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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多想像 創造小人國
要欣賞劉慈欣的科幻小說，最好能對
時間、空間、速度的概念，有一種認識
和想像力，相信會方便些。像我這個對
物理、光學、電學、天文學等方面的知
識都有限的人，初看他的科幻巨著《三
體》時，確感吃力。
不過，當我看他的短篇科幻小說《地
球大炮》時，卻有「重拾童趣」之感，
因其中有我童年看的《十萬個為什麼》
的題材；他的《微紀元》，令我想起
《格列佛遊記》之「小人國」；更令我
歎為觀止的，是他的《命運》，竟有如
一部「顛覆版」的《侏羅紀公園》。
我曾在《十萬個為什麼》看到一個問
題，問到假設地球中間有一長管，由北
半球經過地心，直通到南半球。假設這
管道不熔不斷，地心吸力也不變，那麼
一個人從北半球跳下，有何結果？
答案是：這人是不停地在管中跌下、
升起、再跌下、再升起……重複着進
行。原因是從這邊下跌，一路會有加速
度。到通過地心，下降變成向另一出口
上升，上升的速度會一路減低，直至到
終點，剛剛等於零。若這人不離開，他
會重新跌下，下降又上升的了。
在《地球大炮》故事中，就有這麼一
條隧道，由中國的漠河穿過地心，到達
阿根廷南部。文中主角沈華北，是被公
審判決後扔進這條隧道，由他升降至
死。他的罪名是：他的兒子沈淵，做了
這條隧道。
沈淵倡議建造這條隧道，穿過直徑

12,000多km的地球，需時42分12秒，
是多麼快捷的旅行和運輸。不過，在全
世界都同意和參與建造後，災難就來
了。首先，製造管道的物料要靠核爆來
提取，這同時造成輻射和地層斷裂。其
次，耗用的資金令很多國家、企業山窮
水盡。更要命的是生態污染，以及好幾
次災難式的意外，令人怨恨沈淵，也遷
怒他的父親。幸好，若干年後，這管道
不再擔任運輸角色，卻變成一支「地球
大炮」的超級炮管，可以將人直接彈射
上太空，進行太空旅行。
另一故事是講在地球毀滅之前，一個

「先行者」被派到宇宙各處去尋找可以
適合人類移居生活的星體。經過若干光
年的旅程後，準備回歸地球。由於他有
「冬眠」和生態的裝備，使他航行了
17,000年後還有命回來。
當「先行者」透過視頻，在電腦屏幕

看到地球上的人類後，他詫異於「人
類」縮小了億倍，變得細如細菌。因地
球表面已不適合生活，這些「小人
國」，就生活在充滿有機液體中的水晶
球。「先行者」一隻手掌，竟可站滿過
萬名的「微人類」，他們稱這時候叫
「微紀元」。
「微人類」不但科技進步不少，而且

在性格、性情上，充滿快樂，無憂無
慮，消耗糧食資源又少，也沒有了仇
恨。他們只「遺傳」，或「選擇」人類
較佳的智慧、正面、愉快等基因。「先
行者」做了一個重要的決定，焚燬那些

儲存着原來人類胚胎的密封管。他覺得
以前的大人類，未必適宜與「小人國」
並存。
《命運》的故事是講一對租了艘飛

船，在太空中度蜜月的夫妻，不知道自
己在回程途中，竟然改變了地球和人類
的「命運」。那個年代，飛船已可以光
速飛行，也正因如此，飛行經常會意外
地穿過「謎洞」，掉進時間空間，回到
過去，也會飛去未來。
這情況，原來大家已見慣。只要掉轉
機頭，再穿過「謎洞」，就可還原。只
可惜這對新婚夫妻，進了「謎洞」也不
知。當他們的雷達發現有一小行星，直
徑約10km，正向地球飛來時，有點緊
張。
因電腦計算，小行星會撞上墨西哥

灣，將造成巨大災難。他們無法聯絡地
球，只好希望用自己的方法，去拯救地
球。他們將飛船的其中一台發動機發射
出去，只要將小行星炸離軌道，就不會
同地球撞上了。
他們成功了，怎知回到地球時，發覺

竟是恐龍統治着地球，並發展成高智
慧、高科技。人類，只是「動物園」的
「觀賞人」，和可供食用的「菜人」。
那小行星，本是那令恐龍滅絕的行星。
有學者說：「劉慈欣用旺盛的精力建

成了一個光年尺度上的展覽館，裏面藏
滿了宇宙文明史中，科學與技術創造出
來的超越常人想像的神跡。」這樣說，
是對他作品的一種尊敬。

●雨亭（退休中學中文科教師，從事教育工作四十年）

逢
星
期
三
見
報

讀出最美普通話

一個人再樂觀，也有情緒低落的時刻。
蘇軾才華橫溢，但一生境遇坎坷，無意中
成就了他文學上的崇高地位，但政壇上卻
鬱鬱不得志。讀他的詩詞文章，無不感到
他的樂觀精神。例如早年初仕鳳翔，在
《和子由澠池懷舊》一詩中視往日的艱辛
為他日成就事業的磨練，充滿朝氣。在
《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一詞中不無傷
感，但仍然提出「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
娟」的期盼。
在蘇軾一生中有兩次重大的貶謫遭遇，
一次是黃州，一次是南方的惠州、儋州。
在黃州，他仍吟出：「誰怕？一蓑煙雨任
平生。」（《定風波》），並在《前赤壁
賦》中藉着答客的方式，提出清風明月

「是造物者之無盡
藏也，而吾與子之
所共適」的樂觀情
懷。被貶南方，也
吟出「日啖荔枝三
百顆，不辭長作嶺

南人」（《惠州一絕》）的正面態度。
不過，蘇軾也有悲愴失落、不能強顏歡

笑之時，而且常在失望與自我安慰之間起
落無定。其中《念奴嬌．赤壁懷古》一
詞，堪稱豪放詞的代表作，但深藏的情懷
卻是低沉鬱悶與失落。此詞作於元豐五年
（1082年）七月，與《前赤壁賦》差不多
同時完成。卻只有「托遺響於悲風」的情
調，而沒有明月清風的樂觀。

得罪新法官員 被劾不學無術
蘇軾批評「熙寧變法」，惹來宋神宗及

主持新法的官員不滿。當中又有勢利者忌
蘇軾才高，想藉此把他除掉。御史中丞李
定，御史舒亶、何正臣等人，聯手參劾蘇
軾誹謗朝政。小人誣陷他人，通常指人
「不學無術」，李定也不例外，他向神宗
奏曰：「湖州蘇軾，初無學術，濫得時
名。」又提出五次「誅」、一次「殺」、
一次「戮」，非置蘇軾於死地不可。元豐
二年（1079年）八月十八日，蘇軾入獄，

是為「烏台詩案」。在多方營救後，蘇軾
得以免死，但被流放黃州。
元豐三年二月，蘇軾到了黃州，「自笑

平生為口忙，老來事業轉荒唐。」（《初
到黃州》）他是逃過九死一生的人，曾有
死的準備，自謂：「予以事繫御史台獄，
獄吏稍見侵，自度不能堪，死獄中，不得
一別子由。」
寫《念奴嬌》時，蘇軾47歲，貶謫黃州
已過兩年餘。他遊於長江之上，歌「大江
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一開始
便展拓出廣闊的空間和悠遠的時間，並由
景及人，為全詞風格定調。再由概括進入
具體，先寫眼前景：故壘、赤壁、驚濤。
此處或許是三國赤壁之戰的古戰場，但重
點不在於是否真實地點，聊以借題發揮而
已。此地岩石陡峭，浪濤洶湧激盪，氣象
恢宏。「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一
句則為承上之景，並啟下之人。
遙想周瑜當年24歲，得東吳孫策親自迎
請，授「建威中郎將」，並攻破皖城，迎

娶小喬。十年後，曹操北定中原，揮師南
下，欲一統天下。周瑜指揮若定，風流儒
雅，輕鬆敗退曹軍，定天下三分之勢，建
立不朽功業，事業愛情兩得意，此時只不
過34歲。如今自己年將半百，一事無成，
被貶為罪人，流放蠻荒。年少時的雄心壯
志，不能伸展，愧對平生素願。落得華髮
滿頭，也只能笑自己想得太多！除了無
奈，仍是無奈。《蓼園詞選》曰：「題是
赤壁，心實為己而發。周郎是賓，自己是
主，借賓定主，寓主於賓。」正是此解。
最後由懷古而抒情：「人生如夢，一尊

還酹江月。」抒發出自己的抑鬱與感慨。
「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新涼。」
（《西江月》）又《永遇樂》：「古今如
夢，何曾夢覺。」他在當年的九月由雪堂
夜飲後回臨皋作《臨江仙》有句：「長恨
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悲惻之情
瀝瀝。《蓼園詞選》曰：「題是懷古，意
是謂自己消磨壯心殆盡也。」王水照說：
「這首詞的情感是矛盾複雜的：既有對祖

國壯麗河山的熱情禮讚，對建樹功業的英
雄人物的衷心傾慕，又有人生如夢的消沉
感喟。」
一般認為「江月」是江上的明月。但詩

詞用語講求精練，明知在歌詠長江，又何
多此一舉在「月」前加一「江」字呢？如
《桃花源記》：「率妻子邑人」句，「妻
子」一語並非單指老婆，「妻」指「老
婆」，「子」指「子女」，全意是「老婆
子女」。因此「江月」應指「長江」與
「明月」。
如果參考同時寫的《前赤壁賦》，有描

寫長江的「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又
寫月亮「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便
很清楚。可見蘇軾同時灑酒以祭江、月。
而《前赤壁賦》以江、月表達了永恒的悠
遠之思，在本詞中卻沒有刻意點破。陶文
鵬說：「借醉鄉夢境表現對現實的超越和
精神的解脫」，並且給讀者帶來「蒼涼悲
壯的崇高感和超越短暫人生的永恒感。」
應是恰當之解。

隔星期三見報

學學語語
習習文文

●陳仁啟中學中文科教師

如果說聲音是語言的旋律，那麼普通
話就是漢語的領舞者。中國地域廣闊，
民族眾多，普通話是各區域最重要的溝
通語言。它憑藉無窮的魅力，給人與人
之間建立了一座無形的橋樑。
普通話是美的，馮廣藝教授在《漢語

聲響形態於其變異》一文中指出：「漢
語聲響形態是一種樂音成分多、響亮悅
耳、節奏鮮明、抑揚頓挫、富於歌唱性
的聲響形態。」
朋友們：你們還記得兒時曾風靡一時
的兒童節目《七巧板》的主持人鞠萍姐
姐嗎？她那好似鈴鐺般清脆的嗓音加上
標準的普通話，話語猶如一泓清泉流入
觀眾的耳中。鞠萍姐姐的普通話節奏明
快，充滿童趣，富有極大的表演力和感
染力，給孩子們的童年留下了美好的回
憶。家喻戶曉的《動物世界》中，趙忠
祥老師渾厚磁性的聲音加上標準的普通
話與生動的畫面融為一體，給觀眾的聽
覺和視覺都帶來了一種美的享受和一種
無形的吸引力，這就是普通話的魅力。

趙雙之先生也在《漢語語感略說》中
指出，漢語持有的語感是「靈借其聲」
現代漢語音節中韻母佔優勢，聲韻調結
合，形成現代漢語表情達意的聲音。無
論你是朗誦古詩、文章還是散文，普通
話以獨有的節奏感、韻律美、襯托出朗
誦題材中的美。高度凝練，集中地反映
社會生活，抒發人們的思想情感，去打
動人、感染人，從而和聽眾引發共鳴。
出色的作品，優美的音色，標準的普通
話，可以讓人感受到文章的美，藝術的
美，潛移默化地體現出普通話的魅力所
在。
普通話還有一種交流的美，我們每天

都會和身邊的人交流，標準的普通話可
以表現出一個人的文化素養，精神狀
態。普通話中的兒化音，可以充分地增
強語言的感情色彩。例如：小孩兒，花
兒、小辮兒、聊天兒等兒化音讓人在語
言中感受到可愛、親切和輕鬆的感情色
彩，而這也是普通話的魅力展現。
語言是人類最重要的交際工具，而普

通話是最好用的工具。普通話語言簡
潔、押韻、朗朗上口，隨着時代的發
展，它將是人們不可缺少的語言工具。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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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迪老師（香港普通話研習社創辦於1976年，是香港地區首個專注推廣普通話
的民間團體，並致力提供各類型的普通話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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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浴盥洗 仔細分工

●郭錦鴻 通用教育學部助理講師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網址：www.hkct.edu.hk/
聯絡電郵：dlgs@hkct.edu.hk

佛誕又名「浴佛節」，在每年農曆四月初八日。當天大小佛寺均會舉
行浴佛法會，熱鬧非常。「浴佛」又稱「灌佛」，是紀念佛陀降生後，
天降淨水浴其法身的故事。何以我們使用「浴」字而非「沐」、
「盥」、「澡」、「洗」等字？這些字的古義又是否有分別呢？
日常生活中，我們把「用水清潔物件」之行動一律稱為「洗」。出於
生活所需，古人對「清潔」用詞其實「分得很細」。「清潔」不同的部
位，會用不同的字詞，可謂比今天更講究。
先說「沐」字。「沐」是洗頭髮的意思，《說文解字》：「沐，濯
髮也。」《莊子．田子方》載孔子見老子，老子剛洗完頭，披散頭髮待
其乾：「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沐」字指的便是洗頭髮了。南
朝宋顏延之（384 - 456）《為織女贈牽牛詩》有「閶闔殊未暉，咸池
豈沐髮」之句，用事於楚辭《九歌．少司命》「與女沐兮咸池，晞女髮
兮陽之阿」，皆有洗髮之所指。
「浴」即洗身，《說文解字》謂「浴，洒身也。」記得以前中學會
考文學課程有《論語．先進》〈公西華侍坐章〉名篇，故事記載孔子與
一眾弟子談論志向的對答。孔子弟子曾點以「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
歸」的回答獲得孔子的肯定。「浴乎沂」即「在沂水洗身」，能帶上童
子在沂水邊浴身，簡直是一幅「有聲有畫」的美圖，反映社會安定、民
眾快樂的現況。那麼，「沐」「浴」二字在什麼時候連用呢？其實，早
在二千五百多年前的孔子年代，兩字已連用了，《論語．憲問》：「孔
子沐浴而朝。」後來的《孟子．離婁下》也有「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
帝」的記述，可見二字連用始於甚早。髮身共洗，其義今同。今日我們
雖不分字而用，但見不少幼稚園課本仍保留着教授「沐浴」這古老詞
語，延續了此詞的生命。
「盥」、「澡」均解作「洗手」。《說文解字．皿部》：「盥，澡
手也。」《說文解字．水部》：「澡，洒手也。」隋唐《藝文類聚．總
載水》載《搜神記》曰：「使婢取盥手水飲之而有娠。」「盥手水」也
即「洗手水」。北宋《太平御覽．斗爭》謂「二人共澡手，令人爭
斗」，說明人不應共以一器洗手以免打鬥爭吵。今日我們還會稱洗手間
為「盥洗室」。
古代「盥」字有時會與「漱」連用，如《禮記．內則》：「子事父
母，雞初鳴，咸盥漱。」「漱」即「洗滌口腔」，《說文解字．水
部》：「盪口也。」清段玉裁注之謂「盪口者，吮刷其口中也。」「盥
漱」也即洗手和漱口，等同我們今日「梳洗」的意思。
洗腳又如何？《說文解字》： 「洗，洒足也」。「 洗」字原只指

「清洗腳部」，甲骨文把三滴水分別點在一隻腳的上、左、右方，象
徵置足水中，這就是洗腳的意思了。司馬遷《史記．高祖本紀》「沛公
方踞床，使兩女子洗足。」漢高帝如何懂得享受，不用解釋。
東漢．王充《論衡．譏日》：「且沐者，去首垢也。洗、去足垢，
盥、去手垢，浴、去身垢，皆去一形之垢，其實等也。洗、盥、浴不擇
日，而沐獨有日。如以首為最尊，尊則浴亦治面，面亦首也。」雖然王
充「譏日」的原意是要諷刺當時社會迷信禁忌的風氣，然從他這番話可
知，沐、洗、盥、浴在那個年代，既有各自的分工，也有相同的意義，
就是「去一形之垢」，去除肉體上的污垢。
今日，頭髮、臉皮、身體、手腳、衣服，乃至於耳朵、眼睛，我們都
習慣用「洗」配詞，算是跑贏兄弟，成為大哥了啦。也是，正所謂「不
用分得那麼細」嘛，你跟人家說「買沐髮露」，想必被歸入異類。但
「浴佛節」是佛教紀念釋尊誕生的重要日子，也是傳統稱呼，佛教徒以
淨水灌浴佛身，是出於對釋尊的尊重，載承法意，當然要分清楚了。

●鞠萍的普通話節奏明快，充滿童趣，
富有極大的表演力和感染力。 資料圖片

●以淨水灌浴佛身，所以只能稱為「浴佛節」。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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