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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破對方論點 反駁不是駁嘴
辯論一詞，有「辯」有「論」，早前

介紹過的「立論」（「三論」），一般
可說是「論」的部分。那麼「辯」是什
麼？辯論最引人入勝的地方，往往不是
一方論述自己的觀點，而是駁倒對手。
這種感覺，不止台上的辯論員有，台下
的觀眾亦然。「雄辯滔滔」的稱譽，感
覺有超過一半以上是給予那種在台上以
犀利辭鋒駁倒對手的辯員；諸葛亮舌戰
群儒的名聲不下於其三分天下的韜略。
因此，今天就與大家分享這個重要的話
題︰「反駁」。
反駁是辯論的必要且重要元素。辯論
不是演講，演講是自己說，別人聽；而
辯論則是有正方，有反方。所以辯論
時，我們不能自說自話，而要回應對方
的論點，透過有效的回應反對或擊破對
方的論點，即為「反駁」。
雖然反駁很重要，但不是所有反駁都
成功（有效），無效的反駁往往會出現
所謂「捉到鹿唔識脫角」的問題。要構
成有效的反駁，要有一套方法。對於初
學者而言，有一個基本的套路可供參
考，名為「反駁三部曲」，透過三個提

問去引導反駁。三問如下︰
1. 錯了什麼？
2. 如何錯？
3.怎樣才對？
一套完整有效的反駁，可以循這三條
問題去建立。以「學校應設立午睡時
間」這條簡單的辯題為例子。如果反方
提出的論點是︰「學校是學生學習的地
方，怎可以加入午睡，讓學生偷懶睡
覺？這樣真是浪費學習時間！」作為正
方，如何用反駁三部曲去建立有效的反
駁？

清楚表明攻擊目標
首先要指出對手「錯了什麼？」上述
反方說了一段話，如要有效的反駁，一
定要將反駁（攻擊）的目標盡量收窄明
確，讓觀眾清楚知道你在攻擊哪一點。
例如可以針對反方「設立午睡是讓學生
偷懶」這一點。這樣做的效果，就是所
謂「有的放矢」。
接下要指出對手「如何錯？」此處要
解釋清楚對方犯了什麼錯誤（是邏輯問
題？還是論據問題？）例如這裏可以針

對反方對午睡的理解，指出「午睡並不
等於偷懶」。這種做法是讓反駁「有理
有據」，而不是無理取鬧。

反駁需有建設性
最後就是「怎樣才對？」這裏是為了

更完整地建立反駁，並加強自己的論
點。如可以說︰「學校讓同學在中午時
小睡一會，反而可以使他們下午上課時
更集中精神，提升學習效能。」這樣可
以令反駁更有「有建設性」。
關於反駁，有一點要特別強調，就是
「反駁」不是「駁嘴」。這個問題要很
認真地釐清（否則家長會以為子女學了
辯論等於學了駁嘴；學生也以為學了辯
論可以有助其與家長駁嘴）。基本上，
駁嘴的意圖是為了發洩，表達不滿，內
容大多是不講道理的；而反駁是為了說
服別人，所以要強調以理服人。這也是
為什麼上文介紹的反駁三部曲，要為反
駁增加了「有的放矢」、「有理有
據」、「有建設性」的元素，就是為了
令反駁不會淪為駁嘴。高質素的反駁才
是辯論最引人入勝的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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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書啦！放學嗱？

約兩千年前，愛國詩人屈原以一篇《橘
頌》來託物言志，成千古名篇。而近代文
學家沈從文，他的長篇小說《長河》，一
開始也大談辰河橘子的特色，以介紹那處
的風土人情，此書可跟《邊城》相媲美。
原來桃李柑橘，甚至一個柿子，皆可道盡
世情。
這一天，天氣漸冷，已到了「霜降」節

氣，空氣中的水分開始凝結成霜。又在和
暖的日照下，霜會再次化為露水，滋養萬
物。
陝西省中部的富平縣，是座靠近中國南
北分界線的小鎮，已經有超過2,400年歷
史。這地方種了很多柿樹，有些柿樹有逾
百年歷史。來到秋末，這裏另有一番景
致。柿子成熟的時候，橘紅的柿子，在綠
葉的襯托下，更覺美麗。
柿，原產自中國，已有千年栽種的歷

史。而中國有名的甜點，富平柿餅，就是
「霜降」時，用最新鮮的柿製作而成。柿

子喜歡陽光，更特
別耐寒和抗旱，從
開花到結果，需要
9個月的時間。在
漫長的生長過程
中，豐富的營養累

積在果實中，中國人視之為果中聖品，是
古時呈獻給皇帝的貢品。
中國的柿子品種逾千，富平柿特別之

處，在於其尖尖的底部，看來像個心形，
十分可愛。尖柿果實較大而且較甜，最適
合製成柿餅。不過，還要與時間競賽。在
富平，要在「霜降」這前後的兩三天，把
柿子全摘下，過了這個節氣就不行了。因
為過了「霜降」以後，柿子的糖分就出來
了，柿皮變軟，就做不成柿餅。所以要趁
柿皮較硬時，搶收搶摘，工作好做，做成
的柿餅也特別好，特別甜。
由於有合適的氣候，富平柿是柿餅最佳

材料。每個被揀中的新鮮柿子，外皮都要
光滑完整、沒有疤痕。洗乾淨後，馬上加
工。這時的柿子絕不好吃，太澀了，不甜
又乾，因裏面的丹寧還沒有轉化。一間加
工廠一天可處理7,000斤，再多就趕不及
做。因一放久，柿子會變軟，就不能削皮
了。由於時間緊湊，上午開始摘，摘上幾
筐就趕緊送來加工廠做。
現在已有削皮機代替全人手的工序，效

率也高了。削了皮的柿子掛起來曬，曬約
一星期，其間每個柿之間在架上要保持有
一定距離，避免黏在一起。而過度曝曬或
雨水太多，都會導致吊曬失敗。只有保證

12℃左右的溫度，經歷早上的日曬，再吸
收晚上的寒霜，一冷一熱，逐漸風乾，才
會做出最好的柿餅。
當柿子曬到有點軟，就到一個神奇的環

節，那就是替每個柿子「按摩」。那是待
柿子曬了三四天，柿身有點軟，就開始
「捏餅」。工人是憑經驗，將裏面的柿肉
捏散，而柿子不爛的。目的是將水分散到
全個果子，加速水分的蒸發。
捏果子時，力度要適中，用勁均勻。一

邊捏，一邊轉。乾燥以後，柿子重量也減
少了70%，就可以「收餅」了。萬物有
靈，看來簡單的晾曬工序，其實充滿了製
作者的耐心和誠意。古老手藝總有其獨特
的技巧，和難以取代的精髓。
「霜降」之後，日夜溫差大，加上秋風

漸強，非常適合將乾果產品自然風乾，累
積糖分和營養。到入冬前最後的溫暖陽光
中，那些像小紅燈籠的柿子，最終會退去
丹寧的苦澀，轉化成柔軟甜蜜的柿餅。
原來之前刨出來的柿皮，也有用途，不
會浪費。柿皮也同是一條條掛起曬乾，當
捏成餅狀的柿子入罐時，這些柿皮可以當
作鋪墊物，墊着柿餅，免它們東歪西倒。
而柿皮所含的丹寧特別高，也可幫助柿子
「成霜」。那是「化作春泥更護花」。

所謂「成霜」，是指柿餅上自然地結出
了糖霜。它們是一天一天地結，有如一層
白色粉末、砂糖，鋪在上面。它不是發
霉，有時候拿起柿餅，糖霜多得掉下來，
有如鋪了糖的蛋糕。
由於柿餅又好吃，又健康，可在全國大

賣。所以「霜降」對富平人來說，是大自
然對這片乾旱土地的饋贈。那些稍有瑕疵

的、賣相不好的、或來不及摘而熟透的柿
子，就會釀成柿子醋。那些柿蒂、柿皮，
因為含有同茶葉類似的成分，可以製成清
甜的柿子茶，絕對是物盡其用。
從初秋的露水，化為深秋的白霜，正是

「金井梧桐秋葉黃，珠簾不捲夜來霜。」
（王昌齡詩句），再過半個月，冬天就會
降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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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亭（退休中學中文科教師，從事教育工作四十年）

上次談及粵語助詞的運用，今周續
談。粵語助詞豐富多樣，不少日常助詞
的意思同中有異，以粵語為母語的人，
固然運用自如，但箇中差異其實不易說
清。例如「啦」、「喇」是粵語常見的
助詞，兩者讀音相近，前者讀作陰平聲
（laa1），後者讀作陰去聲（laa3），但
兩者的功能卻並不全然相同。
據不少語法學者，如張洪年、李新

魁、鄧思穎等人分析，「喇」代表着
「新情況」的出現或開始，跟情況的變
化有關，可歸類為時間助詞。至於
「啦」則常帶有祈使的功能，可表達請
求、命令等意思，用法與「喇」不同。
例如一班學生期待老師下課，當課堂
鐘聲響起，他們立即大喊「放學喇」。
其中的「喇」（laa3）正是代表了原來
的課堂完結，現在是下課的意思。此意
味着「放學」這個新情況的出現。假如
他們改喊「放學啦」，句子便變得很奇
怪。相反，如果課堂尚未完結，他們下
課心切，於是對老師說「放學啦」。這

個「啦」（laa1）字便帶有祈使的作
用，即是請求老師下課的意思。
按張洪年教授分析，如果以「啦」表

達懇求，更往往會拉長讀音。當然
「啦」並不單用作請求，例如那群學生
請求下課不果，亂作一團，老師於是以
決斷語氣大喊「上堂啦」，這個「啦」
字便有催促、命令的意思，而讀音也不
會拉長。但假如老師改喊「而家上堂
喇」，便只是宣布繼續上課的意思，而
沒有命令的之意。除了「啦」、「喇」
以外，粵語助詞還有讀作陽平聲的
「嗱」（laa4），以表達疑問。例如那
些學生放學回到家中，家人便會問道：
「放學嗱？」那便是發問的語氣，希望
從中得到確認，即「已經放學了嗎」的
意思，其用法與「啦」、「喇」大有不
同。
值得留意的是，語言往往是變動不
居，粵語在不同地方，也不是千篇一
律，不同地方的粵語也會有所分別。因
此，語言學家在粵方言區以下，劃分為

若干「片」，如「四邑片」、「高陽
片」等。至於香港連同廣州、澳門等地
則屬「廣府片」。方言片之下，又可劃
分為「點」，香港的粵語正可視為廣府
片之下的方言點。
近年本地文化越來越受大眾看重，而

語言可說是文化的載體，要認識一地文
化，自不能離開該地方的語言。因此認
識香港粵語，也可以說是了解、傳承本
地文化不可或缺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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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永堅博士
香港恒生大學中文系高級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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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恩不及邊塞 戍卒怨亦無用
唐代詩人王之渙以善於描寫邊塞風光著稱，傳世作品除了上回導讀

的《登鸛雀樓》外，其《涼州詞（其一）》也是不得不讀的名作：
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①山。
羌笛②何須怨楊柳③？春風不度④玉門關⑤。
全詩為七言絕句，字數不多，但選詞巧妙，活用典故，讓人印象深

刻。例如以「黃河」、「白雲」、「萬仞山」、「羌笛」、「玉門
關」等詞着力描寫邊塞之貌，又以「遠」、「一」、「孤」、「怨」
諸字烘托出荒涼之感，通過山川的雄闊蒼涼景象，透露出戍卒的孤獨
愁懷。在詩人由近及遠的視野看來，連綿不斷的黃河一直延伸向遠
方，恍如與天邊接軌，故有「遠上白雲間」之感。「遠上」二字，正
表現出一種悠遠流長的閑靜之美，淡淡然映襯出邊地廣闊無垠的荒涼
感覺，與後句以「孤城」對比「萬仞山」所表達的孤寂情感一致。
後句「楊柳」與「玉門關」，分別化用了不同的典故，設想亦相當

巧妙。古人向有臨別折柳相贈之風俗，欲借「柳」諧音「留」以表達
離別的不捨之情，北朝樂府《折楊柳歌辭》中亦沿用了此一意象云：
「上馬不捉鞭，反折楊柳枝。蹀座吹長笛，愁殺行客兒。」此曲以楊
柳表達行客之離愁別緒，加上用胡笛吹奏，帶着一份異地情調，更添
思鄉之情。
至於「玉門關」的典故，見於《後漢書．班超傳》：「不敢望到酒

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李益《塞下曲》亦有「定遠何須生入關」
句，以定遠侯班超出使西域逾三十年，晚年心願只求有機會重入玉門
關，從塞外返回內地一事，表現戍邊將士不得還鄉的怨情，呼應前句
《楊柳歌》的「怨」情。
全詩以邊塞的荒涼景象興起，引發出戍卒的離愁別怨，他們以一曲

哀怨的《楊柳曲》抒發內心愁苦，追憶親人折柳送別的難忘一刻。面
對此情此景，詩人百感交集，遂留下末句「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
度玉門關」的感嘆。對於此句的理解，論者頗有分歧。一說認為，王
之渙《涼州詞（其二）》曰：「單于北望拂雲堆，殺馬登壇祭幾回。
漢家天子今神武，不肯和親歸去來。」內容主要借突厥首領在求和親
之事失望而回，讚頌唐玄宗的文治武功，反映了盛唐的強大威武。據
此，本篇《涼州詞（其一）》所表現的精神亦應一致，詩中戍卒所反
映的並不是消極哀怨，「何須怨」三字正表現出其積極態度，反映他
們在鄉愁難禁時，仍意識到衛國戍邊的重大責任，全詩情調悲怨而不
失其雄壯之志，象徵着盛唐的強大氣象與文化自信。
然而，所謂「何須怨」，並不是說無怨，似乎也不是勸戍卒不要

怨，而應是說怨了也無用。因為「春風不度玉門關」，身在春風不至
的邊塞，何處有楊柳可折？此處用了「何須怨」三字，使詩意更加含
蓄，更有深意。詩中以春風比喻天子恩典，用如蔡文姬《胡笳十八
拍》第十二拍：「東風應律兮暖氣多，知是漢家天子兮布陽和。」詩
中謂「春風不度」，一則實寫邊塞荒涼的自然景象，二則借喻朝廷不
體恤戍卒的艱苦生活，語帶雙關，寄寓了詩人的深沉感慨。明人楊慎
《升庵詩話》卷二：「此詩言恩澤不及於邊塞，所謂君門遠於萬里
也。」清人李瑛《詩法易簡錄》亦言：「神韻格力，俱臻絕頂。不言
君恩之不及，而托言春風之不度，立言尤為得體。」當是。

■ 謝向榮博士
香港能仁專上學院文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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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平縣的柿餅是當地名產。 資料圖片

●單是「放學」兩字，加上不同助詞，
意思就有很大差別。 資料圖片

註釋
①仞：量詞，古代量度單位，一仞相當於八尺。《說文》：「仞，伸
臂一尋八尺。」

②羌笛：吹奏樂器名，古時流行於塞外的一種笛子，漢時傳入中國，
因源自少數民族羌族，故稱羌笛。

③楊柳：古詩文中多泛指柳樹，本詩則蘊涵另外兩層意思：1. 古人有
臨別折柳相贈之風俗，此處借以表示離愁別緒。2. 指北朝樂府《折
楊柳歌辭》。

④度：越過。《玉篇》：「度，與渡通，過也。」
⑤玉門關：兩漢時期通往西域的要道，位於今甘肅敦煌西北，為當時涼
州最西境，象徵荒涼之邊塞；因有大量于闐玉經此運入中土，故名。

譯文
連綿黃河遠遠延伸上天邊白雲，萬丈高山層層包圍住一座城塞。羌

笛何必吹奏哀怨的楊柳曲調？春風根本不會來到這玉門邊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