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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別比較有方法 權威理論作準則
之前說理念價值很重要，其實在辯論
比賽中，有一要點的重要性不下於理念
價值，就是主線元素之一的「準則」。
因為這是判別辯題是否成立的界線。
一般而言，準則是用來判別或決策的
標準。試設想一下，你是校長，有三位
學生來面試。你問︰「1+1=？」
A學生︰2 ！（有信心、肯定、直接
地答）
B學生︰基本上是2，但轉個角度，也
可以有其他答案，如11、王。
C學生︰很多人認為是2。但我覺得，
我哋應該要做到1+1可以大過2。
你會取錄哪位學生？其實這三位學生
都可以，視乎你的學校想要什麼類型的
學生。這就是你的「準則」。

準則判斷辯題是否成立
在辯論場上的「準則」，是要為辯題
設定一個標準，去判斷辯題是否成立。
如果「符合」標準，辯題就「成立」；
如果「不符合」標準，辯題就「不成
立」。所以，與「定義」一樣，每一方
都要設立一個有利己方的「準則」。

比較性辨題更重要
特別要留意的是，對於「應然性」的

辯題而言，「理念」一般是最重要的；
而對於「比較性」辯題而言，「準則」
的重要性就不下於「理念」。因為「比
較性」辯題的重點在於判定「A比B更
好/重要」，如「品行比學識更重要」，
要求辯方對當中的「好」/ 「重要」下
一個清晰的準則，否則難以判別。又有
一些辯題是「A比B更C」的形式，如
「徵稅比教育更有利推動環保」，辯題
中的C看似是給予了一個「準則」，但
實際上對於C如何定義仍有一定空間，
也是需要設定明確的標準。
此外，「A是否利多於弊」，如「網

絡社交利多於弊」，這一類「利弊」辯
題其實也是比較性辯題。在這些題型
下，準則是非常敏感的，設定清晰的準
則就是影響論證的關鍵。
如何設定準則呢？如果雙方都舉出有

利自己的準則，兩個準則不同，怎樣證
明自己的準則是對的？這涉及到衡量準
則的「準則」。

首先，雖然標準是人為設定，但這個
設定也要有道理，而這個道理基本就是
其背後的「理念」。準則是與定義、理
念相連的（也就是主線中的首兩個元
素），如果定義、理念的部分做得好，
準則也容易明確。

借用經典設準則
當然，我們也可以進一步借用一些論

據去支持準則的設定。最常用的方法就
是借用經典名著、學者理論等作為權威
證明。例如對於「品行」與「學識」之
間的比較，可以參考《論語》中的內
容；對於「環保」的準則，可以參考聯
合國對「可持續發展」的定義；對於
「社交」的準則，可以參考社會學的相
關理論。
「準則」雖然重要，但這個重要性是

不能離開「主線」的框架。在主線的五
個元素（定義、理念、準則、論點、論
據），「準則」是置於其中的「關節
眼」，是連接「理念」與「論點」的重
要一環，發揮承上啟下的作用，這就是
準則在辯論中作為「關鍵」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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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讀書就讀吧

自古以來，在文化發展中，「潮流」和
「傳統」有時相輔相成，有時又互相矛
盾，卻又激擦出火花。有句成語叫「邯鄲
學步」（《莊子．秋水》），比喻模仿不
成，反而失去自我。也勸人不要盲目跟
風，放棄了自己的根本，反而會失去自己
較佳的本質。
雖然中國古代社會發展完備，民間文化

自成一體，有自己的時尚風氣，不過百姓
都會仰望一下皇家時興什麼，畢竟朝廷是
貴氣些，能沾染一下也是好的，也難免會
出現一些「宮廷文化」，由皇室貴胄引領
出一些時尚潮流。
說到「宮廷文化」，大家很容易聯想到

有一典故——「楚王好細腰」，那是在
《墨子．兼愛》篇和《戰國策》皆有記
載。《戰國策》中〈威王問於莫敖子華〉
篇，記錄了楚威王和大臣莫敖子華的一段
對話。對話中，威王先聽到莫敖子華對過
去五位楚國名臣光輝事跡的介紹，極為羨

慕，慨嘆道：
「當今人才斷
層，哪能找到這
樣傑出的人物
呢？」

於是莫敖子華講了以下故事：「昔者先
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馮（憑）而能
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
之可惡，就而不避。」即是說，從前先帝
楚靈王喜歡讀書人有纖細的腰身，楚國的
士大夫們為了細腰，大家每天只吃一頓
飯，餓得頭昏眼花，站都站不起來。坐在
席子上的人要站起來，就要扶着牆壁；坐
在馬車上的人要站起來，一定要用車軾借
力。誰都想吃美味的食物，但人們為了腰
身纖細，即使餓死了也心甘情願。
跟着又說：「章聞之，其君好發者，其

臣抉拾。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
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意思是他又聽
說，君王好射箭的，那他的臣子都佩戴扳
指和臂衣。大王現在沒有特別的愛好，如
果是真心誠意喜歡賢人，引導大家爭着當
賢人，楚國不難再出現像那五位前賢一樣
的能臣。
「楚王好細腰」的寓意，就是讓威王明白
「上有好之，下必隨之」，臣子們哪個不
想得到君主的青睞？就將君主的喜好當作
一種「宮廷文化」，繼而當作時尚風氣，
爭相仿效。但若這風氣不妥、欠佳呢？後
果就不堪設想。
《墨子．兼愛》篇也引述過這典故，內

容基本相同。墨子還說了兩個故事，第一
個是「晉文公好惡衣」的故事。故事說：
「昔者，晉文公好士之惡衣，故文公之臣
皆牂羊之裘，韋以帶劍，練帛之冠，入以
見於君，出以踐於朝，是其故何也，君說
之，故臣為之也。」
即是說：晉文公喜歡士人穿不好的衣

服，所以他的臣子穿着母羊皮縫的裘，圍
着牛皮帶來掛佩劍，頭戴熟絹作的帽子。
這身打扮，進可以參見君王，出可以往來
朝廷。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君主喜歡這
樣，所以臣下就這樣做。
另一個類似的故事是「越王好勇士」，

故事說：「昔越王勾踐好士之勇，教訓其
臣，和合之焚舟失火，試其士曰：『越國
之寶盡在此』。越王親自鼓其士而進之。
士聞鼓音，破碎亂行，蹈火而死者左右百
人有餘。越王擊金而退之。」
意思是說：從前越王勾踐喜愛士兵勇

猛，訓練他的臣下時，先把他們集合起
來，然後放火燒船來考驗他的將士。越王
說越國的財寶全在這船裏，於是親自擂
鼓，讓將士前進。將士聽到鼓聲，爭先恐
後，胡亂前進，百多人蹈火而死。越王才
鳴金讓他們退下。
所以，《韓非子》總結說「故越王好

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
多餓人」，《晏子春秋》也說「越王好
勇，其民輕死。」這些故事已經家喻戶
曉，所謂上行下效，「上有所好，下必甚
焉」，這成了社會的常態。
歷朝的宮廷文化，或多或少，往往都有

一定影響力，例如：「燕瘦環肥」、「髮
髻眉妝」，除了造成了人們的審美眼光，
女性對美的標準追求，同時也造成藝術的
發展。唐三彩、唐宋陶瓷、佛教造像等，

均具一定的時代特徵。那些造像的形態體
態，很容易讓人判斷得到是哪個朝代、哪
個時期的作品。
作為上位者，要小心自己的言行好惡，

一個不留神，臣民百姓爭相仿效，甚至刻
意逢迎和拚命邀寵。如此上下互動，漸成
風氣，勢必會釀出大禍，危害國家，毀掉
個人。「楚王好細腰」這個寓言故事，對
於今天的人們如何安身立命，也不失為一
個深刻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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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地娛樂圈有個小明星，會在社交媒
體賬號分享自己讀過的書，多數是文學
作品或者流行讀物。經他分享的書，會
引起他的粉絲搶購而賣斷貨。
不過，他被發現在接受採訪時說錯別
字。網上的營銷號嘲諷他，一個經常說
錯別字的人，愛讀書一定只是一個「人
設」，是假的。還有人專門寫文章抨擊
說，他讀書讀得很「表面」，比如他喜
歡的村上春樹，其作品的深刻，他沒有
讀出其中之萬一。
「人設」，是內娛的流行語。就是明
星在角色之外選擇展現給外界的人物設
定，簡稱「人設」。
其實，愛讀書和讀寫錯別字還真沒有
因果關係。
讀書讀的是內容，只理解字義而錯讀
其字音並不構成閱讀障礙。有些喜歡閱
讀的小朋友可能剛認識了幾百字就開始
抱着故事書在讀了，不認識的字跳過
去，只看故事，看着看着，結合上下文
連猜帶蒙就能明白字義詞義了；再多看

幾次，就會認會寫了。如果一遇到不認
識的字就去查字典，會影響閱讀速度和
閱讀興趣。還有些人可以一目十行二十
行，一天一本或者兩本小說地看，誰又
能確保他每個字都能讀出正確讀音？但
這並不妨礙他們作為讀者為情節所吸
引，為人物所感動而共情，為其中精彩
的文字描寫而喝彩。
愛讀書和能不能讀出作品的深度也沒

有必然關係。
讀文學作品，大多數人看的是故事情

節，感情糾葛，細一些的會看人物塑
造，看文字表達，看這些符號背後作者
所表達的家國大義和價值觀；再細一些
的就是寫書評的，會仔仔細細地為該作
品找出亮點，或褒讚或抨擊，收錢交活
完成使命；再有就是做文學評論的專家
學者了，那才可能「從字縫裏看出字」
來，甚至能找到一些作家本人都沒有意
識到的內涵。
在眼下這個浮躁的時代，大家滿足於

碎片化信息，能踏踏實實地坐下來讀一

本書的人已經不多。作為一個明星，不
僅自己讀書，還能帶動粉絲一起讀書，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應該是一件好事。
即使只是文學作品，讀得多了，除了修
齊治平，還提高自己的文學修養，包括
欣賞能力、語言表達能力和寫作能力。
所以，不用因為擔心自己會說錯別字，
或者讀不懂書中那些可能連作者都不明
所以的精髓，而不敢說自己喜歡讀書。
古人云：「腹有詩書氣自華」，不

「華」，那只能說明你書讀得還不夠
多，對讀書這件事「喜歡」得還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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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蔚
香港恒生大學中文系高級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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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王好勇士越王好勇士，，所以人民就不怕死所以人民就不怕死，，這也是上行下效的一個例子這也是上行下效的一個例子。。圖為越王勾踐劍圖為越王勾踐劍。。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書讀多了，可以提高文學修養。
資料圖片

古 文 解 惑 隔星期三見報

葡萄美酒夜光杯 別樹一格邊塞情
王翰，字子羽，并州晉陽（今山西太原）人，生卒年不詳。他家資

富裕，少年時豪放恃才，倜儻不羈，喜飲酒遊樂。唐睿宗景雲元年
（710年）進士登第，先後獲并州長史張嘉貞及張說禮遇，舉直言極
諫、超拔群類等制科，調為昌樂縣尉。開元九年（721年），張說入朝
為相，舉薦王翰為秘書正字，又擢駕部員外郎。開元十四年（726年）
四月，張說罷相，王翰受牽連被貶，先後改任汝州長史、仙州別駕，
最後任道州司馬，在任期間逝世。
據《舊唐書》本傳與《新唐書．藝文志》所載，王翰著有文集十

卷，惟宋代已不傳，今僅存《全唐詩》所載14首詩作，其中包括著名
的邊塞組詩《涼州詞》二首。以下謹導讀其《涼州詞（其一）》：

葡萄美酒①夜光杯②，欲③飲琵琶④馬上⑤催⑥。
醉臥沙場⑦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

題名「涼州詞」，又稱「涼州曲」或「涼州歌」，原是漢代流行於
涼州一帶、歌詠邊塞生活的一種曲調，經譜曲傳唱後收入樂府，題為
「出塞」。《新唐書．樂志》曰：「天寶間樂調，皆以邊地為名，若
涼州、伊州、甘州之類。」唐代不少詩人均嘗為《涼州》一曲重譜歌
詞，王翰亦不例外，《涼州詞（其一）》所用「葡萄」、「夜光
杯」、「琵琶」等詞，無一不與西北邊塞風情相關。全詩具體創作時
間不詳，惟王翰曾任駕部員外郎，負責輸送馬匹與糧草等軍需物資往
西北前線，其對邊塞風光及戍守將士之印象，當源於此。
全詩以「葡萄美酒夜光杯」拉開帷幕，「葡萄酒」與「夜光杯」皆

為西域特產，正點出塞外的主題背景。一般的邊塞詩多以宏大的視角
切題，本詩卻選取了具體的特產作微觀；又一般的邊塞詩多着力描寫
塞外的荒涼景象，飲酒也普遍帶有消愁的意味，而本詩則渲染出一片
酒香四溢的熱鬧景象，為全詩的抒情奠下了一種歡樂的氣氛，起首不
落俗套，構想別出心裁。
第二句「欲飲琵琶馬上催」，句式相對拗口。一般的七言詩，多數

是採取前四字一頓、後三字一頓的節奏。但本詩卻改變了習用的音
節，採用上二下五的特別句法，變相突出了前二字「欲飲」的作用。
將士所「欲飲」者，乃承接前一句「葡萄美酒夜光杯」而言；句中的
「美」字，既形容葡萄酒，亦修飾夜光杯，這裏雖未有直接明寫持杯
者的表情，但讀者完全可以感受到他正慢慢端詳手中的美酒，以及其
欲飲而未飲的傳神動態。
案：葡萄酒大約在東漢時自西域傳入中國，《太平御覽》引《續漢

書》云：「扶風孟佗以葡萄酒一斗遺張讓，即以為涼州刺史。」可見
當時的葡萄酒有多珍貴。後來，唐太宗從高昌國獲得馬乳葡萄種和葡
萄酒釀造法，不僅在皇宮御苑裏大種葡萄，還親自參與葡萄酒的釀
製，葡萄酒漸漸在盛唐普及。但即使如此，葡萄酒仍是相當珍貴的佳
釀，如李白《對酒》寫道：「蒲萄酒，金叵羅，吳姬十五細馬馱。」
叵羅是西域語音譯，指當地一種飲酒用的金杯，和本詩的「夜光杯」
一樣，旨為突出葡萄酒的珍貴和不凡。篇幅所限，下回再續。

◆謝向榮博士
香港能仁專上學院文學院院長

註釋
①葡萄美酒：西域盛產葡萄，用以釀酒，味道醇香。《太平御覽》載
曰：「葡萄酒，西域有之，前代或有貢獻，人皆不識。及破高昌，
收馬乳葡萄實，於苑中種之，並得其酒法。」

②夜光杯：周穆王時由西域所進，以美玉製成的酒杯，置酒其中，色
呈月白，反光發亮，故名。

③欲：想要。
④琵琶：西域樂器，原名「枇杷」，為胡人於馬背上演奏的音樂。劉
熙《釋名．釋樂器》曰：「批把本出於胡中，馬上所鼓也。」

⑤馬上：在馬背上。古代將士行軍作戰多需騎馬，故「馬上」本有征戰
的含意；後因馬速之急，引申而有急速、立即義。此處用本義，指樂
師於馬上演奏琵琶。

⑥催：催促。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催，相擣也。猶相迫也。」
⑦沙場：平坦廣闊的沙地。

譯文
葡萄美酒在夜光杯中蕩漾，正想開懷暢飲，馬上傳來琵琶聲催飲。
如果醉倒沙場請君勿見笑，今日不醉無歸，自古出征又幾人可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