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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所欲言提想法 引發聯想創可能
經過上周的介紹，大家應該對主線有
個基本印象。弄清楚什麼是主線，在辯
論比賽中是十分關鍵的；在當評判的經
驗中，有時聽了一整場比賽，同學說了
很多論點，但是沒有主線。這樣的做法
不是不可，但立論就會變得不穩固。

短時間內說服評判
一來，比賽中總共才約20分鐘時間，
要就一個有爭議性的題目說服評判接受
你的立場，時間上非常有限，如果沒有
一條清晰的主線，很難讓人在短時間內
理解你的立論。
二來，辯論比賽雙方唇槍舌劍，有攻
有守，在論點、論據穿梭之間，去到比
賽的中段以後，會愈來愈複雜及混亂。
如果沒有一條明確的主線，論點很容易
被沖散，論證的力度就會減弱。所以，
對於辯論比賽而言，主線是關鍵的部
分。
理解了主線的重要性後，應該如何設
計主線呢？本周我們先從一個比較宏觀
的角度入手。上周提到，主線就是作戰
計劃，在制定作戰計劃時，有一種方法

是先不要作太多前設限制，以讓我們可
以更好地設想可能性，這個方法就是
「頭腦風暴」（brainstorming）。

群體合作激發可能
「頭腦風暴」這個詞語大家可能也聽

過，一般用於工作會議，但要有效做到
「頭腦風暴」，就要注意一些細節規
則。
「頭腦風暴」的重點在於透過群體合

作激發最多的可能性，但在成員間討論
時，往往會受到不同的心理因素影響，
最常見的就是怕別人不認同而不願發
言，或者群體中的權威（如辯論隊中的
老師、隊長）會主導了發言。
這些情況會令到很多好的想法未能有

效表達出來，影響討論結果（主線）的
質素。所以，我們在進行「頭腦風暴」
時，要注意以下三點。
1. 自由討論，不要質疑
在會議時，要讓所有隊員暢所欲言，

就算一些聽起來不切實際的想法，也不
要立即質疑，甚至批評。因為任何想法
都有可能被進一步發展，成為更好的想

法。所以，在這階段不要扼殺任何可能
性。
2. 促發聯想，發展想法
除了表達自己的想法外，隊員之間也

可以基於其他成員的想法，進一步聯
想。在群體討論中，每一個新的想法，
都可以引發其他人的聯想，形成新的想
法，甚至產生連鎖反應。
3. 鼓勵熱情，競爭激發
要營造大家創造新想法的氣氛，讓大

家進入發揮創造力「小宇宙」的狀態。
此外，也可以透過隊員之間提出新想法
的良性競爭，突破原來固有觀念的束
縛。

篩選想法提煉結論
以上是「頭腦風暴」的重點指南。除
了這種「正向頭腦風暴」外，在有了足
夠多的想法後，也可以用「反向頭腦風
暴」，透過公平開放的質疑，將想法篩
選，提煉出切實可行的結論。
在辯論隊中，關鍵是老師或隊長等角

色要以身作則，這樣才可以做到真正的
「頭腦風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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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峭壁長苔蘚 孤高亦出塵

福建，位於中國東南部，省會就是福州市。它位處
閩江下游沿海地區，又稱「閩都」、「榕城」，是福
建省的政治、文化、交通中心。它自古已是歷史文化
名城，又是對外海運交通的樞紐，更是「海上絲綢之
路」的起點港口之一。
明初時，福州的造船業發達，航海技術也先進。很
多學者認為鄭和艦隊有名的寶船，是以福州製造的福
船為基礎而發展的，而大批幹練的福州籍水手更服役
於鄭和艦隊中。
平潭島，是福建的第一大島，又稱平壇島，或叫海
壇島，簡稱「嵐」。這裏被稱為中國海蝕地貌的博物
館，島上的石頭，就是展品。
平潭島的港灣區，風速達到7級以上的大風日數，
每年大約有125日。地處港灣區的北港村裏面，400多
戶人家就地取材，用結實的花崗岩，興建了一幢幢好
像碉堡般結實的石頭房屋，可以抵禦12級颱風。海邊
矗立高高的風車，是好好利用那天然的風力，作發電
的能源之用。
在島的西北面，有兩塊花崗岩巨石屹立於茫茫大海
之中，形狀好像帆船，稱為「半洋石帆」，或叫「雙

帆石」。平壇島興建了一座
海峽公鐵兩用大橋，全長
16.34公里，建成時是世界上
最長的跨海峽公鐵兩用大
橋。有了這條橋，可使平潭
往福州的車程縮短20公里，

半小時內就到。
矗立在閩江口福州馬尾市的羅星塔，曾經叫做「中

國塔」。因為外國的海員一見到此塔，便知道已到了
中國。在150多年前，馬尾誕生了第一間近代化造船
廠，還有第一間近代海軍學堂。鞏固海防、掌控海權
的夢想，就在這裏萌芽。
公元1884年，法國艦隊侵入閩江口，福建水師不幸
全軍覆沒。曾經寄託着大清帝國中興希望的馬尾船
廠，就在羅星塔下灰飛煙滅。馬尾這地名，徒具象徵
意義。惟「中國船政文化博物館」，可提醒後人從失
敗之中，再重新開始。
中洲島，原是閩江上的一個沙洲。清代「五口通

商」之後，這裏興建了領事館、商社、教堂和醫院。
清政府還在此設立了「閩海關福州常關」，負責管理
對外貿易和徵收關稅。現時島上仍留下很多歐西風格
的建築物，供人參觀。或許有人一邊看，一邊與廈門
的鼓浪嶼相比較，產生更多的聯想和追思。

「三坊七巷」核心 古代名流聚集
在福州現代化的高樓大廈之中，一個古代建築群被

完好地保存下來，就是「三坊七巷」。「三坊七巷」
位於福州城的核心，這區始於晉朝，在唐、五代完
善，鼎盛於明、清。在明、清時期，這裏成為官宦名
流的聚集區。
從由北向南的中軸線計，西邊排列三個坊，東邊有

七條巷，佔地600餘畝。坊巷裏面，有200多座古代建

築保留下來，是中國城市
「里坊制度」的活化石。有
人將之與古代長安的里坊設
計相比較，雖然它沒有漢唐
首都之規模與繁榮，畢竟對
外通商，自有其商業興盛
處。
福州有着2,200多年的建

城歷史，並非只能在古蹟中
尋找，歷史的點滴，依然在
枝頭蓬勃生長。福州市內種
有很多榕樹，而種榕樹的歷
史源自唐朝，並在北宋鼎
盛。當時的福州知府張伯玉
提倡種樹運動。這裏有棵
「榕樹王」，年齡已有千
歲，樹幹直徑3米，要6個
人以上才可以環抱，而樹下可容千人乘涼，號稱「福
州第一榕」，所以福州也有「榕城」的雅號。
福州南面的蒲田市，有個湄洲島，面積不大，長度

不足10公里，寬1.3公里，卻是全世界媽祖信眾心目
中的聖地。這裏的媽祖廟，是世界5,000多座媽祖廟的
祖廟。媽祖，原名林默，28歲時因在海上救人而獻出
了生命，以後出現了一些有關她的傳說。
在千多年間，14個皇帝加起來共36次敕封，令媽祖

逐漸被人奉為海神。2009年，媽祖信仰被列入世界非

物質文化遺產。湄洲島上的媽祖廟，前面像船形，後
面像宮殿廟宇，巍峨雄偉。
附帶一提，在明代以前，泉州清源山的「老君岩」

也同是甚多善信敬拜，尤其即將啟航出海的人，會在
此祈福問卜。它曾是個宏偉的道觀，可惜後來道觀焚
燬，只留下一個老君石像。石像是由一塊巨石雕刻而
成，在千年的時光中，默默看着在這裏出發的帆船，
連接海上絲綢之路；而今日的貨櫃巨輪，也由此港口
出發，去創造更輝煌的海洋貿易。

逢星期三見報

文文山山
字字水水

◆雨亭（退休中學中文科教師，從事教育工作四十年）

在香港郊遊，不論任何季節，都不難
發現苔蘚的芳蹤。其清翠、墨綠、泥
黃、赤紅的顏色非常吸睛。據說苔蘚植
物有超過二萬種，但由於苔蘚跟一般植
物不同，缺少輸送水分的維管束，故生
長速度甚慢，數年下來可以只長高數毫
米，且必須在水源清潔、冷寒濕潤的環
境中生長，常在山澗峭壁中，覆蓋着整
塊石頭，常給人卑微、孤高、出塵脫俗
的印象。日本京都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的西芳寺也以養「苔」而聞名，被稱為
「苔寺」，吸引了世界各地的遊客前往
參觀。正因為苔蘚獨特的性格，中國古
代不少文人雅士也喜歡以它作為文學素
材。
劉禹錫的《陋室銘》提到「苔痕上階
綠，草色入簾青。」的名句，已成為千
古絕唱，讓人聯想到苔蘚悅人眼目的葱
葱鬱鬱，成為一道獨特的風景，也可藉
此借物抒情、託物言志。
歷代騷人墨客也愛摹描苔蘚之色澤與
形態，其中描寫「石上苔」的作品便各
有千秋。唐．錢起《石上苔》：「淨與

溪色連，幽宜松雨滴。誰知古石上，不
染世人跡。」一首短詩，便把苔蘚明淨
青綠的色澤，與溪色及雨松相比，更把
苔蘚喜歡生長在杳無人跡的古石上的特
點告訴讀者。（唐．白居易《石上
苔》）：「漠漠斑斑石上苔，幽芳靜綠
絕纖埃。路旁凡草榮遭遇，曾得七香車
輾來。」通過對比，把苔蘚生長環境的
孤高絕塵、斑斑駁駁的形態表露無遺。
此外，生成圓形如點的苔蘚又稱作

「苔錢」。吟咏「苔錢」的詩人極多。
如宋．俞桂《苔錢》：「庭砌方圓出化
鈞，何須抵死論錢神。貧家阿堵新添
富，買斷西湖風月春。」「苔錢」的名
稱與形態，彷彿成了貧窮人的福音，為
他們平凡的生活添上盼望，公開訴說豐
盛的生命不在乎腰纏萬貫。
最後，託物言志也是古人慣用的手

法。清．袁枚《苔》：「白日不到處，
青春恰自來。苔花如米小，也學牡丹
開。」本詩的創作背景，是袁枚奉賀恩
師尹繼善七十大壽，受乾隆賜宴擢相之
作，而袁枚當時則已辭官隱居。全詩以

「苔」託物寄興，以苔蘚在沒陽光下生
長，仍能清翠蒼綠，猶如自己現在雖辭
官隱居，沒得到權貴蔭庇，仍可保有青
春活力。後兩句：「苔花如米小，也學
牡丹開。」更足堪玩味，植物學家說苔
蘚不會開花，那可能是詩人把苔蘚的孢
子誤當作花。當然文學家非科學家，在
文學手法上絕對可以接受。但詩人藉詩
句說明，即使毫不起眼、沒人賞識的苔
花，也可舒暢自在、自得其樂地像牡丹
開花，其豁達自信及願向恩師學習，獨
闢蹊徑創一番作為之意表露無遺，難怪
足以成為一首賀壽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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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慰敏
香港恒生大學中文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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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民在「三
坊七巷」賞花。

資料圖片

◆苔蘚經常被文人雅士當作素材。
資料圖片

古 文 解 惑 隔星期三見報

仄聲入韻見古風《江雪》格律顯深意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唐代河東（今山西省永濟縣）人，世
稱「柳河東」。柳少有才名，德宗貞元九年（793），以21歲之齡進士
及第；798年，柳26歲，又登博學宏詞科，授集賢殿正字。後入朝為
官，受宰相王叔文拔擢，參與政治改革，輔佐繼位的順宗推行新政，
史稱「永貞革新」。未及半年，憲宗即位，改革失敗，王叔文被貶賜
死，柳宗元亦被貶為邵州（今湖南邵陽）刺史，再貶為永州（今湖南
永州）司馬，不得處理政事。十年後，再貶柳州（今廣西柳州）刺
史，任內教民導俗，政績卓著，故後世又稱其為「柳柳州」。憲宗元
和十四年（819），柳病逝於柳州任上，終年四十七。
唐順宗永貞元年十一月至憲宗元和十年正月（805-815）間，柳宗元
被貶到永州（今湖南省零陵縣）——當時為渺無人煙的蠻瘴之地，擔
任司馬一職，不許處理任何政事，只能當一名毫無實權的閒官。抑鬱
惶恐的他，於是寄情山水，形諸筆墨，寫下了多篇文筆清麗、情景交
融的作品，包括被後人視為山水遊記典範的「永州八記」，以及《江
雪》等自況詩作。現謹導讀《江雪》一詩如下：

千山鳥飛絕①，萬徑②人蹤③滅。孤舟蓑④笠⑤翁⑥，獨釣寒江雪。
《江雪》一詩的具體寫作年代已不易考證，有學者認為較可能是在

唐憲宗元和二年（807）冬寫成。因為南方雪少，而據柳宗元《答韋中
立論師道書》：「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逾嶺，被南越中數州。」
以及相關歷史記載，這一年冬天永州曾下過大雪，與詩中描寫漫天大
雪的意境正合。
本詩字句短小，內容顯淺，有些人將之視為格律詩中的五言絕句。

然而，根據近體詩的格律，詩句每聯出句第二字的平仄應與上一聯對
句第二字的平仄相同，稱為「粘」（就絕句言，第三句第二個字應與
第二句第二個字的平仄一致）。《江雪》第二句第二字「徑」為仄
聲，第三句第二字「舟」卻為平聲，明顯屬於「失粘」。有人將之視
為拗體律絕，但也有人將之歸為古風，如《簡明中國古典文學詞典》
就將《江雪》定為「古絕」。除了「失粘」外，押仄韻的詩句本身並
不常見，往往亦視為古風，王力《漢語詩律學》曾論之曰：「近體詩
以平韻為正例，仄韻非常罕見。仄韻律詩很像古風。」「仄韻律詩和
絕句可以說是近體詩和古體詩的交界處。近體詩和古體詩的界線相當
分明，只有仄韻律絕往往也可以認為『入律的古風』。」
相較押平韻者，押仄韻的詩作本身就帶有一種清勁古樸、剛健有力

的格調。《江雪》全詩押入聲屑韻，韻腳「絕」、「滅」、「雪」皆
為入聲字，收音短促壓迫，正好配合詩中淒冷幽寂、孤僻蒼茫的雪境
氛圍，同時亦表達了詩人孤絕不平的激憤情緒，體現出柳詩峭拔的骨
力與清冷色調。第三句句末不押韻者，平聲的「翁」字發音平緩，猶
予人振聾發聵、不吐不快的感受。這裏以入聲韻腳為背景反托平聲句
末「翁」之不畏黑暗，含蓄地發揮了音韻的表意作用。
除了格律與押韻問題外，《江雪》的修辭及描寫手法也很值得一

談。篇幅所限，謹待下篇再續。

■ 謝向榮博士
香港能仁專上學院文學院院長

註釋
①絕：斷絕，指沒有、絕跡。
②徑：小路，泛指所有道路。《說文》：「徑，步道也。」
③人蹤：人的蹤影。
④ 蓑：本作「衰」，指古代一種以草葉製成的雨衣。《說文》：
「衰，艸雨衣。秦謂之萆。」「萆，雨衣。一曰衰衣。」

⑤ 笠：斗笠，指古代一種以竹皮或竹葉編成，用可擋雨遮陽的帽子。
《詩經．周頌．哀耜》：「其笠伊糾，其鎛斯趙。」《毛傳》曰：
「笠，所以禦暑雨也。」

⑥翁：古代對年長男士的尊稱。

譯文
重重山間，不見飛鳥身影；條條路上，沒有路人蹤跡。
只有小船上那位穿戴着蓑笠的老翁，獨自在漫天飛雪的寒冷江面上
垂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