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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小說經常構想人類的未來世界會怎樣。
假如有一天，氣候變化惡劣到某個地步，令地
球生態系統出現危機，人類會如何面對環境帶

來的困境？科幻電影《人吃人》（Soylent Green，又譯為《超世
紀諜殺案》）是一部1973年發行的美國反烏托邦科幻電影。電影
內容根據1966年的科幻小說《Make Room! Make Room!》改編，
描繪全球暖化和人口過剩的未來世界所面對的生存危機。科幻小說
中的世界雖虛幻，卻又貼近現實生活，令人反思當代科學與環境對
社會文化現象之影響。
科幻小說家跟科學家不盡相同，卻又各自在自己的領域共同關心着

人類的未來。科幻中的科學意味，透過科學概念與虛構故事情節的交
錯，描繪了人類未來的無限可能性。然而，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英
國科學家和小說家查爾斯．斯諾（C.P. Snow）在劍橋大學講座所發
表的一篇演講，原名《兩種文化與科學革命》曾提及人文與科學之
間的鴻溝，並認為人文與科學學者應有跨領域學習。
人文與科學是否真的無法對話？科幻小說因其獨特性，正好可以
充當兩者的橋樑。2015年，美國跨國電腦科技公司微軟邀請了一
班著名科幻小說作家參訪微軟研究院，並邀請他們根據在研究院
的見聞作為靈感創作短篇科幻小說，寫成《未來願景：受微軟
啟發的原創科幻故事》（Future Visions: Original Science Fic-
tion Inspired by Microsoft），見證了人文與科學對話的成
果，當中創作題材涉獵廣泛，包括機器翻譯、量子計算、

虛擬實境、人工智能及機械學習領域等。
閱讀科幻小說可以幫助人文領域者增加科學認知，科學

人才也能培養人文興趣。跨領域知識學習乃當代大學博
雅教育所重視，既能擴闊文化視野，亦能培育學者的人文科學
知識。
仁大開講下期將由另一位英國語言文學系老師介紹另一跨

學科目——生態翻譯。

科學概念寫故事科學概念寫故事
虛構情節助反思虛構情節助反思

◆◆梁湛琛博士（香港樹仁大學英國語言文學系，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
人文及創作系，研究興趣為科幻小說、文化研究等）

◆ 科幻電影是透過科學概念與虛構故事情節，描繪人類未
來的可能性。圖為科幻電影《智能叛變》劇照。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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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
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
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論語
．陽貨》）性情是氣質的表現形態，人的氣質通常
都有偏向，鮮能大中至正，故希賢希聖從一個側面

視之則是性情逐漸轉向中正平和。孔子言氣性的三種毛病（三
疾）：狂、矜、愚，不必實言古今之別，而是作一對比以言人心善
惡的趨向。
「狂」如果是純粹氣性的表現，則其形態為「肆」。孔子說「狂
者進取」（《論語．子路》），則狂者是擇善固執且力行不惑的
人，具有強烈進取心，然過於堅持而導致不受規範與約束，則稱為
放肆。至於一任氣性，悖禮犯義，予取予奪，無所不為，傷風敗
俗，則是放蕩不覊。現代人的「狂」就是瘋狂，顛倒黑白，無理取
鬧，肆意為非。
「矜」是端莊正直，不苟且，不附和，然不與人爭強，故孔子

說：「君子矜而不爭」（《論語．衛靈公》）。矜莊的人表現剛直
（廉），而「忿戾」就是野蠻善怒，極難相處。現代人的「矜」更
是惡形惡相，且逢人挑撥，混淆是非，假公濟私，以顛倒為事，以
攻訐為能。
「愚」不是愚昧無知，而是指性情戇直。孔子評價弟子高柴（子
羔）為愚（見《論語．先進》），是指性情單純率直，不知世情而
已。孔子評甯武子「邦有道則知（智），邦無道則愚。其知（智）
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論語．公冶長》）這裏所言的
「愚」，是面對惡劣政治環境所用的態度，目的是全身保性。至於
存心欺騙，以謀取個人利益為事者，則是偽詐的行為。
子貢對這類是非錯置的行為十分厭惡，說：「惡徼（粵音驕，抄
襲）以為知者，惡不孫（遜）以為勇者，惡訐（粵音竭）以為直
者」（《論語．陽貨》），以抄襲所得視為己出，以傲慢叛逆視為
勇敢，以揭人陰私視為率直，這是以惡為善，以醜為美的行徑。孔
子之言可改寫為「以蕩為狂，以忿戾為矜，以詐為愚」。這種種行
為表面類似而實意相反，皆人心墮落所致。一種行為是否為道德所
容，端視其起心動念以及立意是否由道德心的驅使而定。

壯哉岱嶽 俯瞰群峰

施仲謀（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系教授）、李敬邦（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系項目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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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譯

五嶽之首的泰山是怎樣的呢？它是齊魯
間一望無際的青翠山色。大自然匯聚了許
多神奇和秀麗，山北山南就能分開昏暗與
晨光。滌蕩人心胸的是層層生起的雲氣，
歸山的鳥影引人極目張望。應該登上泰山
絕頂，俯瞰群峰，方知何為微不足道。

賞析

本詩起句不凡，首句中的「夫」字，較常
見於句首，此處用於句中，語勢為之一緩，
增加了讀者的懸念。
前人寫高山大嶽多矣，要寫出新意，談何

容易？杜甫答道：「齊魯青未了。」此句大
妙，首先妙在視野博大。齊魯兩國，土地遼
闊，泰山的青翠山色綿延兩國，一望無際，
蔚為奇觀。其次，妙在寫景結合了人文歷史

和地理特色。「齊魯青未了」，能移於嵩山
嗎？華山嗎？恒山嗎？不能。齊魯只能和泰
山成為天造地設的一對。
頷聯先說泰山的靈秀得天獨厚，再寫及山

南山北分割昏曉，使泰山的宏偉得以具體
化。詩歌章法有「起、承、轉、合」之別，
第三聯須「轉」，由靜景轉動景，由物象轉
人事。
生層雲、入歸鳥，形象鮮明；蕩胸、決

眥，生動可感，實在是佳句。
結句盪開一筆，不再正寫泰山，回到題目
的「望」字，既寫出作者遙「望」泰山的位
置，也寫出了作者期「望」登上泰山頂峰的
萬丈豪情，令人振奮。
《孟子．盡心上》曰：「孔子登東山而小
魯，登太（泰）山而小天下。」人要是能站
得高，望得遠，便不會只顧眼前利益，與人
斤斤計較；反之，他會立志高遠，對社會作
出貢獻。

《望嶽①》

岱③宗夫如何，齊魯④青未了。
造化⑤鍾神秀，陰陽⑥割昏曉。
蕩胸⑦生層雲，決眥⑧入歸鳥。
會當⑨凌絕頂，一覽衆山小。

註釋
①望嶽：遠望泰山。泰山為「五嶽」之一。
②杜甫：字子美，唐代現實主義詩人。
③岱（粵：代doi6）：泰山的別名。
④齊魯：兩者均為周朝的諸侯國，位於山東。
⑤造化：大自然。鍾：積聚，集中。
⑥陰陽：中國的山，北面為陰，南面為陽。
⑦蕩胸：蕩滌心胸。
⑧決眥（粵：字zi6）：猛然張大眼睛。眥，眼眶。
⑨會當：應要。凌絕頂：登上最高峰。

鄧立光
（香港教育大學國學中心主任、國際儒學聯合會理事、
國際易學聯合會副會長）

賞析由不同的專家、學者撰寫，教育局修訂；書法由陳用博士撰寫。

杜甫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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廬山，又名匡山，在江西省九江市南，風景奇秀，其中
的瀑布更是名傳天下。不少詩人都曾遊覽廬山，並留下吟
詠廬山的作品，蘇軾的《題西林壁》就是其中一首佳作。
蘇軾遊覽廬山十餘天，之後總結經驗，寫下這首寓哲理於
景物之中的詩歌。
廬山美景，千姿百態。詩人從正面看，覺得它是起伏綿

延的山嶺；從側面看，又覺得它是陡峭峻拔的山峰。隨着
距離的遠近，視線的高低等不同角度去欣賞，廬山在詩人
面前呈現出不同的風貌，讓他有目不暇給之感。不過，他
知道自己仍未能認識廬山的全貌，因為身處山中，所看到
的只是廬山的局部而已。
第一、二句寫詩人遊廬山時所見的景象。他從不同角度

看廬山，步移景換，寫出廬山變化多姿的面貌。第一句由
「橫看」和「側看」兩個角度作對比，得出截然不同的景
象：一成嶺，一成峰，讓讀者一開始便感受到廬山面目變
化之大。第二句「高」、「低」、「遠」、「近」四字，
似乎已概括了所有觀賞山峰的位置和角度，該對廬山十分
認識；可是詩人卻在第三句說：「不識廬山真面目」，使
讀者大為錯愕，這就是詩人高妙的地方。人們遊覽廬山之
後，一般會認為已清楚認識廬山，但其實只是在某些角度
下所看見的廬山面貌而已。
詩人經過橫看、側看、遠看、近看、高看、低看，對廬
山各個局部片段都了然於胸，但他認為自己「只見樹木不
見森林」，所以慨嘆未能看清楚廬山的整體面貌。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這兩句詩對人們

有深刻的啟發，教人不要以偏概全，才能認識事物的全
貌。
這首詩寓意深刻而又不故作高深，沒有用一個難字、僻

字，也沒有運用典故，但卻蘊含哲理，能雅俗共賞，因此
贏得歷代讀者的喜愛。「不識廬山真面目」更成為人們日
常生活中的熟語。

《題西林壁》

橫看成嶺側成峰，
遠近高低各不同。
不識廬山真面目，
只緣身在此山中。

蘇軾

◆ 廬山位於江西省，以風景奇秀聞
名天下。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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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記載了孔子所提出氣性的三種毛病。圖為1688年法國
首部《論語導讀》法文版原著。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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