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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風骨記疾苦 詩人求道寫神仙

思
辯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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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論要「有品」對事不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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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法雖較穩定 亦非一成不變

詩仙李白的《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
雲》一文中，有「蓬萊文章建安骨」之
句，為「建安風骨」、「建安文學」的尊
稱，打造起金漆招牌。「建安風骨」是指
建安時期和魏文帝、魏明帝時期詩歌的文
學特徵，又稱「漢魏風骨」。
東漢末年，正是建安年間。那時社會動
盪，政治混亂。居高位者尚且朝不保夕，
何況黎民百姓？那些名聞天下的名士文
人，奔走求存，在各個諸侯王爺勢力下謀
生活，也未必可保存性命。
難道真的是「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

桑句便工」（清趙翼《題遺山詩》）嗎？
這時期民不聊生，「白骨露於野，千里無
雞鳴」（曹操《蒿里行》）。就這樣，營
造出詩人慷慨悲涼、剛健明朗的風格。
在這個「建安年代」，詩人繼承《詩

經》及東漢樂府優秀的現實主義創作傳
統，一方面在詩篇中真實地描寫漢朝末年
的大動亂、大分裂，表現對民生疾苦的關

切，其中以「建
安七子」最聞
名，即孔融、陳
琳、王粲、徐
幹、阮瑀、應

瑒、劉楨。
同時也有人在詩歌中抒發自己建立天下

偉業的雄心壯志，以「三曹」之曹操最具
代表。而「三曹」者，則指曹氏父子，即
曹操、曹丕、曹植，加上「七子」，其寫
作風格，就被統稱為「建安風骨」。
「風骨」是中國文學批評中的一個概

念，自南朝至唐，一直是文學品評的主要
標準。《文心雕龍．風骨篇》中言：
「《詩》總六義，風冠其首，斯乃化感之
本源，志氣之符契也。是以怊悵述情，必
始乎風；沈吟鋪辭，莫先於骨。故辭之待
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
氣。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意氣駿爽，
則文風生焉。」
簡言之，「風」就是文章的生命力和內

在的感染力；而「骨」是指文章的表現
力。曹氏父子三人，均具文采，堪稱這時
期的代表。而三人的作品豐富，且都喜歡
寫「遊仙詩」。
「遊仙詩」是中國古詩的獨特類型。仙

界仙蹤在古籍裏多有記載，不少皇帝、名
臣、文人等都潛心向道，想與仙人同遊。
因此「遊仙」並非單純想像或消極遁世。
事實上，求道歸真與守德行善緊密相連，

對於社稷安邦大有裨益。
曹操存世詩作共二十餘首，遊仙詩佔了

七首，大概是三分之一，描寫詩人飛到仙
境，與神仙共遊，又或是修道養生。其中
《龜雖壽》說：「神龜雖壽，猶有竟時。
騰蛇乘霧，終為土灰。老驥伏櫪，志在千
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正反映他一
生為天下統一而戰，他的詩歌也抒發了這
種理想和抱負。而「神龜」之典故，就出
自《莊子》。
曹操認為，神龜雖長壽，也有死時；英

雄一世，終也化成灰土。所以他對生命與
事業都很達觀，同時也注重道家養生之
術。此外，《詩品》說：「曹公古直，甚
有悲涼之句。」《蒿里行》就反映了漢末
長期戰亂所造成的淒慘景象。
曹丕，曹操次子，史稱魏文帝。他所著

《典論．論文》篇，是中國第一篇比較完
整而有系統的文學批評論文。曹丕現存詩
歌四十餘首，大半是樂府詩，內容多由反
映社會問題轉向抒發個人感情，擅長寫離
別相思之情。
他的《芙蓉池作》一詩寫道：「上天垂

光彩，五色一何鮮。壽命非松喬，誰能得
神仙。遨遊快心意，保己終百年。」其中

的「松喬」，就是指傳說中的赤松子和王
子喬兩位仙人。此詩反映曹丕對神仙、長
壽，也多有期求。
曹植，曹丕弟，以才思敏捷聞名。詩人

謝靈運說過：「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獨
佔八斗。」也就是成語「才高八斗」的來
源。所以他很受曹操寵愛，幾乎立為太
子，但他任性放誕，終於失寵。曹丕稱帝
後，他備受猜忌和迫害，亦因此他的遊仙
詩特別多。

他在《遠遊篇》寫道：「仙人翔其隅，
玉女戲其阿。瓊蕊可療飢，仰首吸朝
霞。」表現了他意願與仙人同遊，過仙人
生活。《仙人篇》就寫自己成仙後，可在
天上飛，飛去西王母住處，並得永生。
他的名篇《洛神賦》，寫的是洛水女神

宓妃，感宋玉對楚王說神女之事，而與之
相會。全篇對仙界之描述，語言秀美精
彩，更成千古名篇。後世有指他心中「女
神」的形象，實另有所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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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之所以能夠成為萬物之靈，主要是
因為人能掌握語言。語言的出現是為了
交流，沒有交流，我們便無法互相理
解，無法互相理解，也就難以分工合
作，社會也就停滯不前。《舊約全書》
裏記載了巴別塔的故事。一群人想要建
成一座高塔，直通天庭，於是上帝把這
些人的語言打亂，並使他們分散到世界
各地。如此看來，語言可以讓人互助合
作，讓人同情共感，團結起來創造新事
物，改變世界。語言的功能，絕對是龐
大的。
人要傳情達意，可以靠身體語言、靠
圖像，但要表達較為複雜或者抽象的思
想，就必須依靠語言。語言既然是用來
溝通的，那它必須有音有義。要表達的
東西多種多樣，不可能每一句話都是我
們學過的，那語言必須有一定的規則，
我們才能以有限的規則生成無限的句
子。
過往有些人認為漢語沒有語法，因為

它不像印歐語言般有性、數、態的變
化，但實際上這並不能說明漢語沒有語
法，只能說明漢語有它自己的一套。
只要是語言，就必須有規則，否則人

不可能賴之以傳情達意，更不可能用之
以生成句子。

賓語放哪 古今不同
語言包含語法、語音、詞匯三個元

素。語法在語言的發展裏是比較穩定
的，但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如果我說：
「我不擔憂別人不我賞識」，你一定會
說這是病句。句子有語序問題，賓語
「我」不應該放在述語（動詞充當述
語）「賞識」的前面。句子應該改為
「我不擔憂別人不賞識我」，甚或改為
「我不擔憂沒人賞識。」
在古漢語裏，否定句代詞做賓語，賓

語卻要前置。「子曰：『不患人之不己
知，患不知人也。』」（《論語．學
而》）這是一個複句，由兩個分句組

成。兩個分句都用了「不」來帶出否定
的意思，但賓語的位置卻不一樣。第一
個分句的賓語「己」是代詞，出現在述
語「知」的前面。第二個分句的賓語
「人」是名詞而不是代詞，因此不用倒
置。這例子說明了古今漢語的不同。

時不我與 排序有因
雖然如此，現代漢語和古代漢語的關

係還是非常密切的，其中很多用法，尤
其是成語，是直接繼承古漢語而來的。
不了解古漢語語法，便很容易誤寫。比
如「時不我與」這個成語，直譯「時間
不親附我」，常用來感嘆錯過時機，追
悔莫及，用法可以追溯到《論語．陽
貨》：「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歲
不我與」有否定副詞「不」，這兒的
「歲」和「時」意義相近，代詞「我」
是述語「與」的賓語，因此要前置。
「時不與我」是用現代漢語語法變易了
古代漢語，不是標準寫法。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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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美亞博士
香港恒生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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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安文學
中有不少與仙
人有關，例如
曹植的代表作
《洛神賦》。
圖為《洛神
賦》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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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文 解 惑 隔星期三見報

勸君更盡一杯酒
千言萬語掛心頭

◆謝向榮博士
香港能仁專上學院文學院院長

王維《送元二使安西》一詩，向被譽為古今離別詩之絕唱。首二句
「渭城朝雨裛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主要描寫送別場景，渲染離
別的氣氛。詩人一方面巧用起興，先後以「雨」、「客舍」、「柳」
等意象起興，表達其不忍分離之情。惟又以「輕塵」、「青青」、
「新」等詞，含蓄地表達一種輕快而富於希望的情調，顯示這是一場
深情的惜別，而不是黯然失落的離別，與一般灰色傷感的送別詩截然
不同。
詩的後兩句「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主要抒寫惜別

之情。「勸君更盡一杯酒」，語意淺白，表面上只是一句普通的勸酒
辭，內裏卻蘊含了詩人不忍分離的真摯感情。其中，「更」字用得甚
妙，暗示二人已經喝了不少酒，但在準備起程的一刻，送行者還要再
一次勸飲，這不只是想讓朋友多帶走自己的一分情誼與祝福，而且依
依不捨地延宕離別的時間，好讓對方再多留片刻，含蓄地表達了詩人
不忍分離的惜別心情。
要深切體會這臨行勸酒中蘊含的深情，就得理解末句「西出陽關無

故人」的文化背景。陽關位處今甘肅省敦煌市西南，與北面的玉門關
相對，自漢代以來，一直是內地出向西域的要道。唐代由於國力強
盛，與西域的交流往來空前頻繁，不論是從軍、經商或出使，出關在
盛唐人心目中始終是令人嚮往的一種壯舉。不過當時陽關以西還是窮
荒絕域，風俗、語言皆與內地大不相同。
「無故人」，除蘊含詩人對友人的不捨外，亦暗示了西域的荒漠。

友人「西出陽關」，前程萬里，點明其將出使安西的詩題。但想到要
獨自涉足杳無人煙的大漠，不論是出行者還是送行者，心情都難免忐
忑不安，於是只好「更盡一杯酒」，將內心不盡的祝福與擔憂，千頭
萬緒的複雜心情，統統寄託在這一杯又一杯的臨別酒上。千言萬語，
欲盡不盡，欲了未了，可謂無聲仿有聲，筆力萬鈞。
總括而言，全詩的主要重點在於鑒賞其真摯情意，而其所用意象如

客舍、楊柳、餞行酒等，盡皆送別詩的常見情景，毫不新穎；先景後
情的布局，亦非特別精巧；就聲韻而言，本詩更有失律的瑕疵。案全
詩格律如下：

渭城朝雨裛輕塵（仄平平仄仄平平），
客舍青青柳色新（仄仄平平仄仄平）。
勸君更盡一杯酒（仄平仄仄仄平仄），
西出陽關無故人（平仄平平平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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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本詩第二句第二字「舍」為仄聲，第三
句第二字「君」卻為平聲，明顯屬於「失粘」，是所謂折腰體七絕。
第一、二句需要互換，改為「客舍青青柳色新，渭城朝雨裛輕塵。勸
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才沒有失律的問題。
不過，誠如明末清初黃生《唐詩摘抄》所論：「先點別景，次寫別

情，唐人絕句多如此，畢竟以此首為第一，惟其氣度從容，風味雋
永，諸作無出其右故也。失粘，須將一二倒過，然畢竟移動不得，由
作者一時天機湊泊，寧可失粘而語勢不可倒轉。此古人神境，未易到
也。」本詩雖然布局普通，更有失粘問題，惟其氣度從容，向被奉為
送別詩之首。究其原因，乃在於詩中那真摯平實的感情，故《唐詩
鏡》評論此詩曰：「語老情深，遂為千古絕調。」《唐詩箋要》：
「不作深語，聲情沁骨。」《甌北詩話》：「人人意中所有，卻未有
人道過，一經說出，便人人如其意之所欲出，而易於流播，遂足傳當
時而名後世。如李太白『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王摩
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至今猶膾炙人口，皆是先
得人心之所同然也。」所論大旨相同。要之，詩人不渲染過分的傷
感，不營造灰暗的離愁別緒，把給友人的祝福平平道來，將欲盡不盡
的複雜心情寄託在一杯杯臨別酒中，成功打動人心，得到強烈共鳴，
成為歷代傳唱不衰的經典名作。

來到這個學年本欄最後一篇文章，筆
者想在此回到初「心」，與大家分享一
下辯論比賽的心態問題。所謂「態度決
定高度」，很多時候辯論比賽的高下，
除了取決於知識、技巧、戰略層面，更
多是辯員的態度。尤其是能在辯論場上
堅持下去的辯員，其心理質素都有過人
之處。心態的問題比較抽象，接下來會
從辯論的不同階段，提出一些例子，讓
大家領略一下。
首先從「為什麼要參加辯論比賽」這
個問題開始。關注本欄的讀者大多都是
已在參與辯論的同學或老師，不知大家
當初是懷着怎樣的心態去接觸辯論？在
此想與大家分享一個故事。筆者大學
時，一位老師曾經指出「大學生不應參
與辯論比賽」，意思是辯論比賽對於中
學生而言是不錯的活動，可以訓練思
維、鍛煉口才、關心時事，但到了大學
階段，大學生有很多更好的平台參與公
共事務、討論公共議題。
我們先不討論是否認同這位老師的觀
點（有趣的是，這位老師其實也是大學

辯論的顧問老師）；這個觀點的重點是
提醒我們，「辯論比賽」本質上是一項
競技活動。
作為一項競技活動，辯論的核心特色

應該是「開放」。一來，任何人士，只
要願意參與，並遵守基本規則，都可以
上台辯論。
二來，辯員要對辯題的立場持開放態

度。辯題之所以成立，是因為某事尚未
有定論，所以才有值得辯論的空間（即
所謂「可辯性」）。這也是為什麼辯論
比賽的站方一般是以抽籤決定，除了表
面的「公平」外，更是彰顯了辯論的開
放性。一個優秀的辯員無論抽中了哪一
方，都要盡己所能使其立場能成立。
在比賽過程中，有一點心態很重要，

就是「對事不對人」，反過來說就是切
忌人身攻擊。雙方辯員都是站在所屬一
方的立場去立論、反駁。
故此，在整個攻守過程中，對象都應是

辯題本身，而非辯員。辯員只是表達觀
點、論據的代表而已。這種不只是對對手
的禮貌，也是辯員應有的自我修養。

最後一點就是對比賽結果的態度。筆
者記得有次見到有隊伍在賽後質問評
判，為何聽漏了他們的某個論點，認為
評判有責任。

評判聽漏論點 更應反求諸己
這個情節令筆者甚有反思。辯員一方

面應該對比賽的勝負持有健康的態度，
雖然評判難以避免有主觀性，但選擇參
加比賽，就要面對這些制度的缺陷。
另一方面，辯員更應有一種「反求諸
己」的心態，這樣才可以有真正的學習
與進步。因為只要選擇繼續站在台上，
必定會有下一場比賽。我們要想的是下
一場如何打得更好。正如上述的例子，
辯員應該反思的是如何表達更清晰，使
評判不會錯過重要的觀點。
以上種種，就是所謂「辯品」。在辯

論比賽中，辯品必定比辯技更重要。因
為辯論的技巧可能在離開辯論比賽的辯
台後就不太管用，但「開放」、「對事
不對人」、「反求諸己」的辯品，卻會
是終身受用。

星期一 ．公民與社會 /品德學堂
．趣學英文

．新聞透視眼星期二 星期三 ．百科啟智STEM
．中文星級學堂 星期四 ．趣學英文 星期五 ．知史知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