦物，尤其是它的青綠色，都是從
寶石提煉出來。顏料主要來自天然礦物質：石青、
石綠，將原材料磨成粉末，再為畫上色。
故此，這幅畫層巒疊嶂、千里江山，不單有畫師
的心思，也有寶石的璀璨，令人一眼看去，就有種

寶石般亮麗的感覺。我們在千年後的今天看到的光
澤，其實是寶石的光澤，包括綠寶石、孔雀石、金
粉等。在古代，它可代表江山永固、千年不褪色。
雖說如此，但是朝代也已更替。《千里江山圖》
上石青、石綠等礦物顏料，輾轉流傳近千年，可謂
歷盡滄桑。時間長了，調色的膠亦都失去一些黏
性，以致每打開一次，顏料的顆粒就會脫落一點、
損耗一些。由於「開卷有損」「開卷無益」，為了
保護這幅畫，故宮博物院視之為鎮宮之寶，一直封
存，不會輕易對外展出。普通觀眾很難看到它的真
容。而近年由此畫引起人們注意的有兩樣事物，一
樣是舞蹈，另一樣是小說。
曾在某次的電視節目中，演出過一齣令人驚艷的

舞蹈，叫做《只此青綠》。節目中的舞蹈員，穿一
身青藍長裙、梳着高髻，柔中帶剛、優雅地翩翩起
舞。這齣舞蹈，就好像在觀眾面前展現一幅山水
畫。這齣舞蹈的構思，正是源於這一幅畫。聽說這
齣舞蹈技驚中外，曾到外地公演，更改編故事拍成
電影。相信哪怕沒有親眼見過《千里江山圖》的觀
眾，也能在《只此青綠》領略其神韻。

歷史與科幻的碰撞
另一吸引人的，是現代作家海漄，以此畫為題

材，撰寫了一部科幻小說《時空畫師》，並於2023
獲得「雨果最佳短中篇小說獎」。此書是一部結合
了歷史和科幻的作品，講述了北宋名畫《千里江山

圖》創作的前因後果，古今兩條線索交織並行，書
寫了一段令人唏噓的繪畫往事。
故事開始是故宮博物院出現種種異象：先是柱上

現骷髏影，接着書畫修復師看見畫紙上也出現會移
動、會生長的影子。 探員周寧來調查，不但遇到
了移動鬼影，還被其附身，甚至在皮膚上發現會移
動的詭異黑斑！ 周寧產生幻覺、出車禍躺進了醫
院，昏迷中在意識深處遇見了那個奇異的鬼影，原
來那是北宋年間宮廷畫師王希孟在高維空間投下的
幻影。他天生擁有穿越時空的意識，能一眼千里、
洞悉古今，也因此而遊遍山河大地，並繪出這名
畫。於是他帶領周寧見證了自己曲折滄桑的一生。
周寧就在「鬼影」的帶引下解開了奇案，也探知

了王希孟的身世。他遊走於多維度空間，並不是
「靈魂出竅」，因這只是當今之世，他是穿梭上下
數千年。所以，他看到宋朝以後的悽慘景象，而畫

成了《千里餓殍圖》。他不孤獨嗎？他也有邀請周
寧跟他同遊於多維度空間，與天地同齊。不過，周
寧拒絕了，相信未必有人容易接受。
當然，以上所述皆是作者的創作，至於真正的畫
師王希孟，本是宮中小書記，因機緣巧合而繪作此
畫。有人說他本姓趙，因忌諱而不稱。宋徽宗將此
畫賜予權臣蔡京，而蔡京在此畫之跋文上交代作者
時，僅寫「希孟」二字，遂讓他名留後世。到清代
收藏家梁清標考證，指他應姓王，名希孟。由此知
他的身世坎坷。不過上天還是眷顧這位天才，讓他
與《千里江山圖》能夠在流動的歷史中留痕。如果
你遇上「時空畫師」，你會希望與他一同神遊天
地，見證未來，還是只想着眼當下，過好自己的人
生呢？
●雨亭（退休中學中文科教師，從事教育工作四十
年）

四月初八譚公誕 百姓祈願安全健康

這一個月，每天
晚飯後的娛樂就是
緊貼內地追看一套

名為《小巷人家》的電視劇。這套劇為什麼有
如此大的吸引力？因為其貼近生活的劇情設
定、那充滿煙火氣的溫情故事實在熨貼人心。
在看此劇時，不僅能感受那個時代的社會面

貌，亦能令我獲得一種溫暖。製作精良，劇本
立得住，是不少觀眾對《小巷人家》的印象。
在劇中，隨着時光推移，主角經歷恢復高考、
知青返城、中美建交、改革開放等重要時刻，
這與每個小巷人家的命運息息相關。
編劇以喜劇包裹溫暖內核，細細打磨人物
（當然劇中的演員也將角色發揮得淋漓盡
致），把小巷人家的喜怒哀樂娓娓道來。該劇
呈現的溫暖與濃濃的煙火味，對於在繁忙急速
的城市生活的人來說，是一種難得的溫情；對
於人與人之間總是充滿距離的都市人來說，更
是一種溫暖的慰藉。
這套劇集除了能讓我感受到遠親不如近鄰的
的人情味以外，也給予我空間去深思該如何教
養子女。劇集主要圍繞同住一條小巷的莊、林
兩家發展。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正值內地高

考恢復，身為教師的莊超英和妻子黃玲將兒女
高考作為家庭頭等大事，鄰居林武峰和宋瑩一
家受其影響也開始關注兒子的學業。
莊超英、黃玲一家看似和諧體面，兒子莊圖
南刻苦好學，女兒莊筱婷乖巧懂事，但莊超英
把自己的懦弱愚孝強加於妻子和子女身上，讓
家人備受傷害。他亦相信作為父親就是要為子
女安排好一切，這是對他們最好的做法。相
反，隔壁林武峰、宋瑩一家看似我行我素，兒
子林棟哲異常頑皮，實則夫妻間相互扶持，親
子間相互尊重，家庭熱鬧而圓滿。兩個家庭的
相處模式令我不期然地反思作為母親的我，是
怎樣和我的女兒相處的呢？
我曾經看過一些研究，發現天下間的父母基

本離不開以下四種：權威式、寬容式、忽略
式、獨裁式。
當我回想過往這16年來與女兒的相處，我認
為我比較貼近是權威式的一類。所謂權威式並
不是指任何事情上都態度強硬，無時無刻表示
「我說的就是對的」、「因為是我說的，所以
你要做」，而是指會為孩子制定明確的規則和
期望，但同時保有彈性，並試圖理解孩子，會
高度回應孩子的需求，也會因應孩子的表現引

導孩子反思和學習。
我和女兒相處時會支持並盡量滿足她的需

求，並通過公開的家庭討論指導她，讓她發表
自己的看法，給予她獨立思考的空間，並從中
幫助她建立正確的價值觀；我也有和女兒意見
不同的時候，遇上這種情況，我不怕與她發生
衝突，因為我相信她的判斷力，也相信真理愈
辯愈明。我一直認為這樣的方式，能讓親子雙
方都是獨立思考的個體，孩子長大了，才會繼
續和父母有商有量，保持良好的親子關係。

觀察判斷是父母最大功課
雖然我個人是以這種方式教養女兒，但我並

不否定其他的教養方式，畢竟每一種方式對父
母來說都是一種學習，沒有絕對的對錯，歸根
究底觀察和判斷是為人父母最重要的功課，什
麼樣的教育方式適合自己的家庭跟孩子，又在
什麼樣的情況下需要進行調整，還是需要為人
父母者的靈活運用，最終才能發展出一套真正
適合自己孩子的教育方式。
●籲澄（資深中學中文、中國歷史科老師，香
港歷史文化研究會理事。教學經驗豐富，曾出
版多本暢銷中文、中國歷史參考書。）

自由戲文

●圖為筲箕灣譚公誕，居民舉行盛大賀誕飄色巡
遊，為譚公爺賀壽。 資料圖片

●舞劇《只此青綠》，探尋《千里江山圖》「獨步千載」的偶然與必然，讀懂國寶文物與現代人之間的情
感連接。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