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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居富春江畔 繪出初秋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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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辯論」較明確 新手入門作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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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行身份責任 發揚人性光輝

時屆深秋，猶憶「春晚」。
在某電視台的一個名為《憶江南》的節

目中，它把音樂、舞蹈、詩歌、繪畫等多
種藝術形式糅合起來。更令人眼前一亮
的，就是節目一開始時，就展現出北京故
宮博物院鎮院之寶的《富春山居圖》來，
並將人物和演出融入畫中。

此節目的特色，是以這幅精美絕倫的傳
世山水畫作背景，而人物就如在畫中行走
一般。首先，有「行者歌於途」，吟誦唐
代詩人吳融的《富春》：

天下有水亦有山，富春山水非人寰。
長川不是春來綠，千峰倒影落其間。
跟着有位樵夫，邊行邊誦唐代詩人崔涂

的《樵者》的兩句：「行山行采薇，閑翦
蕙為衣。」餘下數句亦盡說寄情山水，莫
理世事，有時又何妨獨醉？

接着有四位漁夫，一邊輕舟垂釣，一邊
在水墨山水之背景下，先唱出陸游的《鵲
橋仙．一竿風月》：

一竿風月，一
蓑煙雨，家在釣
台西住。賣魚生
怕近城門，況肯
到紅塵深處？潮
生理棹，潮平繫

纜，潮落浩歌歸去。時人錯把比嚴光，我
自是無名漁父。

此時有一「讀書人」誦蘇軾詞曲《行
香子．過七里瀨》以和應：

一葉舟輕，雙槳鴻驚。水天清、影湛波
平。魚翻藻鑒，鷺點煙汀。過沙溪急，霜
溪冷，月溪明。

重重似畫，曲曲如屏。算當年、虛老嚴
陵。君臣一夢，今古空名。但遠山長，雲
山亂，曉山青。

有一葉輕舟，蕩槳驚鴻，在那水光山
色、如詩如畫的景色中，不用再理君臣之
事，也拋棄浮名，在此終老。

在「漁、樵、耕、讀」誦唱對答之餘，
山水之間又有位長者佇立於橋旁，誦出元
朝周巽的《釣台》（節錄）︰

振衣獨立富春山，魚鳥亦知心事閒。
清風高出雲台表，遺蹟長留山水間。
真的是雲淡風清，山水閒靜。這幾首詞

曲，正表達了寄情山水之神韻，十分配合
作為背景的《富春山居圖》。觀眾也有如
走進這幅氣勢磅礡的巨卷中，在品賞古代
詩詞韻味的同時，也如置身於重重如詩似
畫的山水之間，享受着悠閒雅致。

670多年前，元代大畫家黃公望在富春
江畔結廬隱居。78歲時，開始創作水墨畫

《富春山居圖》。富春江（即錢塘江上
游）橫貫浙江省全境，而黃公望與同門道
友「無用師」（原名鄭樗，字無用）終日
流連於富春江兩岸，身帶紙筆，隨時寫
生。

似乎「無用師」早已意識到這幅《富春
山居圖》是曠世名作，為防別人巧取豪
奪，他先請黃公望在畫上署了「無用師」
之名，以宣示主權，然後耐心地等候此畫
完成，怎知他一等就等了7年，到畫作問
世，已是1350年。

《富春山居圖》是黃公望藝術生涯中最
完美的傑作。在他的筆尖下，遠山、近
樹、土阪、汀洲，就一一顯映出來。畫作
呈現了富春江兩岸初秋的秀麗景色，筆墨
清潤，意境簡遠，布局疏密有致，深獲後
世山水畫界的推崇。

此畫的首位收藏者是無用師，明代書畫
家沈周則成為其後的收藏人。沈周喜愛此
畫，四出找人在畫上題跋，怎知所託非
人，被人賣掉。沈周傷心之餘，憑着記
憶，把整幅畫「默寫」仿畫出來。

明萬曆二十四年，董其昌購得真跡，惜
晚年遭難，迫不得已以重價典押給好友吳
正志，以期境遇好轉贖回，但未如願。吳
正志在萬曆末年逝世，這張畫就傳到他的

幼子吳洪裕（文卿）手中。
吳洪裕極為喜愛此畫，每天不思茶飯地

觀賞臨摹，幾近癡迷，也因此令這幅名畫
遭逢巨劫。1650年，視畫如命的吳洪裕臨
終前決定將畫火燒陪葬。幸得侄兒吳靜庵
及時將畫從大火中救了出來。可惜的是，
開頭的一部分被燒毀，剩下部分成了兩
段。

兩年後，兩部分被分別裝裱，前段即為
今日人們所知的《剩山圖》，只剩一座
山，高 31.8 厘米，長 51.4 厘米；而後段
《無用師卷》，高 33 厘米，長 636.9 厘

米。吳靜庵之後再將裱好的兩幅畫賣掉，
以致分別流落民間。

至今，《剩山圖》留在杭州，存於浙江
省博物館；《無用師卷》則於1948年底被
運到台灣，一直收藏在台北故宮博物院。
在兩岸民間共同推動下，2011年，浙江省
博物館同意向台北故宮博物院出借《剩山
圖》。於是，分離了359年之後，一幅完
整的《富春山居圖》在台北以「山水合
璧」名義展出，幾十代人之努力夙願以
償。而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就是
《沈周仿富春山居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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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文化提倡責任感。
沒有人會反對責任感的重要；然而，

什麼是責任感？卻很少聽到有人談論。
責任感的英文是「responsibility」，從

字的結構來看，可理解作「the ability
of responding」。說真的，面對自身的
責任時，不是所有人都會有反應；就算
有所反應，亦未必反應恰當。

《易經》說：「父父子子，兄兄弟
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
定矣。」直接談到個人的責任對家庭以
至國家民族的影響。

父父中的兩個父字分別是動詞和名
詞。第一個父字有實踐和履行責任的意
思，而第二個父字則有身份與角色的意
思；合起來便是實踐和履行為父的責
任，以符合父親的身份與角色。至於子
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也可按
同樣的文法來理解。

根據《易經》所言，家庭中的父、
子、兄、弟、夫、婦，若能各盡其份，
家道可正，天下可定。沒有聽過「原生
家庭」對下一代的影響嗎？父不父，子

不子，夫不夫，婦不婦，不就是家庭問
題的根源嗎？

在談論責任感時，儒家往往會把責
任、身份與角色扣連起來。身份給予角
色，角色界定責任。那麼人有什麼責任
呢？

作為人類，當然有人類的責任。《中
庸》開篇便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
謂道。」上天賜給人人類的特性，即人
性；原來，儒家認為把人性發揮出來，
是每個人一生當走的路。

《大學》提出「大學之道，在明明
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的治學目
的，又提出「格物、致知、誠意、正
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學
習進度。儒家認為人性是向善的，人不
但有責任發揮其光明的德性，也要從內
而外，做到親民，並止於至善。

道家又怎樣看責任感呢？
道家認為宇宙的背後有一位超越的創

造者，這位創造者便是「道」了。
人的智慧是有限的，而道的智慧是無

限的。老子說：「人法地，地法天，天

法道，道法自然。」道家認為人有責任
回歸大道，以道的原則來處理人的問
題。

順從道的法則行事
道家提倡「無為」，不少人誤解無為

的意思，以為是追求無所作為。其實，
無為的真正意義是不以人的智謀來解決
問題，而是順從道的法則來行事為人。

老子說：「聖人為無為，故無所不
為。」聖人既以道的法則來行事，一切
便會自然而然地發生。情況有點像地心
吸力，只要在地球上把手放開，手中的
物件便會自然而然地墜落─不是這樣，
才是奇怪。

筆者學校努力創造服務崗位，在高
小、初中、高中階段推行「一人一職」
計劃，好讓同學從服務中培養責任感。
學校的信念是義工也是工作，同學須培
養良好的工作態度─守時、禮貌、盡
忠、配搭、補位、敬業樂業等。希望同
學日後成為具責任感的人，有責而且有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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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偉成MH校長，筆名孺子驢，播道書院總校長、香港教育領導協會主席、新城電台親子節目《人仔細細》嘉賓主持、中
國文化研究院學科顧問，致力在中、小學推行中華文化教育，並把中華文化價值觀之學習滲透於各個校園生活環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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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尋唐劇原貌
感受粵劇雅趣

◆郭詩詠博士
香港恒生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唐滌生先生是二十世紀粵劇界的編劇奇才。從1940年代至1959年逝
世前的十多年間，他跟當時粵劇界的著名演員和劇團緊密合作，歷年
佳作紛呈，各具特色。唐氏劇本不但顯示出作者驚人的創作和改編能
力，而且樹立了粵劇由俗及雅的里程碑。唐氏一生編寫超過四百部粵
劇劇本，其中以後期為仙鳳鳴劇團撰寫的劇目最為經典，《帝女
花》、《紫釵記》、《再世紅梅記》和《牡丹亭驚夢》更被譽為「四
大名劇」。

為推廣唐氏劇作，同為粵劇編劇家的葉紹德先生曾於1980年代中期
出版《唐滌生戲曲欣賞》3冊，收錄6個「原裝劇本」（上述四齣，再
加上《蝶影紅梨記》和《販馬記》），並為各劇不同場次撰寫導讀，
以內行人的經驗和心得，深入淺出地為讀者解說唐氏劇作的構思。

為什麼要強調是「原裝劇本」呢？粵劇是一門表演藝術，劇本寫好
後，需要排練和演出，並因應不同時地的實際演出條件而有所調整，
可能因演出時長而刪削，又或唱詞用字不同等等。故此，各次現場演
出的版本，與編劇家原來的構想會有或多或少的差異。

由於當時沒有電腦軟件，各種修改都在紙本上直接手寫，於是在一
次又一次的傳抄和修改之後，出現了許多不同的版本，而「原版」的
面貌則逐漸模糊了。

葉紹德先生認為，唐氏劇作「鏗鏘可誦，不讓元明雜劇」。除了優
美多彩的唱詞和簡潔有力的口白，劇本還有許多細緻的介口（演員動
作指示），以至台位、布景、燈光等舞台設計的指示，構思非常完
整。從文學研究的角度看，若要充分把握唐氏個人創作的特色和風
格，就必須回到「作者原著版本」，加以細讀和分析——就正如我們
研讀元代關漢卿、明代湯顯祖的古典戲曲一樣。

為了完整重現唐氏作品原貌，近年香港文化界做了更多努力。張敏
慧女士花了極大的心力，以仙鳳鳴劇團的「開山泥印本」為依據，校
訂《唐滌生戲曲欣賞》所收的「原裝劇本」，保留原有的導讀，由匯
智出版社重新排印出版。

「開山泥印本」是目前最貼近唐氏初創的文字本，由唐滌生專用的
「阿點」抄寫。泥印本以特別的藍靛色墨水用毛筆謄抄，然後趁墨水
未乾，將墨跡複印在特製的泥塊上，再鋪上白紙進行複印。惟因泥印
本或印刷朦朧，或曾被毛筆塗抹，必須不厭其煩，逐字琢磨，才能推
敲出最為可信的字眼。

今年這套書二次修訂完成，歷時十年的出版計劃，終於為研究者提
供一個可靠的文字底本。各位讀者不妨手執紙本，耳聽唱片（或眼看
DVD），在參差對照中感受粵劇瑰寶的雅趣。

在不同題型之中，比較型辯題是學習
辯論的一種好題型，因為其結構清晰，
站方衝突點明確。此外，在比賽層面，
比較型辯題也有不同的處理手法，在觀
看比賽片段的學習過程中，有不少的討
論及檢討空間。故此，筆者建議對於初
學者而言，可以多用比較型辯題為訓練
素材，培養學生的辯論觸覺。

事實上，比較型辯題也有不同的變
化，因應辯題的設計（如字眼），處理
方法與學習重點亦有不同。作為例子，
今天與大家分享一場比賽辯題︰「課外
活動比正規課程更有效讓小學生學習基
本法。」

雙管齊下沒衝突
辯題結構清晰，一目了然，就是比較

「課外活動」與「正規課程」兩者，何
者對於「讓小學生學習基本法」是「更
有效」。由於「課外活動」與「正規課
程」沒有必然的衝突，現實中兩者是同
時存在，反方很容易會走一條「雙管齊
下、無法比較」的路線。故此，今天會
先與大家分析正方應如何處理。

面對這種辯題，正方一定要小心拆
解。首先，要清楚辨析「課外活動」與
「正規課程」的重點差異，否則反方可
以說兩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正方就
難以將兩者進行比較。

例如，課外活動是在正規課時以外的
學習安排，參與性質是有較大的自由
度。有了這種定義界定，正方才可以清
楚指出哪些學習內容形式屬於「課外活
動」，並進一步指出其優勢。

關鍵字眼決勝負
辨析兩者只是第一步，正方另一個重

點是要善用辯題中的兩個關鍵字眼——
「更有效」、「小學生」。「更有效」
的含義是兩種方式都有效，只是其中一
種「更」有效，抓緊這點，正方就可以
不必論證正規課程「沒有效」。

至於「小學生」，就要針對其學習模
式、心智發展的條件，作為判斷「更有
效」的準則。如小學生更喜歡體驗式學
習，更適合靈活多變的教學模式。不要
小看這個「小」字，試想想，如果辯題
只是討論普遍「學生」，正方的論證難

度會大增，可以說，整條辯題的可辯性
就立足於「小學生」這個關鍵詞。

有了這些基礎，我們再討論一下反方
能否打「無法比較」。把話說在前頭，
在這種比較辯題，筆者一般不建議反方
打「無法比較」，因為這策略看似精
明，其實不明智。

無法比較難奏效
一般而言，反方以為這種策略可以減

輕論證責任，並將責任卸給正方。事實
上，「無法比較」也是一種立場，意味
着要比較的兩者之間沒有一套可以比較
的準則，而反方是要對這種立場進行論
證。

試想想，如果兩者之間真的不能比
較，辯題根本就不會存在（沒有可辯
性）。無法比較或者是一個方便取巧的
立場，但若果遇上較有水平的正方，這
種立場一般難以奏效。有關「無法比
較」的詳細分析，我們未來有機會再深
入討論。
比賽片段︰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dRXsv7uWuyI&t=119s

星期一 ．公民與社會 /品德學堂 ．趣學英文星期二 星期三 ．百科啟智STEM 星期四 ．中文星級學堂 星期五 ．知史知天下

◆ 《富春山
居圖》因故被
燒成兩段。圖
為藏於浙江省
博物館的「剩
山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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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滌生多部粵劇劇本被譽為經典。圖為《蝶影紅梨記》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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