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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掬黃河水 朝聖了鄉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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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謂糾纏定義 一切由Sense開始
在辯論世界中，有一句金科玉律︰
「一切由定義開始。」尤其是辯論比
賽，焦點是「辯題」，正反雙方的任務
不外乎是分別證明辯題的對錯。辯題是
一句「陳述句」，句中字眼有怎樣的定
義，當然就會影響這句句子的意思是否
成立，也成為一場比賽勝負的關鍵。
然而，看了多年的辯論比賽，「定
義」問題是一把雙面刃，有時斟酌字眼
可以拓展思維，但若糾纏字眼就會變成
文字遊戲，未能發掘辯題中值得研究、
思考及交鋒的內容，大為可惜。故此，
對於想學習辯論，但又沒有「比賽」壓
力的同學，與其緊守「一切由定義開
始」的規條，不如放開一點，改為學習
「一切由有Sense開始」。
什麼Sense？辯論Sense。Sense在這裏
是指「觸覺」，即是我們對於一些「說
法」（辯題），有沒有或可不可以保持
一種「辯論」的觸覺。這聽起來似乎是
一樣難以把握的東西，如果要實際一
點，可以由「問句」入手，學習多問一
些問句。
大家小學時都會學過六何法（6W），

這是很基本的東西，但因為太基本，往
往容易被遺忘，沒有刻意練習運用，長
大了就自然生疏。
如今要強調，這其實是一套很好的思

辯工具，為了方便大家日常隨手運用，
可以將6W再簡化，只剩下當中最好用
的2W︰What？Why？

日常生活中練習
同學們可以由日常生活的情景中開始

練習，當遇到一些說法時，用What、
Why去檢視一下。先舉一例，我們常
說︰「今日天氣真係好。」這句簡單不
過的說話，已經可以啟動我們的辯論
Sense︰「天氣」是指什麼？（What）
是指溫度？濕度？陰晴？天氣的「好」
又是什麼意思？（What）是溫度舒適？
陽光普照？風和日麗？再舉另一個例
子︰「我好鍾意食雪糕。」這時又可啟
動我們的辯論Sense︰為何喜歡吃雪糕？
（Why）因為味道？口感？冰涼的感
覺？
如果大家已掌握了上述的生活情況例

子，懂得啟動辯論Sense，我們就可以將

此運用到一些較認真的社會議題。如
「素食值得推廣」，我們可以問︰「素
食」是指什麼？（What）純素？蛋奶
素？植物肉？另外又問︰為何值得推
廣？（Why）環保？保護動物？健康？

問句為溝通交流
當我們熟習，碰到一些說法時，能夠

即時生起問句（2W），辯論Sense就會
漸漸培養起來。但要留意的是這些問句
不只為了針對別人，而是為了刺激自己
思考；不是為了駁倒某個說法，而是為
了弄清楚在說什麼，以便溝通交流。
最後提醒，上述的例子只是方法，同

學們不一定要說出口。當朋友隨口說句
「我好鍾意食雪糕。」我們不要立即問
一大堆問題，這時可能一句隨心的回
應，或是一杯送到眼前的雪糕，對大家
更好。
思辯是為了更有效益、更高層次的交

流，有Sense只是「開始」，日後還有
很多課題在此與大家分享；掌握了基礎
技巧，我們就可以一起在思辯的世界任
意闖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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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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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普通通地說普通話

我曾經看過一張相片，上面有一對白髮
老公公、老婆婆。他們站在河邊，老公公
雙手用力拉着老婆婆的右手。老婆婆正蹲
下來，左手已探入河裏。老婆婆有什麼看
不開？要尋死覓活的，要投水嗎？
大家不要誤會，這兩位老人家，正是余

光中教授伉儷。他們這次來到黃河邊，余
夫人想親手一沾黃河水，所以蹲下來，探
手入河。余教授怕她有意外，所以雙手緊
緊拉着她。余夫人終於親手淘了一掬母親
河的水，還了自己的心願，也拍下照片留
念。
余光中教授將這段2001年4月的情節，

寫成一篇感人至深的小品《黃河一掬》，
僅題目已滿溢虔敬情懷，有如掬捧聖水頂
禮的莊嚴形象。亟盼一見黃河母親的心
願，很早就埋放在余教授的心底了。
他在之前的《當我死時》、《黃河》等

詩，已傳達了這
樣的情感，而遙
想夢中黃河的
《民歌》一詩，
也曾神氣十足
地，唱出蒼莽雄
渾的詩句：

傳說北方有一

首民歌 / 只有黃河的肺活量能歌唱 / 從青
海到黃海 / 風 也聽見 / 沙 也聽見……
（《白玉苦瓜》）
他這樣說：「在詩裏我高呼低喚她不知

多少遍！」不過他祖籍福建，成長於江
南、四川，和黃河並無淵源，卻為何對黃
河懷藏如此深切熱烈的情感呢？其實，這
是他對中原文化的認同，也是一種與生俱
來的親切感。
因此，黃河，不僅是余光中早年望斷故
園、鄉愁難解的心理投射，也是他心中的
聖河，一種無可比擬、不能取代的象徵，
更是一場堅持了七十多年的愛念。
在《黃河一掬》的前半部，他以深情脈

脈的眼光，來凝視蒼蒼茫茫的華北平原。
清簡沉鬱的文字，隱然有一股刻意壓抑的
情愫撲閃其間。
當生命中歷史性的一刻來臨，「我的手

終於半伸進黃河」時，文章所蘊蓄累積的
能量，瞬間爆發，有如洪流般的感觸，大
舉沖決冷靜的堤防。
這段汩汩滔滔、不斷流淌着的黃河水，

在余光中的心中，卻是洶湧澎湃、勢不可
擋。他的心中，從黃河的地理、歷史，說
到民族的苦難、中國人的集體記憶。復從
黃河天長地久的永恒，說到個人的渺小短

暫。
七十餘年的心聲、吶喊、情感，傾瀉、
奔突、釋放於一旦，於是，這一段「指隙
曾流過黃河」的文字浪濤、「至少我已拜
過黃河，黃河也終於親認過我」的儀式，
有如一種高度象徵性的受洗過程，乃成為
此文，也是余光中此生的一個高潮。
跟着，女兒也嘗試來到岸邊，「探求黃

河的浸禮」，余光中看着女兒伸手入河，
讓河水在指縫、掌心流過。他說：「想起
她那麼大了，做爸爸的才有機會帶她來認
河，想當年做爸爸的告別這一片后土，只
有她今日一半的年紀，我的眼睛就濕
了。」
終於，一行人自岸邊回到車上，忙着拭

去鞋底的濕泥時，余光中卻默然不語，因
他「覺得不忍」。翌日他更「穿着泥鞋登
機」，從華北輾轉回到台灣高雄，直至返
抵家門，他脫下泥鞋，「才把乾土刮盡，
珍藏在一隻名片盒裏。從此每到深夜，書
房裏就傳出隱隱的水聲。」
濕泥，是黃河的泥，接受過黃河的撫

摸、浸潤和祝福，所以不忍拭去，決意要
將它珍藏，並擺在生活世界中一個最寧靜
的地方——書房。
黃河一掬，余教授並非去遊山玩水，而

是有如去朝聖，去朝拜聖河。這是可以了
卻詩人數十載文化情，與鄉愁的飢渴。詩
聖杜甫也有他的遺憾，就是「此生恐難見
黃河」，而余教授卻不再遺憾了。
余教授的遊記散文，以抒情敘事為主，

感性強烈，不重知性，這篇《黃河一
掬》，可說是其中的表表者。他說過很欣
賞徐霞客寫山水遊記時擅用奇筆，又充分
結合文學感性和地理知性，所以他的遊記
散文，便格外重視知性、感性的平衡、協

調與揉融。自1982年的《杖底煙霞》起，
幾乎篇篇如是。
或者，余教授那種「像徐霞客那樣饕山

餮水、餐煙宿霞的癖好」，而且在「以山
水為性命」的壯遊之餘，還能逐日書寫，
記錄沿途心得發現的旅者，恐怕真的難以
「求之於今人」了。至於能勤於整理旅途
見聞，復以文采高妙之筆來寫遊記，余光
中可說是承襲了徐霞客這種行者精神、旅
者風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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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亭（退休中學中文科教師，從事教育工作四十年）

1949年，內地及港澳地區改稱中文官
方語言為「普通話」，而台灣地區則繼
續使用「國語」稱呼，在海外華人地區
則稱為「華語」。

兩岸發音不相同
不過，由於歷史發展，兩岸的政治
制度、語言環境、社會文化都有差
異，再加上長期隔絕不相往還，雖然
有着共同起源，但台灣地區逐漸形成
了具有自己地域特色的語言，詞彙上
表現出很明顯的「詞語差」，發音特
點亦開始與內地不同，成為我們常說
的「台灣腔」或者「台灣口音」。例

如「垃圾
lā jī

」這個詞，台灣民眾會讀成

「勒色
lè sè

」，可說跟標準普通話差了十

萬八千里；又如劉歡的著名歌曲《我

和你》，台灣同胞會讀成《我焊
wǒ hān

你
nǐ

》。差別比較大的還有「包括
bāo kuò

」，

台灣人會讀成「包括
bāo kuó

」。

普通話的調子抑揚頓挫，節奏感很
強；台灣民眾說普通話音調平坦，每個
字的速度音高都差不多，尾音拉長，而
且幾乎沒有輕聲和兒化韻，如輕聲詞
語：哥哥、弟弟等無輕聲，台灣人會讀
成（葛格、底迪）。

台灣腔無輕聲兒化音
有一次，我們去台南出差，坐車時和

出租車司機閒聊：
司機︰「我在北京的時候，喝過一種味

道很奇怪的豆汁。」
我們︰「什麼味道的豆汁兒？」
司機︰「誒，不是，是豆汁！」
我們︰「對呀，不就是豆汁兒嘛！（強

調兒化音）」

司機︰「豆汁兒是？」
如此重複幾次，我們終於妥協「好
吧，好吧，是豆汁！」
很多女孩喜歡用「台灣腔」的疊字方

式跟男朋友撒嬌，網絡上就流傳一段很
熱門的小視頻，一個女孩跟男朋友在麵
館吃麵，女孩嗲道：「人家要吃牛肉麵
麵啦，還要加辣辣的噢」，隔桌男客興
起也跟老闆調侃道：「老闆，我也要加
麵麵啦，不要辣辣的噢！」那女孩兒杏
眼一瞪，起身指着那人說道：「你很奇
怪㖿，學人家，討厭了啦！」男客也不
甘示弱，回到：「你也討厭了啦，聽你
說話人家雞皮疙瘩都掉了一地了㖿。」
旁邊一位食客忍俊不禁，笑得噴麵而
出……
普通話並不普通，但還是普普通通地

說比較好，大家切勿盲目追隨各地的腔
調，說話尾音太長，情感過度豐富，效
果反而適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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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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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對黃河的情感，是其對中原文化的認同。圖為黃河壺口瀑布。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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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語多被誤解
應防望文生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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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成語源遠流長，既有豐富的故事典源，亦具實用的表義功
能。日常生活中，我們以成語替代繁複的句子表達思想感情，如
用「權宜之計」表示「為應對某種特別情況而暫時作出的變通方
法」，以「一鳴驚人」形容一個人「平時默默無聞，突然作出令
人震驚的表現」，若我們說「他以權宜之計解除公司危機，一鳴
驚人，同袍無不佩服」，便已把原本冗長的句子大幅簡化了。可
見，成語能讓我們的語句更精煉傳神，是很實用的語言工具。

部分少用被遺忘
因着故事典源，有些成語有特定的意義或引申義，如「曲突徙
薪」引申為對事情作好準備以避免危險、「曾參殺人」引申為謠
言可怖之意等。在歷史發展中，有些成語因為少用，漸漸在我們
生活中被淡忘，如「懲羹吹齏」、「吳牛喘月」；有些則因望文
生義而被誤用。以下介紹幾個容易令人誤解的成語。
1.差強人意。語出史書《東觀漢記．傳五．吳漢傳》，內容記
載東漢名將吳漢對劉秀諸將因戰敗而軍心散亂時，作出強力激
勵。劉秀以「吳公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矣」之句，盛讚吳漢能
振奮人心，「差強人意」即「還真能振奮人心」之意。後來我們
用此語表達「表現不夠好，但大抵上尚能令人滿意」的意思。及
至今日，或因望文生義之故，此語再有意義變化。如有報章寫
「逾半受訪者認為該署跟進與維修表現一般或欠佳，外判商的維
修質素更差強人意」，此「差強人意」明顯沒有「表現不夠好，
但大抵上尚能令人滿意」的意義，也非「振奮人心」之形容。前
句是「一般或欠佳」，後句用「更」表示遞進關係，即比「該署
表現」更糟糕，全句可理解為「外判商的維修質素更差劣，令人
難以接受」。類似誤用例子，坊間比比皆是。

閉門造車非離地
2.閉門造車。語出禪宗史書《祖堂集．卷二○．五冠山瑞雲寺

和尚》，原句為「閉門造車，出門合轍」，指修行者按原來法則
應緣修行，便可契合古今悟境，好比在家按規範造車，出門就能
行走 。今日，此語解為「只憑主觀思想辦事，不問是否切合實
際」（《國語辭典》），可見今天已取前句為全義，意思是閉門
造車者難以準確知道外間的需求標準，可用來批評管理者未能按
需要制定政策，有「離地」之義。惟綜觀坊間往來溝通，此語有
時被誤解為「秘密處理」之意，竟與「黑箱作業」歸為同類，特
別是對「辦事過程不透明」的評論，只取「閉門」而忽略成語的
完整意義。況且，「辦事過程不透明」不一定「離地」，「離
地」同時可以「辦事過程很透明」，對嗎？所幸的是，誤用此語
的大多是一般坊間論者而非記者、評論員等專業人士。
3.空谷足音。語出先秦經典《莊子．雜篇．徐無鬼》，書載當

時魏國幸臣女商詢問隱士徐無鬼何以可令魏武侯輕鬆談笑時，徐
無鬼以「踉位其空，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之句，比喻當久處空
曠無人之地時，一旦聽到腳步聲便感高興，形容難得而具價值的
事物，後引申至難得的人、言等。此語有時被誤作「無故出現的
傳言」來理解，嗚呼！當是受「空穴來風」影響矣！有時則被誤
用於不當情景中，如「這建議我曾說過很多次，可惜在這裏完全
是空谷足音般，沒人聽聞」。如果是「空谷足音」又怎會「沒人
聽聞」呢？「空谷足音」也至少不應用來褒揚己事，正如我們不
會說「今天我光臨這裏」的道理一樣。換個角度，如果說「你的
見解，有如空谷足音，發人深省」，或「很抱歉，我的建議未能
成為空谷足音，及時幫到大家」，則感情色彩及語義邏輯均合理
了。
成語有本意、引申義、特定義，在約定俗成、實際需要下當然
不宜過分執用古意；但如果連今義都搞不清楚，每每望文生義，
斷章取義，那就好容易令人感到「不可思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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