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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辭官回武夷 九曲溪畔辦書院
早前，國家領導人探訪了福建武夷山
的朱熹園、茶園及一些生態產業發展，
確證了朱熹的名句：「國以民為本，社
稷亦為民而立」。這句話，出自朱熹的
《四書集注》，這是他在解讀《孟子》
那「民為貴」的思想時說的。
武夷山九曲溪，漫漫地順着斷裂的岩
層，兜了九曲十八彎，令到直線只有5
公里的距離，被拉長了一倍。公元1183
年，南宋理學家朱熹辭官回到武夷山，
在九曲溪畔，創辦了「武夷精舍」的書
院。
朱熹在這裏著書立說、招徒講學。他
曾經沿溪逆流而上，飽覽兩岸風光，寫
下《九曲棹歌》幾首漁歌，令九曲溪的
美景流傳下來。在溪畔矗立的玉女峰，
被視作武夷山的地標。「二曲亭亭玉女
峰，插花臨水為誰容？」這是朱熹留給
玉女峰的詩句。
朱熹可以說是在孔孟儒學的基礎上，
集宋代理學之大成。他建構了以「天
理」為核心的朱子理學，倡導「格物致
知」，將儒學思想哲學化，發展出「新
儒學」，使中華文化得以弘揚。
「武夷山上有仙靈，山下寒流曲曲
清。欲識個中奇絕處，棹歌閒聽兩三
聲。」這詩正說出，踏訪「武夷精
舍」，就有如走進朱子理學的搖籃。他
的《四書集注》，就有如明、清科舉考
試的標準教科書之地位。
武夷山盛產茶葉，山間隨處可見一片
又一片的茶樹叢。每年4月到5月中旬，

是武夷山茶農最忙碌的季節。穿越武夷
山的桐木關斷裂帶，便可看到閩贛古道
貫穿其間。隱藏在峽谷深處古道邊的小
山村，桐木村，早在宋代，這裏便已經
種植茶樹。
唐代陸羽在《茶經》中曾說過：「茶

者，上者生爛石」，武夷山這裏海拔達
1,000米，常年被雲霧圍繞，空氣濕度
大，在土壤裏更富含有機質和有益礦物
元素，所以有利茶樹生長，並形成優異
的品質。
這裏出產的紅茶「正山小種」，據考

證，是世界紅茶的起源。叫「正山」，
是因為當地人認為，只有桐木關近600
平方公里範圍內的茶山，所生長的小種
茶，才算是正宗的好茶。
在梅溪下游，山環水繞的村落，就是

下梅村。200年前，這裏是閩北最大的
茶葉交易市場。這裏出產的茶葉，就以
那長900米的當溪水路作起點，向着北
面，經過閩贛古道，進入贛江和長江。
然後交馬幫接續北上之路，過黃河，穿
過中原腹地，進蒙古草原。再換駝隊，
到達俄羅斯。共經過100個城市，完成
這萬里茶路。
下梅村北面，有著名的泰寧地質公

園，呈現出世界上的一道美景，丹霞地
貌。這裏在遠古時代，是太平洋板塊和
亞歐大陸板塊相互作用的活躍地帶。億
萬年前，頻繁的地殼運動、火山噴發、
以及強烈的構造伸延，形成了這個泰寧
紅色盆地。後來又受到喜馬拉雅運動抬

升和切割、流水侵蝕、重力崩塌、風
化，成了此刻的奇觀。
建寧梯田，背靠金鐃山，面向金溪流

域。層層疊疊的梯田上種滿了蓮花，建
寧種蓮，不為蓮花蓮藕，只圖蓮子。建
寧蓮子據說是皇家貢品，這裏種植蓮花
也有千年歷史。五萬畝的蓮花田，每年
出產通心白蓮四千多噸呢。
矗立在海邊的太姥山，姿態萬千的石

頭，就像是漫長時光所雕琢的作品。一
億年前，地殼運動中，形成了大量花崗
岩，後經抬升作用，逐漸浮出海面，就
形成太姥山。其中的大崳山島，是海上
的草原、南國的天地。山、湖、草、
海，這裏全具備，有如一個微縮了的景
觀。
福建擁有很曲折的海岸線，還有很多

河流入海口。寧德市的霞浦灘塗，擁有
一個美麗的名字。「霞」是綺雲，
「浦」是河流入海處。這裏有美麗的晚
霞，也有全年平均氣溫在20℃左右的舒
適環境，水溫、鹽度適中。
與其相連的河流，調節了海水的比

例，更加帶來了豐富的營養鹽。從上
世紀五十年代開始，這裏大面積養殖
海帶和紫菜。中國大約五分之一的海
帶和紫菜，都是在這裏出產。白露節
氣一過，小船開始在紫菜架之間穿
梭。霞浦六萬多畝的紫菜，也到了收
穫的季節。對於捕捉美景的眼睛來
說，這裏黃昏無限好的晚霞，更是遊
客的收穫。

●雨亭（退休中學中文科教師，從事教育工作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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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着尋男廁 只找到纜車

慶曆四年（1044年）四月，歐陽修以
《朋黨論》上奏宋仁宗。此文一反傳統上
對朋黨的忌諱，直指小人、君子皆有朋
黨，不同的是「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
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他進一步說
明，小人有共同利益時，暫時引以為朋，
但會因利益的爭奪而互相賊害，一旦利益
散盡，朋黨也會解散，所以，他們的結合
是短暫的，是虛假的；而「君子之朋」則
不同，他們以「道義」、「忠信」、「名
節」互相砥礪、互相扶持，「同心共濟，
終始如一」，所以是「真朋」。他建議宋
仁宗應該「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
朋」，這樣，天下便會大治。
傳統認為，大臣互結朋黨會擾亂朝政，

影響皇朝的管治。
《論語．衛靈公》
有「君子矜而不
爭，群而不黨」之
說，認為結黨營私
是小人的行為。荀

子說：「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為務，是
篡臣者也。」指出大臣結為朋黨，蒙蔽君
主，圖謀不軌，是有非分之想的「篡
臣」。他的學生韓非子也指出：「群臣朋
黨比周，以隱正道、行私曲。」對國家有
害無利，六國最終衰敗，就是源於朋黨。
因此，但凡朝中政爭，攻擊政敵，無不指
責對方為「朋黨」。
《後漢書．黨錮列傳》：「成弟子牢修
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遊士，結交諸郡生
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
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
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膺
等。」這段記載了東漢正直士人李膺等人
為依附宦官的牢修誣陷，結果忠良盡去，
黃巾亂起，州牧割據，東漢也滅亡。至於
《舊唐書．李宗閔傳》記載唐代「牛李黨
爭」，指雙方「比相嫌惡，因是列為朋
黨，皆挾邪取權，兩相傾軋。自是紛紜排
陷，垂四十年。」這種黨爭的亂象，令唐
文宗嘆曰：「去河北賊非難，去此朋黨實

難。」直至朱溫入長安，盡殺士人，黨爭
結束，唐朝也滅亡。
歐陽修則認為，漢唐之亡，非亡於朋

黨，而是亡於盡去「君子之黨」。他說：
「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
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
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而
唐代「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
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
遂亡矣。」所以「禁絕善人為朋」及「誅
戮清流之朋」才是漢唐亡國的癥結，而與
朋黨本身沒有關係。
為什麼歐陽修會有這種反傳統的觀點

呢？這與「慶曆新政」的推行是很有關係
的。宋代結束了唐末五代以來藩鎮割據、
天下紛亂的局面，宋太祖實行重文輕武、
強榦弱枝的政策，但是矯枉過正，造成積
貧積弱、強敵環伺、冗兵冗員充斥的問
題。宋仁宗時，西夏來侵，北方遼國也蠢
蠢欲動，國家陷於危機之中。為了解困，
宋仁宗召范仲淹推行新政，以求圖強。范

仲淹於慶曆三年（1043年）九月上《答手
詔條陳十事》，針對時弊進行改革。其中
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和均公
田五項，都是針對官僚制度而提出。這些
政策雖是對症下藥，卻嚴重地觸犯了既得
利益者的痛處。歐陽修、韓琦、富弼、余
靖等人與范仲淹連成一氣支持變法。保守
派呂夷簡、夏竦等人則對他們嚴厲抨擊，
斥他們為朋黨。
對於朋黨的指責，范仲淹等人並不避

諱。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記載：「慶
曆四年四月戊戌，上謂輔臣曰：『自昔小
人多為朋黨，亦有君子之黨乎？』范仲淹
對曰：『臣在邊時，見好戰者自為黨，而
怯戰者亦自為黨，其在朝廷，邪正之黨亦
然，唯聖心所察耳！苟朋而為善，於國家
何害也。』」可見「君子之朋」、「小人
之朋」的看法，不只於歐陽修，范仲淹也
有同樣的觀點。而支持范仲淹改革的田況
在《儒林公議中》也說：「君子小人各以
匯舉，蓋聲應景附，自然之理也。」可見

當時的改革派已不忌諱朋黨的指責，並以
「君子之朋」自任。
宋史專家漆俠在《范仲淹集團與慶曆新

政——讀歐陽修〈朋黨論〉書後》一文中
便清楚指出，范仲淹所代表的改革派，並
非是個別的幾個朝中士人，而是代表北宋
時期通過科舉出仕的中下階層讀書人。他
們形成了一個政治集團，並企圖通過改革
來挑戰宋初以來建立的世家大族在政治和
經濟方面的壟斷。漆俠在附記中指出，這
種觀點早由其師鄧廣銘所提出。可見范仲
淹、歐陽修不諱「朋黨」的指責，因其確
有堅實的政治團隊，並相信自己一方是
「君子之朋」，而保守勢力是「小人之
朋」，歐陽修的《朋黨論》則是有系統地
把他們的觀點表達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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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仁啟中學中文科教師

一說起普通話，大家自然就會想到拼
音。漢語拼音，簡稱拼音，是一種以拉
丁字母作普通話（現代標準漢語）標音
的方案，為中文羅馬拼音的國際標準規
範。我們可以通過學習拼音來掌握普通
話的發音，並且可以依靠拼音檢測漢字
的發音是否正確，亦可以用拼音聲母中
的z、c、s 和zh、ch、sh、r來區分平舌
和翹舌的字音，用an、en、in和ang、
eng、ing、ong 來區分前鼻音和後鼻音
的漢字。所以拼音和普通話確實息息相
關。
今天咱們就來說說聲母n、l不分的小
笑話。話說一個北方人去廣州出差，晚
上應酬完客戶，閒來無事想去酒店附近
的公園走走。突然，肚子莫名其妙地痛
了起來，俗話說得好，「人有三急不問
時。」公園很大，又臨近傍晚，北方人
不熟路，一時懵圈找不到方向，情急之
下攔住一人便問：請問「男廁」在哪
呢？那人一看像這人挺着急的，也來不
及細問，立馬熱心地幫他指路，北方男

人按那人指的路線，一路小跑，找到卻
是「纜車」，此時北方人又氣又急，豆
大的汗珠撒了一地……原來廣東人把
「 男 廁 （nan） 」 聽 成 了 「 纜 車
（lan）」，而北方人也把南方人說的
「纜車」，聽成了他要急尋的「男
廁」。由此可見這n、l不分，還真是誤
事。
再說一個故事。幾個來自北方的學生

剛入南方的一所大學，大家都在抱怨食
堂伙食不好，太難吃了，都特別想念北
方老家的餃子。有個熱心的學姐說到：
「額（我）就覺得（jiao de）食堂裏那
個『大良水餃』還不錯，你們要去試試
不？」於是一眾小夥伴立馬來了精神，
說走就走！繞着食堂走了三圈都沒找到
這個「大良水餃」，後來其中一個同學
指着前方的招牌問：「她說的是不是這
個啊？」只見招牌寫着四個大字：「大
娘水餃」。原來這位學姐把n發成l，把
「大娘」說成「大良」了。
像這種錯誤，同學們經常發生，例如

有的同學把「無奈」說成「無賴」，有
的同學把「牛年」說成「榴槤」，還有
的同學把「男女」說成「襤褸」，這都
是大家平時沒有注意普通話的正確發音
而鬧了笑話。
同學們，你有沒有試過讀錯這些詞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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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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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紂天資聰明 曾有一番作為

（續6月16日期）
當商朝經歷了五百多年的統治，到了紂王即位的時候，歷史的循環再
次發揮其強大的威力。這時的商朝，國勢已經非常衰弱。史料記載，紂
王天資聰明、反應靈敏，而且博聞廣見、思維敏捷，接受能力也強，同
時身材高大、膂力過人，能赤手空拳與猛獸搏鬥。他在即位之初，也曾
大有一番作為，重視農桑，選賢任能，善待奴隸，打敗強敵，使國勢一
度蒸蒸日上。當我們眼看着一個似乎可以媲美武丁的君主冉冉升起的時
候，畫風突變，紂王由勵精圖治翻轉為胡作非為。
後期的商紂王，居功自傲，過起了窮奢極慾的生活。他耗費巨資修建
鹿台，供自己享受，為此加捐加稅，橫徵暴斂。他建造酒池，懸肉為
林，寵信妲己，通宵達旦地吃喝玩樂。他口才特別好，再加上又聰明，
基本上就是你一開口要說什麼，他早就知道，三言兩語，就說得你啞口
無言，即使自己錯了，也能用語言掩飾得天衣無縫，所謂「智足以拒
諫，言足以飾非」。他剛愎自用，不聽勸諫，剖開大臣比干的肚子觀其
心，囚禁已經裝瘋的叔父箕子，嚇得自己的親哥哥微子逃回封地，太師
疵、少師疆逃到周地，以致大失人心。
人民對他怨聲載道，諸侯背叛了他，他就加重刑罰，用「炮烙」這種
酷刑來恐嚇人民。他將位列「三公」的九侯剁成肉醬；鄂侯做成肉乾；
「三公」的最後一位，西伯姬昌，只因為暗自嘆息，被舉報後，就被關
在羑里七年。他連年對外用兵，搞得國力衰竭，民不聊生。他任用奸臣
費仲、惡來為政，使朝政一天天惡化下去。
與之對應的，他的對手——西伯姬昌和其子姬發，則在自己的屬
地——周，勵精圖治、發展生產、舉賢任能、訓練士兵。他們先是討
好、麻痹商紂王，從商紂王手裏取得合法的征討不臣的權力，接下來大
肆擴大自己地盤，聯盟其他諸侯，並在合適的時機，聯合自己的盟友，
在牧野與商紂王大戰一場。
關於牧野之戰的時間，說法不一。按照《夏商周斷代工程》的觀點，
應該是在公元前1046 年。
周武王（姬發）親率戰車三百乘，精銳武士三千，步兵數萬人，又聯
合眾多聯盟部落，組成總兵力約四萬五千人的聯軍，在牧野與商朝軍隊
展開大會戰。而此時，商軍主力部隊遠在東南地區與東夷人作戰無法及
時調回。商紂王只好倉促武裝大批奴隸、戰俘，連同守衛國都的軍隊，
開赴牧野與敵決戰。商紂王出動的兵力數量有兩種說法，一為十七萬，
一為七十萬，總之是遠超過以周為首的盟軍。不過，盟軍士氣如虹、將
士用命，姜子牙率精兵為先鋒，周武王親率主力跟進衝殺，勢不可擋。
反觀商軍，奴隸和戰俘全無鬥志，臨陣時紛紛倒戈，主動配合盟軍進
攻，商軍迅速崩潰。
商紂王見大勢已去，逃入城中，登上鹿台，穿上綴有珍珠寶玉的衣
服，然後一把火燒死了自己。周武王砍下紂王的頭顱並懸旗示眾。這位
昏君的代表人物正式落下帷幕。至此，商朝雖然沒有被完全消滅，但也
只剩下一些殘餘勢力，最終被周公旦和周成王平定。
說起來，將「夏桀」和「商紂」並稱，除了按照時間算，兩位是排名
第一、第二的亡國之君外，兩人還有很多共同點，例如兩人都是文武全
才、聰敏過人、力大超群，都有能力成為中興之主，但是兩人卻都將才
能放在驕奢淫逸上，最終國破家亡，自己也死於非命。至於說二位，包
括後來的眾多亡國之君，身敗名裂、國破家亡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女色，
則純粹是推卸責任、避重就輕，甚至是胡說八道了。

● 紂王即位初年曾有一番作為，但晚年窮奢極慾，導致人民怨聲載
道，終被周武王所滅。圖為電影中的紂王。 資料圖片

書籍簡介︰
先秦時期，是中國古代神話傳說、成語典故、思想

文化最為豐富多彩的歷史階段之一。本書所選故事，
都是這一時期較為經典的歷史典故，易於引起讀者的
翻閱興趣，閱讀起來沒有
陌生感。

●歐陽修 資料圖片

● 分不清聲母n和l，找男廁隨時變找纜
車。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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