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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綠山水派巔峰作《千里江山圖》光澤傳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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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評判要求 情理意外兼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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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捍衛領土完整 自古共同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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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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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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 大 清 思

無待真逍遙
無劍亦無敵

◆楊彩杰博士
香港恒生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筆者曾在某電視節目中，看過一齣令人驚艷的舞蹈
表演，叫做《只此青綠》。節目中的舞蹈員，穿一身
青藍長裙、梳着高髻，柔中帶剛、優雅地翩翩起舞。
這齣舞蹈，就好像在觀眾面前，展現着一幅畫那樣。
這齣舞蹈的構思，正是源於一幅畫，叫做《千里江山
圖》。它是山水畫卷，約12米長，比另一幅曠世名畫
《清明上河圖》還要長一倍，是現存青綠山水畫中最
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更是中國十大傳世名畫之一。
中國山水畫向來有兩大體系，一個叫做青綠山水畫
派，另一個是純用墨來畫的，叫做水墨山水畫派。在
宋代，青綠山水畫本不流行，但在宋徽宗期間，橫空
出現了《千里江山圖》，就將青綠山水畫的技巧推至
頂峰，而畫這幅畫的王希孟，年才18歲。
這幅畫比《清明上河圖》還要珍貴，但知名度卻不

及它，原因是它很少對外展出，甚至很少人聽過。北
京故宮博物院至今只公開展示過4次，最近一次是在
2017年。到底為什麼此畫如此珍貴？
若一看這《千里江山圖》，會即時發覺畫中的綠色
和藍色特別亮麗，好像會發光一樣。不錯！它

的顏色，就是它珍貴之處。據專
家研究，此畫沒有合成顏料、沒
有水的痕跡。這幅畫在絹布上的
畫卷，用的全部是礦物質的顏
色，當中的青綠色，都是從寶石
提煉出來。顏料主要來自天然礦

物質：石青、石綠，將原材料磨成粉末，再為畫上
色。當中有畫師的心思，也有寶石的璀璨，令人一眼
看去，就有種寶石般亮麗的感覺。時至今天，我們看
到的光澤，其實是寶石的光澤，在古時，它是代表江
山永固、千年不褪色。
雖說想江山永固、千年不褪色，但是北宋已經滅亡

了，朝代也已更替，所以畫也始終會褪色的。《千里
江山圖》用的是石青、石綠等礦物顏料，輾轉流傳近
千年，也是歷盡滄桑。時間久了，調色的膠亦都失去
一些黏性，以至每打開一次，顏料的顆粒就會脫落一
點，長遠就會愈看愈少了。
由於「開卷有損」，為了保護這幅畫，故宮博物院

視之為鎮宮之寶，普通觀眾看不到這幅畫，連古畫研
究專家也很難看到其真容。

畫家才情橫溢 師從宋徽宗
再說說王希孟，當時18歲的他，只是宋徽宗一個宮

廷繪畫學院的生員，微不足道。他入學時只有13歲，3
年後畢業，但畫院考試不合格，於是被派去檔案館做
些謄寫文書、整理資料等工作。但是他心有不甘，仍
熱衷繪畫，一有時間就畫，畫好就託人送給宋徽宗
看。當時肯幫他送畫的，就是北宋權臣蔡京。經過蔡
京多次幫忙，終於令宋徽宗留意到這位天才少年，並
收他為入室弟子，親自教授他畫畫技巧。
有了皇帝為師，王希孟更加拚搏。他希望為皇帝畫

一幅江山圖，而他只用了半年時
間，就完成了這幅長卷巨作。他
雖才情橫溢，不過此畫完成後，
他並沒有好像一般書畫作家那樣
簽名蓋印。因《千里江山圖》是
在皇帝指導下完成，所以他無權
署名。皇帝又將此畫賜給寵臣蔡
京，蔡京又在此畫上題寫了跋，
把畫家的名字、年齡也寫上，這
樣才令後世知道真相。

天妒英才 死因紛紜
據專家說，此畫在青綠山水畫

史的技法和意境營造上，沒有其
他作品比它更璀璨奪目。可惜，
王希孟英年早逝。他在此幅驚世
巨作完成之後兩年，溘然離世。
歷史上對他的死有幾種說法：一
是王希孟傾盡才情精力去畫這幅畫，耗盡心血，積勞
成疾，離開人世；第二個說法是王希孟畫了這幅畫
後，得到宋徽宗喜愛，容許他四處遊歷，再尋靈感。
誰知他到了民間一遊，發現原來大宋江山並非完美，
反而百姓活得十分困苦。他回到宮中，立即畫了幅
《千里餓殍圖》，以求直諫。宋徽宗看後大怒，把他
賜死。

亦有另一種說法，是他經常使用礦物質作顏料，日
子一久，接觸多了就讓他慢性中毒而死。更有一種很
多人相信的說法，是根本沒有王希孟此人，因用寶石
化煉作顏料，非一般人可以有這財力和身份。所以有
人推斷畫家就是宋徽宗本人，王希孟只是杜撰出來的
一個人，好讓他自由自在地發揮。
有人說《清明上河圖》畫的是人間，而《千里江山

圖》畫的，則是皇帝的江山。

中華歷史幾千年，領土邊界時有改變。
在某些朝代，中國被外族入侵，損失疆
土；又在某些朝代，朝廷努力向外收復失
地，恢復河山。
要談國家領土完整，不得不先談戰國之
歷史。戰國時期，秦國相繼破滅六國——
韓、趙、魏、楚、燕、齊，結束諸侯割據
的局面，一統天下，建立秦朝，令中國的
版圖變得完整；而有了既定的版圖之後，
才可以談領土完整與否。
不少歷史人物都有捍衛領土完整的觀
念，國家領土一旦被侵犯，他們毫不猶豫
地站出來說不，就算要拋頭顱、灑熱血，
也在所不辭。
香港中學文憑試中文科的指定考核篇章
中有幾篇範文，間接或直接與領土完整有
關。
杜甫《登樓》是這樣開始的：「花近

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 」外敵
入侵，國難當前，來到登樓，就算花前
月下，實在無心情欣賞。在悲痛之餘，
杜甫仍祝福朝廷，祝福國家，又提醒自
己，與入侵者勢不兩立，故來一句：

「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
侵。」
辛棄疾《青玉案》的第一句：「東風

夜放花千樹，更吹落，星如雨。」先來
一個擬人法，叫東風燃放煙花，煙花爆
發後從黑暗中落下，元宵節的快樂，從
天上的一幕開始。作者然後把場面拉到
地上，「寶馬雕車香滿路，鳳簫聲動，
玉壺光轉，一夜魚龍舞。 」作者果然是
高手，他不是直白地寫寶馬拉着雕車來
塞滿路，而是香滿路；作者竟然用嗅覺
來描繪擠塞的場面，雕車之香木散發出
濃濃的香氣，香滿路，便代表馬車擠滿
了馬路。再加入聲效、光效及舞蹈效
果，場面不是很熱鬧嗎？寫天、寫地之
後，作者便來寫人了，「蛾兒雪柳黃金
縷，笑語盈盈暗香去。」作者沒有直接
說出人的存在，而是用蛾兒、雪柳、黃
金縷、笑聲、語聲、暗香來間接描寫女
士們在人群中走過。一輪白描，一氣呵
成，實在令人感到場面豐富熱鬧。
沒想到，就在此刻，作者突然把整個氣

氛反轉，拒絕接收並背向眼前的一切。

「眾裏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
在、燈火闌珊處。」作者不滿南宋朝廷無
心北伐，收復國土，還在粉飾太平，因而
心感悲痛。作者沒有說那人是誰？究竟是
自己，還是另有其人？實在無法知道。然
而，肯定的是，那人必定在憂心國家，無
法享受眼前的一切美好。
蘇洵在《六國論》說得較為直白。作

者引用戰國時代，六國如何抗秦的歷
史，指出有諸侯割地賂秦，「然後得一
夕安寢」，「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
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
不是長治久安之策。作者特別讚揚六國
之中的燕、趙二國，「燕趙之君，始有
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
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作者勇
敢地提醒北宋朝廷：「夫六國與秦皆諸
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
之之勢；茍以（宋朝）天下之大，而從
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國家安全，領土完整，同樣是唐人杜

甫、北宋人蘇洵、南宋時辛棄疾的共同願
望呢！

這學年與大家分享辯論心得，基本上
是以比賽為核心。這是因為在學生階
段，比賽就如考試一樣，是同學磨練辯
論技術的重要手段。然而，在論諸多技
術之後，我們要面對比賽的最後一關—
「評判」。
辯論評分是由評判決定的，雖然評判
在評分時，會根據比賽制度下的評分標
準，但這評分過程仍容許評判有很大的自
主空間。辯論評分帶有一定程度的主觀
性，這導致了「評判」成為比賽中十分重
要的角色，甚至有「第九辯員」之稱。如
果說辯論是「說服人的活動」，那麼辯論
比賽就更直接地是「說服評判的活動」。
因此，我們在考慮主線、論點、論據時，
必須要考慮如何可以更有效地說服評判，
以取得更高分數。
如何說服評判？一場比賽會有3名或5
名評判，而且有經驗的賽會會安排幾位評
判有不同的背景，例如有教師、(前)辯論
員、社會專業人士。這些背景的評判也有
自己的評斷角度及重視元素，難以「捉
路」。就此，筆者建議穩妥的策略是要在
「情理之中，意料之外」。今天，我們以
「父母應讓兒童提早適應社會」為例，作
進一步討論。

「情理之中」是指主線要配合社會主流
共識，這樣可以讓評判更易接受。例如在
這條辯題中，應該把握好父母與兒童之間
的關係，提出父母對兒童的責任，以及父
母的育兒方針對兒童健康成長的重要影
響。這種符合常識的觀點更易讓評判理
解。「情理之中」也有「情理」兼備的意
思，即是我們在運用論據時，應盡量多
元，要有理論研究(理)，也要有案例引言
(情)。「情」與「理」的比例組合，也可
因應辯員位置不同而有所調整，如在前場
(主辯、副辯)「理」的成分可以多些，以
盡快建立好主線的邏輯基礎；而在後場

(結辯)「情」的成分可以多些，以加強主
線的渲染力。

主線要有亮點 發掘獨特元素
「意料之外」是指主線要有亮點，給予

評判獨特見解(insight)。如果整條主線都
是情理之中，即使邏輯無誤，論據充分，
也只是中規中矩，評判不會覺得特別，也
難以給予特別高的分數。做到「意料之
外」一般有兩點，一是思考辯題的角度有
新意，提出一些被人忽略的元素；二是找
到特別而重要的資料作為論據。如在這條
辯題中，一般的討論會圍繞兒童提早適應
社會的效益；這時反方可以改從《兒童權
利公約》切入，指出關於兒童的一切決定
或行動均應以兒童的最大利益為首要考
量，再配合心理學的發展階段理論，集中
討論兒童階段的成長需要。
我們並不是要狹隘地對評判「捉心
理」，而是要將評判視為「公眾」的代
表，考慮如何說服眼前不同背景取向的
「公眾」。我們平時也可多做「比賽評
析」的練習，在觀看比賽時以評判身份代
入，並且如實打分，再由不同同學分享其
評判準則，這樣有助我們更全面理解評判
的要求。

武俠小說常有這樣的套路：男主角出場時有父親或師父傳給他
一把削鐵如泥、被譽為「天下第一劍」的寶劍。他持劍行走江
湖，行俠仗義，但招來他人妒忌。故事中段，男主角被奸人(往
往是親近之人)所害，失去寶劍，一沉百踩。作者此時往往會安
排男主角因意外跌下山崖，遇到意外之喜，例如某武林前輩留下
的武功秘笈，令他領悟到手中無劍，心中有劍，落葉飛花皆可成
劍。男主角這時才真正成為天下第一劍。
我喜歡用這個例子跟學生解釋什麼是莊子所說的無待。無待的

其中一種說法是，它不是指什麼都不倚持，而是無待於一。
《莊子．逍遙遊》中形容了四種人，這四種人也象徵四種層
次，讓我們一步步邁向逍遙的境界。第一種人是指行為舉止符合
社會期許或遵守社會規範的人。這種人的知識可以盡一官的官
職，他的行誼可以得到一鄉人的肯定，他的德行可以得到一國之
君的賞識。那這種人有什麼問題呢？他很努力地做到君君、臣
臣、父父、子子，即國君做到國君的角色，臣下做到臣下的角
色，父與子皆盡其倫理本分。然而莊子就指，這種人被社會所建
構的角色規範拖着走，他有的特性總是要符合某個對象或某些外
在規限的要求，要「效一官」，「比一鄉」，「合一君」。
第二種人是戰國中期的思想家宋榮子。宋榮子周行天下，宣揚
反戰容忍的思想，即使很少人接受他的觀點，他仍堅持不懈。莊
子說他「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那宋榮
子算是沒有追求「功」和「名」這些外在的社會價值吧。但莊子
卻說宋榮子仍有「己」，「己」的意思是他按自己的標準將事物
清晰地劃分出什麼是內，什麼是外，什麼行為是榮，什麼行為是
辱(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因此莊子說宋榮子「猶有未
樹也」，因為他仍會被自己所訂立的標準、自己的主觀觀念拖着
走。可以想像，當其他人的想法與宋榮子的標準不一樣時，他與
外物很可能會有或大或小的衝突，而他與外物就處於對立的狀
態。
第三種人是列子。列子御風而行，將精神放在自然事物上，化
除了人文社會的需要，所以人文社會有的概念，如己、功、名之
類，列子應該是沒有的。這樣的列子比起第一、二種人似乎高明
很多。可是，莊子眼中的列子仍未能做到逍遙，因為他仍然有所
待。他要待什麼呢？他要待風，要「旬有五日而後反」。換言
之，他受着特定東西所牽制。
最後一種人，也是能達至逍遙境界的人，是「乘天地之正，而
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這種人無己、無功、無名，能順着
萬物之本性，事情發展之規律，駕馭六氣，即陰、陽、風、雨、
晦、明的變化。用文章一開始提及的武俠小說男主角的例子去簡
單闡述，那就是當男主角一開始有寶劍時，他看起來很厲害，但
他其實受制於寶劍。沒有了寶劍，或寶劍受損，他就好像什麼也
發揮不出來。然而，當他領悟到事物的規律，六氣之變化，任何
向他迎面而來的物件皆可為他所用，形成劍氣時，他就一無所
待，因為他無待於一，落葉飛花，皆可成劍。

◆武俠小說常出現「天下第一劍」的寶劍。圖為在江西出土的東
周古劍。 資料圖片

◆圖為《千里江山圖》在2017年的公開展覽。 資料圖片

◆在學生階段，辯論比賽就如考試一樣。
資料圖片


